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促进
旅行社研学旅游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促进旅行社经营研学旅游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切实提高产

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注重研学旅游正向引导。研学旅游活动应有助于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

新时代伟大成就，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组织开展研学旅游应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更

加注重在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等方面的社会效益。各级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要把研学旅游作为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

快实现旅游强国目标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广研学旅游经营中的规

范行为和创新举措，引导全社会认识研学旅游活动的积极意义，

理性选择研学旅游产品。

二、丰富研学旅游资源供给。充分发挥文化、文物和旅游资

源在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文化、历史、艺术、

科技、教育、体育、自然资源等领域和工业、农业、服务业等行

业面向社会提供优质研学旅游资源。加大对研学旅游资源调查摸

底的力度，建设一批主题特色鲜明、课程和师资支撑有力、配套

服务完善、综合效益突出的优质研学旅游营地基地，培育一批优



质研学旅游品牌和企业，打造一批优质研学旅游产品。鼓励面向

青少年群体推出更多公益性的研学旅游活动。

三、发挥研学旅游标准引领作用。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制定研

学旅游相关产品、服务、营地、基地等标准，引导推动标准落地

实施。发挥行业自律作用，鼓励相关行业组织根据研学旅游市场

发展需求，开展相关的质量标准制定工作，为消费者选择研学旅

游产品提供参考，为政府职能部门开展分类指导和管理提供积极

支撑。

四、制定推广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市

场监管总局制定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明确研学旅游课程、师

资、服务安排等相关条款。积极引导旅行社在开展研学旅游业务

时，参照示范文本与消费者签订规范的书面研学旅游合同，规范

旅行社与消费者的签约履约行为。

五、强化研学旅游安全管理。旅行社应选择具备资质的供应

商、合作商；与具备研学旅游资源的机构开展合作应注意其是否

具备开放条件和接待服务能力。应对研学旅游产品进行安全评估，

不得将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纳入研学旅游产品。应

全面落实旅行社用车“不租用未取得相应客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

车辆”等“五不租”规定。

六、防范出境研学旅游风险。旅行社组织开展赴境外研学旅

游活动应密切关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发布的海外安全提醒和

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就当地安全风险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提示。应避免前往高风险地区和非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应做好行前安全培训，制定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在境外

期间，应引导参与者自觉遵守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尊

重当地宗教习俗和风俗习惯。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应及时向我驻

当地使领馆报告。旅行社和在线旅游经营者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应

对活动内容及宣传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境外安排的活动、项目符

合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七、加强研学旅游市场监管。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和相

关执法机构应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对旅行社经营研学旅游

的监督管理和服务力度，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依法查处旅行社、

在线旅游经营者在经营研学旅游产品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制定研

学旅游产品开发指引，加强规范引导。

八、培育研学旅游专门人才。支持将研学旅游相关从业人员

纳入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训体系，持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

和能力。支持有条件的职业学校开设研学旅游相关专业和设置相

关课程，培养研学旅游项目开发、产品设计和活动管理专门人才。

支持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开展研学旅游理论与实践研究。

九、落实研学旅游主体责任。根据谁组织、谁举办、谁负责

的原则，旅行社组织或承接研学旅游，应按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有关规定进行规范管理。研学旅游的组织者应合理安排旅游线

路，将研学项目与旅游行程有机融合。研学旅游的经营者对研学

旅游产品进行宣传推广时，应与公益、志愿、支教、助学、校外



培训、竞赛等其他活动类型进行区分，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在线旅游经营者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应履行内容审核责任和告知

义务，确保平台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学校组织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规范管理。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4 年 1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