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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大连标准认证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北财

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大连市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捷、王细凤、吴国强、王伟、石芳芳、张杰、贺蓬勃。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有关单位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5-11号，联系电话:024-24842505。

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42-1号，联系电话:0411-827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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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民宿建设与运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特色民宿的术语和定义、特色民宿建设的基本原则，提供了规划、选址、建筑与装饰

装修、场所环境与设备设施、安全、环保卫生以及运营管理等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特色民宿的建设与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408 安全防范系统供电技术要求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T 19012 质量管理顾客满意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GB/T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 25180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利用技术要求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

GB/T 41648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125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民宿 homestay inn

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

小型住宿设施。

[来源：GB/T 41648-2022，3.1]

特色民宿 featured homestay inn

在设计、建造、经营管理与服务中，融入特色元素，体现特色主题，为宾客提供独特文化、环境或

服务体验的民宿。

4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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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尊重的态度对自然及人文环境规划设计，避免破坏环境，保护生态的多样性。

文化与科技共生

充分挖掘和突出当地文化元素，保留并凸显当地元素，同时注重科技的运用。

创新与品质共生

根据市场需求，结合发展新理念实现产业创新，确保高标准的品质。

5 规划

特色民宿需遵循科学设计、合法审批、绿色建设、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整体规划。

以培育我省文化生态体验的居住空间为导向，提炼民宿建设地域内具有鲜明特点、吸引力较强的

文化内涵，呈现出有故事、有特色、有细节的民宿。

经营场地需符合本辖区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旅游民宿发展规划、景区发展规划，无

地质灾害和其它影响公共安全的隐患。

规划建设的特色民宿可新建，也可改造既有住宅。

在建设或改造中，根据所在地资源禀赋，突出地域特色，注重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6 选址

周边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空气质量及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周边宜有医院或医疗点；宜有停车场，方便出入；宜有地方特色餐饮；宜有地方生产生活方式活

动体验点等。

宜与景区及文化体验展示内容深度结合，可位于或靠近旅游区、文化街区、乡镇集市、民俗场所、

特色旅游网点等位置选址建设。

7 建筑与装饰装修

建筑产权清晰，符合国家有关房屋质量安全的标准和要求。

文物建筑、历史建筑改造为民宿应符合文物部门的有关规定。

建筑规模符合 GB/T 41648 的规定，建筑外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体现当地特色。

装饰装修在设计、色调、风格等方面，需体现当地特色，包括但不限于文化特色、自然资源特色

等，符合民宿特色定位、主题鲜明。

店招店牌宜融入民宿特色元素。

8 场所环境与设备设施

根据民宿特色定位和提供的服务内容，合理划分功能分区，包括但不限于：客房、餐厅、厨房、

卫生间、公共区域等。

各区域结合空间功能，配备满足服务需要的、体量适当的设备设施。同时，充分考虑无障碍需求，

符合 GB 50763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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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功能空间名称设置以及室内标识、标牌及设备设施和相关物品的设置，宜融入符合民宿特色定

位的元素，营造氛围，增强宾客的融入感和体验感。

配备通讯设施，提供覆盖各区域的无线网络。

有条件的，可提供庭院、书吧或茶吧等公共休闲活动场所，满足宾客休闲活动需求。

有条件的，可设置与接待规模一致的符合民宿特色主题的相关的制作、表演、教育培训、交流场

地，设施完善，方便使用。

公共区域宜配置多媒体设备，播放体现当地资源、人文特色且与民宿特色主题相符合的音视频资

料。

9 安全

建筑物通过 JGJ 125 房屋安全性鉴定。

建设设计的电路符合 GB/T 15408 的要求，电器符合 GB/T 19517 的要求，且符合公安机关治安消

防相关要求。

配备必要的防盗、应急、逃生安全设施，确保宾客和从业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

易发生危险的区域和设施，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易燃易爆物品的存储和管理应采取必要的防护

措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食品来源、加工、销售符合 GB 14881 要求。

10 环保卫生

民宿建设及运营应因地制宜，采取节能环保措施。

提倡使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降低建设和运营时的碳排放。

卫生条件符合 GB 37488 的要求。

生活用水符合 GB 5749 要求。

合理的进行水资源管理，污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 的要求。

油烟排放应符合 GB 18483 的要求。

做好垃圾分类处理及回收的相应工作，生活垃圾处理应符合 GB/T 25180 的要求。

11 运营管理

规范经营

11.1.1 符合治安、消防、卫生、安全、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取得政府要求的相关证照。

11.1.2 营业执照及各种相应的许可证等证照须齐全。

11.1.3 公开服务项目和服务收费标准，明码标价。

主题提炼

11.2.1 聚焦特色，提炼民宿文化主题。

11.2.2 宜与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社会资源相协调。

11.2.3 根据我省旅游资源的特色和属地不同，打造多种类型特色民宿，包括但不限于：民族文化、红

色旅游、冰雪赏玩、滨海旅居、温泉度假、工业体验、乡村休闲、草原生活、艺术体验等。可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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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

11.3.1 宜根据主题特色自行开发相关特色产品。宜为宾客提供定制化产品。

11.3.2 为适应不同宾客的消费需求，可结合民宿主题特色，形成高低搭配、品类丰富的产品体系。

体验内容

11.4.1 特色服务

11.4.1.1 宜提供讲解服务，能熟练向宾客介绍当地风土人情、文化特色、历史故事及周边旅游特色景

点等。

11.4.1.2 围绕民宿特色以及当地资源、人文特色等，设置介绍栏或解说牌或放置相关书籍、手册等资

料。

11.4.1.3 根据宾客需求，为宾客参与特色活动提供信息资讯。

11.4.1.4 提升智能化建设水平，利用智能化技术为宾客提供便捷、舒适的居住体验。

11.4.2 特色活动

11.4.2.1 将互动体验与住宿功能叠加，为民宿宾客提供特色体验感受，可根据民宿特色设立体验区或

通过资源嫁接，为宾客提供特色体验项目。

11.4.2.2 立足当地旅游资源，挖掘地方文化内涵，创新设计或引导宾客参与娱乐、休闲活动，包括但

不限于：美食品鉴、民俗表演、 采摘种植、制作体验以及特色节庆活动等。

11.4.3 特色餐饮

11.4.3.1 宜利用当地食材，结合地方特有的烹饪技法，为宾客提供具有本土特色、符合民宿特色定位

的菜品。

11.4.3.2 可提供餐饮美食制作展示和讲解服务，介绍当地餐饮美食的制作工艺、特色菜肴及名店名菜

的文化故事。

11.4.4 特色商品

11.4.4.1 宜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内涵，利用地方资源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日常

用品、旅游纪念品、土特产品等。

11.4.4.2 提供特色商品的销售或代购服务。

11.4.4.3 有条件的，设置体现特色的产品展示区。

营销推广

11.5.1 宜组织开展与主题特色相关的创意策划和营销活动。

11.5.2 讲好文旅故事、突出主导内容，根据自己的特色产品、经营和品牌，给予相应的文化表述和展

示，增强品牌的感知度和美誉度。

11.5.3 利用互联网资源和数字化技术以及线上线下平台，进行多渠道宣传和营销。

11.5.4 民宿主人可利用自身优势，打造个人 IP,进行粉丝式营销。在个人 IP 的建设过程中，不拘泥

于一宿一景、可将自身的宣传与区域内特质旅游内容捆绑推介，以弥补小型业态内容不足问题。

11.5.5 可与农业、研学、露营、团建、庄园、教育、特产商贸等项目结合互为配套、共同发展，从而

形成更为完整的消费产业链。探索全新的销售体系、转化各类文旅内容价值。

11.5.6 提供的服务信息应合法、客观、真实，不得做虚假宣传，不得欺骗和误导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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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运营

11.6.1 宜采用数字化技术优化民宿管理，提供在线预订、前后台客户运营一体化管理、大数据精准营

销、客户管理等。

11.6.2 宜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开展满意度调查和持续改进机制。

运营模式

11.7.1 独立自主经营型

利用自有或租用房屋，通过参与日常的接待，为宾客提供体验自然景观、特色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小

型住宿设施。

11.7.2 托管代理型

托管平台对房主的闲置空房进行统一管理，如交给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

11.7.3 连锁经营型

依托于已成熟的民宿品牌，如加入具有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完善的经营体系。

评价与改进

11.8.1 应建立服务质量监督和投诉处理机制、回访制度等,并对外公布投诉电话号码、电子邮箱、投

诉受理程序与时限等信息。可按 GB/T 19012 的要求进行投诉处理。

11.8.2 应建立宾客满意度测评与意见征询制度。

11.8.3 应对宾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记录、分类汇总、分析评估,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改进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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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不同主题特色民宿

不同主题民宿特色要点可参考表A.1。

表 A.1 不同主题特色民宿

特色民宿 特色要点

民族文化类民宿

（1）以民宿所在地拥有的民族文化及民俗历史为核心；

（2）通过建筑、装饰形式及软装道具等内容放大呈现民族

文化元素；

（3）结合少数民族的节日、习俗和历史故事提供体验活动；

（4）我省常见的少数民族包括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

族和锡伯族等。

红色旅游类民宿

（1）挖掘当地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如革命历史、英雄事迹、

红色景点等；

（2）将红色元素融入民宿的建筑装修、活动体验中，形成

独特的红色历史学习和沉浸式感受；

可与研学基地或相关展示场地结合。

冰雪赏玩类民宿

（1）聚焦为运动爱好者和冬季赏景游客营造季节性旅游体

验；

（2）宜在冰雪资源或专业雪场附近建设；

（3）宜将建筑风格与冰雪形式相结合；

（4）宾客便于参加冰雪运动、各类冰上体验活动；

（5）可适当融入当地的文化风情。

滨海旅居型民宿

（1）宜围绕海岛或海岸线挑选民宿建筑位置；

（2）充分展示融入海滨文化、海岛文化内容；

（3）可提供滨海观光服务、垂钓及以农产品、海产品组合

的餐饮服务；

（4）有条件的可让宾客参与、体验到渔业生产的过程。

温泉度假型民宿

（1）宜在温泉带上选址建设，也可采用人工温泉设备寻址

建设；

（2）此类项目建设中，尤其要考虑以家庭和团队为单位的

居住需求；

（3）温泉因水温和矿物质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别，尤其要注

意如何宣传相关温泉文化和温泉疗效；

（4）融入适合温泉民宿的娱乐休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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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不同主题特色民宿（续）

特色民宿 特色要点

工业体验民宿

（1）将工业元素和体验式旅游相结合；

（2）选址通常位于工业遗址或废弃工厂，通过保留和改造

原有工业元素，为宾客提供独特的住宿体验；

（3）尤其要注重将近代工业历史展示与空间设计结合一体；

（4）即保留原有的工业元素，又应具备良好的舒适的居住

条件；

（5）若有手工业内容，可包装成体验项目，让宾客亲身体

验工业内容。

乡村休闲民宿

（1）选择具有优美自然风光、特色文化和传统建筑的乡村

地区作为民宿的建设地点；

（2）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资源和环境特点，合理利

用乡村资源，保护传统建筑和生态环境；

（3）宜提供丰富的乡村休闲活动，例如种植、养殖、烹饪、

农耕体验等；

（4）可适当结合儿童教育、亲子活动目的地打造。

草原生活民宿

（1）选择交通方便的草原地区作为民宿建设点；

（2）建筑风格可利用草原传统建筑如蒙古包等形式，让建

筑与环境融为一体。

（3）分考虑当地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确保民宿的可持续

发展；

（4）结合自然风光、草原文化和民俗活动提供独特而丰富

的草原生活体验。草原生活体验活动如放牧、挤奶、制作传

统手工艺品、品尝草原美食等。

艺术体验民宿
（1）在民宿建设和运营中，以体验艺术文化为内核；

（2）有效嫁接资源，结合艺术展览、艺术品制作等，为宾

客深营造体验氛围。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原则
	4.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2　文化与科技共生
	4.3　创新与品质共生

	5　规划
	6　选址
	7　建筑与装饰装修
	8　场所环境与设备设施
	9　安全 
	10　环保卫生
	11　运营管理
	11.1　规范经营 
	11.2　主题提炼
	11.3　产品创新
	11.4　体验内容
	11.4.1　特色服务
	11.4.2　特色活动
	11.4.3　特色餐饮
	11.4.4　特色商品

	11.5　营销推广
	11.6　数字化运营
	11.7　运营模式  
	11.7.1　独立自主经营型
	11.7.2　托管代理型
	11.7.3　连锁经营型

	11.8　评价与改进

	附录A（资料性）不同主题特色民宿
	民族文化类民宿
	红色旅游类民宿
	冰雪赏玩类民宿
	滨海旅居型民宿
	温泉度假型民宿
	工业体验民宿
	乡村休闲民宿
	草原生活民宿
	艺术体验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