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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饭店协会提出，经商务部批准，正式列入 2024

年第二批商务领域行业标准计划项目，项目名称为《酒店数字化

运营和服务规范》。

（二）制定背景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更多的酒店系统聚焦在为酒店提供效率

更高、方便快捷的管理平台上，通过整合酒店的信息流、业务流、

数据流，实现酒店的供应商、服务部门、运营部门、营销部门与

住客全生态互通，最终将酒店分散的数据转化为数据资产，从而

指导酒店的决策，并为未来的发展指导方向。但由于数字化产业

的快速发展与行业应用情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交付、使用与

评价标准，不同供应商的产品使酒店在数字化应用中产生了大量

信息孤岛，无法形成合力。为使数据应用更加有效、更加安全，

需要对酒店数字化建设与运营给出标准建议与规范，对酒店数字

化建设给出标准参考。

为响应这一需求，中国饭店协会 2024 年发布《数字酒店运

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如家酒店连锁（中国）有限公司、锦江

之星旅馆有限公司、上海盈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雅里

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浙

江浙旅投数字科技公司、绿地酒店管理公司、君亭酒店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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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杭州绿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软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云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丽呈集团、快住智能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浙江辉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数食汇丛（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等研究机构和行业龙头企业作为标准起草单位，积

极在企业内进行落地实践。前期团体标准的编制和实施，为本文

件的编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起草过程

1.标准立项

2023 年下半年，中国饭店协会成立了团标编制组，筹备《数

字酒店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标准于 2024 年 4

月正式发布。

2024 年 4 月，中国饭店协会启动行业标准立项筹备工作，

在已有《数字酒店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基础上进行修改，按

照商务部行业标准立项相关要求，提交立项申请书及标准草案，

并将标准更名为《酒店数字化运营和服务规范》。

2024 年 5 月，团标编制组参加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组

织召开的标准立项评估会并进行立项答辩，评审专家一致认可本

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意标准立项。

2024 年 6 月，商务部下发《商务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4 年

第二批商务领域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商办建函【2024】

347 号），正式下达标准立项通知，本标准序号为第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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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行标编制组

2024 年 7 月，中国饭店协会启动行业标准编制工作，成立

了部分团标起草单位参与的行业标准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编制

组），启动编制研究工作。

3.标准研讨会

2024 年 7 月，编制组组织召开研讨会，邀请 15 家单位，通

过视频会议形式，对标准立项情况进行介绍，并深度听取各专家

的意见和建议，确定行业标准制定工作方向，并开展标准草案的

编制工作。

4.标准起草

在 2024 年 7-8 月期间，编制组在已有草案基础上，针对研

讨会专家意见，逐条修改，形成讨论稿（第一版）并进行定向征

求意见，面向行业内不同业态不同规模的企业发送讨论稿，共收

回 10 家企业 7 条意见，修改完善形成讨论稿（第二版）。

2024 年 8 月-2025 年 2 月，编制组将讨论稿（第二版）上

报商务部服贸司，根据司里意见，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内容及编制情况

（一）编制原则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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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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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以科学性、先进性为原则。同时，充分考虑了现阶段

我国住宿行业发展情况和趋势等方面应用的可行性和需求，使其

具有可操作性。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各种

类型住宿企业。

本标准规定了酒店数字化运营和服务的总体原则与应用场

景，以及数字化服务、数字化运营、人员与组织、数字化基础服

务、数据管理、信息安全、评价与持续改进方面的要求。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1.前期通过有针对性的酒店考察调研和数据分析调研形成

的基础性材料。

2.通过专题研讨会、征求意见会等形式邀请业务专家和标准

化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三、 标准分析总述

（一）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二）技术经济论证

无。

（三）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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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业作为重要的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已逐渐成为行业运营

管理的主流模式，它不仅深刻改变了行业格局，更已成为智慧旅

游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酒店数字化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为游客提供便捷、舒适、个性化的住宿体验，同时也为

企业带来更高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制定本标准有助于提高酒

店行业的服务质量。通过明确酒店数字化在各个环节的服务要求，

如前台接待、客房清洁、餐饮服务等，可以引导企业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本标准的制定也利于

推动酒店行业技术创新，为酒店数字化运营场景的新技术应用提

供指导，推动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未检索到数字酒店运营服务有关的国际标准。

五、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关系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星级酒店评定标准》（ GB/T14308-2002）；

《绿色饭店国家标准》（GB/T21084-2007）；

《饭店业碳排放管理规范》（SB/T 11042-2013）；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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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智慧酒店应用平台接口通用技术要求》（GB/T

37976-2019））等。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 3 个月后实施。

本标准建议率先在参与标准制定、研讨的起草单位中依据本

标准进行应用实施，再通过宣贯、培训等相关活动，逐渐推广到

行业内进行广泛应用，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

馈编制组，以便今后对本标准进行修订。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