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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的通知 

建标[1999]267 号 

     根据国家计委《一九八九年工程建设标准定额制定修订计划》（计综合[1989]30 号文

附件十）的要求，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经有关部门

会审，批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委 GB50298-1999,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解释工作，建设部标准定

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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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总则 

第 1.0.1 条   为了适应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风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发展的需要，优化风

景区用地布局，全面发挥风景区的功能和作用，提高风景区的规划设计水平和规范化程度，

特制定本规范。 

第 1.0.2 条   本规范适用于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审定公布的各类风景区的规划。 

第 1.0.3 条   风景区按用地规模可分为小型风景区(20km2 以下)、中型风景区(21-100km2)、

大型风景区(101-500km2)、特大型风景区(500km2 以上)。 

第 1.0.4 条   风景区规划应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二个阶段进行。大型而又复杂的风景区，

可以增编分区规划和景点规划。一些重点建设地段，也可以增编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修建性详

细规划。 

第 1.0.5 条   风景区规划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因地制宜地突出本风景区特性。并应遵循下列

原则： 

1.应当依据资源特征、环境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统筹

兼顾，综合安排。 

2.应严格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原有景观特征和地方特色，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良性

循环，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充实科教审美特征，加强地被和植物景观培育。 

3.应充分发挥景源的综合潜力，展现风景游览欣赏主体，配置必要的服务设施与措施，改善

风景区运营管理机能，防止人工化、城市化、商业化倾向，促使风景区有度、有序、有节律

地持续发展。 

4.应合理权衡风景环境、社会、经济三方面的综合效益，权衡风景区自身健全发展与社会需

求之间关系，创造风景优美、设施方便、社会文明、生态环境良好、景观形象和游赏魅力独

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风景游憩境域。 



第 1.0.6 条   风景区规划应与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

他相关规划相互协调。 

第 1.0.7 条   风景区规划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与规范的规定。 

第 2 章  术语 

第 2.0.1 条   风景名胜区 

也称风景区，海外的国家公园相当于国家级风景区。 

指风景资源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可供人们游览欣赏、休憩娱乐或进

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 

第 2.0.2 条   风景名胜区规划 

也称风景区规划。是保护培育、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风景区，并发挥其多种功能作用的统筹

部署和具体安排。经相应的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的风景区规划，具有法律权威，必须严格执

行。 

第 2.0.3 条   风景资源 

也称景源、景观资源、风景名胜资源、风景旅游资源。是指能引起审美与欣赏活动，可以作

为风景游览对象和风景开发利用的事物与因素的总称。是构成风景环境的基本要素，是风景

区产生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 

第 2.0.4 条   景物 

指具有独立欣赏价值的风景素材的个体，是风景区构景的基本单元。 

第 2.0.5 条   景观 

指可以引起视觉感受的某种景象，或一定区域内具有特征的景象。 

第 2.0.6 条   景点 

由若干相互关联的景物所构成、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并具有审美特征的基本境域单位。 



第 2.0.7 条   景群 

第 2.0.8 条   由若干相关景点所构成的景点群落或群体。 

第 2.0.9 条   景区 

在风景区规划中，根据景源类型、景观特征或游赏需求而划分的一定用地范围，包含有较多

的景物和景点或若干景群，形成相对独立的分区特征。 

第 2.0.10 条   风景线 

也称景线。由一连串相关景点所构成的线性风景形态或系列。 

第 2.0.11 条   功能区 

在风景区规划中，根据主要功能发展需求而划分的一定用地范围，形成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区

特征。 

第 2.0.12 条   游人容量 

第 2.0.13 条   在保持景观稳定性，保障游人游赏质量和舒适安全，以及合理利用资源的限

度内，单位时间、一定规划单元内所能容纳的游人数量。是限制某时、某地游人过量集聚的

警戒值。 

第 2.0.14 条   在保持生态平衡与环境优美、依靠当地资源与维护风景区正常运转的前提下，

一定地域范围内允许分布的常住居民数量。是限制某个地区过量发展生产或聚居人口的特殊

警戒值。 

3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3.1  基础资料与现状分析 

第 3.1.1 条   基础资料应依据风景区的类型、特征和实际需要，提出相应的调查提纲和指标

体系，进行统计和典型调查。 

第 3.1.2 条   应在多学科综合考察或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得完整、正确的现状和历史



基础资料，并做到统计口径一致或具有可比性。 

第 3.1.3 条   基础资料调查类别，应符合表 3.1.3 的规定： 

表 3.1.3  基础资料调查类别表 

大

类 
中类 小类 

一、

测

量

资

料 

1.地形图 

小型风景区图纸比例为 1/2000-1/100000; 

中型风景区图纸比例为 1/10000-1/25000; 

大型风景区图纸比例为 1/25000-1/50000; 

特大型风景区图纸比例为 1/50000-1/200000; 

2.专业图 
航片、卫片、遥感影像图、地下岩洞与河流测图、地下工程与管网

等专业测图 

二、

自

然

与

资

源

条

件 

1.气象资料 温度、湿度、降水、蒸发、风向、风速、日照、冰冻等 

2.水文资料 

江河湖海的水位、流量、流速、流向、水量、水温、洪水淹没线；

江河区的流域情况、流域规划、河道整治规划、防洪设施；海滨区

的潮汐、海流、浪涛；山区的山洪、泥石流、水土流失等 

3.地质资料 
地质、地貌、土层、建设地段承载力；地震或重要地质灾害的评估；

地下水存在形式、储量、水质、开采及补给条件 

4.自然资源资 
景源、生物资源、水土资源、农林牧副渔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等

的分布、数量、开发利用价值等资料；自然保护对象及地段 

三、

人

文

与

经

济

条

件 

1.历史与文化 历史沿革及变迁、文物、胜迹、风物、历史与文化保护对象及地段 

2.人口资料 

历来常住人口的数量、年龄构成、劳动构成、教育状况、自然增长

和机械增长；服务职工和暂住人口及其结构变化；游人及结构变化；

居民、职工、游人分布状况 

3.行政区划 
行政建制及区划、各类居民点及分布、城镇辖区、村界、乡界及其

他相关地界 

4.经济社会 

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计划及其发展战略；风景区范围的国民生

产总值、财政、产业产值状况；国土规划、区域规划、相关专业考

察报告及其规划 



5.企事业单位 
主要农林牧副渔和教科文卫军与工矿企事业单位的现状及发展资

料。风景区管理现状 

四、

设

施

与

基

础

工

程

条

件 

1.交通运输 
风景区及其可依托的城镇的对外交通运输和内部交通运输的现状、

规划及发展资料 

2.旅游设施 
风景区及其可以依托的城镇的旅行、游览、饮食、住宿、购物、娱

乐、保健等设施的现状及发展资料 

3.基础工程 水电气热、环保、环卫、防灾等基础工程的现状及发展资料 

五、

土

地

与

其

他

资

料 

1.土地利用 
规划区内各类用地分布状况，历史上土地利用重大变更资料，土地

资源分析评价资料 

2.建筑工程 
各类主要建筑物、工程物、园景、场馆场地等项目的分布状况、用

地面积、建筑面积、体量、质量、特点等资料 

3.环境资料 

环境监测成果，三废排放的数量和危害情况；垃圾、灾变和其他影

响环境的有害因素的分布及危害情况；地方病及其他有害公民健康

的环境资料 

3.2  风景资源评价 

第 3.2.1 条   风景资源评价应包括：景源调查；景源筛选与分类；景源评分与分级；评价结

论四部分。 

第 3.2.2 条   风景资源评价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风景资源评价必须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把现场踏查与资料分析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进行； 

2.风景资源评价应采取定性概括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价景源的特征； 

3.根据风景资源的类别及其组合特点，应选择适当的评价单元和评价指标，对独特或濒危景



源，宜作单独评价。 

第 3.2.3 条   风景资源调查内容的分类，应符合表 3.2.3 的规定。 

表 3.2.3  风景资源分类表 

大

类 
中类 小类 

一、

自

然

景

源 

1.天景 
(1)日月星光(2 虹霞蜃景(3)风雨阴晴(4)气候景象(5)自然声象(6)云雾

景观(7)冰雪霜露(8)其他天景 

2.地景 

(1)大尺度山地(2)山景(3)奇峰(4)峡谷(5)洞府(6)石林石景(7)沙景沙漠

(8)火山熔岩(9)蚀余景观(10)洲岛屿礁(11)海岸景观(12)海底地形(13)

地质珍迹(14)其他地景 

3.水景 
(1)泉井(2)溪流(3)江河(4)湖泊(5)潭池(6)瀑布跌水(7)沼泽滩涂(8)海湾

海域(9)冰雪冰川(10)其他水景 

4.生景 
(1)森林(2)草地草原(3)古树古木(4)珍稀生物(5)植物生态类群(6)动物

群栖息地(7)物候季相景观(8)其他生物景观 

二、

人

文

景

源 

1.园景 
(1)历史名园(2)现代公园(3)植物园(4)动物园(5)庭宅花园(6)专类游园

(7)陵园墓园(8)其他园景 

2.建筑 
(1)风景建筑(2)民居宗祠(3)文娱建筑(4)商业服务建筑(5)宫殿衙署(6)

宗教建筑(7)纪念建筑(8)工交建筑(9)工程构筑物(10)其他建筑 

3.胜迹 
(1)遗址遗迹(2)摩崖题刻(3)石窟(4)雕塑(5)纪念地(6)科技工程(7)游娱

文体场地(8)其他胜迹 

4.风物 
(1)节假庆典(2)民族民俗(3)宗教礼仪(4)神话传说(5)民间文艺(6)地方

人物(7)地方物产(8)其他风物 

第 3.2.4 条   风景资源评价单元应以景源现状分布图为基础，根据规划范围大小和景源规

模、内容、结构及其游赏方式等特征，划分若干层次的评价单元，并作出等级评价。 

第 3.2.5 条   在省域、市域的风景区体系规划中，应对风景区、景区或景点作出等级评价。 

第 3.2.6 条   在风景区的总体、分区、详细规划中，应对景点或景物作出等级评价。 

第 3.2.7条   风景资源评价应对所选评价指标进行权重分析，评价指标的选择应符合表 3.2.7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风景区或部分较大景区进行评价时，宜选用综合评价层指标； 

2.对景点或景群进行评价时，宜选用项目评价层指标； 

3.对景物进行评价时，宜在因子评价层指标中选择。 

表 3.2.7  风景资源评价指标层次表 

综合评价层 赋值 项目评价层 权重 因子评价层 

1.景源价值 70 70-80 

(1)欣赏价值 

(2)科学价值 

 (3)历史价值 

(4)保健价值 

(5)游憩价值 

 

①景感度②奇特度③完整度 

①科技值②科普值③科教值 

①年代值②知名度③人文值 

①生理值②心理值③应用值 

①功利性②舒适度③承受力 

2.环境水平 2 20-10 

(1)生态特征 

 (2)环境质量 

(3)设施状况 

(4)监护管理 

 

①种类值②结构值③功能值 

①要素值②等级值③灾变率 

①水电能源②工程管网③环保设施 

①监测机能②法规配套③机构设置 

3.利用条件 5 

(1)交通通讯 

(2)食宿接待 

(3)客源市场 

(4)运营管理 

 

①便捷性②可靠性③效能 

①能力②标准③规模 

①分布②结构③消费 

①职能体系②经济结构③居民社会 

4.规模范围 5 

(1)面积 

 (2)体量 

(3)空间 

(4)容量 

  

第 3.2.8 条   风景资源分级标准，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景源评价分级必须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五级； 

  2.应根据景源评价单元的特征，及其不同层次的评价指标分值和吸引力范围，评出风景资

源等级； 



  3.特级景源应具有珍贵、独特、世界遗产价值和意义，有世界奇迹般的吸引力； 

  4.一级景源应具有名贵、罕见、国家重点保护价值和国家代表性作用，在国内外著名和有

国际吸引力； 

  5.二级景源应具有重要、特殊、省级重点保护价值和地方代表性作用，在省内外闻名和有

省际吸引力； 

  6.三级景源应具有一定价值和游线辅助作用，有市县级保护价值和相关地区的吸引力； 

  7.四级景源应具有一般价值和构景作用，有本风景区或当地的吸引力。 

  第 3.2.9 条   风景资源评价结论应由景源等级统计表、评价分析、特征概括等三部分组成。

评价分析应表明主要评价指标的特征或结果分析；特征概括应表明风景资源的级别数量、类

型特征及其综合特征。  

3.3  范围、性质与发展目标 

 第 3.3.1 条   确定风景区规划范围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应依据以下原则：景源特征及其生

态环境的完整性；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连续性；地域单元的相对独立性；保护、利用、管理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 3.3.2 条   划定风景区范围的界限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必须有明确的地形标志物为依托，既能在地形图上标出，又能在现场立桩标界； 

  2.地形图上的标界范围，应是风景区面积的计量依据； 

  3.规划阶段的所有面积计量，均应以同精度的地形图的投影面积为准。 

  第 3.3.3 条   风景区的性质，必须依据风景区的典型景观特征、游览欣赏特点、资源类型、

区位因素，以及发展对策与功能选择来确定。 

  第 3.3.4 条   风景区的性质应明确表述风景特征、主要功能、风景区级别等三方面内容，

定性用词应突出重点、准确精炼。 



  第 3.3.5 条   风景区的发展目标，应依据风景区的性质和社会需求，提出适合本风景区的

自我健全目标和社会作用目标两方面的内容，并应遵循以下原则： 

  1.贯彻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基本原则； 

  2.充分考虑历史、当代、未来三个阶段的关系，科学预测风景区发展的各种需求； 

  3.因地制宜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4.使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功能安排和项目配置、人口规模和建设标准等各项主要目标，

同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趋势及步调相适应。 

3.4  分区、结构与布局 

  第 3.4.1 条   风景区应依据规划对象的属性、特征及其存在环境进行合理区划，并应遵循

以下原则： 

  1.同一区内的规划对象的特性及其存在环境应基本一致； 

  2.同一区内的规划原则、措施及其成效特点应基本一致； 

  3.规划分区应尽量保持原有的自然、人文、线状等单元界限的完整性。 

  第 3.4.2 条   根据不同需要而划分的规划分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需调节控制功能特征时，应进行功能分区； 

  2.当需组织景观和游赏特征时，应进行景区划分； 

  3.当需确定保护培育特征时，应进行保护区划分； 

  4.在大型或复杂的风景区中，可以几种方法协调并用。 

  第 3.4.3 条   风景区应依据规划目标和规划对象的性能、作用及其构成规律来组织整体规

划结构或模型，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规划内容和项目配置应符合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道德规范，并能

促进风景区的自我生存和有序发展； 



  2.有效调节控制点、线、面等结构要素的配置关系； 

  3.解决各枢纽或生长点、走廊或通道、片区或网格之间的本质联系和约束条件。 

  第 3.4.4 条   凡含有一个乡或镇以上的风景区，或其人口密度超过 100 人/km2 时，应进

行风景区的职能结构分析与规划，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兼顾外来游人、服务职工和当地居民三者的需求与利益； 

  2.风景游览欣赏职能应有独特的吸引力和承受力； 

  3.旅游接待服务职能应有相应的效能和发展动力； 

  4.居民社会管理职能应有可靠的约束力和时代活力； 

  5.各职能结构应自成系统并有机组成风景区的综合职能结构网络。 

  第 3.4.5 条   风景区应依据规划对象的地域分布、空间关系和内在联系进行综合部署，形

成合理、完善而又有自身特点的整体布局，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正确处理局部、整体、外围三层次的关系； 

  2.解决规划对象的特征、作用、空间关系的有机结合问题； 

  3.调控布局形态对风景区有序发展的影响，为各组成要素、各组成部分能共同发挥作用创

造满意条件； 

  4.构思新颖，体现地方和自身特色。  

3.5  容量、人口及生态原则 

  第 3.5.1 条   风景区游人容量应随规划期限的不同而有变化。对一定规划范围的游人容

量，应综合分析并满足该地区的生态允许标准、游览心理标准、功能技术标准等因素而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生态允许标准应符合表 3.5.1 的规定； 



表 3.5.1  游憩用地生态容量 

用地类型 
允许容人量和用地指标 

(人/公顷) (m2/人) 

(1)针叶林地 

(2)阔叶林地 

(3)森林公园 

(4)疏林草地 

(5)草地公园 

(6)城镇公园 

(7)专用浴场 

(8)浴场水域 

(9)浴场沙滩 

2-3 

4-8 

<15-20 

20-25 

<70 

30-200 

<500 

1000-2000 

1000-2000 

5000-3300 

2500-1250 

>660-500 

500-400 

>140 

330-50 

>20 

20-10 

10-5 

2.游人容量应由一次性游人容量、日游人容量、年游人容量三个层次表示。 

(1)一次性游人容量(亦称瞬时容量)，单位以“人/次”表示； 

(2)游人容量，单位以“人次/日”表示； 

(3)游人容量，单位以“人次/年”表示。 

3.游人容量的计算方法宜分别采用：线路法、卡口法、面积法、综合平衡法，并将计算结果

填入表 3.5.1.1： 

表 3.5.1.1  游人容量计算一览表 

 (1) 

游览用地 

名称 

(2) 

计算面积 

(m2) 

(3) 

计算指标 

(m2/人) 

(4) 

一次性容量 

(人/次) 

(5) 

日周转率 

(次) 

(6) 

日游人容量 

(人次/日) 

(7) 

备注 

4.游人容量计算宜采用下列指标： 

(1)线路法：以每个游人所占平均道路面积计，5-10m2/人。 

(2)面积法：以每个游人所占平均游览面积计。其中： 

主景景点：50-100m2/人(景点面积)； 



一般景点：100-100m2/人(景点面积)； 

浴场海域：10-20m2/人(海拔 0~-2 以内水面)； 

浴场沙滩：5-10m/人(海拔 0~+2m 以内沙滩)。 

(3)卡口法：实测卡口处单位时间内通过的合理游人量。单位以“人次/单位时间”表示。 

5.游人容量计算结果应与当地的淡水供水、用地、相关设施及环境质量等条件进行校核与综

合平衡，以确定合理的游人容量。 

第 3.5.2 条   风景区总人口容量测算应包括外来游人、服务职工、当地居民三类人口容量，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规划地区的居住人口密度超过 50 人/km2 时，宜测定用地的居民容量； 

2.当规划地区的居住人口密度超过 100 人/km2 时，必须测定用地的居民容量； 

3.居民容量应依据最重要的要素容量分析来确定，其常规要素应是：淡水、用地、相关设施

等。 

第 3.5.3 条   风景区人口规模的预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人口发展规模应包括外来游人、服务职工、当地居民三类人口； 

2.一定用地范围内的人口发展规模不应大于其总人口容量； 

3.职工人口应包括直接服务人口和维护管理人口； 

4.居民人口应包括当地常住居民人口。 

第 3.5.4 条   风景区内部的人口分布应符合下列原则： 

1.根据游赏需求、生境条件、设施配置等因素对各类人口进行相应的分区分期控制； 

2.应有合理的疏密聚散变化，使其各得其所； 

3.防止因人口过多或不适当集聚而不利于生态与环境； 

4.防止因人口过少或不适当分散而不利于管理与效益。 



第 3.5.5 条   风景区的生态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制止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消极作用，控制和降低人为负荷，应分析游览时间、空间范围、游

人容量、项目内容、开发强度等因素，并提出限制性规定或控制性指标； 

2.保持和维护原有生物种群、结构及其功能特征，保护典型而有示范性的自然综合体； 

3.提高自然环境的复苏能力，提高氧、水、生物量的再生能力与速度，提高其生态系统或自

然环境对人为负荷的稳定性或承载力。 

第 3.5.6 条   风景区的生态分区应符合下列原则： 

1.应将规划用地的生态状况按四个等级分别加以标明； 

2.生态分区的一般标准应符合表 3.5.6 的规定； 

表 3.5.6  生态分区及其利用与保护措施 

生态分区 
环境要素状况 

利用与保护措施 
大气 水域 土壤植被 

危机区 

× × × 

应完全限制发展，并不再发生人为压力，实施综合的

自然保育措施 

-或

+ 
× × 

× 
-或

+ 
× 

× × -或+ 

不利区 

× 
-或

+ 
-或+ 

应限制发展，对不利状态的环境要素要减轻其人为压

力，实施针对性的自然保护措施 

-或

+ 
× -或+ 

-或

+ 

-或

+ 
× 

稳定区 
- - - 要稳定对环境要素造成的人为压力，实施对其适用的

自然保护措施 - - + 



- + - 

有利区 

+ + + 

需规定人为压力的限度，根据需要而确定自然保护措

施 

- + + 

+ - + 

+ + - 

注：×不利；-稳定；+有利。 

3.按其他生态因素划分的专项生态危机区应包括热污染、噪声污染、电磁污染、放射性污染、

卫生防疫条件、自然气候因素、振动影响、视觉干扰等内容； 

4.生态分区应对土地使用方式、功能分区、保护分区和各项规划设计措施的配套起重要作用。 

第 3.5.7 条   风景区规划应控制和降低各项污染程度，其环境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应符合 GB3095-1996 中规定的一级标准； 

2.地面水环境质量一般应按 CB3838-88 中规定的第一级标准执行，游泳用水应执行

GB9667-88 中规定的标准，海水浴场水质标准不应低于 GB3097-82 中规定的二类海水水质

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应符合 GB5749-85 中的规定； 

3.风景区室外允许噪声级应低于 CB3096-93 中规定的“特别住宅区”的环境噪声标准值； 

4.放射防护标准应符合 GBJ8-74 中规定的有关标准。 

4 专项规划 

4.1  保护培育规划 

第 4.1.1 条   保护培育规划应包括查清保育资源，明确保育的具体对象，划定保育范围，确

定保育原则和措施等基本内容。 

第 4.1.2 条   风景保护的分类应包括生态保护区、自然景观保护区、史迹保护区、风景恢复

区、风景游览区和发展控制区等，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生态保护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对风景区内有科学研究价值或其他保存价值的生物种群及其环境，应划出一定的范围与

空间作为生态保护区。 

(2)在生态保护区内，可以配置必要的研究和安全防护性设施，应禁止游人进入，不得搞任

何建筑设施，严禁机动交通及其设施进入。 

2.自然景观保护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对需要严格限制开发行为的特殊天然景源和景观，应划出一定的范围与空间作为自然景

观保护区。 

(2)在自然景观保护区内，可以配置必要的步行游览和安全防护设施，宜控制游人进入，不

得安排与其无关的人为设施，严禁机动交通及其设施进入。 

3.史迹保护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在风景区内各级文物和有价值的历代史迹遗址的周围，应划出一定的范围与空间作为史

迹保护区。 

(2)在史迹保护区内，可以安置必要的步行游览和安全防护设施，宜控制游人进入，不得安

排旅宿床位，严禁增设与其无关的人为设施，严禁机动交通及其设施进入，严禁任何不利于

保护的因素进入。 

4.风景恢复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对风景区内需要重点恢复、培育、抚育、涵养、保持的对象与地区，例如森林与植被、

水源与水土、浅海及水域生物、珍稀濒危生物、岩溶发育条件等，宜划出一定的范围与空间

作为风景恢复区。 

(2)在风景恢复区内，可以采用必要技术措施与设施；应分别限制游人和居民活动，不得安

排与其无关的项目与设施，严禁对其不利的活动。 

5.风景游览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对风景区的景物、景点、景群、景区等各级风景结构单元和风景游赏对象集中地，可以

划出一定的范围与空间作为风景游览区。 

(2)在风景游览区内，可以进行适度的资源利用行为，适宜安排各种游览欣赏项目；应分级

限制机动交通及旅游设施的配置。并分级限制居民活动进入。 

6.发展控制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在风景区范围内，对上述五类保育区以外的用地与水面及其他各项用地，均应划为发展

控制区。 

(2)在发展控制区内，可以准许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与形态，可以安排同风景区性质与容量相

一致的各项旅游设施及基地，可以安排有序的生产、经营管理等设施，应分别控制各项设施

的规模与内容。 

第 4.1.3 条   风景保护的分级应包括特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等

四级内容，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特级保护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风景区内的自然保护核心区以及其他不应进入游人的区域应划为特级保护区。 

(2)特级保护区应以自然地形地物为分界线，其外围应有较好的缓冲条件，在区内不得搞任

何建筑设施。 

2.一级保护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在一级景点和景物周围应划出一定范围与空间作为一级保护区，宜以一级景点的视域范

围作为主要划分依据。 

(2)一级保护区内可以安置必需的步行游赏道路和相关设施，严禁建设与风景无关的设施，

不得安排旅宿床位，机动交通工具不得进入此区。 

3.二级保护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在景区范围内，以及景区范围之外的非一级景点和景物周围应划为二级保护区。 

(2)二级保护区内可以安排少量旅宿设施，但必须限制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设，应限制机动

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4.三级保护区的划分与保护规定： 

(1)在风景区范围内，对以上各级保护区之外的地区应划为三级保护区。 

(2)在三级保护区内，应有序控制各项建设与设施，并应与风景环境相协调。 

第 4.1.4 条   保护培育规划应依据本风景区的具体情况和保护对象的级别而择优实行分类

保护或分级保护，或两种方法并用，应协调处理保护培育、开发利用、经营管理的有机关系，

加强引导性规划措施。 

4.2  风景游赏规划 

第 4.2.1 条   风景游览欣赏规划应包括景观特征分析与景象展示构思；游赏项目组织；风景

单元组织；游线组织与游程安排；游人容量调控；风景游赏系统结构分析等基本内容。 

第 4.2.2 条   景观特征分析和景象展示构思，应遵循景观多样化和突出自然美的原则，对景

物和景观的种类、数量、特点、空间关系、意趣展示及其观览欣赏方式等进行具体分析和安

排；并对欣赏点选择及其视点、视角、视距、视线、视域和层次进行分析和安排。 

第 4.2.3 条   游赏项目组织应包括项目筛选、游赏方式、时间和空间安排、场地和游人活动

等内，并遵循以下原则： 

1.在与景观特色协调，与规划目标一致的基础上，组织新、奇、特、优的游赏项目； 

2.权衡风景资源与环境的承受力，保护风景资源永续利用； 

3.符合当地用地条件、经济状况及设施水平； 

4.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 

第 4.2.4 条   游赏项目内容可在表 4.2.4 中择优并演绎。 



表 4.2.4  游赏项目类别表 

游赏类别 游赏项目 

1.野外游憩 ①消闲散步②郊游野游③垂钓④登山攀岩⑤骑驭 

2.审美欣赏 ①揽胜②摄影③写生④寻幽⑤访古⑥寄情⑦鉴赏⑧品评⑨写作⑩创作 

3.科技教育 
①考察②探胜探险③观测研究④科普⑤教育⑥采集⑦寻根回归⑧文博展览

⑨纪念⑩宣传 

4.娱乐体育 
①游戏娱乐②健身③演艺④体育⑤水上水下运动⑥冰雪活动⑦沙草场活动

⑧其他体智技能运动 

5.休养保健 
①避暑避寒②野营露营③休养④疗养⑤温泉浴⑥海水浴⑦泥沙浴⑧日光浴

⑨空气浴⑩森林浴 

6.其他 ①民俗节庆②社交聚会③宗教礼仪④购物商贸⑤劳作体验 

第 4.2.5 条   风景单元组织应把游览欣赏对象组织成景物、景点、景群、园苑、景区等不同

类型的结构单元，并应遵循以下原则： 

1.依据景源内容与规模、景观特征分区、构景与游赏需求等因素进行组织； 

2.使游赏对象在一定的结构单元和结构整体中发挥良好作用； 

3.应为各景物间和结构单元间相互因借创造有利条件。 

第 4.2.6 条   景点组织应包括景点的构成内容、特征、范围、容量；景点的主、次、配景和

游赏序列组织；景点的设施配备；景点规划一览表等四部分。 

第 4.2.7 条   景区组织应包括：景区的构成内容、特征、范围、容量；景区的结构布局、主

景、景观多样化组织；景区的游赏活动和游线组织；景区的设施和交通组织要点等四部分。 

第 4.2.8 条   游线组织应依据景观特征、游赏方式、游人结构、游人体力与游兴规律等因素，

精心组织主要游线和多种专项游线，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游线的级别、类型、长度、容量和序列结构； 

2.不同游线的特点差异和多种游线间的关系； 

3.游线与游路及交通的关系。 



第 4.2.9 条   游程安排应由游赏内容、游览时间、游览距离限定。游程的确定宜符合下列规

定： 

1.一日游：不需住宿，当日往返； 

2.二日游：住宿一夜； 

3.多日游：住宿二夜以上。 

4.3  典型景观规划 

第 4.3.1 条   风景区应依据其主体特征景观或有特殊价值的景观进行典型景观规划。应包括

典型景观的特征与作用分析；规划原则与目标；规划内容、项目、设施与组织；典型景观与

风景区整体的关系等内容。 

第 4.3.2 条   典型景观规划必须保护景观本体及其环境，保持典型景观的永续利用；应充分

挖掘与合理利用典型景观的特征及价值，突出特点，组织适宜的游赏项目与活动；应妥善处

理典型景观与其他景观的关系。 

第 4.3.3 条   植物景观规划应符合以下规定： 

1.维护原生种群和区系，保护古树名木和现有大树，培育地带性树种和特有植物群落； 

2.因境制宜地恢复、提高植被覆盖率，以适地适树的原则扩大林地，发挥植物的多种功能优

势，改善风景区的生态和环境； 

3.利用和创造多种类型的植物景观或景点，重视植物的科学意义，组织专题游览环境和活动； 

4.对各类植物景观的植被覆盖率、林木郁闭度、植物结构、季相变化、主要树种、地被与攀

缘植物、特有植物群落、特殊意义植物等，应有明确的分区分级的控制性指标及要求； 

5.植物景观分布应同其他内容的规划分区相互协调；在旅游设施和居民社会用地范围内，应

保持一定比例的高绿地率或高覆盖率控制区。 

第 4.3.4 条   建筑景观规划应符合以下规定： 



1.应维护一切有价值的原有建筑及其环境，严格保护文物类建筑，保护有特点的民居、村寨

和乡土建筑及其风貌； 

2.风景区的各类新建筑，应服从风景环境的整体需求，不得与大自然争高低，在人工与自然

协调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建筑景观和景点； 

3.建筑布局与相地立基，均应因地制宜，充分顺应和利用原有地形，尽量减少对原有地物与

环境的损伤或改造； 

4.对风景区内各类建筑的性质与功能、内容与规模、标准与档次、位置与高度、体量与体形、

色彩与风格等，均应有明确的分区分级控制措施； 

5.在景点规划或景区详细规划中，对主要建筑宜提出：(1)总平面布置；(2)剖面标高；(3)立

面标高总框架；(4)同自然环境和原有建筑的关系等四项控制措施。 

第 4.3.5 条   溶洞景观规划应符合以下规定： 

1.必须维护岩溶地貌、洞穴体系及其形成条件，保护溶洞的各种景物及其形成因素，保护珍

稀、独特的景物及其存在环境； 

2.在溶洞功能选择与游人容量控制、游赏对象确定与景象意趣展示、景点组织与景区划分、

游赏方式与游线组织、导游与赏景点组织等方面，均应遵循自然与科学规律及其成景原理，

兼顾洞景的欣赏、科学、历史、保健等价值，有度有序地利用与发挥洞景潜力，组织适合本

溶洞特征的景观特色； 

3.应统筹安排洞内与洞外景观，培育洞顶植被，禁止对溶洞自然景物滥施人工； 

4.溶洞的石景与土石方工程、水景与给排水工程、交通与道桥工程、电源与电缆工程、防洪

与安全设备工程等，均应服从风景整体需求，并同步规划设计； 

5.对溶洞的灯光与灯具配置、导游与电器控制，以及光象、音响、卫生等因素，均应有明确

的分区分级控制要求及配套措施。 



第 4.3.6 条   竖向地形规划应符合以下规定： 

1.维护原有地貌特征和地景环境，保护地质珍迹、岩石与基岩、土层与地被、水体与水系，

严禁炸山采石取土、乱挖滥填盲目整平、剥离及覆盖表土，防止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污染

环境； 

2.合理利用地形要素和地景素材，应随形就势、因高就低地组织地景特色，不得大范围地改

变地形或平整土地，应把未利用的废弃地、洪泛地纳入治山理水范围加以规划利用； 

3.对重点建设地段，必须实行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不得套用“几通一平”

的开发模式，应统筹安排地形利用、工程补救、水系修复、表土恢复、地被更新、景观创意

等各项技术措施； 

4.有效保护与展示大地标志物、主峰最高点、地形与测绘控制点，对海拔高度高差、坡度坡

向、海河湖岸、水网密度、地表排水与地下水系、洪水潮汐淹没与浸蚀、水土流失与崩塌、

滑坡与泥石流灾变等地形因素，均应有明确的分区分级控制； 

5.竖向地形规划应为其他景观规划、基础工程、水体水系流域整治及其他专项规划创造有利

条件，并相互协调。 

4.4  游览设施规划 

第 4.4.1 条   旅行游览接待服务设施规划应包括游人与游览设施现状分析；客源分析预测与

游人发展规模的选择；游览设施配备与直接服务人口估算；旅游基地组织与相关基础工程；

游览设施系统及其环境分析等五部分。 

第 4.4.2 条   游人现状分析，应包括游人的规模、结构、递增率、时间和空间分布及其消费

状况。 

第 4.4.3 条   游览设施现状分析，应表明供需状况、设施与景观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 

第 4.4.4 条   客源分析与游人发展规模选择应符合以下规定： 



1.分析客源地的游人数量与结构、时空分布、出游规律、消费状况等； 

2.分析客源市场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 

3.预测本地区游人、国内游人、海外游人递增率和旅游收入； 

4.游人发展规模、结构的选择与确定，应符合表 4.4.4 的内容要求； 

5.合理的年、日游人发展规模不得大于相应的游人容量。 

表 4.4.4  游人统计与预测 

项 

目 

年 

度 

海外游人

国 
国内游人 本地游人 三项合计 

年游人规模 

(万人/年) 

年游人容量 

(万人/年) 
备注 

数

量 

增

率 

数

量 

增

率 

数

量 

增

率 

数

量 

增

率 

统计             

预测             

第 4.4.5 条   游览设施配备应包括旅行、游览、饮食、住宿、购物、娱乐、保健和其他等八

类相关设施。应依据风景区、景区、景点的性质与功能，游人规模与结构，以及用地、淡水、

环境等条件，配备相应种类、级别、规模的设施项目。 

1.旅宿床位应是游览设施的调控指标，应严格限定其规模和标准，应做到定性、定量、定位、

定用地范围，并按(4.4.5-1)式计算。 

床位数＝平均停留天数×年住宿人数/年旅游天数×床位利用率  (4.4.5-1) 

2.直接服务人员估算应以旅宿床位或饮食服务两类游览设施为主，其中，床位直接服务人员

估算可按(4.4.5-2)计算： 

直接服务人员＝床位数×直接服务人员与床位数比例  (4.4.5-2) 

(式中，直接服务人口与床位数比例：1:2-1:10) 

第 4.4.6 条   游览设施布局应采用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应方便游人，利于发

挥设施效益，便于经营管理与减少干扰。应依据设施内容、规模、等级、用地条件和景观结



构等，分别组成服务部、旅游点、旅游村、旅游镇、旅游城、旅游市等六级旅游服务基地，

并提出相应的基础工程原则和要求。 

第 4.4.7 条   旅游基地选择应符合以下原则： 

1.应有一定的用地规模，既应接近游览对象又应有可靠的隔离，应符合风景保护的规定，严

禁将住宿、饮食、购物、娱乐、保健、机动交通等设施布置在有碍景观和影响环境质量的地

段； 

2.应具备相应的水、电、能源、环保、抗灾等基础工程条件，靠近交通便捷的地段，依托现

有游览设施及城镇设施； 

3.避开有自然灾害和不利于建设的地段。 

第 4.4.8 条   依风景区的性质、布局和条件的不同，各项游览设施既可配置在各级旅游基地

中，也可以配置在所依托的各级居民点中，其总量和级配关系应符合风景区规划的需求，应

符合表 4.4.8 的规定。 

表 4.4.8  游览设施与旅游基地分级配置表 

设施 

类型 
设施项目 

服 

务 

部 

旅 

游 

点 

旅 

游 

村 

旅 

游 

镇 

旅 

游 

城 

备注 

一、旅行 

1.非机动交通 ▲ ▲ ▲ ▲ ▲ 
步道、马道、自行车道、存车、

修理 

2.邮电通讯 △ △ ▲ ▲ ▲ 话亭、邮亭、邮电所、邮电局 

3.机动车船 × △ △ ▲ ▲ 车站、车场、码头、油站、道班 

4.火车站 × × × △ △ 对外交通，位于风景区外缘 

5.机场 × × × × △ 对外交通，位于风景区外缘 

二、游览 

1.导游小品 ▲ ▲ ▲ ▲ ▲ 标示、标志、公告牌、解说图片 

2.休憩庇护 △ ▲ ▲ ▲ ▲ 
坐椅桌、风雨亭、避难屋、集散

点 



3.环境卫生 △ ▲ ▲ ▲ ▲ 
废弃物箱、公厕、盥洗处、垃圾

站 

4.宣讲咨询 × △ △ ▲ ▲ 
宣讲设施、模型、影视、游人中

心 

5.公安设施 × △ △ ▲ ▲ 派出所、公安局、消防站、巡警 

三、饮食 

1.饮食点 ▲ ▲ ▲ ▲ ▲ 
冷热饮料、乳品、面包、糕点、

糖果 

2.饮食店 △ ▲ ▲ ▲ ▲ 包括快餐、小吃、野餐烧烤点 

3.一般餐厅 × △ △ ▲ ▲ 饭馆、饭铺、食堂 

4.中级餐厅 × × △ △ ▲ 有停车车位 

5.高级餐厅 × × △ △ ▲ 有停车车位 

四、住宿 

1.简易旅宿点 × ▲ ▲ ▲ ▲ 包括野营点、公用卫生间 

2.一般旅馆 × △ ▲ ▲ ▲ 六级旅馆、团体旅舍 

3.中级旅馆 × × ▲ ▲ ▲ 四、五级旅馆 

4.高级旅馆 × × △ △ ▲ 二、三级旅馆 

5.豪华旅馆 × × △ △ △ 一级旅馆 

五、购物 

1.小卖部、商亭 ▲ ▲ ▲ ▲ ▲  

2.商摊集市墟场 × △ △ ▲ ▲ 集散有时、场地稳定 

3.商店 × × △ ▲ ▲ 包括商业买卖街、步行街 

4.银行、金融 × × △ △ ▲ 储蓄所、银行 

5.大型综合商场 × × × △ ▲  

六、娱乐 

1.文博展览 × △ △ ▲ ▲ 
文化、图书、博物、科技、展览

等馆 

2.艺术表演 × △ △ ▲ ▲ 
影剧院、音乐厅、杂技场、表演

场 

3.游戏娱乐 × × △ △ ▲ 
游乐场、歌舞厅、俱乐部、活动

中心 

4.体育运动 × × △ △ ▲ 
室内外各类体育运动健身竞赛

场地 



5.其他游娱文体 × × × △ △ 
其他游娱文体台站团体训练基

地 

七、保健 

1.门诊所 △ △ ▲ ▲ ▲ 无床位、卫生站 

2.医院 × × △ ▲ ▲ 有床位 

3.救护站 × × △ △ ▲ 无床位 

4.休养度假 × × △ △ ▲ 有床位 

5.疗养 × × △ △ ▲ 有床位 

八、其他 

1.审美欣赏 ▲ ▲ ▲ ▲ ▲ 景观、寄情、鉴赏、小品类设施 

2.科技教育 △ △ ▲ ▲ ▲ 观测、试验、科教、纪念设施 

3.社会民俗 × × △ △ ▲ 民俗、节庆、乡土设施 

4.宗教礼仪 × × △ △ △ 
宗教设施、坛庙堂祠、社交礼制

设施 

5.宜配新项目 × × △ △ △ 
演化中的德智体技能和功能设

施 

4.5  基础工程规划 

第 4.5.1 条   风景区基础工程规划，应包括交通道路、邮电通讯、给水排水和供电能源等内

容，根据实际需要，还可进行防洪、防火、抗灾、环保、环卫等工程规划。 

第 4.5.2 条   风景区基础工程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符合风景区保护、利用、管理的要求； 

2.同风景区的特征、功能、级别和分区相适应，不得损坏景源、景观和风景环境； 

3.要确定合理的配套工程、发展目标和布局，并进行综合协调； 

4.对需要安排的各项工程设施的选址和布局提出控制性建设要求； 

5.对于大型工程或干扰性较大的工程项目及其规划，应进行专项景观论证、生态与环境敏感

性分析，并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第 4.5.3 条   风景区交通规划，应分为对外交通和内部交通两方面内容。应进行各类交通流



量和设施的调查、分析、预测，提出各类交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等内容。 

1.对外交通应要求快速便捷，布置于风景区以外或边缘地区； 

2.内部交通应具有方便可靠和适合风景区特点，并形成合理的网络系统； 

3.对内部交通的水、陆、空等机动交通的种类选择、交通流量、线路走向、场站码头及其配

套设施，均应提出明确而有效的控制要求和措施。 

第 4.5.4 条   风景区道路规划，应符合以下规定： 

1.合理利用地形，因地制宜地选线，同当地景观和环境相配合； 

2.对景观敏感地段，应用直观透视演示法进行检验，提出相应的景观控制要求； 

3.不得因追求某种道路等级标准而损伤景源与地貌，不得损坏景物和景观； 

4.应避免深挖高填，因道路通过而形成的竖向创伤面的高度或竖向砌筑面的高度，均不得大

于道路宽度。并应对创伤面提出恢复性补救措施。 

第 4.5.5 条   邮电通讯规划，应提供风景区内外通讯设施的容量、线路及布局，并应符合以

下规定： 

1.各级风景区均应配备能与国内联系的通讯设施； 

2.国家级风景区还应配备能与海外联系的现代化通讯设施； 

3.在景点范围内，不得安排架空电线穿过，宜采用隐蔽工程。 

第 4.5.6 条   风景区给水排水规划，应包括现状分析；给、排水量预测；水源地选择与配套

设施；给、排水系统组织；污染源预测及污水处理措施；工程投资框算。给、排水设施布局

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1.在景点和景区范围内，不得布置暴露于地表的大体量给水和污水处理设施； 

2.在旅游村镇和居民村镇宜采用集中给水、排水系统，主要给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可安排

在居民村镇及其附近。 



第 4.5.7 条   风景区供电规划，应提供供电及能源现状分析，负荷预测，供电电源点和电网

规划三项基本内容。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在景点和景区内不得安排高压电缆和架空电线穿过； 

2.在景点和景区内不得布置大型供电设施； 

3.主要供电设施宜布置于居民村镇及其附近。 

第 4.5.8 条   风景区内供水、供电及床位用地标准，应在表 4.5.8 中选用，并以下限标准为

主。 

表 4.5.8  供水供电及床位用地标准 

类别 供水(L/床·日) 供电(W/床) 用地(m2/床) 备注 

简易宿点 50-100 50-100 50 以下 公用卫生间 

一般旅馆 100-200 100-200 50-100 六级旅馆 

中级旅馆 200-400 200-400 100-200 四五级旅馆 

高级旅馆 400-500 400-500 200-400 二三级旅馆 

豪华旅馆 500 以上 1000 以上 300 以上 一级旅馆 

居民 60-150 100-500 50-150  

散客 10-30L/人·日    

4.6 居民社会调控规划 

第 4.6.1 条 凡含有居民点的风景区，应编制居民点调控规划；凡含有一个乡或镇以上的风景

区，必须编制居民社会系统规划。 

第 4.6.2 条 居民社会调控规划应包括现状、特征与趋势分析；人口发展规模与分布；经营管

理与社会组织；居民点性质、职能、动因特征和分布；用地方向与规划布局；产业和劳力发

展规划等内容。 

第 4.6.3 条 居民社会调控规划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建立适合风景区特点的社会运转机制； 



2.建立合理的居民点或居民点系统； 

3.引导淘汰型产业的劳力合理转向。 

第 4.6.4 条 居民社会调控规划应科学预测和严格限定各种常住人口规模及其分布的控制性

指标；应根据风景区需要划定无居民区、居民衰减区和居民控制区。 

第 4.6.5 条 居民点系统规划，应与城市规划和村镇规划相互协调，对已有的城镇和村点提出

调整要求，对拟建的旅游村、镇和管理基地提出控制性规划纲要。 

第 4.6.6 条 对农村居民点应划分为搬迁型、缩小型、控制型和聚居型等四种基本类型，并分

别控制其规模布局和建设管理措施。 

第 4.6.7 条 居民社会用地规划严禁在景点和景区内安排工业项目、城镇建设和其他企事业单

位用地，不得在风景区内安排有污染的工副业和有碍风景的农业生产用地，不得破坏林木而

安排建设项目。 

4.7 经济发展引导规划 

第 4.7.1 条 经济发展引导规划，应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风景与旅游发展战略为基本

依据，形成独具风景区特征的经济运行条件。 

第 4.7.2 条 经济发展引导规划应包括经济现状调查与分析；经济发展的引导方向；经济结构

及其调整；空间布局及其控制；促进经济合理发展的措施等内容。 

第 4.7.3 条 风景区经济引导方向，应以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合理化结合为原则，提出适合

风景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及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步骤和措施。 

第 4.7.4 条 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应包括以下内容： 

1.明确各主要产业的发展内容、资源配置、优化组合及其轻重缓急变化； 

2.明确旅游经济、生态农业和工副业的合理发展途径； 

3.明确经济发展应有利于风景区的保护、建设和管理。 



第 4.7.5 条 空间布局合理化应包括以下内容： 

1.应明确风景区内部经济、风景区周边经济、风景区所在地经济等三者的空间关系和内在联

系；应有节律的调控区内经济、发展边缘经济、带动地区经济； 

2.明确风景区内部经济的分区分级控制和引导方向； 

3.明确综合农业生产分区、农业生产基地、工副业布局及其与风景保护区、风景游览地、旅

游基地的关系。 

4.8 土地利用协调规划 

第 4.8.1 条 土地利用协调规划应包括土地资源分析评估；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及其平衡表；土

地利用规划及其平衡表等内容。 

第 4.8.2 条 土地资源分析评估，应包括对土地资源的特点、数量、质量与潜力进行综合评估

或专项评估。 

第 4.8.3 条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应表明土地利用现状特征，风景用地与生产生活用地之间关

系，土地资源演变、保护、利用和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 4.8.4 条 土地利用规划，应在土地利用需求预测与协调平衡的基础上，表明土地利用规划

分区及其用地范围。 

第 4.8.5 条 土地利用规划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突出风景区土地利用的重点与特点，扩大风景用地； 

2.保护风景游赏地、林地、水源地和优良耕地； 

3.因地制宜的合理调整土地利用，发展符合风景区特征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结构。 

第 4.8.6 条 风景区土地利用平衡应符合表 4.8.6 的规定，并表明规划前后土地利用方式和结

构变化。 

第 4.8.7 条 风景区的用地分类应按土地使用的主导性质进行划分，应符合表 4.8.7 的规定。 



第 4.8.8 条 在具体使用表 4.8.6 和表 4.8.7 时，可依据工作性质、内容、深度的不同要求，采

用其分类的全部或部分类别，但不得增设新的类别。 

第 4.8.9 条 土地利用规划应扩展甲类用地，控制乙类、丙类、丁类、庚类用地，缩减癸类用

地。 

表 4.8.6  风景区用地平衡表 

序号 
用地

代号 
用地名称 

面积 

(km2) 

占总用地% 人均 (m2/人) 备

注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00 合计 风景区规划用地  100 100    

01 甲 风景游赏用地       

02 乙 游览设施用地       

03 丙 居民社会用地       

04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05 戊 林地       

06 己 园地       

07 庚 耕地       

08 辛 草地       

09 壬 水域       

10 癸 滞留用地       

备 

注 

_____年，现状总人口______万人。其中：(1)游人______ (2)职工______ (3)居民______ 

_____年，规划总人口______万人。其中：(1)游人______ (2)职工______ (3)居民______ 

 



表 4.8.7  风景区用地分类表 

类别代号 

用地名称 范围 
规划 
限定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甲 

    风景游赏用地 
游览欣赏对象集中区的用地。向游人 

开放 
▲ 

甲 1   风景点建设用地 
各级风景结构单元(如景物、景点、 

景群、园院、景区等)的用地 
▲ 

甲 2   风景保护用地 
独立于景点以外的自然景观、史迹、 

生态等保护区用地 
▲ 

甲 3   风景恢复用地 
独立于景点以外的需要重点恢复、培 

育、涵养和保持的对象用地 
▲ 

甲 4   野外游憩用地 
独立于景点之外，人工设施较少的大 

型自然露天游憩场所 
▲ 

甲 5   其他观光用地 
独立于上述四类用地之外的风景游赏 

用地。如宗教、风景林地等 
△ 

乙 

    游览设施用地 
直接为游人服务而又独立于景点之外 

的旅行游览接待服务设施用地 
▲ 

乙 1   旅游点建设用地 
独立设置的各级旅游基地(如部、点、 

村、镇、城等)的用地 
▲ 

乙 2   游娱文体用地 
独立于旅游点外的游戏娱乐、文化体 

育、艺术表演用地 
▲ 

乙 3   休养保健用地 
独立设置的避暑避寒、休养、疗养、 

医疗、保健、康复等用地 
▲ 

乙 4   购物商贸用地 
独立设置的商贸、金融保险、集贸市 

场、食宿服务等设施用地 
△ 

乙 5   其他游览设施用地 
上述四类之外，独立设置的游览设施 

用地，如公共浴场等用地 
△ 

丙 

    居民社会用地 
间接为游人服务而又独立设置的居民 

社会、生产管理等用地 
△ 

丙 1   居民点建设用地 
独立设置的各级居民点(如组、点、 

村、镇、城等)的用地 
△ 

丙 2   管理机构用地 
独立设置的风景区管理机构、行政机 

构用地 
▲ 

丙 3   科技教育用地 
独立地段的科技教育用地。如观测科 

研、广播、职教等用地 
△ 

丙 4   工副业生产用地 
为风景区服务而独立设置的各种工副 

业及附属设施用地 
△ 

丙 5   其他居民社会用地 如殡葬设施等 ○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风景区自身需求的对外、内部交通通 ▲ 



讯与独立的基础工程用地 

丁 1   对外交通通讯用地 
风景区入口同外部沟通的交通用地。 

位于风景区外缘 
▲ 

丁 2   内部交通通讯用地 
独立于风景点、旅游点、居民点之外 

的风景区内部联系交通 
▲ 

丁 3   供应工程用地 
独立设置的水、电、气、热等工程及 

其附属设施用地 
△ 

丁 4   环境工程用地 
独立设置的环保、环卫、水保、垃圾、 

污物处理设施用地 
△ 

丁 5   其他工程用地 
如防洪水利、消防防灾、工程施工、 

养护管理设施等工程用地 
△ 

戊 

    林地 
生长乔木、竹类、灌木、沿海红树林 
等林木的土地，风景林不包括在内 

△ 

戊 1   成林地 有林地，郁闭度大于 30%的林地 △ 

戊 2   灌木林 覆盖度大于 40%的灌木林地 △ 

戊 3   苗圃 固定的育苗地 △ 

戊 4   竹林 生长竹类的林地 △ 

戊 5   其他林地 
如迹地、未成林造林地、郁闭度小于 

30%的林地 
○ 

己 

    园地 
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为主的集 

约经营的多年生作物 
△ 

己 1   果园 种植果树的园地 △ 

己 2   桑园 种植桑树的园地 △ 

己 3   茶园 种植茶园的园地 ○ 

己 4   胶园 种植橡胶树的园地 △ 

己 5   其他园地 
如花圃苗圃、热作园地及其他多年生 

作物园地 
○ 

庚 

    耕地 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 

庚 1   菜地 种植蔬菜为主的耕地 ○ 

庚 2   水浇地 
指水田菜地以外，一般年景能正常灌 

溉的耕地 
○ 

庚 3   水田 种植水生作物的耕地 ○ 

庚 4   旱地 无灌溉设施、靠降水生长作物的耕地 ○ 

庚 5   其他耕地 
如季节性、一次性使用的耕地、望天 

田等 
○ 

辛 

    草地 生长各种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 △ 

辛 1   天然牧草地 用于放牧或割草的草地、花草地 ○ 

辛 2   改良牧草地 
采用灌排水、施肥、松耙、补植进行 

改良的草地 
○ 



辛 3   人工牧草地 人工种植牧草的草地 ○ 

辛 4   人工草地 人工种植铺装的草地、草坪、花草地 △ 

辛 5   其他草地 如荒草地、杂草地 △ 

壬 

    水域 未列入各景点或单位的水域 △ 

壬 1   江、河   △ 

壬 2   海域 海湾 △ 

壬 3   海域 海湾 △ 

壬 4   滩涂 包括沼泽、水中苇地 △ 

壬 5   其他水域用地 冰川及永久积雪地、沟渠水工建筑地 △ 

癸 

    滞留用地 
非风景区需求，但滞留在风景区内的 

各项用地 
× 

癸 1   滞留工厂仓储用地   × 

癸 2   滞留事业单位用地   × 

癸 3   滞留交通工程用地   × 

癸 4   未利用地 因各种原因尚未使用的土地 ○ 

癸 5   其他滞留用地   × 

注： 
规划限定说明：应该设置▲；可以设置△；可保留不宜新置○；禁止设置×。 

 

4.9 分期发展规划 

第 4.9.1 条 风景区总体规划分期应符合以下规定： 

1.第一期或近期规划：5 年以内； 

2.第二期或远期规划：5-20 年； 

3.第三期或远景规划：大于 20 年。 

第 4.9.2 条 在安排每一期的发展目标与重点项目时，应兼顾风景游赏、游览设施、居民社会

的协调发展，体现风景区自身发展规律与特点。 

第 4.9.3 条 近期发展规划应提出发展目标、重点、主要内容，并应提出具体建设项目、规模、

布局、投资估算和实施措施等。 

第 4.9.4 条 远期发展规划的目标应使风景区内各项规划内容初具规模。并应提出发展期内的

发展重点、主要内容、发展水平、投资框算、健全发展的步骤与措施。 



第 4.9.5 条 远景规划的目标应提出风景区规划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和目标。 

第 4.9.6 条 近期规划项目与投资估算应包括风景游赏、游览设施、居民社会三个职能系统的

内容以及实施保育措施所需的投资。 

第 4.9.7 条 远期规划的投资框算应包括风景游赏、游览设施两个系统的内容。 

第 5 章  规划成果与深度规定 

第 5.0.1 条   风景区规划的成果应包括风景区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

汇编等四个部分。 

第 5.0.2 条   规划文本应以法规条文方式，直接叙述规划主要内容的规定性要求。 

第 5.0.3 条   规划图纸应清晰准确，图文相符，图例一致，并应在图纸的明显处标明图名、

图例、风玫瑰、规划期限、规划日期、规划单位及其资质图签编号等内容。 

第 5.0.4 条   规划设计的主要图纸应符合表 5.0.4 的规定。 

表 5.0.4  风景区总体规划图纸规定 

图纸资料名称 

比例尺 制图选择 

图纸特征 

有些图纸

可与下列

编号的图

纸合并 

风景区面积(km2) 综

合

型 

复

合

型 

单

一

型 
20 以下 20-100 100-500 500 以上 

1.现状(包括综合

现状图) 
1:5000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 ▲ ▲ 

标准地形图

上制图 
 

2.景源评价与现状

分析 
1:5000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 △ △ 

标准地形图

上制图 
1 

3.规划设计总图 1:5000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 ▲ ▲ 

标准地形图

上制图 
 

4.地理位置或区域

分析 

1:2500

0 

1:5000

0 

1:1000

00 

1:2000

00 
▲ △ △ 

可以简化制

图 
 

5.风景游赏规划 1:5000 1:1000 1:2500 1:5000 ▲ ▲ ▲ 标准地形图  



0 0 0 上制图 

6.旅游设施配套规

划 
1:5000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 ▲ △ 

标准地形图

上制图 
3 

7.居民社会调控规

划 
1:5000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 △ △ 

标准地形图

上制图 
3 

8.风景保护培育规

划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1:1000

00 
▲ △ △ 

可以简化制

图 
3 或 5 

9.道路交通规划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1:1000

00 
▲ △ △ 

可以简化制

图 
3 或 6 

10.基础工程规划 1:1000 
1:2500

0 

1:5000

0 

1:1000

00 
▲ △ △ 

可以简化制

图 
3 或 6 

11.土地利用协调

规划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1:1000

00 
▲ ▲ ▲ 

标准地形图

上制图 
3 或 7 

12.近期发展规划 
1:1000

0 

1:2500

0 

1:5000

0 

1:1000

00 
▲ △ △ 

标准地形图

上制图 
3 

注： 

说明：▲应单独出图：△可作图纸。 

第 5.0.5 条   规划说明书应分析现状，论证规划意图和目标，解释和说明规划内容。 

附录 A  本规范用词说明 

第附录 A.0.1 条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第附录 A.0.2 条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

或“应符合……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