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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8_BE_85_E5_c61_606243.htm 上述评价指标中，目

前使用频率较高和引用较多的是综合评价层的4个指标与项目

评价层的17个指标，因子评价层的近50个指标也常被部分选

用，指数评价层的数以百计的指标尚处在分解提取筛选之中

，其中有部分指标被广泛用于某种景物评价之中。因而，本

规范仅提出前三层次的指标，以供评分需要和根据实际情况

有选择的使用。 在景源评价时，评价指标的具体选择及其权

重分析，是依据评价对象的特征和评价目标的需求而决定的

。 在对风景区或景区评价时，经常使用综合评价层的4个指

标，其中，景源价值当是首要指标，其重要度的量化值权重

系数必然会高。有时，仅有综合评价结果尚不足以表达出参

评风景区或景区的特征及其差异，这就需要依据评价目标的

需求，在景源价值、环境水平、利用条件、规模范围等四个

指标中选择其中某个项目评价层指标为补充评价指标。例如

，为反映自然山水特征与差异时，可以选择欣赏价值；为强

调文物胜迹特征与差异时，可以选择历史价值；为突出规模

效益特征与差异时，可以补充容量指标等等。 在对景点或景

群评价时，经常在项目评价层的17个指标中选择使用。这时

若仍用综合评价层的4个指标，就会显得过分概略或粗糙，虽

有可能评出级差，但难以反映其特征，不利于评价结果的描

述和表达。景点评价在风景区规划中应用最多，评价指标的

选择及其权重分析的可行性方案也较多，重要的是针对评价

目标来选择能反映其特征的相关要素指标。 在对景物评价时



，经常在因子评价层的近50个指标中选择使用，由于评价目

标和景物特征的差异较大，实际中选和使用的指标相对于50

个而言仅占较少数量，因人因物而异的灵活性也就越大。 景

源评价中所涉及的自然美虽然是客观存在的，而认识它的能

力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自然美的主观观念总是相

对的，这就使得景源评价难以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和尺度

。所以景源评价标准只能是相对的、比较的和各有特点的。 

就国土而言，景源评价可以为有计划的保护和管理景源、制

定全国或省、市风景旅游发展计划提供依据；就一个风景区

而言，景源评价是分类分级、选点区划、确定性质功能规模

、制定规划设计方案的基础。这就需要对景源评价结果有一

个相对统一的等级划分标准。 本条所列的景源等级划分标准

，主要根据景源价值和构景作用及其吸引力范围来确定。其

中，一、二、三级景源标准可以与国家多项法规相接或相互

协调，四级景源可以适应风景区的结构与布局需要，特级景

源可以适应国际习惯及世界遗产保护需求。因而，把景源划

分为五级有着广泛的适应、可比性和统一性。把城市规划师

站点加入收藏夹 景源评价分析是在景源评分与等级划分的基

础上进行的结果性分析，既可以显示中选的主要评价指标在

评价中的作用与结果，显示景源的分项优势、劣势、潜力状

态，也可以反向检验评价指标选择及其权重分析的准确度。

在分析中如果发现有漏项或不符合实际的权重现象，应该随

机调整、补充，甚至重新评分与分级。 景源特征概括是在景

源的级别、数量、类型等排列的基础上，提取各类各级景源

的个性特征，进而概括出整个风景区景源的若干项综合特征

。这些特征是风景区定性、发展对策、规划布局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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