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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不断推动着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酒店业是旅游业三大支柱之

一，也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店为客人

创造舒适环境是依靠消耗大量能源和物质而得到

的，酒店业的未来必须选择走节能降耗、环保低

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因为运行绿色化不仅能节

水节电为酒店降低运营成本，还可因减少一次性

用品和实施垃圾分类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对于社

会而言，还能大大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同时，

在充满绿色气息的 21 世纪，酒店的绿色化还可

以冲破绿色壁垒，加强市场竞争力。

“绿色酒店”的由来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了《里

约热内卢宣言》, 引发了世界性的“绿色生产”

和“绿色服务”的热潮，酒店绿色化运行也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1992 年查尔斯王子倡议召

开了旅馆环境保护国际会议 , 在这个会议上通过

了由世界 11 个著名酒店的环境管理集团签署的

倡议。这次会议标志着酒店的环境管理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管理者对酒店所产生的环境

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责任。“生态效益型酒店” 

或“环境友好型酒店”这一概念随后被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的外资、合资酒店

和一些由国外管理集团管理的酒店，开始在北京、

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实施“绿色行动”或“绿色

方案”，带动其他一些酒店自发开展了类似活动，

至此“绿色酒店”的理念传入我国。随后这一概

念获得政府、企业和公众广泛认可且日益盛行。

绿色酒店（Green Hotel），也叫绿色饭店，

是指在酒店建设和经营管理过程中 , 坚持以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为理念 , 以节能降耗和促进环境

和谐为经营管理行动 , 为消费者创造更加安全、

健康服务的酒店。

绿色酒店有哪些评价标准？

2002 年 6 月，中国饭店协会起草了我国第

一个绿色饭店国家行业标准《中国绿色饭店标

准 》（SB/T10356-2002）， 并 于 2003 年 3 月

1 日正式颁布实施。2007 年，在该标准的基础

上，由商务部牵头，联合发改委、环保部、国标

委、国资委、旅游局和中国饭店协会共同颁布了

《绿色饭店》（GB/T21084-2007）国家标准，

并从 2008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绿色饭店”

以银杏叶为标志共分为 5 个等级，分别是一叶

级、二叶级、三叶级、四叶级和五叶级，五叶级

为最高级。绿色饭店评定的有效期为 4 年，每 2

年进行一次等级复核。2018 年 7 月，中国饭店

协会对《绿色饭店》国家标准中的评定细则进行

了修订，颁布了新的《全国绿色饭店工作委员会

工作规则》《中国绿色饭店评定管理办法》《绿色

饭店国家标准注册评审员管理办法》，对绿色饭

店的评定工作进行了进一步改进和规范。

值得提出的是，在评价标准方面，国家旅

创建绿色酒店，拥抱可持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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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局于 2006 年 3 月也正式发布并实施了《绿色

旅游饭店》（LB\T007-2006）行业标准，并在

2015 年 12 月进行了标准修订，2016 年 2 月 1

日，《绿色旅游饭店》（LB\T007-2015）旅游行

业标准开始施行。“绿色旅游饭店”分为金树叶

和银树叶两级，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机构统

筹负责绿色旅游饭店的相关评定工作。每次评定

有效期 5 年，每 5 年复核一次。

创建绿色酒店存在哪些问题？

1. 缺乏国家层面的归口统筹。目前现行的

绿色酒店标准有两个，即国家旅游局牵头颁布的

“绿色旅游饭店”行业标准和商务部牵头颁布的

“绿色饭店”国家标准，导致绿色酒店的评定体

系也分为两套单独的体系。两套标准的评价指标

起草时都由同一家单位提供技术支持，评定的范

围、原则、分类、指标等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

于评审人员和评定方式不一样。但对企业来说，

评选“绿色饭店”还是“绿色旅游饭店”并无本

质不同，反而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困惑。这样不

仅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也挫伤了企业参评绿色酒

店的积极性。

2. 缺乏政策层面的约束和激励。自 2005

年以来，国家商务部、环保部等多次联合发布通

知，提出创建 1 万家绿色饭店的目标。但截至

2018 年 7 月，据中国饭店协会统计，全国绿色饭

店仅为 8000 家。主要因为国家层面没有具体的

激励政策，浙江、重庆、江苏、湖北、广东等省

根据省内实际相继出台了一些绿色酒店的补贴政

策，但补贴政策不连续，近几年已经停止了补贴，

企业没有创建绿色酒店的积极性。

同时，近些年行业内出现了一些公寓、短租、

民宿等新的住宿形式，比如民宿尤其是风景区附

近的民宿或农家乐，其造成的污水、油烟、废弃

物等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小觑，但目前没有对口政

府部门对其进行管理，这部分住宿形式的绿色化

更缺乏制度约束。

3. 绿色酒店的标准中环境定量指标较少。

以绿色饭店的国标为例，绿色饭店评定标准的满

分为 300 分，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 ：绿色设计

（40 分）、安全管理（17 分）、节能管理（60 分）、

环境保护（50 分）、健康管理（102 分）和绿色

宣传（31 分）。根据《绿色饭店评定细则》中的相

关指标要求可知，目前评定绿色饭店多以定性的

指标为主，极少有定量的要求。大部分得分点都

是“有没有相应措施”或“是否采用新技术”等，

只要答案为“是”即可得分，但到底降了多少能

耗，减少了多少污染物排放，没有定量的指标要

求。尤其在“环境保护”类指标中，多以引导性、

鼓励性指标为主，没有明确的定量指标。

创建绿色酒店的相关建议

1. 将“绿色旅游饭店”行标与“绿色饭

店”国标统筹考虑。目前两个标准的评分细则

满分均为 300 分，具体分项均为 7 大项，评定

项目的检查内容十分类似，建议统筹整合评定队

伍和评审制度，将两套标准合为一套。

2. 将绿色酒店设为进入政府采购目录的

强制性前置条件。早在 10 年前国家就提出创建

1 万家绿色酒店，但全国绿色酒店的创建成效不

理想，各省市的创建成效不均衡，主要还是缺乏

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建议将是否为“绿色酒店”

作为各级政府采购商的强制性前置条件，如果要

进入政府采购目录，首先必须是“绿色酒店”。

3. 出台住宿业的环境排放标准。随着我

国住宿业市场的进一步细分，消费者的需求多元

化催生了民宿、农家乐等多种新的住宿形式，农

家乐的地址多位于生态环境良好的风景名胜区附

近。比如三亚的民宿污水都是直排入海，围场的

农家乐生活污水都是直排到山里，所以急需出台

农家乐等形式的住宿业环境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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