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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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和运营，满足场地设施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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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银、姬庆、胡国强、唐家晨、徐杰忠、

毛蕾、徐泽意、尹一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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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组广泛收集国内政策文件、相

关报道、学术文献等资料，清晰标准制定背景和明确相关概念，剖析

我国青少年户外营地机构的发展情况，为标准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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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地调研，

通过与其管理层及其他工作人员沟通交流等形式，对各青少年户外营

地基础设施、运营情况、人员配备、安全卫生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方

位的深入了解，找出了当前阻碍青少年户外营地发展的现实问题，并

据此形成了调研报告，完成了标准草案和立项申报书。 

2. 立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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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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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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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和前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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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专家团队的意见，

为进一步修改提供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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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严谨性、科学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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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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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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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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青少年户外营地等多方修改意见，努力保证评价指标和具体要求更

为全面、科学、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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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评分内容和

分值两个部分。 

1.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青少年户外营地的等级划分与标志、基本要求和等

级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青少年户外营地的等级划分与评定。 

1.2 青少年户外营地等级划分及评定总则 

通过广泛阅读和整理国内外青少年户外营地发展的相关政策，结

合具有代表性的户外营地实地调查，在青少年户外营地、标准制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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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划

分和评定总则。 

1.3 各等级青少年户外营地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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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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所有户外营地达到的最基本条件，各等级要求是不同

等级户外营地采用对应的评定办法。 

统一要求：青少年户外营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法合规；场地满足

各对应等级的基本条件；各类设备、设施、器材符合安全规范。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运营一年以上、地质稳定、无地质灾害发生隐

患、能够划分营区、规范场地的营围，且应有监控系统。 

各等级要求：各等级需满足相应的营地面积、活动场所面积、营

地监控面积、医疗救护配置、持证专职人员、开展课程数量、外部交

通抵达户外营地的距离和营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等级的要

求。 

1.4 青少年户外营地等级评定 

青少年户外营地等级评分内容定包括评定原则、流程、人员和方

法。 

评定内容包括场地规划 3 分，基础设施 18 分，公共服务设施 9

分，专项服务设施 13 分，安全保障 6 分，卫生保障 11分，医疗救护

8 分，综合管理 13分，综合影响 19 分，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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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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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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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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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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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户外营地的设施、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评估和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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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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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该标准可以提高户外营地的设施水平和服务质量，吸引更

多的青少年参与户外活动，增加户外营地的收益。其次，该标准可以

促进户外营地的规范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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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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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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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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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规范户外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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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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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健康和安全、营地员工、节目和活动 、

设施和设备 、管理和组织、营养和饮食、精神关怀。评估结果将根

据营地的表现分为不同的等级，等级越高表示营地的质量越高。相同

点为都强调营地提供安全、卫生、舒适的设施和活动，注重管理和组

织，强调教育和成长价值，以及在环保和社区服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不同点：美国的营地评定标准在健康和安全、员工、节目和活动、设

施和设备、管理和组织、营养和饮食以及精神关怀等方面都有详细的

要求。而本标准则更注重营地在场地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等方面的规范，强调营地活动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且本标准将更有

利于提高青少年户外营地的建设和服务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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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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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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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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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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4.过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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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主要针对大型青少年户外营地应用实施，并逐渐对小型青少

年户外营地积极实施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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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