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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托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与评价综合研究，构建具有文化属性的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和评价标准，

为婺源县文化旅游的深入发展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参考。文章采用国标法与多目标多因子评价法的结合，

根据其文化资源的旅游禀赋进行专家评分，形成完整的分类与评价体系。结果表明：婺源文化旅游资源

呈现多元化、特色化和质量化，其中以优良级为主的文化旅游资源占比53%，普通级次之，占比37%。

婺源文化资源积淀深厚，有极大的优势所在，文化资源景观特征明显，极具特色又富有历史底蕴，依托

自身的旅游业发展大趋势，结合文化资源的旅游吸引力，促进婺源县文化旅游品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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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ourism resources with cultural attributes are 
constructed, which can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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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 in Wuyuan County. This paper uses the combin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 method and mul-
ti-objective multi factor evalu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experts according to the tourism en-
dow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forms a complete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Wuyuan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re diversified, characterized and quality 
oriented, among which, the excellent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ccount for 53% and the ordinary 
level is the second, accounting for 37%. Wuyuan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accumulated deeply and 
have great advantage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obvious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unique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lying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ourism industry, combined with the 
tourism attrac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Wuyuan Count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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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更新迭代，人们对文化的向往与追求日益增强，文化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获得

大众的认同，它既可以凸显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痕迹，又提升其品位和内涵，丰富了游客沉浸式

体验，促进文化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十四五规划以来，文化旅游逐渐走向当今旅游产业发展的一

个新时代大舞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便是诗与远方的结合[1]，书写着未来。精准定位文化旅游资源已

经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所在[2]，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研究，呈现出世代相承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结构[3]，
即是文化旅游的一个新开始，是文化旅游可持续化的新前提，对其研究区域的发展定位具有一定的重要

意义。 
目前对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来看，大部分的学者从其资源的空间分布[4]、开发利用[5]和现状等特定

领域上着重研究与分析，但对于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在前人研究和参考《旅游

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 [6]上，对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化分类以及对婺源县

文化旅游资源禀赋进行评价与分析，为其文化旅游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 研究区域概况 

婺源——历史名城，人杰地灵、山清水秀、四季皆景、历史悠久，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痕迹，被誉

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历史遗址、遗迹遍及田野，28 个中国传统古村落，极具典型的微派建筑风格、

7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彰显徽州文化韵味、古宅 4100 余幢，堪称徽派建筑大观园[7]；代表着婺源乡土

文化的“活化石”，把中华礼仪文化和江南乡野古色古文化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成为婺源这座文化

古城的历史名片；还有着众多国家非物质性文化资源，截至目前，婺源有徽剧、傩舞、三雕、歙砚制作

技艺、绿茶制作技艺、甲路纸伞制作技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项，省级 12 项，市级 25 项，县级

49 项。婺源县内数不胜数的文化资源，既彰显其文化与国内外不同地区的文化有着差异性，又展现着婺

源古色的多元化和婺源文化资源丰富的层次感，很大限度上提高婺源的文化品味，实现了旅游者对婺源

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本文立足于文化旅游资源的多元化进行分类及评价，对婺源县的文化旅游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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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参考，促进婺源县文化旅游长足发展。 

3. 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体系 

婺源县文化资源禀赋多样化，总类不一，通过依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GB/T18972-2017)对旅游资源基本属性的界定，即现存状况、形态特征、基本特性等，但不能更细致地

表现出文化资源的体系框架，主要在于研究主体、使用目的或出发点不同，分类方式有所不同，国标中

分类方式以“自然–人文”两分法为主且涉及的旅游资源全面覆盖，国标中部分类别不能细分文化资源

的层次。为此，本文基于国家标准分类原则并统筹考虑不同文化分类体系和文化资源的定义，进行适当

的修饰改动后，形成现有的文化资源分类体系。遵循国家标准体系结构，在涵盖婺源县文化资源的前提

下将文化资源分类体系呈“主类”、“亚类”、“基本类型”3 级结构，包括 4 个主类、19 个亚类、43
个基本类型(见表 1)，并在结合婺源县特有文化资源点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典型代表”，体现婺源县文化

资源类型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1) 主类 
参照国家级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中的主类分类，并在此基础上结

合文化资源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定义，将文化资源的主类归到国标下四大类：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

游商品、人文活动。许春晓等人认为主类中遗址遗迹范围太宽泛，不能只仅仅体现文化资源的特性，参

考物质性文化资源体系的“人类文化遗址”类，将国标中“遗址遗迹”改为“人类文化遗址遗迹”；“建

筑与设施”这一主类结合文化的属性——历史性和空间性，进而修改为“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旅

游商品”则以文化性角度作为出发点，修改为“文化旅游商品”；“人文活动”则采纳国标中的主类。

因此，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体系中主类分别为人类文化遗址遗迹[8]、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文化旅游商品

以及人文活动[9]。 
2) 亚类 
依据国标中亚类类别和文化旅游资源的资源禀赋，对部分亚类进行适当修改，进而更加契合文化属

性。其中“文化旅游商品”从商品的性质上来看可以区分大众化和特色化，从而增添“其他文化旅游商

品”与“地方文化旅游商品”相呼应；许春晓认为国标下“人文活动”的亚类与文化资源比较契合，但

较为笼统，充分考虑非物质性文化资源的分类内容进行合理化的修改，将“民间民俗”改为“民风民俗”。

另外，再新添加“民间音乐”、“传统戏剧”、“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等亚类类型。依据以

上参考，形成符合文化旅游资源分类的亚类类别。 
3) 基本类型 
按照文化旅游资源的单体属性及形成缘由所确定其基本类型，在国际标准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变

化。其中，何效祖[10]认为“人类活动遗址”和“原始聚落”在文化层次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组合成“史

前人类活动遗址与原始聚落”更加符合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其他文化旅游商品”的基本类型主要参

照“地方文化旅游商品”的基本类型进行修改，并与“地方文化旅游商品”相对应；姚伟钧等人认为“民

间音乐”、“传统戏剧”、“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的基本类型与非物质性文化资源的类别相

吻合。根据以上参考，构成文化旅游资源分类的基本类型。 
4) 典型代表 
在国标的大前提下，不同的学者在文化旅游资源分类进行一定的补充与修改，所得出能够体现文化

旅游资源的分类。笔者通过对婺源县文化资源的数据进行一定收集与整理，依据其分类标准，将婺源代

表性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见表 1)。可以看出，婺源县文化资源的种类是比较齐全的，体现出婺源细水长流

般的人文历史，且人文与人文环境相互映照，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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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Wuyuan County 
表 1. 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分类表 

主类(4) 亚类(19) 基本类型(43) 典型代表 

A 人类文化遗址

遗迹 

AA 史前人类活动场所 
AAA 史前人类活动遗址 善山商周遗址、清华窑址 

AAB 文物散落地 晓起古民居 

AB 社会经济文化活动 

ABB 军事遗址与古战场 横槎古战场 

ABE 交通遗迹 青石板古道、古桥、休婺古道 

ABF 废城与聚落遗迹 商代古人类遗址、明代古城墙遗址 

B 历史建筑与 
文化空间 

BA 综合人文旅游地 

BAA 教学科研实验场所 江西省婺源茶叶学校 

BAB 康体游乐休闲度假地 朱熹故里度假村 

BAC 宗教与祭祀活动场所 祥云寺、萧江大宗祠、百柱宗祠 

BAD 园林游憩区域 金山生态茶叶园 

BAE 文化活动场所 县文化广场 

BAF 建设工程与生产地 婺源绿色企业集团 

BAH 动物与植物展示地 严田古樟(4A) 

BB 单体活动场馆 BBB 展示演示场馆 博物馆、阳关古戏台 

BC 景观建筑与附属型建筑 BCB 塔形建筑物 龙天塔 

BD 居住地与社区 

BDA 传统与乡土建筑 徽派建筑：李坑民居 

BDB 特色街巷 乡村古民居古道 

BDD 名人故居与历史纪念建筑 江湾(4A)、紫阳朱熹故居、 
王氏聚落、詹天佑祖居园 

BDE 书院 紫阳书院、明经书院 

BDG 特色店铺 庆源古宅客栈 

BE 归葬地 BEB 墓(群) 皇子墓、江永墓 

BF 交通建筑 

BFA 桥 彩虹桥 

BFB 车站 婺源汽车站 

BFZ 公路 景婺黄高速公路 

BG 水工建筑 
BGA 水库观光游憩区段 段萃水库 

BGB 水井 虹井 

C 文化旅游商品 
CA 地方文化旅游商品 

CAB 特色旅游工艺品 龙尾砚、甲路油纸伞 

CAD 特色旅游食品 荷包鲤鱼、清华婺 

CAE 其他特色商品 婺绿、江湾雪梨 

CB 其他文化旅游商品 CBD 大众旅游食品 笋干、干蕨、酒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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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D 人文活动 

DA 人事记录 DAA 人物 朱熹、詹天佑 

DB 民间音乐 DBA 民间歌曲 民间茶歌 

DC 文化艺术 DBB 文学艺术作品 《闪闪红星》、《聊斋》 

DD 传统戏剧 
DDA 戏曲 目莲戏、婺源徽剧 

DDH 其他戏剧 地戏 

DE 现代节庆 
DDA 旅游节 婺源乡村文化旅游节 

DDB 文化节 婺源茶文化节 

DJ 民风民俗 

DCA 地方风俗与民间礼仪 牛耕屋基 

DCB 民间节庆 中秋节、端午节 

DCC 民间演艺 傩舞、甲路抬阁 

DG 民间美术 

DGB 雕塑艺术 婺源“三雕” 

DGF 纸扎灯纸艺术 彩灯 

DGG 编织艺术 甲路竹编 

DH 传统手工技艺 DHE 传统器物制作工艺 歙砚制作技艺 

 
从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分类表中可以看出，在文化资源分类的四大主类中“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

即 B 类，其文化资源基本类型所占比重最大，共有 20 个基本类型，占 46.51%；其次是“人文活动”即

D 类，占总的基本类型 32.56%，然后是“人类文化遗址遗迹”即 A 类，占总数的 11.63%，最少的是“文

化旅游商品”即 C 类，仅仅有 4 个基本类型，占比为 9.30%。说明，婺源在“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方

面的文化资源种类繁多，体现婺源县深厚的历史底蕴。 

4. 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评价 

4.1. 定性评价 

1) 文化资源种类多样化 
婺源的文化资源在存在形式上是多样化的，拥有徽州文化与当地民俗文化等形式的文化资源，既有

历史韵味的遗址遗迹，也有源远流传的民俗技艺，还有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等，各种类型的文化资源相互

交织共同组成了婺源县独有的文化。从古村落(江湾)、古驿道(休婺古道)、古宗祠(百柱宗祠)、到古技艺(婺
源徽剧)等等有着文化气息的精粹，其文化资源更是数不胜数，为婺源县的文化脉络书写着前进的道路。 

2) 景观质量高、特色突出 
婺源，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遍布乡野之间，被世人称之为最美乡村，其文化资源的景观从欣

赏角度上被《中国旅游报》称为非去不可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可见其景观质量得到大众的认可。此外，

有着美如画般的江湾、有着钟灵毓秀般的李坑以及有着如诗境般的婺源“三雕”等众多极具特色的文化

资源，代表着婺源的文化特色，感知文化神韵、汲取文化营养[11]。 
3) 分布广泛，伴生性强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婺源现有宗祠、古道、古桥、古树等文化资源数不胜数，广泛分布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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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腹地，在群山涧流中藏有众多文化景观。此外，县区域内文化资源大都呈现社会人文及自然山水相伴

而生的特点。如严田古樟与古驿道的联系、小桥流水人家与李坑的关联、自然生态与晓起古民居的关系

等等，突出文化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完美融合，可见其富有伴生性。在感受婺源文化历史轨迹的同时，也

可欣赏文化与自然的呼应，真正达到了文化资源与优美生态的交相辉映。 

4.2. 定量评价 

依托《旅游资源分类、调查和评价》(GB/T18972-2017)国家标准下评价原则，与多目标多因子评价

方法[12]相结合，根据旅游学界专家的建议与评分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化调整，从文化资源要素价值、

文化旅游资源影响力与文化旅游资源环境程度三个方面对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进行评价并评分赋值，综

合考虑各个因素，并赋予各个因素相应的分值和比重，形成文化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体系

(见表 2)。根据旅游资源禀赋以及其文化性、科学性等原则[13]对各个因子层的评分赋值总计后的分数，

可以将文化旅游资源可分为五个等级：五级文化旅游资源(分值 ≥ 90)称为“特品级文化旅游资源”；四

级(89 ≥ 分值 ≥ 75)、三级(74 ≥ 分值 ≥ 60)为“优良级文化旅游资源”；二级(59 ≥ 分值 ≥ 45)、一级(44 ≥ 
分值 ≥ 30)为“普通级文化旅游资源”[14]。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scoring standards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表 2. 文化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目标层 综合评价层 评价因子层 评分赋值层 

婺源县文化

旅游资源 

文化旅游资源 
要素价值(50) 

观赏使用游憩价值(12) 一般(1~3)较高(4~6)很高(7~9)极高(10~12)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12) 地区意义(1~3)省级意义(4~6)国家级意义(7~9)世界级意义(10~12) 

珍稀奇特程度(10) 个别(1~2)少量(3~5)较多(6~8)大量(9~10) 

规模丰度与几率(8) 一般(1~2)较好(3~4)良好(5~6)优良(7~8) 

完整性(8) 重大变化(1~2)明显变化(3~4)少量变化(5~6)完整(7~8) 

文化旅游资源 
影响力(30) 

知名度和影响力(12) 地区品牌(1~3)省级品牌(4~6)国家级品牌(7~9)世界级品牌(10~12) 

适游期(10) 超过 100 天(1~2)超过 150 天(3~5)超过 250 天(6~8)超过 300 天(9~10) 

使用范围(8) 40%游客参与(1~2) 60%游客参与(3~4) 80%游客参与(5~6) 
全部游客参与(7~8) 

文化旅游资源 
环境程度(20) 

环境保护(12) 严重污染(1~3)中度污染(4~6)轻度污染(7~9)已有保护(10~12) 

环境安全(8) 严重隐患(1~2)中度隐患(3~4)轻度隐患(5~6)已有保障(7~8) 

 
根据文化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表对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进行评定得出：在婺源县 60 处

文化资源中，五级文化资源有 2 处，占总数的 3.33%，四级文化资源有 12 处，占总数的 20.00%；三级文

化资源有 20 处，占总数的 33.33%；二级文化资源有 16 处，占总数的 26.67%，最后，一级文化资源有 6
处，占总比的 10.00%。结果表明，从数量上可以看出不同等级的文化资源呈现正态分布，其中三级文化

资源占比最大，说明婺源县文化资源的整体水平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追逐更高级别的目标。其次，根

据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评价等级划分整理可以看出，选取的指标因子能够全面涵盖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

[15]，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集中以优良级为主，占比 53%；普通级次之，占比 37%。说明，婺源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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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发展需要各个层次的文旅资源串联起来，提升自身的文化性，促进文化旅游深度发展。 

5. 结论 

基于国标法以及文化性质构建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其分类体系由于采纳了旅游资源的标

准原则而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较高的融合性，同时吸取了文化资源的文化特性而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较

好的兼容性。在文化旅游资源的主类、亚类和基本类型方面极具丰富性，充分展示出了婺源县文化旅游

资源的地域性，充分体现了其多元化的层次感，凸显出婺源县的文化旅游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另外，

通过对婺源县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定性与定量的融合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进行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与

评价的探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对后期文化旅游资源普查提供一定的实践意义。 
基于国标法与多目标多因子法共同构建婺源文化旅游资源评价等级标准，从数量上看，婺源的特品

级资源较少，主要集中在优良级和普通级上；从空间上看，婺源资源空间分布都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

县域腹部，沿河流分布现象明显，形成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相呼应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品质上看，婺源

县的文化旅游资源整体上品质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县级内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品

质高，而且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组合度较高，整体资源文化特色十分出众。综上可知，婺源县文化旅游

资源相得益彰，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为婺源文化旅游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旅游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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