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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山协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团体标准 

《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制定背景 

1.2016 年，受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委托，中国登山协会启动了

《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等级评定办法及细则》的编制工作。

2019年完成了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并在全国 6个省市开展了测评工作。

后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此项工作暂停了 3 年，行业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原有文件在内容设定、评定流程等方面都需要大幅调整，并根据

行业发展现状重新编制。 

2.为贯彻落实《“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户外运动产业发展

规划（2022-2025 年）》等文件要求，秉承“服务、引导、规范”的

工作方针，制订《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团体标准计

划，以规范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建设和运营，促进青少年健康

成长，推动青少年户外运动全面高质量发展。 

3.《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团体标准制定计划中列入学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编号为 CSSS-

2023-027。 

（二）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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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登山协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

学院等。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丁祥华、赵佳明、陈岳峰、黄希发、杨

玮、洪扬、李元、张毅恒、何丽娜、汪俊杰、吴言、李影、刘治、张

莹、侯犇、武华亮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预研阶段 

首先，于 2019 年启动了等级标准起草的筹备工作，并在北京、

福州、贵州等开展了预调研。2023 年 4 月正式成立标准起草组。起草

单位选拔了一批理论基础强、实践经历丰富的人员成立标准起草组，

并拟定工作计划和组员任务划分。起草组通过广泛收集国内政策文件、

相关报道、学术文献等资料，明晰了标准制定背景和相关概念，以及

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发展情况，为标准编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

必要性说明。 

其次，于 2023 年 4月-6月开展行业调研工作。起草组选择了一

批具有较好口碑和较大行业影响力的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进行实地

调研，通过与其管理层及其他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和亲身参与营地活动

等形式，对各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规章制度、设施设备、员工管理、

产品与服务、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找出了当

前阻碍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发展的现实问题，并据此形成了调研报告，

完成了标准草案、立项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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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项阶段 

2023 年 4 月，起草组向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

交《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的立项材料，2023年 5 月

24 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发布标准立项通知，标准计划编号为 CSSS-

2023-028。 

3. 起草阶段 

起草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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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文件的起草》书籍和新的调

研资料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并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标准研讨会，

对标准草案中的具体内容及评分细则进行讨论，在获得专家团队意见

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草案，整个过程保持与中国登山协会的

沟通交流。 

在此基础上，起草组制定了详细的内部征求意见方案，通过线上

和线下会议形式，组织了包括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户

外营地等各方工作人员在内的团队进行内部意见征求工作，将各方代

表对标准草案的建议进行收集整理，并据此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和完

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

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根据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和适用性的基本原则编制本标准。

在科学性和严谨性方面，本标准的起草是以现有的研究报告、政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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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学术文献和技术指导等为参考，结合专家团队的修改意见，多次

丰富与完善基本内容。此外，本标准的编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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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瞻

性方面，本标准结合国内外其他领域优秀标准编制指南，引入先进的

标准版本和技术要求，顺应最新标准编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前瞻

性。在适用性方面，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多次进行实地调研和开展专

家研讨会，采纳了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和

诸多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多方修改意见，努力保证评价指标和具体

要求的全面性、科学性和普适性。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及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

统计数据等） 

1.主要内容 

标准主要包括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基本条件和等级评分内容

和分值两个部分。等级评定总分为 100分，包括规章制度建设 19分，

器材设备 9 分，员工管理 26 分，营地产品与服务 26 分，社会影响力

20 分。 

1.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等级划分与标志、基本要求、

等级划分要求和等级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等级划分与评定。 

1.2 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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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泛阅读和整理国内外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发展的相关政

策，结合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实地调查，在青少年户外

营地、标准制订领域专家团队的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帮助下，明确青少

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划分和评定总则。 

1.3 各等级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包括统一要求和各等级要求，统一要求是参与评定的最

基本要求，需要所有户外营地机构达到的最基本条件，各等级要求是

不同等级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采用对应的评定办法。 

统一要求：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应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成立，具备独立法人资质；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运营一年以

上；应有明确的安全防控措施，有数字化的行程轨迹管理，三年内无

重大质量投诉记录、不良诚信记录、经济纠纷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应具备户外运动、野外生存、自然教育、国防教育等营地活动组织与

策划能力和开展活动相应的设施及服务；应具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流程和规范；对营地指导员、营地主任等工作人员有专门的行为规范

制度与要求；应有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规章制度：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应具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流

程和规范；对专职营地指导员、兼职营地指导员、营地主任等工作人

员有专门的行为规范制度与要求。 

不同等级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应具备相应固定的经营及办公场

所、注册资金、缴纳社保员工总数、持证专职营地指导员人数和年承

接青少年活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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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评定 

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评分内容定包括评定原则、流程、人员

和方法。评定内容包括规章制度建设 19 分，器材设备 9 分，员工管

理 26 分，营地产品与服务 26 分，社会影响力 20 分。95～100 分为

五级（AAAAA），85～94分为四级（AAAA），70～84 分为三级（AAA），

60～69 分为二级（AA），50～59 分一级（A），50分以下不授予等级。 

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团队成员深入北京国际青年营、深圳源野国际探索教育营地、东

莞花茶湾冠军营地、惠州欢笑白鹭湖营地、远望营地、游美国际营地、

武汉落雁美芦营地、武汉小蚂蚁部落营地、深圳星期八户外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海南万宁神州半岛沙滩俱乐部、海南三亚大茅远洋生态村、

海亮素质教育集团和河南建培等青少年户外营地及机构进行调研，查

阅美国营地协会、欧洲营地协会和澳大利亚营地协会等国外相关营地

组织的相关资料和国内相关资料文献，对该领域有较深入的了解。为

初步构建青少年户外营地等级划分体系，特制定青少年户外营地等级

划分体系访谈提纲，对国家体育总局、湖北省体育局等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中国登山协会、湖北省登山运动协会、吉林省登山运动协会等

相关机构的人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安徽工程大学、海南大学、

湖北大学等高校教师进行了访谈，为评估指标体系的完善提供实践依

据。最后，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和权重。 

分别对行业专家发放了三轮问卷。第一、二轮主要是根据专家的

反馈意见进行指标体系的修改，对指标进行增加、删除及修正，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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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整理后以匿名的形式反馈给各专家组成员进行判定。最后通过第

三轮的专家咨询，整理与归纳专家的意见，对最终形成的评估指标体

系进行重要性赋值，计算指标权重，确定评估指标体系。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5 月 23 日在线上召开了

指标体系研讨会、9月 28日在仪征召开了编制研讨会、10月 11日在

线上召开了编制研讨会，就标准中的体系结构、分值比重和规范表述

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研讨。通过以上会议，获取了更加全面、专业的意

见，以及更科学、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在团体标准的编制过程中，需要进行试验验证以确保标准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本标准对北京国际青年营、深圳源野国际探索教育营地、

东莞花茶湾冠军营地、惠州欢笑白鹭湖营地和武汉小蚂蚁部落营地等

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规章制度建设、器材设备、员工管理、营地产

品与服务和社会影响力进行评估和测试，通过分析试验验证的结果，

对该团体标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确认，为后续的技术经济论证和

预期效益分析提供了依据。 

2.技术经济论证 

在该团体标准的编制过程中，主要通过市场调研、成本分析、效

益评估等方式对营地机构的投资成本、运营成本、市场效益等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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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估，以实现技术经济论证。通过技术经济论证，对该团体标准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全面评估，为标准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依据。 

3.预期效益 

3.1 经济效益 

该标准可以提高营地机构的产品水平和服务质量，吸引更多的青

少年参与户外活动，增加营地机构的收益。同时，该标准可以促进营

地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为整个行业带

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3.2 社会效益 

该标准可以提高青少年户外活动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保障青少年

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同时，该标准可以促进青少年户外营地教育

的普及和发展，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3.3 生态效益 

通过规范营地机构的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可以减少对自然环境

的破坏和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户外活动也可以提高青少年的

环保意识和促进生态保护行为，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贡献。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

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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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的比对分析 

美国营地协会（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营地评定标准（ACA 

standards）是一个关于青少年户外营地标准的总体概述，包括营地

机构工作人员的细则、营地机构设施管理、运输安全程序、风险管理

等内容，旨在为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运营及管理提供理论指导。与

ACA standards相比，相同点在于本标准与它的目标均为建立一个全

面的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标准体系，规范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发

展；不同点在于本标准为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提供了更为细致的项目

及分级体系。且本标准将更有利于提高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建设和

服务水平，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

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1.实施要求 

在标准的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相

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各实施主体的责任；其次，需要制定详细的

实施计划和时间表，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再次，需要建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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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机制，确保标准的执行效果；最后，需要定期评估，及时发现

问题并进行修订。 

2.组织措施 

本标准为针对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等级评定标准，在组织措施上

建议在中国登山协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组织协调下，以标准化工

作组成员为主，成立宣贯小组，宣贯实施，以使各青少年户外营地机

构、地方监管部门了解、使用标准。 

3.技术措施 

组织编写标准的宣贯材料，积极开展标准的宣贯培训。在标准实

施过程中，及时向中国登山协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反馈标准的实施

效果，使用中有何问题或建议，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及时反馈给起草

单位，为标准的修订提供基础，从而规范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行

业。 

4.过渡办法 

前期主要针对大型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应用实施，并逐渐对小型

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积极实施本标准，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

好的改进建议反馈工作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的修订和完善。 

十、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