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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景区 第 1 部分：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山东省建设智慧化景区的基础设施、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安全保

障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省封闭旅游景区的智慧化建设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景区 smart scenic area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围绕游客体验、

游客需求及景区管理等方面，对景区基础设施、景区环境、景区资源、游客等信息进行全面、透

彻、及时的感知和分析，以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实现智慧管理、智

慧服务、智慧营销的景区。

4 指标体系

智慧景区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

表 1 智慧景区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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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标说明

指标表头说明如下：

a) 指标编号：

1) L：一级；

2) P：二级；

3) A：三级。

b) 指标名称：评价指标的名称；

c) 指标要求：评价指标的要求；

d) 计算方法：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e) 指标属性：评价指标要求的属性。

6 基础设施

6.1 信息设施

信息设施评价指标见表1。

表 1 信息设施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1P1-A1 移动通信 实现景区全部范围内接收运营商通信信号，满足客流峰值通讯需求 控制项

L1P1-A2 无线网络 主要游览区域覆盖无线网络，满足游客上网需求 一般项

L1P1-A3 宽带网络
提供百兆以上宽带接入，满足游客游览活动和景区办公需要的宽带

网络需求
控制项

L1P1-A4 物联网 实现视频监控、应急广播、信息发布屏等物联设备正常联网 一般项

6.2 物联设备

物联设备评价指标见表2。

表 2 物联设备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1P2-A1 显示终端 在重点区域设置信息发布屏幕，统一远程控制内容切换 控制项

L1P2-A2 电子门禁
配备人行道闸系统、车辆道闸系统，按各种不同的通行对象及其准

入级别，对其进、出实时控制和管理，并具有报警功能
控制项

7 智慧管理

7.1 安防应急

安防应急评价指标见表3。

表 3 安防应急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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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2P1-A1 视频监控

在景区出入口、售票处、核心游览点、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安装高清

视频摄像头，实现视频监控数据与所属市级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以及

省级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监控平台对接

控制项

L2P1-A2 巡更巡检
在景区出入口、游客中心、主要景观点等重要部位设置巡检点，实

现巡更现场音视频管理
一般项

L2P1-A3 应急管理

配备防火、灾害监测设备，实现有效的火灾防范、地质灾害监测以

及自动报警
一般项

在危险地段，实现安全提示、自动报警等 优选项

智能广播覆盖全景区，遇灾害或紧急情况时，立刻转换为应急广播 一般项

配备电子地图、电话、无人飞行器等设备，实现事故现场的远程监

测和事故处理
优选项

7.2 游客管理

游客管理评价指标见表4。

表 4 游客管理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2P2-A1 游客画像
对游客群体属地、性别结构、消费能力、行为习惯等数据进行多维

度统计分析，实现绘制游客画像、描述游客特征
优选项

L2P2-A2 客流监控

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出入口、售票处等重点区域实现流量实时统

计，对游客密度进行监控，实现累计最大承载量、瞬时最大承载量超

限自动报警，数据同步上传至所属市级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及省级文

化和旅游管理部门平台

优选项

7.3 舆情监测

舆情监测评价指标见表5。

表 5 舆情监测评价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2P3-A1 舆情监测 对舆情信息统计，实现动态监控，对潜在的危机事件及时预警和处置 优选项

7.4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评价指标见表6。

表 6 数据管理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2P4-A1 数据管理
实现园区内所有信息采集数据入库，进行全局性、综合化、集中化管

理
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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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智慧服务

8.1 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评价指标见表7。

表 7 信息服务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3P1-A1 信息服务 实现景区票务、游览、餐饮、娱乐、购物信息发布、查询等服务 控制项

8.2 票务服务

票务服务评价指标见表8。

表 8 票务服务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3P2-A1 购票服务
通过网站、移动应用、第三方、自助购票机等平台，实现实名购票预

约、分时段购票预约
控制项

L3P2-A2 检票服务
通过二维码、身份证、一卡通、人脸识别等方式，实现电子票及纸质

票自动识别检票
控制项

8.3 停车服务

停车服务评价指标见表9。

表 9 停车服务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3P3-A1 停车服务

通过网站、移动应用程序、智慧显示屏等平台，提供车场信息的展示与

推送引导服务
一般项

建设智慧停车系统，提供空余车位查询、车位预定、车牌识别、停车导

航、反向寻车、自助缴费等服务
优选项

8.4 导游导览

导游导览评价指标见表10。

表 10 导游导览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3P4-A1 导游导览 通过建立电子地图等方式，提供精准导引、语音讲解和行程定制服务 一般项

8.5 智能售卖

智能售卖评价指标见表11。

表 11 智能售卖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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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3P5-A1 智能售卖
通过网站、移动应用、自助售货机等方式，提供商品与旅游产品智能售

卖
优选项

8.6 虚拟旅游

虚拟旅游服务评价指标见表12。

表 12 虚拟旅游服务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3P6-A1
视频直播 通过设立视频摄像头、专用直播设备，向用户提供网络直播服务 优选项

数字虚拟景区 运用信息化手段，建成数字虚拟景区，提供沉浸式的虚拟旅游体验服务 优选项

8.7 咨询评价

咨询服务评价指标见表13。

表 13 咨询服务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3P7-A1 咨询评价
通过网站、移动应用等方式，提供游客满意度、投诉建议受理、在线评

价服务
一般项

9 智慧营销

9.1 自媒体营销

自媒体营销评价指标见表14。

表 14 自媒体营销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4P1-A1 自媒体营销 通过网站、移动应用、短视频平台等方式，开展自媒体营销活动 一般项

9.2 第三方营销

自媒体营销评价指标见表15。

表 15 自媒体营销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4P2-A1 第三方营销 通过接入第三方营销平台，开展营销信息宣传活动 一般项

10 安全保障

10.1 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评价指标见表16。



表 16 保障机制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5P1-A1 保障机制
成立景区智慧化建设管理机构，制定景区智慧化管理制度，保障景区智

慧化的运营
控制项

10.2 物理保障

物理保障评价指标见表17。

表 17 物理保障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5P2-A1 物理保障

做好感知设备、执行操作设备的防护工作，防止未经授权访问、窃取、

损害或干扰
控制项

应按照网络机房的最高负荷等级配置电源，并设置不间断电源 控制项

10.3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评价指标见表18。

表 18 网络安全评价指标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指标属性

L5P3-A1 网络安全

采取访问控制、网络防火墙、安全审计、边界完整性检查、恶意代码

防护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网络安全保护等级应符合国家或本地对景区

的要求，且应满足GB/T 22239—2019的相关要求

控制项

L5P3-A2 数据安全
应采用身份鉴别、访问控制、数据脱敏、数据加密、数据防泄漏、数

据备份等安全防护措施，保障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控制项

L5P3-A3
个人信息安

全

应妥善保护公众的个人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公众隐私的信息，不得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向他人提供
控制项

11 等级评定方法

智慧景区分为基础型、成长型、标杆型三个等级，其等级评定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基础型智慧景区：满足全部控制项指标；

b) 成长型智慧景区：满足全部控制项和一般项指标；

c) 标杆型智慧景区：满足全部控制项、一般项和优选项指标。

注：指标项分为控制项、一般项、优选项三种属性。其中，控制项指标为智慧景区评价的必备项；一般项指

标为服务导向、体现特色、实现难度较大的可选项；优选项指标为具有引领性、实现难度更大、要求更

高的可选项。本标准共设置34项评价指标，其中控制项指标14个，一般项指标10个，优选项指标10个。

山东省大数据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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