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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基本概念 

1.1.1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

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

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1.1.2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是依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

行）》的相关规定，对公园管理机构在公园日常运营和管理中相关职

责履行情况，以及公园建设成效等的综合评估。 

1.1.3  专项评估 

由专业机构或专家依据本导则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资源维护、

管理与服务情况进行的评估。 

1.1.4  开放状况评估 

由专业机构或专家根据公园管理机构提交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年度运营报告，对游客接待、财务状况等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影响力

和运营成效的内容进行的量化评估。 

1.1.5  满意度调查 

由公园管理机构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依据本导则，以问卷的形式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游客和周边社区居民开展的调查。 

1.2  评估总目的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旨在规范和监督公园依法履行文物保护

职责、实施《文物保护规划》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立健

全相关管理规章制度、改善公园日常运营和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引

导公园发挥社会职能和综合效益，促进公园可持续发展。 

1.3  评估原则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应当按照政府组织、部门合作、公众参与

的原则开展。同时，应兼顾以下原则： 

• 文物安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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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遗址安全和出土文物安全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的

首要原则。出现文物破坏、损毁或文物保护工作不力，产生恶劣

影响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原则上评估成绩不合格。 

• 客观性原则 

评估必须科学、客观，能够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一定时期内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整体运营管理的实际状况，总结、分析各种因素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发挥的影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导向性原则 

评估内容设置应具有导向性和前瞻性，能够反映国家和社会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要求，引导和规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发展方向，同时推进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 

• 公众参与原则 

评估过程中，动员、鼓励和支持公众广泛参与，尽可能丰富

信息反馈层面，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 

1.4  评估实施流程 

• 发布评估通知； 

• 公园管理机构填写、整理、上报评估材料； 

【附件1：《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基础资料清单》】 

• 审查公园管理机构提交相关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与科学

性； 

•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公园管理机构汇

报，开展专项评估； 

• 填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专项评估分值表》，确定专项评估

成绩； 

• 研究并填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放状况评估表》，确定开

放状况评估成绩。 

• 汇总和研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满意度调查表》，确定满意

度调查成绩； 

• 汇总专项评估成绩、开放状况评估成绩和满意度调查成绩，

确定评估总成绩； 

• 编写并提交评估报告； 

• 公布评估成绩。 

注：因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基础和建设进度不一，在充分参考《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规划》的基础上，以实际建成开放区域为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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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评估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2009） 

• 《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服务规范》（GB/T22528-2008） 

•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1.6  规范性引用文件 

• GB 13495－1992 《消防安全标志》 

• GB 2894－1996 《安全标志》 

• GB 50763《无障碍设计规范》 

• GB/T 15971《导游服务规范》 

• GB/T 50378《绿色建筑评估标准》 

• GB9664《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 

• GB9669－1996《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卫生标

准》 

• GB 16153－1996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 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5%AE%89%E5%85%A8%E6%A0%87%E5%BF%97&source=web&cd=14&ved=0CGsQFjAN&url=%68%74%74%70%3a%2f%2f%77%77%77%2e%73%63%31%31%39%2e%67%6f%76%2e%63%6e%2f%47%65%74%2f%4c%65%67%61%6c%5f%73%79%73%74%65%6d%2f%53%74%61%6e%64%61%72%64%2f%78%66%61%71%62%7a%47%42%31%33%34%39%35%25%45%46%25%42%43%25%38%44%39%32%2e%70%64%66&ei=fBt6UufjK4ediAfsn4CADg&usg=AFQjCNHpCinwPSj2UABtoR98jJ_PriIdZg
http://www.baidu.com/link?url=F3u54Fs0asv60kpGW2IwQnzJ6-8G0gCrUlwvru7Rd2CTDUchD2zh8Cl14-0DVHTEG0ojHwAF0GIJYYj23GmapDwo78aI3ByxNglfXcc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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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内容 

2.1  评估总体框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包括专项评估、开放状况评估和满意度调

查三部分。专项评估包括“资源维护”和“管理与服务”两部分内容；

开放状况包括“游客接待”和“财务状况”两部分；满意度调查由分

别针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客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附近社区成员的

两份独立问卷调查构成。 

评估目标 评估框架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运
行 

专
项
评
估 

资源维护 

遗址保护 

遗址维护与监测 

遗址展示 

科学研究 

生态与环境质量 

管理与服务 

信息管理 

设施与服务 

公共安全 

人力资源 

社会服务 

宣传推广 

开放状况 
游客接待 

财务状况 

满意度调查 
参观者满意度调查 

周边社区成员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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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项评估 

2.2.1  专项评估目的 

• 考察和评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物保护、日常运营和管理

工作情况； 

• 引导、促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落实《文物保护规划》和《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内容，充分发挥各项功能，进一步体

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为各级文物主管部门依法监督、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提供科

学依据。 

2.2.2  专项评估依据 

• 文物保护规划；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 考古工作计划； 

• 建设项目计划书； 

• 文物影响评估报告； 

• 评估周期内所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年度运营报告》； 

【附件2：《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营年度报告》】 

• 评估周期内实施的所有文物保护工程及建设项目相关资料，

包括设计方案，项目立项、审批和验收等文件； 

• 评估周期内的年度考古工作报告； 

• 其他相关档案资料。 

2.2.3  专项评估内容 

2.2.3.1 资源维护 

资源维护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的首要任务。 

资源维护的评估重点，是考察和评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文物资

源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实施、完成

情况，工作的计划性、规范性、系统性和实施效果。作为一级指标体

系，资源维护评估内容包括：遗址保护、遗址维护与监测、遗址展示、

科学研究、生态与环境质量等5个二级指标，共计22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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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考察要点 

资
源
维
护 

资
源
维
护 

资
源
维
护 

资
源
维
护 

资
源
维
护 

遗
址
保
护 

规划实施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严格执行《文物保护规划》和《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相关规定。 

• 认真落实《建设项目计划书》相关进度安排。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范围内的建设活动程序合法，审批手续

齐全。 

文物保护工程 

• 文物保护工程立项、审批、施工、监理、验收、安全和经

费使用等符合程序和相关要求。 

• 文物保护工程质量较好，达到预期效果。 

遗址完整性 • 经《文物保护规划》确认的遗址单体和格局保持完整。 

遗址压力缓解 

• 《文物保护规划》和《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影响

遗址本体及环境安全的各项压力得到显著缓解或解除。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范围内，遗址本体及其环境无新增不利

影响因素。 

• 如出现地下水、建设活动、植物根系、动物活动、大气污

染等不利影响因素，能够及时辨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缓

解。 

遗址保护设施

与设备 

• 保护展示场馆内的相关设施、设备满足遗址保护要求。 

• 与遗址室外露明展示相关的设施、设备满足遗址保护要

求。 

• 不具备开放条件的区域，设置隔离设施、管护站点和保护

警示标识等专项导引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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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址
维
护
与
监
测 

遗址日常巡查 

• 遗址日常巡查制度完善，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 病害发现和报告及时，判断准确，记录详细清晰，档案完

善。 

遗址常规维护 

• 遗址维护制度完善，并严格按制度要求落实各项工作。 

• 对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妥善予以处理。 

• 具备病害检测、处理的基本设备、工具及材料，并由专人

管理、定点保存。 

• 从事常规维护的工作人员经过业务学习或培训，具备相应

的文物保护知识和专业技术。 

• 遗址常规维护记录存档，档案定点放置、专人管理，便于

提取查看。 

遗址环境监测 

• 建立遗址环境监测制度，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 对遗址露明展示现场的遗存本体和环境进行持续监测，样

品有效性符合要求。 

• 对场馆内部的遗址本体和环境进行持续监测，样品有效性

符合要求。 

• 遗址环境监测系统运行良好，反应敏捷。 

• 遗址环境监测系统功能完善、配置合理、可满足需求。 

• 监测记录和管理等科学、规范、完整。 

游客承载量监

测 

• 建立公园游客承载量监测机制，具备开展监测的条件。 

• 机制运行良好，发挥科学引导和控制人员流量的作用。 

遗址风险防范 

• 遗址风险防范制度完善，机制健全，岗位职责明确、责任

到人。 

• 遗址风险防范预案内容系统和全面，措施安全有保障。各

类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有明确的应对机制和措施，能够

有效预防和缓解灾害对遗址的破坏。 

• 与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和社区有效沟通，及时、准确获

取和掌握与遗址安全有关的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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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址
展
示 

展示项目实施 

• 应严格执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中有关遗址展示的

相关设计要求。 

• 展示工程立项、审批、施工、监理、验收、安全和经费使

用等符合程序和相关要求。 

• 展示工程质量较好，达到预期效果。 

展示主题 

• 以《文物保护规划》确认的、该遗址的核心价值为展示主

题。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确认的展示节点重点突出、主

题明确、设计美观。 

• 展示内容、布局、风格等方面与遗址特征（价值、内涵和

环境风貌）相适应。 

• 对遗址的考古、保护、研究过程及成果等进行展示。 

展示方式 

• 展陈设计与遗址契合度较高，方法技术恰当，具有互动性。 

• 遗址本体现场展示、模拟展示和标示说明等手段结合紧

密，搭配得当。 

• 实物、文字、图片等展示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 具备网络展示手段，内容丰富、系统，图像真实、细腻，

系统运行稳定。 

• 采用数字化多媒体进行展示（如数字沙盘、动漫、数字化

复原等），类型多样、题材丰富、科学直观。 

阐释效果 

• 阐释体系能够体现遗址的核心价值及其历史意义。 

• 遗址的阐释说明内容科学、准确无误。 

• 遗址的阐释说明通俗易懂、效果良好。 

• 讲解词科学、准确、生动，能够突出遗址价值特征和地域

文化特点；有文物保护的知识和内容。 

景观控制 

• 整体景观营造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题相符，整体氛围有

利于烘托、表现遗址核心价值。 

• 建筑物的形式、材质、体量和色彩应与遗址和地域文化特

色、自然环境相协调，无强烈冲突；符合绿色、环保、无

公害要求。 

• 植物与景观配置得当，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协调统一。 

• 保持视野和视廊通畅，重要景观视域内无遮挡。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无明显的视觉污染。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外部的景观环境协调，氛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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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研
究 

考古工作 

• 制定考古工作计划，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后逐步实施。 

• 考古工作符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大遗址考古工作

要求》规定，工作质量达到《考古发掘检查验收标准》良

好以上。 

• 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展示配合紧密，效果良好。 

• 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及时，考古发掘报告出版工作有专人负

责，制定工作计划，年度考古发掘成果及时刊布。 

• 如具备条件，考古工作现场可对公众开放。 

文物保护研究 

• 有计划开展相关的历史、考古、出土文物、遗址保护、遗

址展示、运营管理等方面研究工作。 

• 针对遗址本体保护、缓解压力、预防和治理病害等需求及

时开展技术研发。 

学术活动 

• 积极组织、参与与遗址相关的学术活动，组织和参加（如

常规性的、主题性的）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 

• 公园管理机构或合作单位、专家在行业内具备一定的学术

影响。 

科研成果 

• 围绕或依托遗址开展各类科研项目成果，经验收合格。 

• 相关研究成果较丰富，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著和学术

论文。 

• 由公园管理机构组织、委托或参与的科研成果较为丰富，

在成果总数中占一定比例。 

• 科研成果转化及时，充分应用于公园日常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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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条件 

• 有鼓励科研的机制，措施合理且有吸引力，落实良好。 

• 设置考古工作站、标本库、资料库、开放实验室等，考古

工作站可满足日常办公需求，临时文物库房和文物保护实

验室基本满足文物应急处置保护需求。科研设施、设备能

够满足基本需求； 

• 科研设施、设备的购置依据科研需要进行，避免闲置浪费。 

• 各类设施、设备的保养、监测和维护由专人负责，并建立

管理制度。 

• 科研经费有保障。 

生
态
与
环
境
质
量 

生态质量 

• 保护古树名木和乡土植物群落。 

• 保持生态系统稳定性，防止生态环境退化。 

• 地形地貌完好。 

环境质量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范围内无明显环境污染，空气清新，噪

音控制得当、安静，水质清洁。 

• 场馆内无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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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管理与服务 

管理与服务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的必要条件。 

管理与服务的评估重点，是考察和评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综合

管理、服务条件和能力等硬件与软件建设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和质量。

作为一级指标体系，管理与服务评估内容包括：信息管理、设施与服

务、公共安全、人力资源、社会服务、宣传推广等6个二级指标，共

计25个三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考察要点 

管
理
与
服
务 

信
息
管
理 

资料和信息管理 

• 具备完善的资料、信息管理制度，各类资料、信息

归档及时、分类清晰、保存妥善，查阅和检索方便； 

• 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标

准，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档案。 

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建设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按计划实施。 

•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软、硬件设施设备配置完善。 

• 进入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管理的信息全面、系统。应

包括：遗址本体及历史环境信息、考古信息、保护

信息（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本体保护、出土文物保

护）、展示信息（环境展示、本体展示、辅助设施）、

管理信息（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组织协调）等。 

• 制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综合管理信息登录和管理制

度，确保登录信息及时、准确、全面，管理日志无

空缺。 

• 信息管理系统由专人维护和管理。 

• 相关部门人员可以熟练登录和使用信息管理系统。 

设

施
导览设施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边界、出入口、功能分区、景

观、游径端点和险要地段，设置明显的指示牌，清

楚说明界限、方向、园规、基本情况、提示警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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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服

务 

信息。 

• 指示牌的色彩和规格，应根据设置地点、指示内容

等具体情况进行设计，一般应采用国际通用的标识

符号。 

• 各种引导标识（包括导游全景图、导览图、标识牌、

景物介绍牌等）造型优美、符合园区特色。 

交通设施 

• 园内交通组织符合遗址保护要求，安全、便捷、合

理。 

•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步行系统，步行线路设计符合生

态、安全和审美原则。 

• 内部交通集中管理，调度有序，高峰或特殊时段有

紧急疏导措施，避免游客长期滞留或拥挤。 

• 园内使用低能耗、低排放量和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

如电瓶车（船）或石油液化气车（船）。 

• 道路铺装、停车场建设与遗址环境风貌相协调，符

合生态环保要求，无大面积硬化或铺装。 

• 交通设施、停车场有专人看管维护，措施落实到位。 

卫生设施 

• 垃圾回收设施布局合理，数量满足需要，与环境协

调；废弃物和垃圾分类回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 100%。 

• 公共厕所布局合理，数量满足需要，与环境协调；

厕所卫生设备设施齐全完好、干净整洁、管理到位；

提倡使用免水冲生态厕所。 

• 污水主要采取管网收集，集中处理；污水排入自然

水体的，应符合 GB 8978－1996 排放一级标准。 

• 公园水上交通游览船严禁未经处理向水中直接排放

污水、污油和倾倒垃圾，旅游营运船应装备必要的

环保设施，安装污水和污油回收处理设施。 

通讯设施 • 游客服务中心提供邮政及邮政纪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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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服务中心有公用电话，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

能。 

• 无线通讯和网络全覆盖，信号强。 

综合服务 

• 休憩设施和公共场所布局合理、空间规模能够满足

游客流量的基本需求，环境舒适，设计反映遗址特

色。 

• 有特殊人群的服务设施，使用便捷、安全。 

• 园内开放区域和场所禁止吸烟。 

• 园内餐饮服务提供的食品卫生符合国家规定，餐饮

场所达到 GB16153－1996 规定，不使用造成污染

的一次性餐具。 

• 各类在建活动对参观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 

导游服务 

• 导游员（讲解员）持证上岗，掌握遗址价值内涵和

相关专业背景知识，熟悉园区基本情况，能够提供

高质量的讲解服务。 

• 无线数字导览技术应用与覆盖范围广泛，内容丰富，

解说科学，反应转换速度快，解说发音标准、吐字

精准，满足游客需求。 

• 导游服务质量较好。 

• 导游图或导游手册制作精良、内容丰富、适时更新。 

• 游客服务中心规模适度，设施、功能能够满足服务

需求，服务人员熟悉业务、服务热情。 

• 有条件的公园可配备手语、盲文等视听辅助服务。 

医疗救护服务 

• 设有紧急救援机制，联系或确立定点医院，公布紧

急救援电话号码，确保游客能方便地使用援助请求

设施，能及时处理游客发出的求助信号。 

• 配备有不少于 2 名具有急救常识的工作人员。 

公共

安全 

事故防范 • 评估周期内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安防和消防 • 各类安全设施设备具有相关行业的安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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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防和消防设备齐全，可以正常使用，并定期检查、

维护、更新、补充。 

• 安防和消防工作由专人负责，定期配合相关部门进

行专项检查。 

• 员工定期进行安防和消防知识培训和演习，熟悉安

全操作规范。 

安全警告标志 

• 危险地带或设施设备附近有明显标志提醒，防护设

施有效，安全警告标志齐全、醒目、规范，高峰期

有专人看守。安全警告标志符合 GB 13495－1992

和 GB 2894—1996 要求。 

安全保障 

• 高峰期和特殊时段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调控措

施实施有效。 

• 具备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应急处理能力强，事故处

理及时、妥当，档案记录准确、齐全。 

人力

资源 

队伍建设 

• 公园管理机构结构完善，人员配置合理，满足需要。 

• 与相关考古、研究、保护等方面的专业机构建立合

作关系。 

人员素质 

• 管理人员、科研和专业技术人员具备文物保护的基

本知识，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 

• 科研和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且

经专业培训。 

• 中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人员培训 

• 具备人员培训与上岗制度，公园管理人员、遗址监

测和维护人员、公园服务人员等必须经过培训上岗。

其中，负责遗址监测、维护考古等工作的科研和技

术人员培训合格率须 100%。 

• 有相关制度和机制，鼓励、安排员工参加专项培训

和业务学习，提升员工业务水平和能力。 

• 培训内容全面、专业且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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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管理机构业务费中列支培训经费，专款专用。 

志愿者组织及服

务 

• 积极招募志愿者参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活动。 

• 与周边社区和居民、社会组织建立互动联系，培育

志愿者团队，营造有利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健康发

展的社会环境。 

• 有专人负责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事务，建立详细的志

愿者和社会组织档案，相关活动有计划、有组织，

活动效果好。 

社会

服务 

社会活动 

• 具有社会活动组织的相关机制和计划，积极举办各

种与遗址相关的文化活动。 

• 社会活动内容具有教育性、普及性、娱乐性、针对

性，积极发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社会服务和教育

功能，宣传文物保护思想。 

• 社会活动面向社区、学校和社会，体现广泛性、参

与性、基层性。 

• 接纳多批次社会群体进行社会实践。 

公益性开放 

• 对老年人、退伍军人、学生、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

免费开放，提供针对特殊观众群体的讲解服务。 

• 具有日常免费、优惠开放制度和措施，及时向社会

公示免费和优惠开放、免费专业讲解等信息。 

网络建设 

• 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网站。 

• 网站内容体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题，内容丰富

详实，图像质量较好，信息更新及时。 

意见投诉和反馈 
• 建立游客意见投诉和反馈制度、渠道。 

• 做到投诉便利、渠道畅通、反馈及时。 

宣传

推广 
出版宣传 

• 制作和发放关于遗址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印刷

品、电子出版物（如科普读物、画册、音像制品等）。 

• 印刷品和出版物制作精良、品类齐全、内容丰富、

适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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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 积极利用平面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

体等加强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宣传和推广，提高

知名度。 

文化产品 

• 积极发展符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价值特征的文化创

意产业、旅游产业、文娱产业，延伸文化产业链。 

• 根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身特点，开发特色文化产

品，产品制作精美、品位高、具有文化内涵。 

 

2.3  开放状况评估 

2.3.1  开放状况评估目的 

• 根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年度运营报告》相关内容，考察和

评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放、服务和运营的成效。 

• 开放状况评估是衡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社会影响力和营运

成效的重要指标。 

2.3.2  开放状况评估依据 

• 评估周期内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所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年

度运营报告》。 

2.3.3  开放状况评估内容 

开放状况评估根据公园管理机构提交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年度

运营报告，将其中游客接待和财务状况等能够较好反映经济、社会影

响力，以及运营成效的内容进行量化分析。作为一级指标体系，开放

状况评估内容包括游客量接待和财务状况2个二级指标，共计5个三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察要点 

开
放

状
况 

游
客
接
待 

游客总量 

• 年度游客接待量。 

• 年度游客接待量与设计接待量比率。 

• 年度游客接待同比增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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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游客量 
• 年度免费游客接待量。 

• 年度免费游客接待同比增长指数。 

财

务

状

况 

评估期公园收入 
• 年度总收入。 

• 年度收入同比增长指数。 

评估期公园支出 • 文物保护及科研支出占比。 

评估期公园收支比率 
• 总收入与总支出比率。 

• 公园年度收入与支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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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满意度调查 

2.4.1  调查目的 

满意度调查是通过搜集与分析有效调查问卷，了解参观者和相关

社区成员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关注度、满意度、认识和意见，以便

公园管理机构改进工作、提高遗址保护、展示和服务水平。 

2.4.2  调查要求 

• 综合考量受访者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及与本评估的相关性； 

• 问卷填写真实、规范； 

• 每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每种和每次调查的有效问卷皆不少

于100份； 

• 每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满意度调查至少应进行三次。鉴于

季节性人流将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游客满意度

调查应在淡季、旺季和节假日（小长假）分别进行。 

• 鼓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日常开放期间，自行组织满意度调

查评估。 

2.4.3  调查内容 

参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客满意度调查问卷》和《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周边社区成员满意度调查问卷》 

【附件3-1：《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客满意度调查问卷》】 

【附件3-2：《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边社区成员满意度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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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结果 

3.1  评估权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由专项评估、开放状况评估和满意度调查

三部分构成。 

专项评估由专家现场完成，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资源维护、管

理与服务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和评分； 

开放状况评估是根据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填报的《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年度运营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可以量化的指标进行核查和统

计； 

满意度调查是对游客和周边社区成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

果进行综合评定。 

三者相互补充，从定性、定量和效果评价等方面多层次评估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的实际运行情况。 

根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特点和三种评估方式的适用性，确定专项

评估、开放状况评估和满意度调查权重为8.5:0.5:1。 

 

总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 

100% 

资源维护 55% 

管理与服务 30% 

开放状况评估 5% 

满意度调查 10% 

 

3.1.1  专项评估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资源维护 55% 遗址保护 30% 规划实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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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55 分 16.5 分 3.3 分 

文物保护工程 
20% 

3.3 分 

遗址完整性 
25% 

4.125 分 

遗址压力缓解 
20% 

3.3 分 

遗址保护设施与设备 
15% 

2.475 分 

遗址维护与

监测 

20% 

11 分 

遗址日常巡查 
10% 

1.1 分 

遗址常规维护 
40% 

4.4 分 

遗址环境监测 
30% 

3.3 分 

游客承载量监测 
10% 

1.1 分 

遗址风险防范 
10% 

1.1 分 

遗址展示 
30% 

16.5 分 

展示项目实施 
20% 

3.3 分 

展示主题 
20% 

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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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展示方式 
20% 

3.3 分 

诠释效果 
20% 

3.3 分 

景观控制 
20% 

3.3 分 

科学研究 
16% 

8.8 分 

考古工作 
25% 

2.2 分 

文物保护研究 
25% 

2.2 分 

学术活动 
15% 

1.32 分 

科研成果 
15% 

1.32 分 

科研条件 
20% 

1.76 分 

生态与环境

质量 

4% 

2.2 分 

生态质量 
50% 

1.1 分 

环境质量 
50% 

1.1 分 

管

理
与

服
务 

30% 

30 分 
信息管理 

15% 

4.5 分 
资料和信息管理 

75% 

3.3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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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 

10% 

0.45 分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使

用 

15% 

0.675 分 

设施与服务 
35% 

10.5 分 

导览设施 
20% 

2.1 分 

交通设施 
15% 

1.575 分 

卫生设施 
15% 

1.575 分 

通信设施 
5% 

0.525 分 

综合服务 
20% 

2.1 分 

导游服务 
20% 

2.1 分 

医疗救护服务 
5% 

0.525 分 

公共安全 
15% 

4.5 分 

事故防范 
10% 

0.45 分 

安消防措施 
30% 

1.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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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安全警告标志 
30% 

1.35 分 

安全保障 
30% 

1.35 分 

人力资源 
5% 

1.5 分 

队伍建设 
20% 

0.3 分 

人员素质 
30% 

0.45 分 

人员培训 
30% 

0.45 分 

志愿者组织与服务 
20% 

0.3 分 

社会服务 
25% 

7.5 分 

社会活动 
40% 

3 分 

公益性开放 
30% 

2.25 分 

网络建设 
20% 

1.5 分 

意见投诉和反馈 
10% 

0.75 分 

宣传推广 
5% 

1.5 分 
出版宣传 

35% 

0.5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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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媒体报道 
35% 

0.525 分 

文化产品 
30% 

0.45 分 

 

 

3.1.2  开放状况评估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开
放
状
况 

5% 

5 分 

游客接待 
50% 

2.5 分 

游客总量 
50% 

1.25 分 

免费游客量 
50% 

1.25 分 

财务状况 
50% 

2.5 分 

评估期遗址公园收入 
30% 

0.75 分 

评估期遗址公园支出 
30% 

0.75 分 

评估期遗址公园收支

比率 

40%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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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满意度调查权重 

 

 

3.2  评估成绩 

3.2.1  评分总规则 

3.2.1.1  分值满分为100分。 

3.2.1.2  最终评估成绩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三个等级。 

3.2.1.3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其评估成绩直接做“不合格”处

理：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有新增违章、违规建设，且对遗

址重要文物本体或景观造成严重影响； 

• 除不可抗因素影响之外，遗址本体出现严重损毁，且

公园管理机构不作为； 

• 发生文物被盗、损毁等重大损失或责任事故，且产生

恶劣社会影响； 

•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中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事故； 

• 其他由于运营管理不力，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况。 

3.2.1.4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其最终评估成绩不得评为“合

格”。 

• 除国家文物局审批许可因素外，专项评估第三级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权重 

(100%) 
内容 

权重 

(100%) 

满意度调查 
10% 

10 分 

游客满意度调查 
50% 

5 分 

周边社区居民满意度调查 
50%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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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分值出现零分； 

• 专项评估第二级指标项得分不足其满分的50%； 

• 《游客满意度调查》所得分值低于50分或《周边社

区成员满意度调查》所得分值低于50分。 

3.2.1.5  专项评估和开放状况以评估专家个人为最小统计单位。 

3.2.1.6  满意度调查以每份有效问卷为最小统计单位。 

【附件3-3：《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调查数据统计表—游客满意度》】 

【附件3-4：《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调查数据统计表—周边社区成员满意

度》】 

 

3.2.2  专项评估得分 

3.2.2.1  专项评估得分为各评估专家评分的平均值。 

3.2.2.2  专项评估计分表中第四级指标分值是最基础分值。 

3.2.2.3  考核要点得分分两种情况，其一为单一分制，需要判断

“是”与“否” ，判断“是”即可得分，“否”则不得分；其二为

阶梯递进分值，根据评分要点所对应的得分区间，由专家根据实际情

况和其所达到的程度选择相应分值。 

3.2.2.4  专项评估计分表中第三级指标下所列各评分要点的分

值判定，专家应根据历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年度运营报告相关记录和

现场考察状况进行综合评判。 

3.2.2.5专项评估中的定量部分，不同指标的项目统计不得重复叠

加。如与学校联合开展的文物专题讲座，仅能记入1次“专题讲座、

论坛”或“学校第二课堂”，不得同时记入“专题讲座、论坛”和“学

校第二课堂”等。 

 

3.2.3  开放状况评估得分 

3.2.3.1  开放状况评估得分是根据公园管理机构所提交《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年度运营报告》中的相关数据直接转换出符合考核要求的

分值。 

 

3.2.4  满意度调查得分 

3.2.4.1  游客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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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调查问卷累计总分值为100分。 

3.2.4.2  周边社区成员满意度调查 

• 本调查问卷累计总分值为100分。 

3.2.4.3  满意度调查分值计算 

• 单次调查得分为每次调查中所有有效问卷分值的平

均值。 

• 《游客满意度调查》和《周边社区成员满意度调查》

分值以各自三次调查得分的平均值为基准。 

• 满意度调查总分值为《游客满意度调查》和《周边社

区成员满意度调查》分值之和，再乘以权重所得分值。 

 

项目 调查得分 系统得分 

（*×50%） 

评估总分 

（*×10%） 单次得分 合计得分 

游客满意度调查 

 

  

 

 

 

周边社区成员 

满意度调查 

 

   

 

 

3.2.5  评估总分值与成绩 

3.2.5.1  得分计算 

• 得分由专项评估得分、开放状况评估得分和满意度调

查得分3部分组成。 

3.2.5.2  评估成绩 

得分 评估成绩 

≥75——≤100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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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评估报告 

• 评估报告由国家文物局委托的专业机构或专家编写； 

• 评估报告包括分报告和总报告两部分； 

• 分报告应针对每个参评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编写； 

• 总报告应根据分报告和评估材料汇总编写； 

• 报告编写应及时，报告内容应准确、详实、客观。 

 

≥60——＜75 基本合格 

＜60 不 合 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