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智慧景区建设规范》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智慧景区建设规范》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2021-Z045

（三）起草单位：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四）单位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海润路 33 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海南大学、武汉三特爱乐玩旅游科技有限

公司

（六）标准起草人：

表 1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张琳 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

副教授 负责整个项目工作的分工、协调以

及工作进度的控制；负责与委托单

位、发布单位的联系、沟通；组织

撰写实施方案、研究及调研计划、

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负责组织、

协调小组成员开展项目工作。

2 张珊 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

副教授 负责标准文本内容的编制及修改

工作

3 刘静文 海南省旅

文厅

副处长 为项目的研究把握方向，负责项

目推进

4 梁其才 三亚市旅

文局

科长 负责项目的推进，对项目的质量

把关

5 吴开壮 三亚市旅

文局

科员 负责与调研单位的联系、沟通事

宜，并对标准内容提出相关建议



6 谭震宇 三特爱乐

玩旅游科

技公司

总经理 负责标准文本的修改、建议等

7 张晗 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

学生 做好每次调研、征求意见的会议

记录工作

8 杨义广 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

学生 负责项目的财务报销工作

9 王欢 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

学生 负责资料的收集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意义及背景

智慧景区指景区能够通过智能网络对景区地理事物、自然资源、

旅游者行为、景区工作人员行迹、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进行全面、

透彻、及时的感知，对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实现可视化管理，优化再

造景区业务流程和智能化运营管理，同旅游产业上下游企业形成战略

联盟，实现有效保护遗产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高对旅游者的服

务质量，实现景区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国家政策的支持

2015 年 9月，国家旅游局发布了《“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

明确到 2018 年，将推动全国所有 5A 级景区建设成为“智慧旅游景

区”；到 2020 年，推动全国所有 4A 级景区实现免费 WIFI、智能导

游、电子讲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功能全覆盖。建设“智慧景区”

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其建设意义体现在：树立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切入点和具体体现；有助于推动景区管理机构

服务职能转变；有助于促进景区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促使旅游企

业将实现旅游经营增长和管理成本优化的双重丰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F%E8%A7%86%E5%8C%96%E7%AE%A1%E7%90%86/6040808


2.景区可持续发展面临新挑战

我国旅游业正值由世界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转型的关键期，同时

也面临着增长方式和发展目标上的战略调整，面对新形势，我国景区

可持续发展面临新挑战。主要表现为：热点景区面临游客超载；景区

需要加快低碳旅游发展；景区危机管理水平需要提高等。

游客数量暴增，特别是大散客时代的到来，让游览需求更加多样化：

附近的停车场还有空车位吗，最近的洗手间在哪儿，特色餐厅距离当

前位置有多远，排队状况如何，去往下一个景点的电瓶车、游船几点

能来等，这些细微琐碎的服务需求已经难以再靠传统方式满足。

同时，对于景区管理者来说，旅游管理中面对的种种问题也急

需大数据的帮忙。如何快速向游客推送景区各类信息，如何获知人流

热度以便及时指挥调度，如何管理景区的景点、道路、设施相关数据，

这些都是国内更多传统景区转型中亟需攻克的难点。基于大数据，可

以帮助游客和景区绘制景区内精准的基础地图数据，帮助游客和景区

进行拥堵、排队等人流、车流大数据采集、分析基于位置（LBS）的

大数据，帮助景区进行实时活动信息、地址信息变更等在线数据管理。

3.智慧景区建设亟待规范

智慧景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又需要将信息技术同科学的管理理论集成。智慧景区的主要内容包括

信息基础实施、数据中心、信息管理平台、综合决策平台等，因此通

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实施，对规范智慧景区建设发挥一定的作用。

（二）编制过程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4%BF%A1%E6%81%AF%E6%8A%80%E6%9C%AF/2426261


2021 年 8月 9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二批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智慧景区建设规范》

被列入海南省 2021 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之一。海南

大学作为主要起草编制单位，召集专业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制定编制计划，按时开展《智慧景区建设规范》的制定工作。

省内外前期调研阶段（2021.6-2021.11）：编制组收集整理相关

资料，走访省内外智慧景区建设较先进企业，2021 年 6月 2日前往

武汉市黄鹤楼景区、2021 年 10 月 14 日前往成都西岭雪山景区、2022

年 1月 17 日前往陵水猴岛景区、三亚天涯海角景区等地调研，初步

确定项目提纲及写作原则。

地标编制阶段（2021.11-2022.3）：编制组在整理国内外相关文

献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前期调研成果，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借鉴国内

相关成熟经验，编制组内多次讨论修改，形成地标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修改阶段（2022.4-2022.8）：标准提出单位三亚市旅文

局向各相关智慧景区建设单位发函征求意见，2022 年 4月组织业内

专家咨询论证，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再次修改完善；2022 年 月 日

至 2022 年 月 日在官网上再次广泛征求意见。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编制标准的原则

第一，科学性。根据智慧景区建设的要求，本文件的各章节用

清晰的逻辑层次展开和表述，规定了智慧景区建设在基础设施、服务

要求、管理要求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适用性。适用于海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的智慧化建设，其他

旅游服务场所智慧化建设可参照执行。

第三，规范性。本文件遵循 GB/T 1（所有部分）、GB/T 20001（所

有部分）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文本格式规范。

2.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文件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要》和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令 第 26 号）等规范为依据，编制本标准的主要技

术条款。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能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

相衔接，与相关的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础设施、

服务要求、管理要求六个章节组成。

第四章基础设施主要从智慧景区建设所必须的电力设施、机房设

施、网络通信设施、物联网设施、业务支撑平台五个方面进行规范。

第五章服务要求主要从智慧景区所提供的信息与咨询服务、检售

票服务、交通服务、游览服务、休闲娱乐服务、共享服务、安全与救

援服务、投诉服务八个方面进行规范。

第六章的管理要求主要从智慧景区在综合管控中心、景观资源、

环境卫生、设施设备、人力资源、运营管理、营销管理、客流管理、



安全与应急九个方面提出要求。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未涉及专利。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征求意见汇总表见附件。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将组织全省 A 级景区及相关旅游服务场所培训学习，

确保标准宣贯到位，推动实施，结合本省的奖励办法，鼓励引导 A级

景区带头建设，编制组成员将为标准的实施提供技术指导。

（九）预期效果

通过地方标准《智慧景区建设规范》的发布实施，指导我省 A 级

景

区的智慧化建设，有助于推动景区管理机构服务职能转变，促进景区

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升游客的舒适体验，促使旅游企业实现旅

游经营增长和管理成本优化的双重效果。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