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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是文化和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

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具有极高利用价值和开发前景。开展非

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分类及对应编码工作，可为非实体文化和旅游

资源的调查、评价、开发、管理奠定基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有关

规定，经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由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牵头启

动《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分类与编码》起草编制工作。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

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的起草和修订单位，在资

源普查、旅游研究、旅游规划及旅游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近年来主持和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黑

龙江省、浙江省以及山东青岛、云南西双版纳、西藏山南、河北秦皇

岛、安徽祁门、浙江江山、山东蓬莱等省、市、县地区的文旅资源普

查工作，并形成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黑

龙江省冰雪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等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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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制单位

标准主编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科数景秦

皇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海洋大学。

1.3 主要编制过程

1、第一阶段：前期组织（2023年8月）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依据标准编制任务需求，成立《非实体文

化和旅游资源分类与编码》标准工作小组，并召集多领域专家开展专

题研讨会，分析了文旅融合发展对文旅资源的新要求，制定了标准起

草工作计划，明确了标准制定原则及人员任务分工。

2、第二阶段：草案编制（2023年9月-10月）

工作组对旅游资源国标、相关地方标准、专项旅游标准、相关知

识文献进行了认真梳理、分析，深度挖掘非实体旅游资源内涵与类型，

拟定了《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分类与编码》草案。

3、第三阶段：多轮次意见汇征询、修改（2023年11月-2024年2月）

对《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分类与编码》草案进行多轮意见征询，

汇总各方专家和相关行政部门意见，并多次召开内部会议，仔细研究、

反复讨论标准分类、技术要求等内容，力求实现标准的科学性、规范

性和实用性。

4、第四阶段：标准提交与审查（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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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于2024年11月组织召开《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分类与编

码》标准送审稿审查会，与会专家听取标准起草工作组的介绍，并提

出专业意见及建议。根据审查会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汇总标准

制定过程各项材料，形成标准报批稿。

1.4 主要参编人员情况

本项目负责人为王英杰，骨干专家主要包括张桐艳、王凯、韩莹、

罗雯婷等，共计5人。

表 1 项目人员列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承担的主要任务

王英杰 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标准内容总体设计

张桐艳 女 讲师 中国海洋大学 标准核心内容起草

张 丹 女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标准核心内容起草

王 凯 男 工程师
中科数景秦皇岛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收集、标准编写

韩 莹 女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标准编写、汇总

罗雯婷 女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标准编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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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2.1 标准编制规则

本文件按照 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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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2.2 标准编制意义

旅游资源的科学分类有助于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资

源科学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之一。由原国家旅游局（现文化和旅游部）

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起草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

评价》（GB/T 18972-2017）（以下简称“国标”）于2017年12月发

布并于2018年7月正式实施，为我国现行的涉及旅游资源分类的国家

标准。国标较为完整的归纳了旅游资源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

全国旅游资源分类口径，被广泛运用于旅游资源普查实践与理论研究

中，但由于旅游资源组成复杂、涵盖知识多样、涉及要素众多，具有

普适性的现行国标难以完全涵盖各类文旅资源的独特内涵，根据主体

/对象的不同构建差异化分类体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文旅资源地科学

分类与管理。

根据文旅资源的空间存在性、空间变化性等性质，可将其划分为

实体资源与非实体资源两大类。其中，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是指实

体不存在，或不稳定的、客观存在的，具有广域特征的文旅资源，具

有极为特殊的性质。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不仅是文旅资源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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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也是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因此，在明确非实体文

化和旅游资源的概念范畴与资源特性的基础上，科学开展其分类及对

应的编码工作，可为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调查、评价、开发、保

护与管理奠定基础，促进文旅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和

旅游的深度、高效融合。

三、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基于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非空间存在性、空间可变

性、大美广域性、大尺度泛域性四大特性对其进行认知，进一步结合

多种分类原则，按照“主类-亚类-基本类”的结构对非实体文化和旅

游资源进行类型划分，并基于类型划分结果制定资源类型与资源数据

库的编码原则。

图 1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分类与编码技术路线图

四、国内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4.1 国内标准情况的研究

1、GB/T 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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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规定了旅游资源类型体系，以及旅游资源调查、等级评价

的技术与方法，适用于各类型旅游区（点）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旅游规划与项目建设、旅游行业管理与旅游法规建设、旅游资源信息

管理与开发利用等方面。该标准颗粒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

国旅游资源分类口径，对旅游资源分类具有宏观层面的指导意义。

2、GB/T 18972-2017《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该标准重点对GB/T 18972-2003中旅游资源的类型划分进行了修

订，提升了标准的实际操作性，更加适用于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规

划与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该标准的分类框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

普适性，为本标准的编制起到了有效的借鉴作用。

4.2 本标准与国内同类标准对比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标准研究情况可知，旅游资源组成复杂、涵盖知识多样、

涉及要素众多，各类型资源间差异较大。现行标准的分类体系较为宏

观，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但难以完全涵盖各类文旅资源的独特内涵，

且更多聚焦于实体资源部分，对于非实体资源的关注缺乏针对性与系

统性。

五、标准编制的原则与依据

5.1 标准编制原则

规范性原则：本标准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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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制，文本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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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原则：编制团队具有多年多地的旅游资源普查项目经历，

并具有地理学、旅游学等多学科背景，标准的编制在充分认知与考察

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进行。

适用性原则：标准的编制适用于我国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调

查、评价、开发、保护与管理工作，其他行业和部门也可参考。

5.2 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充分考虑 GB/T 226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代码》、

GB/T 18972-2017《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的基础上，进行非

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分类及对应的编码工作。

六、标准的作用定位和适用范围

6.1 标准的作用定位

本标准规定了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分类和编码。

6.2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评价、开发、保护与管理

等工作，其他行业和部门也可参考。

七、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7.1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相关的术语进行了定义，具体包

括旅游资源、文化旅游资源、非实体旅游资源、资源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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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分类原则

分类整体上遵循标准兼顾原则，即在非实体旅游资源划分过程

中，应兼顾相关资源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如《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等），实现不同标准的

统一对照。

层级关系构建主要遵循多级层次划分原则，即在同一层状下，适

度采用平行划分；类型的具体划分主要遵循按照资源性状划分原则，

即依据非实体资源现存状况、特性、特征、分布范围等划分。

7.3 分类对象与结构

本标准针对的分类对象为区域内空间不存在，或具有广域性质的

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

本标准分为“主类”“亚类”“基本类型”3 个层次，每个层次

的资源类型有相应的阿拉伯数字代号。

7.4 分类体系

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共计 7 个主类、18 个亚类、79

个基本类。7个主类分别为“01大美自然景观”“02大美人工景观”

“03文化附着品与名特优产品”“04工艺、技艺与民间艺术”“05

人文活动”“06地域文化”“07数字化旅游产品”。其中，01和 02

大美景观是指具有广域性、泛域性特点的实体空间存在的自然或人文

景观；03 文化附着品与名特优产品是指具有可移动性的实体空间存

在的物品或景观；04、05 和 06 为不存在空间实体的活动与现象；07

数字化旅游产品为依托于现代数字技术而营造的对游客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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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具有实体景观的虚拟场景或体验。

八、技术方法说明

8.1 分类方法说明

1、基于概念认知划分主类框架

基于对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科学认知，根据其组成划分主类

类型。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是指空间实体不存在，或空间位置不稳

定的，或具有广域特征的文旅资源。基于此，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

的非空间存在性、空间可变性、广域/泛域性三大主要特性，将主类

划分为大美景观、可移动资源、非物质资源三大门类。

2、基于已有标准文件提取关键类型概念

从已有分类中，识别并提取符合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范围的类

型概念。例如，从国标中提取“天象与气候”“生物景观”等可具有

广域性/泛域性的大美景观类型、“可移动文物”“手工艺品”等具

有空间可变性的可移动资源类型、“非物质文化遗存”“人文活动”

等具有非空间存在性的非物质资源类型。

3、基于关键类型概念与概念认知划分高层次类型

根据提取的关键概念，将大美景观划分为“01 大美自然景观”

与“02 大美人工景观”两大主类，将非物质资源划分为“04工艺、

技艺与民间艺术”与“05 人文活动”两大主类，将可移动资源划分

为可移动文物与名特优产品两个类，由于向下细分层次较少，将这两

类归入亚类类型并抽象概括出一个主类“03 文化附着品与名特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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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此外，结合对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认知，补充“06 地域

文化”与“07数字化旅游产品”两个主类。

4、基于多属性维度划分低层次类型

本标准涉及的划分属性有构成与功能。其中，构成属性是最主要

的划分属性，基于功能属性的划分主要出现在人文类型，例如，基于

功能属性将“0202 廊道”分为“020201 军事廊道”“020202 交通廊

道”等。同时，未避免涵盖不全的情况，在适当位置加入“其他类型”。

8.2 编码方法说明

1、资源编码

便于计算机存储及应用，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类型编码采用阿

拉伯数字码表示，主类、亚类、基本类分别从 01开始，使用 2 位阿

拉伯数字进行描述。例如，基本类“010101 平原景观”归属于亚类

“0101 地形景观”、主类“01大美自然景观”。

2、资源数据库编码

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编码采用数字代码，共 4 组 17 位阿拉伯

数字表示（见图 1）。第一段为资源所在行政区（县级）代号（6位），

第二段为资源基本类型代号（6 位），第三段为资源在调查区内的序

号（4位），第四段为非实体资源代号（用 1 表示），每组之间用“－”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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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图2 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代码结构示意图

九、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标准和产业政策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标准和产业政策的要

求。

本标准是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针对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的特殊化和精准化表达，体

现了明显的非实体文化和旅游资源特征。

十、重大分歧意见的解决过程、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一、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十二、参考文献

12.1 引用规范文件

县级行政区 6 位数字代码

主类（2 位）-亚类（2 位）-基本类（2 位）

资源序号 4 位（0001、0002……9999）

非实体资源代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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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

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明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明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代码

GB/T 18972-2017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GB/T 36309-2018 公共文化资源分类

GB/T 18521-2001 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

GB/T 18317-2009 专题地图信息分类与代码

GB/T 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7775-2024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

T/CMSA 0001-2016 气象旅游资源分类与编码

12.2 参考文献

[1]王英杰,张桐艳,李鹏等.GIS在中国旅游资源研究与应用中的

现状及趋势[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20,22(04):75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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