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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露营产业距离告别“野蛮
生长”又近一步。

日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首都文明办等13个部门共
同研究制定了《关于规范引导
帐篷露营地发展的意见（试
行）》（下称《意见》），从帐篷露
营地选址、安全管理制度、人员
登记、消防安全、极端天气应
对、保险服务等20个方面对帐
篷露营地安全防范作出要求。
这也意味着，各地在践行此前
14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
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的
指导意见》上，迈出了更为细化
的一步。

受市场分流等因素影响，
露营产业在“狂飙式”发展过后
逐渐回归理性，如何让产业行
稳致远成为业内焦点。

规范更明确

要求更细化

近年来，露营成为广受消
费者欢迎的假日休闲方式，既
满足了人们亲近自然的需求，
又补充和丰富了旅游休闲市
场，曾一度火爆到“一帐难
求”。因而，业内外对其发展的
关注度普遍较高。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此次北京市级层面制定的
《意见》分为正文和附件两部
分。正文规定了北京帐篷露营
地的适用范围、基本要求、组织
保障、管理流程和安全管理等，
明确了《意见》适用范围是北京
市行政区域内的旅游景区、旅
游度假区、公园、酒店、乡村民

宿、农业观光园等露营管理单
位，在本场所内设立帐篷露营
地，组织、开展以帐篷为主要休
闲和住宿设施的露营经营活动
及服务。

具体来看，《意见》明确提
出3点基本要求，即露营地单
位设立帐篷露营地应符合北京
各级城市规划、生态安全格局、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帐篷露
营地的设立应在不占用现状耕
地、不占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及缓冲区、不破坏生态环境、不
占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不改变土地现状用途、不固化
现状地面、不建设固定设施的
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依
法依规使用土地；应针对植被
生长和野生动物繁殖、栖息等
特性进行评估，建立帐篷露营
地定期轮换制度，避免过度踩
踏植被。在管理流程方面，帐
篷露营地的设立需要经过向
乡镇街道申报，经乡镇街道初
审后由区相关工作小组复审并
验收。

此次《意见》的附件包含了
《北京市规范引导帐篷露营地
发展工作小组各成员单位工作
职责》《帐篷露营地安全防范要
求(试行)》《北京市帐篷露营文
明公约》。其中，《帐篷露营地
安全防范要求(试行)》规定，帐
篷露营地应选择在安全区域，
远离森林防火区、防洪区、地质
灾害易发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和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区，旅
游可进入性较好，设置与环境
相协调的围栏，便于做好安全
防范工作。露营管理单位应当
对所有进入帐篷露营地的游客

登记身份信息。

实施效果

取决于执行程度

事实上，除北京外，近年来
全国多地陆续发布或拟发布露
营产业新规。

据悉，2022年11月30日，
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全
市帐篷露营地规范化管理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从营地运营主
体、设置、管理、行为等方面进
行规范；2023年5月9日，上海
市文旅局发布了《上海市帐篷
露营地管理指引（征求意见
稿）》的公示，其内容包括上海
市帐篷露营地的适用范围、场
地选址、场地经营、管理责任、
安全管理、平台责任、生态环境
保护、产业融合等14条。

南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
分院院长孙文华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本
次《意见》的制定既有利于提升
当地露营场所的安全性，也是
业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逐步
推动行业规范建设。

“北京市对露营政策的细
化实施，亦将对其他省份露营
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方面，北京市的政策将为其
他省份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样本，
促进其他省份对露营政策进行
完善和细化；另一方面，北京市
的政策将为其他省份的露营行
业提供一个标准，为行业的规范
化和健康发展指明道路。

“北京此次《意见》的发布，
对于规范露营行业发展能够真

正起到重要作用。”中国数实融
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通过细化
帐篷露营地选址、安全管理制
度、人员登记等20个方面的要
求，可以有效保障露营游客的
安全和权益，也能够更好地维
护整个露营行业的良好形象。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
首席专家孟立联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则坦言，《意
见》在推动露营规范、健康发展
上的意义和作用值得肯定，但
其最终的实施效果取决于执行
程度。“严格执法是《意见》规范
行业的关键。北京相关部门下
一步要做的就是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同时要注意文明执法，
使《意见》的执行有温度、有热
度、有高度。”孟立联称，露营发
展痛点很多，堵点也不少，关键
还是要加强露营基础设施及信
息化建设，要着力保障露营产
业的安全发展。

产业发展回归理性

未来将更加多元化

现如今，我国露营市场前
景依旧广阔，仍存较大发展空
间。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
2023年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
标杆企业分析报告》显示，
2022年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
场规模达1134.7亿元，同比增
长 51.8%；带动市场规模为
5816.1亿元，同比增长52.6%。
预计2025年中国露营经济核
心市场规模将升至 2483.2 亿
元 ，带 动 市 场 规 模 将 达 到
14402.8亿元。

而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

到，在经历了3年的高速发展
之后，露营行业于今年呈现出
发展趋缓态势。在跨省游恢
复、出境游重启后，本地露营客
源遭遇分流。以北京市场为
例，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北
京平谷金海湖、延庆、怀柔等多
个露营地并不如以往火爆。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期露
营经济热度较此前的确有所下
降，从需求端看，显然受到了分
流效应的影响；从供给端看，消
费者总体旅行需求恢复以后，
一些服务质量不高的露营供给
商被荡涤出市场，这也属于正
常现象。

实际上，受热度影响，此前
露营产业陷入了“野蛮生长”境
地，不少餐饮服务、户外俱乐部
及土地管理方纷纷投入露营产
业竞争中，露营企业注册量快
速增长，但专业性、服务能力等
并未契合消费者需求，甚至有
的只为跟风投资赚快钱。如
今，露营消费的顾客群及其需
求在不断变化，产品和服务同
质化的问题让很多想要“躺赢”
的营地失去了竞争力。

张雪峰分析，现阶段，阻
碍露营行业规范发展的因素
主要包括：缺乏规范化的管理
制度，导致帐篷露营地的安全
水平参差不齐；帐篷露营地的
选址不合理，导致帐篷露营地
的环境质量参差不齐；缺乏专
业人员管理和培训，导致帐篷
露营地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同
时，他进一步称，要克服这些问
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露营
行业的规范化管理，制定相关
的管理制度和标准，加强对帐
篷露营地的选址、管理及服务
的监管。“北京此次制定的《意
见》，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率。”张
雪峰说。

“未来，露营行业将呈现出
多元化、智能化等发展趋势。”
洪勇认为，露营产业应注重环
保、文明等方面的规范发展，并
加强科技革新和人才培养，实
现全产业链升级。同时，企业
也应加强自身内部管理，实现
可持续发展。

此外，亦有从业者认为，当
不合规露营地被清理后，合规
的露营头部企业便有了更大发
展空间。而露营行业显然并不
应该局限于圈一块地。其实，
户外空间只是场景，露营是时
尚户外行业的一部分。对于企
业而说，能为消费者在户外空
间持续提供优质多元的产品就
能有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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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馆新展厅亮相中国科技馆新展厅亮相

近日，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科技

馆历时3年自主设计、精心打造的

“共话健康真意”常设展厅全新亮

相。展览以“越健康·悦生活”为主

题，共设置8个话题、43件互动体

验展品；以“从里到外话健康”的形

式，聚焦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将

健康中国战略思想和“大健康”理

念融入观众易于理解、接受的健康

态度、责任和科学行动中。图为学

生们在中国科技馆“共话健康真

意”展厅中体验互动项目。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