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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旅游驿站建设的对策建议

【要报要点】旅游驿站建设是旅游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迫切需求，

当前部分省市的旅游驿站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也存在功能

定位不清晰、运营管理过多依赖政府、宣传推广成效不够明显

等突出问题。基于此，本期要报建议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推动

标准建设、建立多元运营模式、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等举措，推

动旅游驿站建设高质量发展。

旅游驿站是指位于道路沿线，为游客特别是自驾、骑行、

徒步旅游者提供休憩、补给、信息、文化等服务内容的场所及

附属设施，是集服务、宣传、公益于一体的新型文旅公共服务

平台。《“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

旅游驿站。随着大众旅游蓬勃发展,全域旅游持续推进，旅游

驿站在串联目的地风景、提供优质服务、展示地方文化与形象

等方面的作用愈加突出，其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主要体现

为：一是自驾游高速发展，游客需要更便捷多元的在途服务。

二是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旅游人次由 2016 年 21 亿上升到 2019

年 30 亿人次，因此需要更多旅游公共服务平台。三是绿道建

设突飞猛进，全国绿道由 2017 年 3.9 万公里达到 2021 年 8 万

公里，延绵贯通的绿道沿线需要有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平台。

四是疫情期间发展起来的城市微旅游拓展了消费空间，同样需

要更新型、多元的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支撑。

一、旅游驿站建设的现状

（一）旅游驿站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浙江、山东、四川、河南、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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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区已经启动旅游驿站建设。其中浙江、四川等省份推进较

快，如浙江从 2021 年至今已经建成 301 个旅游驿站，涵盖景

区依托、绿道依托、乡村依托、公路依托、城市主干道依托、

码头依托等多种类型。很多地区在旅游驿站的建设探索方面已

取得初步成效：一是制定了部分地方标准和规范。浙江在全国

率先制定省级地方标准《旅游驿站服务规范》，山东威海制定

《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驿站设置及服务规范》地方标准，规

范了建设程序。二是完善了服务功能。在盘活地方公共文化旅

游服务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扩容驿站服务功能，创新消费场景。

四川兴文县红军长征驿站融合休憩、餐饮、补给、购物、休闲、

体验等功能，开启“以商养驿”的营销新模式。三是促进了文

旅融合。在赋能个性化出游的同时，旅游驿站努力建设成为展

示地域风情、讲述在地文化的“窗口”，浙江青田县咖啡之窗

旅游驿站、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驿站均是彰显在地文化

的典范。四是增进了地方发展活力。旅游驿站发挥了提升区域

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带动就业创业的功能。浙江象山晓塘乡大

塘港旅游驿站打造青农创客空间，搭建“觅原晓塘”共富直播

间，开展当地特色农产品展销及新农人培训，以丰富的业态和

完善的功能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二）当前旅游驿站建设存在的问题

1.功能定位不够清晰。旅游驿站还没有形成像高速公路服

务区那样成熟的概念体系。在国家的相关政策文本中，没有出

台专门的政策，也没有对旅游驿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

界定，各地对旅游驿站的基本功能和定位没有形成共识，对旅

游驿站的服务功能、服务对象、服务设施的理解千差万别，重

视程度也不一。这导致旅游驿站的公共服务属性、基本功能得

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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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管理过多依赖政府。部分地方对旅游驿站谁建设、

谁运营的问题理解还不够明晰，地方主管部门延续了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的惯性，对旅游驿站建设运营管理更多依赖地方财政

以及公共游管理机构，忽视了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

用。既给地方财政更加了负担，也使一些旅游驿站运营管理不

畅，缺乏发展活力。

3.宣传推广成效不够明显。作为新兴旅游公共服务平台，

地方主管门对旅游驿站品牌建设的意识还不够强，宣传推广力

度还不够大，导致旅游驿站辨识度、知晓度还不够高，很多消

费者不知道、不清楚其功能和用途，严重影响了其效能发挥。

二、推动旅游驿站建设的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推动标准建设

根据发展实际，适时出台旅游驿站建设指导意见，明确其

功能定位，提高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对旅游驿站建设意义和重

要性的认识，鼓励各地在保障基本功能前提下促进功能拓展。

持续加强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激发地方建设积极性。在总结

提炼各地标准建设经验基础上，推动旅游驿站标准体系建设，

重点明确建设思路、服务环境、服务功能、安全措施等，确保

旅游驿站提供高品质服务。

（二）强化模式创新，推动管理规范

统筹政府、社会、市场等多种力量，推动旅游驿站建设从

单中心向多中心、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逐步建立政府引导、

市场化运作、公众广泛参与的可持续运营模式。积极引入市场

化和社会化运作机制，形成各类供给主体共同参与、优势互补

的多元运营模式。探索建立旅游驿站“建设合伙人”机制，通

过赋予实施主体规划参与权、混合用地模式、给予适度奖励等

手段，提升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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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宣传推广，推动效能提升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高旅游驿站公众知晓度、使用率和

影响力。实施品牌建设战略，打造地方金名片，丰富推广渠道。

注重推广利用，通过“一键直达”“一图指引”等方式把建设

完成的旅游驿站第一时间添加至各类旅游、导航 APP 上，全面

提升知晓度。强化品质提升，使旅游驿站建设“既有颜值又重

内涵”，通过建设彰显地域文化、功能完善多元的旅游驿站，

打造网红打卡点，增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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