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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方面的法规知识 一、住宿方面的法规知识 (一)住宿业

的概念 “住宿”是旅游的构成要素之一。实践中，通过旅行

社安排旅游者的住宿，通常是在以饭店为代表的住宿设施中

，例如饭店、酒店、宾馆、旅馆、度假村、招待所、青年旅

社、农家旅社等。 在我国，按照饭店的建筑、装潢、设备、

设施条件和维修保养状况、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高低、服务

项目多寡，进行全面考察，综合平衡后确定饭店的相应星级

级别：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含白金五

星级)。 (二)住宿业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 1．住宿业经营者的

权利 住宿业经营者的权利，主要体现在经营权、人身权、知

识产权和申诉权四个方面。 住宿业经营者的权利是保证其正

常经营活动开展所必需的。在经营活动中，上述权利体体现

在：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宣传促销活动；与相关部门在

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业务关系、签订合同；向提供服务的对象

收取合理的费用，向损害其饭店设施的客人要求赔偿；在合

理的范围内行使不接待旅客的权利：包括因客满或者客房维

修的、饭店存在不安全隐患的、旅客患有法定不准住店传染

性疾病的、旅客拒绝支付合理费用的、旅客住店期间违法犯

罪寻衅滋事的等。 2．住宿业经营者的义务 经营者的义务主

要体现在：开展经营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

，遵守行业自律规范，遵守商业道德，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的

监督检查；保障住店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向旅客提供热



情、规范、周到的服务；依法照章纳税。 (三)旅游者在住宿

中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依据合同约定得到符合标准的食、

宿等规范服务；其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保护，享有住宿业经

营者应当提供的安全环境，尽到合理照顾义务的权利；在合

法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行使申诉权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

2.义务：出示合法身份证件，如实填写住宿登记表；缴纳住

宿费和其他合法费用；不得将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和

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人住宿地；不得进行卖淫、嫖娼、赌博

、吸毒、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酗酒滋事、大

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不得私自留客住宿或转让床位；爱

护饭店设施和财产，因其过错造成经营者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住宿业的

治安管理 对住宿业的治安管理，由公安部门担当。 住宿业经

营者，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

度。 为了保障旅客的财产安全，减少失窃、被盗事件发生，

住宿业经营者应当依法设置财物保管箱、保管柜或者保管室

、保险柜，并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工作。对旅客寄存的财物，

要建立严格、完备的登记、领取和交接制度。 对旅客遗留的

物品，应当加以妥善保管，并根据旅客登记所留下的地址设

法将遗留物归还失主。 住宿业经营者在经营中，发现旅客将

违禁的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入

住宿设施中，必须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处理，以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公安机关对违禁将上述危险物品带入住

宿设施中的旅客，可以依照治安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

行政处罚；如果因此造成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并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住宿设施中，严禁



卖淫、嫖娼、赌博、吸毒、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住宿业经营管理人员，如果发现违法犯罪分子、行迹可疑的

人员或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不得知情不报或者隐瞒包庇，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二、餐饮方面的法规知识 “餐饮

”是构成旅游的要素之一。为旅游者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者

，应当提倒健康、卫生的饮食，保障旅游者的身心健康。 (

一)食品卫生 食品卫生，是指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有

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 (二)食品

卫生的许可管理和标识管理 1．卫生许可证 我国对生产经营

食品的企业和食品摊贩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未取得卫生许

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

涂改、伪造、出借卫生许可证。 2．健康证明 食品生产经营

人员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新参加工作或者临时参加工作

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

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

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

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疾病的人不得参加

直接入口食品工作。 百考试题整理 3．食品标识 我国要求定

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等食品标识清楚，须具有下列内容

的食品表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量、规格、

配方或主要成分、保质期限、食用方法，国内市场销售的要

有中文标识。 (三)食品中毒及报告义务 餐饮部门向旅游者提

供餐食，应当切实注意卫生安全。 发生食物中毒单位和接收

病人进行治疗的单位，除采取抢救措施外，应当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三、娱乐方面的

法规知识 (一)娱乐场所的经营管理 “娱乐”是旅游的构成要



素之一。健康、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可以使旅游者得 到完

美的享受。 在娱乐场所开展活动，文明、健康是核心。为此

，严禁从事含有下列内容的活动：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的，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或者领土完整的，危害国家安全

、利益或社会稳定的，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

惯、破坏民族团结的，宣扬淫秽、色情迷信或者渲染暴力、

有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违背社会公德或者诽谤、侮辱他人

的。 (二)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建立、

健全各项安全制度。 严禁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及其人员组织、

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开设赌场、赌局，引诱

、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进行封建迷信活

动，贩卖、传播淫秽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

其他淫秽物品。禁止在娱乐场所内以陪酒、陪舞、陪唱等形

式从事有偿陪侍活动，或者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从事上述

活动提供方便条件。 严禁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在娱乐场所卖

淫、嫖娼、赌博、吸毒，贩卖、传播淫秽书刊、影片、录像

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从事淫秽、色情或者违

背社会公德的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

的陪侍。 任何人不得在娱乐场所内打架、斗殴、酗酒、滋事

，不得调戏、侮辱妇女，不得进行扰乱娱乐场所正常经营秩

序的活动；不得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爆炸性、易燃

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入娱乐场所。 "#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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