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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如何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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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标准》进一步强化旅游资源

与环境保护要求，突出绿色发展导向，

新增生态环境保护前提条件，要求所有

旅游景区近3年未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

坏事件。例如，近 3 年内发生重大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或文物破坏事件，且景

区负有主要责任的，不得进行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划分与认定。“资源与环境保

护”具体条件部分，基本保留 2003 年版

标准内容，并将上版标准的“卫生”内容

整合到本部分，形成了由环境质量、环

境卫生、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四项条件

构成的标准内容体系。

“环境质量”条件与上版标准基本

相同，要求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但

是需关注景区经营性项目排放的废气、

污水、垃圾等是否对环境质量造成明显

污染。“环境卫生”条件强调垃圾应按

GB/T 19095 要求分类投放，垃圾的收

集、运输和处置应符合属地管理的相关

规定。“资源保护”条件新增保护和维护

资金投入要求，强调旅游资源开发强度

不应超过资源承载能力，无破坏性开发

现象。“环境保护”条件明确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健全保护制度与监测机制等要

求，新增对游客和员工进行生态文明和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倡导低碳出行和绿

色消费条款，并在 5A 级景区条件中增

加采用节能低碳的设施设备和环保型

材料等内容。

新版《标准》既继承上版标准资源

和环境保护的大部分合理内容，又充实

保护资金投入、资源环境监测、生态文

明教育、绿色低碳发展等新内容，并提

出更高要求。新《标准》在各条款设置

中采取了大致相同的质量标准，只是在

部分保护措施和保护效果条款中体现

了对不同等级旅游景区的要求差异，这

也凸显了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中，

2A 级及以下低等级景区资源和环境保

护的相对重要性。

“资源与环境保护”标准内容的设

定，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旅游景区的资源

与环境保护行为，引导旅游景区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

地保护资源和传承文化，提升旅游景区

的资源价值和环境品质，实施低碳运

营、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稿件源于中国旅游报）

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2024）》（以下简称新版《标准》）将于 2025 年 3 月 1 日起实

施。新版《标准》积极响应新时代要求和市场需求，贯彻以人为本、以质取胜的核心理念，确立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的前提条件，规

定了划分及依据和具体条件，对于全面提升旅游景区服务、运营和管理水平，增强景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旅游消费和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组织有关专家，对新版《标准》进行解读，以期为新版

《标准》的宣贯实施提供启示和参考。

发掘资源价值 提升景区魅力
◎ 周年兴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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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标准》保留了 2003 年版标准

中“旅游资源吸引力”的相关内容，同时

将“旅游市场影响力”作为衡量旅游资

源价值的重要因素，将旅游知名度、主

题特色与市场形象、市场吸引力与游客

接待量等内容整合到“旅游市场影响

力”之中，形成了由旅游资源吸引力和

市场影响力两部分构成的“资源价值”

评价体系。

关于“旅游资源吸引力”条件，要关

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明确旅游

资源的价值类型，包括历史文化价值、

自然生态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和观光游

憩价值，强调旅游资源的价值或意义，

要求 5A 级、4A 级、3A 级、2A 级及以下

等级景区至少有一类资源分别在全世

界、全国、全省、地市级范围内具有较为

突出的价值或意义。二是强调资源的

珍稀或奇特程度，新增品牌旅游资源要

求，即是否有列入世界级或中国特品

级、国家级或五级、省级、地市级品牌名

录的旅游资源（点），进一步强化资源等

级与景区等级的对应关系和匹配程

度。三是在要求旅游资源具有完整性

的同时，强调各资源实体所分布的空间

完整、相连，具有自然或文化关联性。

资源实体所分布的空间不是完整相连

的旅游景区（点），原则上不能“打包”或

组合成同一个旅游景区申报和评定相

应的质量等级。

“旅游市场影响力”条件规定知名

度、主题和特色强化度、市场吸引力应

符合的条件，要求旅游景区不仅要关注

旅游资源的本底价值和观赏游憩价值，

还要关注旅游市场影响力及其主题和

特色。新版《标准》提出不同等级旅游

景区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覆盖的地

域范围要求，并将游客接待量作为衡量

景区知名度与市场吸引力的主要指标；

规定的年接待游客总量与 2003 年版标

准保持一致，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将 5A
级景区年接待海外游客下调到 3 万人

次以上，对 4A 级及以下等级的景区不

再提出年接待海外游客人次要求。

“资源价值”标准内容的设定，有利

于引导旅游景区树立正确的旅游资源

观，深入挖掘资源内涵，科学评价资源

价值，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突出旅

游资源特色，增强旅游资源吸引力和旅

游市场影响力。

推进深度融合 凸显文化特色
◎ 周年兴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旅融合”是标准新增的内容，由

文化主题、文化利用和文化传播三部分

构成。其中，“文化主题”条件主要强调

文化丰富性、主题特色性和主题贯穿性，

明确文化主题类型，要求充分挖掘文化

内涵，彰显文化特色，突出地域特点，或

主题文化创意独特，并要求将文化主题

贯穿于景区开发运营、活动组织、宣传推

广及营销等过程，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深

度和广度上有机融合。“文化利用”条件

规定文化融入、文化展示、文旅产品、景

区文创应符合的条件，强调要将文化元

素充分融入景区建筑景观、游览设施、旅

游产品和服务活动；有文化展示场所或

空间、文化旅游产品与体验活动，注重引

导旅游景区增强文化旅游产品或文化旅

游活动的参与互动性，提升文化体验效

果；对 4A 级及以上等级景区提出提供高

品质的旅游演艺产品或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展演项目，创意开发新颖独特的文

创产品等要求。“文化传播”条件对传播

效果与景区形象、组织（企业）文化、员工

认同等方面作出规定，要求景区有良好

的文化传播效果、鲜明的市场形象、独特

的产品形象、优良的质量形象；运营主体

应建立独特的组织（企业）文化，具有科

学的价值观念和经营理念；员工对景区

（组织）文化具有认同度，传播景区文化

意识强。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以自然景观

为主的旅游景区，也有自然生态文化与

地域文化等资源可供挖掘和利用，也需

通过文旅融合提升文化品位、强化文化

特色、加强文化传播并加强组织（企业）

文化建设。应通过宣传推广景区主题文

化吸引更多游客，通过展示利用景区特

色文化丰富游览体验，通过运营管理景

区文化业态提增文化效应。

“文旅融合”标准内容的设定，是为

了引导旅游景区进一步凸显文化主题

特色，丰富文化利用方式，更好地传承

和传播文化，增强旅游景区文化吸引

力、竞争软实力、市场影响力和企业凝

聚力。

应用现代科技 发展智慧旅游
◎ 侯国林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版《标准》将“智慧旅游”作为标

准新增内容，构建了由智慧服务、智慧

管理、智慧营销三部分组成的标准内容

体系。“智慧服务”条件规定网络信号服

务、网站与新媒体信息服务、信息发布、

智慧游览服务应符合的条件，强调宽带

网络应满足景区服务和运营需要，移动

通信信号和无线局域网应覆盖游客主

要游览区域且网速流畅；要求利用新媒

体平台提供资讯发布、信息查询、预约

预订、导游导览、投诉反馈等服务；提供

自助导览服务，具备精准导航、导览、景

点讲解等功能。“智慧管理”条件规定监

控设备、数据管理、智慧管理系统应符

合的条件，强调景区重要节点和游客活

动的主要区域应安装具有数据采集能

力的监控设备，景区数据应规范采集、

集中管理、有效维护；要求建立景区智

慧管理系统，提升景区智能化管理水

平。“智慧营销”条件规定智慧营销机制

与方式、智慧营销效果应符合的条件，

强调应借助数字化营销平台与渠道，应

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市场营销。

新版《标准》对 4A 级及以上高等级

旅游景区提出较高的智慧旅游要求，除

了有健全的智慧旅游设施、完善的智慧

服务、管理与营销功能外，还提出具有

智能化门禁系统、开发数字化旅游产

品、提供虚拟现实和沉浸式体验等旅游

新场景与新空间、智慧化安全监管和自

动感知警示（预警）、利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等手段开展精准营销等要求，而对

3A 级及以下的中低等级景区，主要提

出网络信号服务、资讯发布和信息查询

服务、自助讲解服务、设置安装监控设

备、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开展市场营销等

基本要求。

“智慧旅游”标准内容的设定，是为

了规范旅游景区的智慧旅游建设、服

务、管理和运营，推动数字经济和旅游

景区深度融合，创新景区产品和服务管

理模式，为游客提供更为便利化、个性

化、智能化的旅游体验，提升旅游景区

的科技含量和创新发展能力。

加强资源保护 推动绿色发展
◎ 黄震方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