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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民宿——作为沉浸式、体验式的休闲业态，适应 “城市大休闲，乡村微度假”的全

域旅游新态势，把单一的“旅游观光”升级为“生活方式”。 

引领乐活（LOHAS）时尚健康生活方式，是文化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老龄化及新冠疫情，尤其让生态康养性质的旅游度假区，彰显了广阔的市场潜力，

也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健康产业作为覆盖面最广、产业链最长、价值链最大的产业，是跨界融合、三产

互通、产业协同的最佳路径——尤其涉及休闲装备、体育和户外用品、康复和健

身器械、中医药养生产品、功能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更成为综合

驱动县域经济的强大引擎！ 

“康养旅游”实现了健康产业与旅游休闲的融合，尤其借助“民宿”的载体，把“文化

创意”和“健康产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场景，时尚健康生活方式的

产品研发与创新，因此有了展示的窗口。 

总之，旅游从业者——理应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提供商和服务商！ 

养生民宿——则是深呼吸、慢生活、大健康的走秀台和实验场。 

本团体标准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发展委员会秘书处牵头和组织编制，旨在贯

彻《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及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范养生民宿开发建设、

运营管理的理念，提升民宿服务品质和顾客体验，倡导国民健康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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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则 

1.1 团标名称 

《养生民宿建设与管理规范》，英文简写；S-WHI。 

1.2 起草与归口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本标准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起草，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归口，版权归发

起和原创机构北京全域旅游规划设计院所有。 

起草单位：北京全域旅游规划设计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与社会文化地

理研究室，亚太国际休闲文化北京中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绿色疗法与康养景观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与旅游融合研究中心。 

本标准起草工作得到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的指导和支持。 

主要起草人:张朝伟,李树华,刘家明,邹统钎,苑华毅,张佑印,刘国栋,方凯,吕晓宇。 

1.3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生民宿”的术语和定义，养生民宿的基本要求、空间环境（自然环境/建筑设

施等人工环境）及养生服务（养生商品/养生技法）、厨房和餐饮、日常管理（人员要求/规

章制度）、评价体系及等级划分等，适用于养生民宿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等过程中的管控和

引导，可作为养生民宿认证和评级第三方评价依据。 

1.4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规范性引用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同时，其更新版本（包括

所有修改内容）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国质检标联〔2017〕5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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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含第 1 号修改单） 

GB/T 41648-2022《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二、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疗养地理 Geography of sanitarium 
人类属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子（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及非生物

因子（纬度、海拔、阳光、空气、土壤和水质等），对于人类身心健康发挥重要作用。 

地质地貌、矿泉温泉、海滨湖滨、山地森林、沙漠草原、气象气候、文化艺术等地理因素，

都可作为优质的疗养资源。尤其富含有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优质土壤和清洁饮水，物产丰

富的瓜果蔬菜，适宜的光照度、气温、气压和湿度，特别是清新空气中的负离子和芳香物质，

可使人体产生一系列良性反应，通过抚慰和愉悦身心，增进身心健康。 

疗养地理学——借助《环境与健康》等现代预防医学的规律和方法，研究、探索自然地理和

人文地理的健康因子及其健康促进作用。 

2.2 养生农业 Health care agriculture 
依托特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结合人工的农业生产活动（种植养殖和加工）及 24 节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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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养生文化，秉持“药食同源，农旅融合”理念，构建农工商与旅游休闲和健康服务一体化融

合发展的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 

养生农产品包括：生鲜食材（含药膳预制菜）和深加工农产品（保健食品、功能饮料/代茶

饮、精油、药浴草药包、艾灸、熏香和香囊等）及服务型产品（食育/农事体验/研学）。 

2.3 养生技法 Wellness techniques 
依托特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生物因子或非生物因子），结合养生农产品、体育运动、文

化艺术、社交活动等，着眼于促进个体身心健康——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 
比如，生理健康——采用运动健身、饮食营养、肌肤美容等；心理健康——采用放松（压力

管理）、静心冥想、文化艺术、健康教育及食育、心理疏导、社交沟通等。 

养生技法的具体形式，包括：中医药养生、森林康养、温泉药浴、瑜伽静修、文化艺术、体

育休闲、自然教育和食育等。 

◆药膳食养 

通过对“药食同源”食材（名录已由国家卫生健康部门公布）的合理配伍，选定食谱主料、辅

料，烹制有特定养生功效兼具色、香、味、形的菜肴、汤羹、粥/膏、糕点等，满足个性化

“治未病”的预防、调理和康复保健需求。 

◆食育研学 

食育——对农作物、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事活动的认知体验，对健康养生知识的普及，以及合

理膳食习惯的培养，业态类型包括农乐园等。 

“食育”最早见于 1896 年日本养生学家石冢左玄的著作《食物养生法》，由于饱含生命、自

然、感恩等人类通识，随后在欧美和全球流行。2005 年，日本颁布《食育基本法》，作为一

项国民运动，以家庭、学校、幼儿园等为单位，在日本全国范围进行普及推广，通过认识食

物来源、食物营养和食品安全，树立对土地和大自然孕育食物的感恩之心，以“培养国民终

生健康的身心和丰富的人性”。 

◆森林康养 

在森林中开展静息、冥想、茶艺、散步、瑜伽、围炉夜话、手工制作等活动，以增进身心健

康、预防和辅助治疗疾病的养生保健方法，称为森林康养。 

森林康养最早起源于德国，后来推广到日本、韩国、美国以及北欧国家。 

森林康养的机理是多方面的。首先，森林在光合作用过程中释放大量氧气和负氧离子，可缓

解压力和焦虑感，消除精神疲劳，改善紧张、不安、低落等不良情绪，预防忧郁症，并调节

机体免疫能力。其次，如松、云杉、柏、桉、橡、稠梨、白桦、槭、桧、冷杉等森林植物分

泌的萜烯类芳香物质（单萜烯、倍半萜烯、双萜烯等），具有镇静安眠、镇咳平喘、杀菌、

抗炎、镇痛、抗过敏、抗氧化、延缓衰老等功效。 

◆园艺养生 

在园艺活动中，通过有目的地栽植相关种类的芳香植物，发挥其健康促进价值。 

比如，以薰衣草、香叶天竺葵、甜牛至、甜罗勒为主构建的植物闻香区，其自然香气含香茅

醇、香叶醇、芳樟醇、乙酸芳樟酯、丁香酚、1,8- 桉叶油素、柠檬烯等 30 多种挥发性物质，

可显著降低血压。西洋甘菊、薰衣草、罗勒、薄荷等植物的挥发性物质，可以降低大脑前额

叶活动、松弛精神、稳定情绪、促进睡眠。 

园艺养生场地设计（康养景观设计）分为两种：一种是感受式庭园，让人通过“五感”（触觉、

味觉、听觉、视觉及噢觉）获得疗效；一种是在照顾、浇培植物的过程中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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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养生 

芳香养生——流行于古今中外，是指将气味芳香的药物，如丁香、藿香、木香、白芷、薄荷、

冰片、麝香等，制成适当的剂型，作用于全身或局部以防治疾病的方法。 

中医芳香养生——利用中药材的芳香性气味或其提取出的芳香精油，以各种形式作用于人

体，达到调节脏腑阴阳、气机的作用。 

西医芳香养生——指芳香治疗师利用从植物材料（香草、花和其他芳香植物）中萃取的精油

作为物质基础，以按摩、熏香、沐浴等方式，在幽雅舒适的氛围内促进身心健康。 

常用精油种类包括薰衣草、薄荷、柠檬、佛手柑、乳香、甜橙、桉树、姜、天竺葵和甜马郁

兰等。研究表明，薰衣草精油具有良好的镇静促眠作用，还可以可减少紫外线辐射损伤、增

强皮肤抗氧化能力、抑制细胞凋亡蛋白表达等途径，延缓皮肤老化；佛手柑可以减轻压力和

焦虑；天竺葵具有抗菌、抗真菌活性、抗氧化和杀螨效果；乳香精油、迷迭香精油等具有显

著的抗抑郁功效；蔷薇木属、萝摩科植物茎皮精油能松弛血管、降低血压；茴香精油及其主

成分茴香脑可抑制血小板凝聚及舒张血管，从而发挥抗血栓作用；辛夷、白芷、紫苏挥发油

能明显抑制皮肤过敏反应，而且白芷挥发油在体内外均能有效清除活性氧自由基和羟基自由

基，表现出较强的抗氧化活性。 

◆静心冥想 

静心冥想，本质上都是对注意力和觉察力的训练，脱胎于古印度人的修行方法，借助于深观

自身的身体、感受、心的知识以及周围一切力量，感悟生命经验和万物的联系。 

冥想就是停止知性和理性思维，通过获得深度的宁静，达到忘我之境一种心灵自律行为。人

在冥想状态下，人脑处于α脑电波状态，促使内啡肽的分泌，不仅可以获得身心愉快的体验，

而且想象力、创造力与灵感会源源不断涌出，判断力、理解力都也大幅提升。 

静心冥想的用具是颂钵。颂钵被敲击时可发出安静悠远的奇妙声音，使人很快进入深度冥想

状态，开启身体自愈之门，舒缓精神层面及肉体的痛苦。东方的印度、尼泊尔、西藏以及欧

美，已普遍将颂钵用于理疗(healing)、声音按摩(sound massage)、声音治疗(sound therapy)

和轮穴平衡(chakra balancing)的一种媒介和工具。 

◆艺术养生 

文化艺术是人类自我表达的基本方式，用于寄托个人对天地人生的感悟与喜怒哀乐。 

琴、棋、书、画可以托物言志，也可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健全人格，促进身心健康。 

◆温泉药浴 

天然温泉富含偏硅酸、锂、溴、硒、铜、锶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等有益人体健康

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具有美容护肤功效；泉水中的钙、镁、钠、碳酸氢等矿物质可改变皮肤

酸碱值，软化皮肤角质。泡温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 

药浴是将中草药或配方浸泡在洗浴液中，药物作用于全身肌表、局部、患处，经吸收，循行

经络血脉，内达脏腑，由表及里产生效应。 

药浴（全身浴、坐浴、足浴）可起到疏通经络、活血化淤、驱风散寒、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调整阴阳、协调脏腑、通行气血、濡养全身等养生功效。 

◆有氧运动 

运动不仅改善生理功能，也能增进心理健康。 

徒步、慢跑、游泳、自行车、太极拳、瑜伽、健身操、跳绳、射箭、飞盘等有氧运动，强度

适中，节奏舒缓，老少皆宜，既可自娱自乐，也可结伴同行。 

◆益智游戏 

游戏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娱乐，是内在的奖励，是自愿的、愉悦的、专注的、自我表达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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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者可以自由地扮演或逃避。亲子间的游戏能提供孩童的快乐经验。 

尤其团体游戏中的参与和互动，牵涉层面广，对于社会交往和个人的德智体美劳，都有系统

综合训练的作用。尤其团体类冒险活动，可以锻炼意志，增进团体契合度与人际关系。 

◆萌宠养生 

萌宠养生是通过感触动物（宠物）习性，从而引导人的情绪及行为反应。 

研究证明，与动物保持亲密的接触，能给人的身心带来好处，缓解压力，增加愉悦，还能提

高自我评价及社会互动，进而改善生活品质。 

◆沙疗热敷 

沙疗热敷是将身体病痛部位埋入沙中，借助阳光、干热、压力、磁力的综合作用，达到通筋

活络、祛湿散寒、活血化瘀、疏风止痛及舒缓疲劳的效果，从而对风湿、关节炎等疾病发挥

辅助治疗的作用。 

2.4 九种体质 Nine physique 
人的体质——与他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饮食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存

环境，都会影响到个体体质，这就是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课题组对我国东、西、南、北、中 5 个地域 9 省 26 市进行 2 万例大样本流

行病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依气候、地质、地貌、生活习俗等地域差异，形成“九

种体质”类型。其中，健康的“平和体质”仅占 33%，其它 8 种偏颇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

阴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气郁体质、血瘀体质、特禀体质)占据 67%，居于前 4 位的

是：气虚体质、湿热体质、阴虚体质和气郁体质。 

除了地域的影响之外，性别、先天遗传和职业也对体质构成重要影响。 

一般而言，男性平和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明显多于女性；女性血瘀体质、阳虚体质、

气郁体质、阴虚体质明显多于男性。 

此外，“气虚体质”在无职业者和农业劳动者中多见；“阳虚体质”在生产运输工人中多见；“阴

虚体质”多见于学生；“痰湿体质”多见于领导干部；“湿热体质”多见于学生和商业服务人员，

在农业劳动者中最少；“血瘀体质”在办事人员中多见；“气郁体质”在学生和无职业者中最多。

生活安逸、养尊处优的人，容易形成“痰湿体质”，平时要注意体育锻炼，经常参加户外活动，

增强心肺功能；从事脑力劳动者，容易形成“血瘀体质”，要经常进行有助于促进血液运行的

运动项目，如太极拳、太极剑、舞蹈等；从事体力劳动者，易形成“气虚体质”。 

同一个体在不同年龄段，体质也会不断演变。随着年龄增高，“平和体质”逐步减少，气虚体

质、阳虚体质、血瘀体质逐步增加；中老年人“痰湿体质”多见，可能与其生活趋于稳定，总

体生活水平提高有关。在年轻人中，阴虚体质、湿热体质、气郁体质多见，可能与年轻人喜

欢吃煎炸烧烤等类食物或嗜好烟酒及生活压力大有关。 

——通过把握个人体质特点，开展相应的生活行为指导、养生保健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有助

于提前采取相应预防和调理措施，避免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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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养生用品 Wellness goods 
作用于人类“五感”（形、声、闻、味、触，分别对应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对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的食品、日用品和器具等。具体包括： 

功能食品——预制药膳（预制菜）、开袋即食保健食品、功能饮料/代茶饮等（适用于上述

药膳食养等养生技法）。 

日 用 品——精油、养肤护肤化妆品、药浴草药包、艾灸、香囊、熏香等（适用于上述食育

研学、森林康养、园艺养生、芳香养生、静心冥想、艺术养生、温泉药浴等养生技法）。 

器械用具——氢水机、按摩椅、健身器械、体育用品、负离子发生器、音乐播放器等（适用

于上述温泉药浴、有氧运动、森林康养、园艺养生、芳香养生等技法）。 

文化用品——图书、文具、乐器、工艺品等（适用于上述静心冥想、食育研学、艺术养生、

益智游戏等养生技法。其中，“图书”可涉及所有养生技法，包括但不限于上述 12 种技法）。 

2.6 养生民宿 Wellness homestay inn 
养生民宿——突出“健康促进价值”的民宿或民宿集群，是养生理念与民宿的有机结合。养生

民宿首先要符合民宿的国家标准，同时适当增加养生服务和养生商品，能够满足生理、心理

和社会等三方面的健康需求，是康养旅游的重要载体。 

养生民宿利用当地特定养生环境（自然环境、生态资源和养生农业资源），以乡村、自然风

景、温泉等环境为特色，配备若干养生用品，采用相应养生技法，注重健康、养生、放松、

体验和互动，构建愉悦身心的健康生活场景，结合顾客九种体质鉴定和 24 节气养生，为顾

客提供更加优质的地域性（自然与文化）、个性化健康生活方式体验。 

按照疗养地理环境，养生民宿可划分为五大类型：①山地型；②亲水型；③田园型；④沙漠

型；⑤综合型。每种类型可分别重点采用森林康养、户外运动、温泉药浴、园艺养生、萌宠

养生、食养、食育、农事体验、沙疗等相关养生技法。 

 

三、基本要求 

3.1 符合 GB/T 41648-2022《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3.2 取得营业执照，必要时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或备案），持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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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秉持修养身心、促进健康的理念，能够就健康生活方式体验为客人提供适宜服务。 

3.4 配置若干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可及时为客人提供乐活（LOHAS）健康知识和资讯。 

3.5 诚信经营，无虚假宣传和误导客人行为，所售商品和服务明码标价。 

 

四、空间环境及养生服务 
4.1 建筑设计 

4.1.1 依托特定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设计相应的民宿类型（山地型、亲水型、

田园型、沙漠型、综合型），其主体特色、空间造型、装修风格能彰显当地疗养资源优势。 

4.2.2 注重健康居住空间设计，空间格局合理，采光、照明、通风、给排水等条件良好。 

4.1.3 筛选适宜的地域性芳香植物或盆栽，实行康养景观设计，植入园艺养生和芳香养生。 

4.1.4 建筑和装饰材料符合绿色、环保、安全、低碳等健康要求。 

4.2 养生客房 

4.2.1 供应 24 小时冷、热水；配备必要的冷暖空调设备，保障人体的舒适感。 

4.2.2 布草、床铺、桌椅、橱柜、门窗等符合绿色环保标准，满足人体工程学要求。 

4.2.3 适量配置适宜的“养生用品”，能够及时提供特色化“养生服务”。 

4.3 公共空间 

4.3.1 具备可用于养生服务和养生活动的室内空间和户外空间。 

4.3.2 提供与接待容量相适应的交通工具停泊场所。 

4.3.3 施行相关养生技法的公共场所，有相应的标识和提示信息，用语温馨、有创意。 

4.3.4 公共场所内的设施设备应定期维护和保养，保证其安全和适宜性。 

 

4.4 环境卫生 

4.4.1 建立相应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 

4.4.2 保持环境整洁卫生，物品摆放有序，建筑物和设施设备无污垢、无积尘。 

4.2.3 公共用品做到一客一消毒，若非一次性用品，应配备相应消毒设备。 

4.4.4 民宿内饲养宠物、家禽等，应有相应卫生防疫和安全隔离措施。 

4.4.5 配置相应的给排水、排污设施设备，并防止污染周边环境。 

4.4.6 有适宜的垃圾处理措施，实行分类收集，日产日清。 

4.4.7 厨房应设置防虫鼠害设施。 

4.4.8 厨房排污、抽油、排烟设备保持清洁通畅。 

 

五、厨房、餐厅与餐饮 

5.1 餐饮是养生服务的重要内容，厨房、餐厅可作为重要的室内养生空间。 

5.2 厨房功能完善，布局合理，地面应硬化和防滑处理。 

5.3 配备与接待能力相匹配的冷藏、冷冻、消毒设备。 

5.4 可提供健康饮食服务（参考《国民营养指南》，如三减（减盐、减油、减糖）等。 

5.5 厨房配置有预制菜（或预制药膳）。 

5.6 厨房用原料辅料应采购生态、绿色的食材，提供相关票据和（或）检测报告。 

5.7 所使用的食品餐饮具符合 GB14934的要求。 

5.8 对食品建立进出台账，同时建立食品留样制度，确保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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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常管理 
6.1 人员要求 

6.1.1 民宿主及主要管理人员应有清晰的养生理念，参加过省级及以上相关院校或学术机构

康养技能培训，并取得证书。 

6.1.2 配备与接待能力相适应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健康管理师和管家。 

6.1.3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健康管理师应掌握适宜的健康知识，取得培训资格或职业资格。 

6.1.4 养生民宿内与顾客接触的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明。 

6.1.5 定期开展员工能力和健康知识培训，并保存培训考核记录。 

 

6.2 服务要求 

6.2.1 针对不同群体，制定相应的服务方案，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健康生活方式。 

6.2.2 工作人员（管家）应充分掌握客人要求，并及时将顾客需求传递到相关人员。 

6.2.3 及时与客人联系、确认到达入住时间，提供温馨服务。 

6.2.4 管家应征询客人意见和反馈，及时调整服务方案和内容。 

6.2.5 公示养生民宿的资质、服务承诺、养生服务内容和价格。 

 

6.3 服务绩效和改进要求 

6.3.1 实行顾客满意度调查，对服务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保存相关记录。 

6.3.2 顾客满意度调查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提供、服务质量及收费、设施设备、居住环境等。 

6.3.3 可采取协商、道歉、赔付或其它恰当方式处置已发生的不合格服务。 

6.3.4 以内部检查、顾客满意度调查、不合格服务处置、争议和投诉的结果改进服务绩效。 

 

6.4 安全要求 

6.4.1 建立相应的安全防范制度。 

6.4.2 确保识别危险源，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标识，告知安全注意事项。 

6.4.3 在公共区域设置监控设备，并保存监控记录六个月以上。 

6.4.4 配备必备消防设备，并定期检查，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6.4.5 配备应急设备、急救用品、健康包、手电筒等，并确保处于有效期内。 

6.4.6 禁止利用养生民宿开展非法行医活动(“养生”不等于“医疗”)。 

 

七、认证评定 

7.1 评价认证 

初期的评价认证，结果分为达标和不达标；随后将择机修订本标准，实行星级评定。 

7.2 评价体系 

标准明细及分值见下表，总分为 100 分。 

低于 70 分为不达标，达到或超过 70 分为达标；星级评定由未来的修订版界定。 

7.3 认证标识 

7.3.1 认证标识实行统一管理。 

7.3.2 认证标识有效期一年（自颁发证书之日起计算），到期后向评定机构申请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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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区间 单项得分 总分 

养生环境 

（40 分） 

自然环境 

（30 分） 

◆山地丛林 3-5 分  

总分        

 

 

 

达  标□ 

 

 

不达标□ 

◆滨海湖泊 3-5 分  

◆田园乡村 3-5 分  

◆沙漠草地 3-5 分  

◆空气质量 3-5 分  

◆水体质量 3-5 分  

人工环境 

（10 分） 

◆建筑设计 2-3 分  

◆养生客房 3-5 分  

◆公共空间 3-5 分  

养生服务 

（35 分） 

养生技法 

（20 分） 

◆药膳食养 0-4 分  

◆食育研学 0-3 分  

◆温泉药浴 0-4 分  

◆森林康养 0-3 分  

◆园艺养生 0-2 分  

◆芳香养生 0-3 分  

◆静心冥想 0-4 分  

◆艺术养生 0-3 分  

◆有氧运动 0-4 分  

◆益智游戏 0-2 分  

◆萌宠养生 0-2 分  

◆沙疗热敷 0-3 分  

◆其他技法 0-2 分  

养生用品 

（15 分） 

◆功能食品 0-4 分  

◆日 用 品 0-4 分  

◆器械用具 0-4 分  

◆文化用品 0-4 分  

日常管理 

（25 分） 

人员要求 

（15 分） 

◆理念培训 0-5 分  

◆普通管家 0-3 分  

◆专业导师 0-8 分  

规章制度 

（10 分） 

◆卫生管理 0-4 分  

◆安全管理 0-3 分  

◆服务监督 0-3 分  

 

7.4 评价人员 

7.4.1 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发展委员会设立养生民宿认证评价委员会。 

7.4.2 评价委员会成员应在相关领域有较高影响力。 

7.5 评价原则 

7.5.1 全面细致，质量为重，注重实效。 

7.5.2 维护评价工作客观、公平、公正的职业道德与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