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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城镇风景园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4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北京大学、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黄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梅丹、李振鹏、宋峰、吕雄伟、黄林沐、代莹、张同升、刘敏、帅晓艳、张阳志、

章红、安超、刘红纯、阴劼、何露、马莉、杨小茹、金建成、屠珂科、孙杰、刘雪野、魏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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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务院令[2006]第474号)确定的国家对风景名胜区实行科学规划、统
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落实国家相关行业政策,加强风景名胜区的规范化管理,提升风景

名胜区管理与服务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总结各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广泛征求意见,明确

了风景名胜区管理所涉及的资源保护、资源利用、科研科普、规划建设、运营服务等管理技术要求,并为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提供科学、合理、可行的标准化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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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管理通用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及管理评估。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风景名胜区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298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GB/T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应于本文件。

3.1
风景名胜资源 scenicandhistoricresources
能引起审美与欣赏活动,可以作为风景游览对象、支持科学研究活动和历史文化教育活动的物质与

非物质要素的总称,是构成风景环境的基本要素,是风景名胜区产生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基础,分为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

3.2
自然景观资源 naturalscenicandhistoricresources
在自然因素作用下形成和演变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水系景观、生物景观、气象景观等

资源。

3.3
人文景观资源 culturalscenicandhistoricresources
在人类作用下形成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古迹景观、传统村落景观、建筑景观、传统技艺景观、民族

民俗景观、宗教礼仪景观等资源,分为物质文化景观资源和非物质文化景观资源。

3.4
重点风景名胜资源 highvaluescenicandhistoricresources
资源价值评价中处于特级、一级的风景名胜资源,分为重点自然景观资源和重点人文景观资源。

3.5
游客活动强度 intensityoftouristactivities
游客活动的人数、活动方式、活动范围等各项指标的综合强度。

3.6
极限游客容量 limitsoftouristcarryingcapacity
以非高峰日合理游客容量为基础,综合考虑资源安全要求、设施最大承载力、最佳组织保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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