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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省级旅游度假区的认定和管理，促进旅游度假

区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更好满足大众旅游

时代人民群众旅游度假需求，参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旅游度假区，是指依托优质旅游度假资源、

设施、服务与环境，为旅游者提供度假休闲服务，具有明确的空

间边界和独立管理机构的区域。

第三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由省文化和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第四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的认定和管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自愿申报、规范认定、动态管理。

第二章 申报与审批

第五条 申报省级旅游度假区，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地域界限明确，面积大小适宜，原则上不小于 5km2，

不大于 30km2。区内及周边半径 3公里内无洪涝、滑坡、泥石流、

崩塌等可预测性自然灾害威胁，无明显的旅游度假安全隐患和污

染源。

（二）旅游度假区应编制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其各项建设应

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要求。

（三）旅游度假区应有统一有效的管理机构，市场运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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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自成立以来累计完成旅游度假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

资达到 30亿元以上。

（四）旅游度假设备设施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业

态丰富，满足游客的住宿、餐饮、康体、娱乐、休闲、文化体验

等旅游度假需求。各类住宿设施总房间数不少于 500间，其中高

品质酒店、精品民宿的房间数不少于 1/2，其中拥有一定比例的度

假酒店或国内外品牌酒店。

（五）旅游度假公共服务完善，具备智慧化管理手段、旅游

安全紧急救援与公共卫生防疫能力，提供优质的旅游交通、信息

咨询、安全保障、便民惠民、公共行政等服务，能满足老人、儿

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需求。区内 2A级及以上旅游厕所数量占

比不少于 1/2。

（六）旅游度假市场结构合理，年接待过夜游客不少于 25万

人天，其中省外游客比重不低于 1/3，过夜游客平均停留 1.5夜以

上。品牌形象的识别度、知名度、美誉度高，游客满意率 90%以

上。

（七）旅游度假区用于出售的房地产项目总建筑面积与旅游

接待设施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 1/2。区内有满足省级度假区建设

发展的预留用地。

（八）近三年无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

重大旅游负面舆情发生。

第六条 申报省级旅游度假区，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提交申报书。申报单位应提交省级旅游度假区申报书，

包括旅游度假区基本信息（含名称、管理机构、四至范围及坐标、

面积、总览图等）、休闲度假资源和产品情况、度假设施分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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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状况、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游客综合满意度等内容，经

设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发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等部门出具推荐意见，报送省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二）组织预审。省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

及专家对申报单位的申报条件进行预审。预审未通过的申报单位

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三）正式申请。通过预审的申报单位，由设区市人民政府

向省人民政府提出设立省级旅游度假区的书面申请，同时应提交

度假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及相关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四）审核办理。申请受理后，由省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省发改委、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等相关部门提出办理

意见，报省政府审批。

第七条 旅游度假区申报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和规范。发现申

报材料造假，取消其申报资格，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第三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应自批准设立之日起两年内完成度假

区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和报批工作。度假区总体规划由所在地县

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组织论证后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

第九条 旅游度假区规划应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理念，突出文化内涵、市场主导、产业集聚和主题特色，促进

旅游度假区可持续发展。规划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发展目标、空

间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品业态、土地利用、品牌推广、

市场运营、体制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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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经批准后的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必须严格执行，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该规划是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要将其

纳入相应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并与详细规划相衔接。

第十一条 旅游度假区应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坚持节约

集约用地，依法依规履行建设用地手续。投资经营者可通过出让、

租赁、作价入股等有偿使用方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按照规

定的土地用途、期限使用土地。

第十二条 旅游度假区建设应坚持严格保护、注重特色、有序

开发、持续利用的原则，依托我省优质旅游度假资源与环境，大

力发展山地、河湖、湿地、温泉、海滨、森林、古城、乡村、文

化等类型丰富、主题多样的旅游度假区。

第十三条 鼓励旅游度假区采取多种市场投融资方式，建设自

驾车生态营地、低空飞行基地、品牌情景购物店、星空影院、沉

浸式文旅体验、体育健身、夜间消费和休闲娱乐等旅游度假项目。

第十四条 旅游度假区要加快推进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

一步完善环境基础设施，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协同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第十五条 旅游度假区应贯彻落实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完善

生态环境保护与监测体系，能源利用与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

符合国家环保标准要求，游客量不超出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周边

社区和谐发展。旅游度假区内禁止开山采石、挖沙取土、采伐林

木、过度取用地下水。

第四章 管理与评价

第十六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变更名称或调整空间边界的，应当

由设区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省文化和旅游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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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

第十七条 依据《江苏省旅游度假区发展评价办法》对省级旅

游度假区发展情况进行评价，采取年度评价和全面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年度评价每年一次，重点对度假区当年的经营及建设等情

况进行评价，全面评价三年一次，对度假区三年的建设、运营、

发展、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价。

第十八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评价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与不合格

三个等级。评价结果报经省政府同意后，向旅游度假区所在地政

府及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通报，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在一定范

围内发布。评价排名靠前者，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第十九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文化和旅游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整改：

（一）年度评价不合格，或部分达不到国家标准《旅游度假区

等级划分》（GB/T26358）及相关细则要求的；

（二）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的；

（三）游客投诉较多或者旅游市场秩序混乱且未及时有效处理

的；

（四）因管理失当，造成较大不良社会影响的；

（五）发生较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的；

（六）区内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突发

事件的应急预案不足的；

（七）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文化和旅游

行政主管部门报请省政府同意后予以撤销：

（一）存在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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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

（三）发生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的；

（四）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

（五）因经营管理不当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七）全面评价不合格的；

（八）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凡被撤销的省级旅游度假区，自撤销之日起两

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标识标牌由省政府委托省文化

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颁发。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相应

授权或认可，不得擅用。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并组织实

施。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