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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我国露营旅游规范化发展的建议

【要报要点】近年来我国露营旅游市场增长迅速，但也面临着

开发无序、标准模糊、缺乏创新、管控不足等多方面挑战。本

期要报建议，应从政策引领规范、完善标准体系、推动产业升

级、强化风险防控等方面入手，推动我国露营旅游规范化发展。

一、露营旅游规范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需求旺盛，整体开发仍为“野蛮生长”

露营旅游在我国发展起步晚，但市场需求增长迅速，据艾

媒咨询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21 年我国露营旅游市场规模从

77.1 亿元增至 299 亿元，预计 2022 年将突破 350 亿元大关。

但与此同时，不少投资者忽视专业性门槛盲目进场，露营地开

发被简单视作“圈地”，一批非专业运营者占用公共产权用地

违规开发露营基地，对资源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导致行业乱

象频生，市场整体供求关系依然面临结构性矛盾。

（二）标准模糊，目的地发展建设“冷热不均”

目前我国露营旅游产业规模化发展缺乏规范性标准，形成

精品爆火、劣品惨淡的鲜明对比。一方面，露营地规划建设定

位不清，收益“两极分化”。比如综合型露营地建设较为复杂，

高品质硬件设施系统及全流程化的服务运营短期内较难回收

成本，但凭借“露营+”婚礼、团建、运动、市集等多元化的

方式建立“引客”“留客”途径。而“轻资产”开发模式，虽

能缩减投资周期，降低成本风险，但不少营地企业将“复制”

“加盟”的露营地品牌中简而化之，缺少多元化的功能分区，

令整体品质受限。另一方面，营地规范管理不到位，规模化发

展的标准体系不健全，导致部分露营区存在帐篷位置过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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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区与儿童娱乐区混杂、景区与露营区分别收费、营区垃圾清

运不及时、车位少厕所远等等一系列问题，给游客带来不便。

（三）缺乏创新，产品噱头有余“后劲”不足

露营是体验性极强的旅游业态，一旦游玩产品核心内涵不

能持续深挖，注入延续性创新，令露营地将很难摆脱“昙花一

现”的命运。不少露营产品单一、模式相同，优势资源转化品

牌影响力不足。一些露营品牌只重营销，宣传仅凭“打卡”“出

片”等“过把瘾”式“滤镜”，忽视营地服务品质，专业化设

施不足，固守传统露营场地门票收益模式，过度同质化的玩法

让新奇体验越来越少，拉低了复游率，最后陷入价格战怪圈。

（四）管控不足，安全保障面临“高难度”系数

露营旅游的自主性与随意性较大，未经专业指导进入偏僻

危险区域是极大的安全隐患。露营旅游的地点大多较为偏僻难

以快速进入，超出有组织接待的安全保障范围，相关部门较难

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和措施进行安全保障，一旦发生旅游

安全事故，组织应急救援也有滞后性。同时，露营活动游客零

散特征较强，大众露营知识普及不足、露营者风险意识淡薄，

这些也成为威胁露营安全的重要因素。

二、推动我国露营旅游规范发展的建议

（一）政策引领规范露营旅游基地建设

一是加强整体规划，合理设置功能布局。按照市场需求和

供给设想，引导各地积极制定相关规划、实施意见，进一步完

善露营地停车场、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处理好道路、旅

游景区及露营地之间的关系，提高旅游交通设施的服务效能。

二是严格资质审批，严守生态红线，防范环境污染。监管部门

要及时“补位”，进一步做好规范指引工作，严格审核露营开

发资质，合理引导露营者在具有一定规模、设施齐全的露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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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并结合所在区位与特定地段居民的实际需求，合理

使用土地、草坪、林木，加强垃圾清理巡查监督，不断完善郊

野、公园、景区内的服务功能，做好户外公共空间的管理。

（二）完善标准体系提高行业监管效能

应积极推动露营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标准体系的建立健

全，将露营基地土地使用、装备配备、安全保障、环境保护等

内容通过标准制定纳入行业监管范畴。坚持分级管理引领行业

创新发展，借鉴丹麦露营地管理模式，按发展建设质量构建露

营基地星级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同级末位淘汰制度推动行业整

体品质提升。及时更新露营指南，加大露营旅游目的地及精品

线路推广力度，打造有广泛影响力的露营市场风向标。

（三）创新融合推助露营产业整体升级

一是露营开发企业聚焦提升营地建设能力，完善功能分

区，在产品设计中注重结合当地环境，凸显自然和人文地域性，

宜山则山、宜水则水，提高互动参与，增强品质服务水平。二

是鼓励市场主体在产品开发创新过程中，以产品生命周期为指

导，围绕核心产品不断完善与提升产品，加快“露营+”产品

迭代，注重细节设计，提高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三是综合运

用各类渠道强化露营目的地品牌营销，结合不同消费群体特

征，加快推出适应多元化特色优质产品供给方案，积极联动露

营装备服务商、租车平台等相关企业做好游玩精品线路的宣传

推广。

（四）强化风险防控改善露营安全管理

完善相关露营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对露营产业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规范化、集中化管理。协调配置郊外公园、草坪协管人

员，改变绿地、公园、开放空地露营管理“无人区”状态。加

强多部门合作，架构露营旅游预警、救助的绿色安全通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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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旅游预警救援保障系统。同时，强化安全营运意识和露营安

全普及。进一步完善露营地医疗急救中心建设，将其纳入露营

地质量考核，强化露营地经营者安全管理责任，在营区内设置

清晰界限、服务设施和游览导向标识，通盘考虑水电、交通、

餐饮、治安等安全问题，强化安全管理环节。积极引导参与者

遵守露营规范，维护露营秩序，不单独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

区域，注意野外用火安全，增强“文明露营”的意识，保护生

态环境。

采用情况：本文于2022年 7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新时代文化旅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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