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海南省旅游资源普查与规划信息库项目 

二、项目背景 

2009 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要充分发挥海南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大南海旅游等资源开发力度”，目前，海

南省旅游委正在组织建设全域旅游监管平台，需要通过旅游资源的普查，摸清旅

游资源家底，为全域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提供数据基础和底图。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础，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评价旅游资源是

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管理与保护的前提。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

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在颁布实施以来为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工作提供

了科学指导。随着旅游业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旅游资源也从“重

点开发阶段”进入“全面开发阶段”，其开发强度和深度将持续加大，同时资源

保护与空间开发管制的体制机制发生转变。科学开展海南省重点旅游资源调查，

是适应新时期要求，海南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项目需求 

（一）摸清家底 

开展全方位、系统性的旅游资源普查，有利于实现旅游资源保护和科学利用，

推动我省旅游业快速增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普查工作可以全面摸清全省旅

游资源状况，掌握全省旅游资源数量、类型、等级、空间分布等基础情况，可以

系统揭示全省旅游资源存在的基本规律，为旅游开发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信息。 

（二）有利保护 

全面系统的摸清家底，不留死角，重新审视和发掘资源，进一步整合全省旅

游资源，有利于全省各级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旅游资源保护开发等重大战略和

规划，有机统一旅游资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促进全省旅游业高

效、可持续发展。 

（三）引导开发 



通过旅游资源普查，力争新发现一批优质旅游资源，尤其是扶贫乡镇旅游资

源，为后续旅游扶贫工程提供依据。通过旅游信息数据库建设，有利于制定各区

域、各类型、各等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标准，按类型、按空间、按等级进一步整

合相关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四）提升服务 

全省旅游资源普查，是全省各级部门推进全省旅游业供给侧改革、做强大旅

游长板的基础性工作；有效促进全省各类旅游发展规划高标准编制，促进旅游资

源动态管理，同时为旅游产品国际国内宣传促销、旅游项目招商推介、旅游行业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五）辅助决策 

通过旅游资源信息数据库，完善各资源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人文特色、开

发建设等方面的信息，部署相应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可视化信息库，为管理部门

决策提供直观依据，为旅游研究提供重要基础资料，全面推动全省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 

（六）主要工作内容 

 

（1）对海南省各市县（不含三沙市）重点旅游资源开展全方位、系统性的

调查，建立重点旅游资源信息数据库。按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

价》（GB/T18972-2003）以及近期旅游资源研究的新进展，对海南省各市县（不

含三沙市）重点旅游资源进行调查；编写海南省旅游资源基本情况实录和资料汇

编；建立重点旅游资源和相关信息数据库 

（2）对普查所得旅游资源单体进行分档建卡，科学评估旅游资源等级，全

面调查、评价、分析旅游资源的数量、质量、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总结各类旅

游资源的空间集聚规律和组合开发的潜力，提炼优质旅游资源集合区和优势项目，

编制海南省旅游资源评价普查报告；对调查获得的旅游资源单体进行分档建卡并

开展多学科科学评估；全面获取旅游资源的类型、数量、等级、质量，在此基础

上，开展旅游资源的空间分析，提取旅游资源分布特征，空间集聚规律和开发潜

力，提炼优质旅游资源集聚区和优质旅游资源开发项目。 

（3）以旅游资源信息库为基础，研发海南旅游资源网络管理系统软件，设

置动态更新功能，实现旅游资源的动态化管理；研发旅游资源采集软件并能在旅



游资源普查中得到应用，并以旅游资源信息库为基础，研发可靠、实用的海南省

旅游资源网络管理系统软件。 

（4）设计旅游资源信息库配置通用接口，实现接入海南全域旅游监管服务

平台和“多规合一”信息平台的目标； 

(5)开展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分析，并提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建议； 

（6）编制海南省重点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报告和相关附表、图集。 

（7）建立海南省旅游资源分类标准。 

（七）主要技术要求 

1、必须编写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调查人员应经过培训。 

2、旅游资源管理系统中应设置旅游资源的动态更新功能，可实现旅游资

源的动态化管理。 

3、旅游资源管理系统中，设置资源位置、类型、属性特征、等级质量等

管理功能及相应模块。 

4、旅游资源管理系统应设置用户管理功能，实现不同用户权限的管理，

并提供县市级用户的接入和旅游资源动态维护模块。 

5、旅游资源管理系统配置通用接口，系统可接入海南全域旅游监管服务

平台，并与该平台实现动态联动。 

6、旅游资源管理系统配置通用接口，系统可接入全省“多规合一”信息

平台，并与该平台实现动态联动。 

7、建立海南省旅游资源分类标准。 

四、目标与成果 

（一）普查范围 

海南省全域（不含三沙市）旅游资源点。主要包括已开发、正在开发、未开

发但具有进一步开发前景以及有明显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的旅游资源单体和集

合型旅游资源。同时根据旅游资源评价标准对旅游资源单体进行客观描述和评价，

筛选出是优质旅游资源。 

（二）基本目标 

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的技术要求，以全省优质成规模旅游资



源为对象，结合“多规合一”的规划建设管控要求，形成地理信息化、使用可视

化、管理分级化、修订动态化的全省旅游资源信息数据库。数据库配置通用接口，

可以接入全域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和“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同时提供定期数据更

新。为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化资源保护提供科学、长期、动态服务。 

四、编制依据 

《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稿）》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 

《旅游规划通则》（GB/T 18971-2003） 

《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 

《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五、成果要求 

成果主要含“一个标准、一个系统、一套图集、一个报告、一个指南”。其

中： 

一个标准：海南省旅游资源分类标准 

一个系统：海南省旅游资源信息数据库 

一套图集：海南省分类、分级、分区旅游自由分布图等 

一个报告：海南省旅游资源普查报告 

一个指南：海南省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指南 

六、成果提交方式 

（1）编制单位需提供包含上述规划研究报告内容的印刷本   套，规格为

A3或者 A4；采用软装。 

（2）提供上述研究报告内容、成果汇报 PPT 的电子备份文件二套（文本为

doc格式文件，图纸为 dwg格式文件，效果图为 jpg格式文件，汇报材料以 ppt、

多媒体两种格式展示）。 

七、项目相关要求 

1、投标人须提供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 



2、工期：合同签订后 3个月内提交初稿。 

初稿提交后，征求意见及评议评审。2018 年 11 月 31 日前提交终稿，成果

报批。 

3、投标人必须根据所投项目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投标文件。在中标

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发

现与其投标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4、投标人必须如实地对招标文件中各项技术要求作出明确的逐项响应承诺，

并对其真实性负责。投标标的技术响应情况必须在《技术及资质响应表》中完整

体现。 

5、本项目预算未包含后期维护费用。主要包含调查及使用培训、资源普查，

数据库建设及成果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