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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3_80_8A_

E6_97_85_E6_B8_B8_E8_c36_329533.htm 关于印发《旅游资源

保护暂行办法》的通知 旅办发[2007]131号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旅游局（委）： 为了加强对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局研究制定

了《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特

此通知。 附件：《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国家旅游局二○

○七年九月四日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旅

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

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特制定本办法。 第

二条 本办法所称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

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合理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包括已开发的各

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地质、森林、风景名胜、水利、文

物、城市公园、科教、工农业、湿地、海岛、海洋等各类旅

游资源，也包括未开发的具有旅游利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

物质资源。 第三条 旅游资源保护坚持严格保护、开发服从保

护的原则，实现协调监管、合理利用、科学发展的目标。 第

四条 国务院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旅游资源的普查、分

类、定级、公告及相关保护工作，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

责本地区的旅游资源的普查、分类、定级、公告及相关保护

工作。 第五条 旅游资源普查是旅游资源保护的基础，县级以

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依据本办法和《旅游资源分类、调查

与评价》等国家标准做好本地区的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向社



会公布，并适时补充、更新相关信息，作为开展旅游资源保

护、制定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的基础数据库。 第六条 各级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应与同级人民政府的环保、建设、土地、林业

、文化、水利等部门密切合作，承担推进本地区旅游资源保

护工作的责任。 第七条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旅游

资源保护的宣传工作，不断增强旅游经营者、民众和游客的

旅游资源保护意识。 旅行社、旅游景区、导游人员应担负起

教育游客在旅游活动中保护旅游资源的职责。 第八条 任何社

会团体和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依法从事旅游资源保护工作。 

对于发现的旅游资源破坏事件，任何团体和个人都有义务及

时向当地旅游部门举报。 第九条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确

保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的资金。 第十条 鼓励社会团体、个人通

过捐赠等方式依法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基金，专门用于旅游资

源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海外社会团体、

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在我国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基金，依照我

国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本地的“旅游资源保护监督员”和“

旅游资源保护公益宣传大使”。监督员和公益宣传大使名单

应向社会公布，并报相应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若有变动

，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告备案。 第十二条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应对在本地旅游资源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进行大力宣传和鼓励。 第十三条 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咨询

专家组，建立旅游资源保护专家咨询报告制度。 专家组由各

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建，并向社会公布。所聘专家应

包括涉及旅游资源各种类型各方面的专家。 专家组为旅游资

源保护工作提供咨询、建议、发表评论。并在每个五年规划



的末期，提交本时期的《旅游资源保护报告》，由各级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发布。 第十四条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应协调处理好旅游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单独编

制旅游资源保护规划，并将旅游资源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纳

入本地的旅游业发展规划。 旅游资源保护规划的编制应选择

具有相应资质的旅游规划编制单位承担。 第十五条 依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从事旅游资源开发活动的单位或

个人，在取得有关部门的立项和建设许可后，应及时到旅游

资源所在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当地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有责任向备案的旅游资源开发单位或个人，提供本地的旅

游业发展基本情况、发展预期等相关信息，并做好企业发展

的有关业务指导工作。 第十六条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建

立辖区内的旅游资源开发情况资料库，收集、登记旅游资源

开发建设单位、建设规模、运营情况等信息，并将可以公开

的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开展旅游资源的招商开发

活动，应提供全面和可信的项目立项、土地审批、资源保护

等方面的信息，严禁虚假宣传，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相

关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依法从事旅游资源开发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应提前制定专项的旅游资源开发保护方案。方案包括

旅游资源开发过中的保护措施和建成后景区的旅游资源保护

措施。并报当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旅游景区

从事旅游接待活动，应在旅游资源保护允许容量范围内开展

，并制定相应的旅游高峰安全运行预案，及时向社会公布游

客流量占景区最大接待容量的信息，合理疏导游客。 第二十

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未经开发的旅游资源区域开展旅游

经营活动。 在以上区域开展科学研究、体育运动、探险等非



赢利活动，应提前向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备案，包

括活动目的、人数、停留天数、相应联系方式及预采取的旅

游资源保护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 建立旅游资源保护情况

通报制度。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本地区发生的重大破

坏旅游资源事件应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旅游行政管

理部门。经过批准后，及时向社会通报旅游资源破坏事件的

相关情况，正确引导舆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对于破坏旅游资源的行为，由资源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对行为主体予以教育、批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根据

法律、法规，协同有关部门做出相应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于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辖区内旅游资源保护未履行监督职

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旅游局负责解释

。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