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中国乡村遗产酒店评选标准 
乡村遗产酒店类别一（以乡村地区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为对象进行适度利用

或改造，且已正式营业满一年以上的住宿类项目） 

准入项（共40分，20分准入）： 

核心价值 指标 分指标 具体评分标准 得分 

1.乡村遗

产展示与

传统文化

传承 

( 20分） 

酒店原有

建筑本身

价值 

历史传统建筑的最高保护级别

（稀缺性） 

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

义、体现当地特色的

传统风貌建筑，如工

业厂房、作坊、祠

堂、驿站、商铺、名

人故居等（2 分）；  

 

历史建筑（3 分）； 

文 物 保护 单 位（4

分） 

历史传统建筑保存状况 原历史传统建筑倒塌

破坏，大体按原制式

重新修建（2 分）； 

 

原历史传统建筑“骨

架”尚存，部分建筑

细 部 保存 完 好（3

分）； 

原历史传统建筑及其

建筑细部基本保存完

好（4 分） 

历史传统建筑所占比例（建筑

面积） 

40%以下（2 分）；  

40-60%（3 分）； 

60%以上（4 分） 

与乡村遗产资源核心吸引物的

依存度 

位于乡村遗产资源核

心吸引物周边步行时

间 30 分钟以上范围

内（2 分）； 

 

位于乡村遗产资源核

心吸引物周边步行时

间 15-30 分钟范围内

（3 分）； 

位于乡村遗产资源核

心吸引物范围内或在

周边步行时间 15 分

钟以下的范围内（4

分） 

在乡村一定地域内具有标志性

或象征性，反映地域或民族的

一般（2 分）；  

较显著（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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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点，具有群体心理认同

感。 

显著（4 分） 

1.本 项 小

计 

 

2.历史建

筑改造的

示范性 

( 20分） 

艺术审美 建筑造型、空间、材料、色彩

等反映地域特点、艺术特色或

者具有科学研究价值。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历史建筑

保护利用 

尊重建筑原有空间主次关系，

保护并尽量利用走廊、楼梯等

原交通组织空间。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在满足安全性的基础上，最大

限度保留利用旧建筑结构体

系。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在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

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功能调整

及适应性利用，满足现代住宿

的多样化需求。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在符合防火防潮的基础上，充

分利用旧建筑材料或就地取材

使用本土材料，使建筑富有本

土特色，降低材料运输和后期

维护费用。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改造和施工使用当地传统工艺

技术，保护利用技术措施总体

满足必要性、有效性、可逆性

的要求。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改造利用过程中最大限度保留

并无遮挡、损坏旧建筑的主要

价值部位，如建筑立面、特色

构件等，将建筑历史风貌真实

地延续下去。 

较显著（0.5 分）；  

显著（1 分） 

酒店与周围环境形成有机整

体，风貌协调。 

较显著（0.5 分）；  

显著（1 分） 

2.本 项 小

计 

 

准入项目

合计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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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遗产酒店类别二（以乡村地区的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核心吸引物，如文物建

筑、文化景观、自然遗产等，对其范围内或周边的传统建筑、乡土建筑进行适

度改造和利用，且已正式营业满一年以上的住宿类项目） 

准入项（共40分，20分准入）： 

核心价值 指标 分指标 具体评分标准 得分 

1.乡村遗

产展示与

传统文化

传承 

( 20分） 

所依托的

乡村遗产

资源价值 

所依托的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最

高级别（稀缺性） 

县市级风景名胜区

或 A-2A 级旅游景区

（1 分）；  

 

省级风景名胜区或

3A-4A 级旅游景区

（2 分）；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或 5A级旅游景区；

（3 分）；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镇）（3 分）；  

世界文化遗产（4

分） 

所依托的乡村文物的最高保护级

别（稀缺性） 

历史建筑、普查登

记文物（0.5分）；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1 分）；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分）；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3 分） 

所依托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的最高保护级别（稀缺性） 

县市级（0.5分）；  

省级（1 分）； 

国家级（2 分）； 

世界级（3 分） 

拥有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1-3 个（1 分）；  

4 个及以上（2 分） 

现存乡村遗产要素种类丰富，完

整系统地体现当地文化 

历史水系、古驿

道、园林、商业

街、堡寨、城墙、

古塔、楼阁、牌

坊、码头、古桥、

古井、古树等历史

要素种类 

1-3 种（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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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种（1 分）； 

6 种以上（2 分） 

乡村遗产资源保存状况 乡村遗产历史信息

及其特征载体保存

一般，存在一定安

全风险（1 分）； 

 

历史信息及其特征

载体保存较好，存

在较低安全风险

（2 分）； 

历史信息及其特征

载体保存完好，无

安全风险（3 分） 

乡村遗产资源风貌完整性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

境保存情况一般

（1 分）；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

境保存情况较好

（2 分）；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

境保存情况完好

（3 分） 

1.本 项 小

计 

 

2.乡土建

筑改造的

示范性 

( 20分） 

艺术审美 建筑造型、空间、材料、色彩等

反映地域特点、艺术特色或者具

有科学研究价值。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新 旧 融

合，提质

更新 

在尊重旧建筑原有空间的基础上

进行合理的布局调整，使建筑空

间与新酒店功能兼容，创造出良

好的空间品质。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在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的

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功能调整及适

应性利用，满足现代住宿的多样

化需求。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在充分利用旧建筑结构体系的基

础上，运用新技术改善加固建筑

结构性能。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在结合旧建筑材料和当地传统材

料的基础上，融入新材料以提升

建筑力学、采光、通风、遮阳、

保温、绿化、防火防潮等方面性

能。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积极运用绿色生态的设计手法， 一般（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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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使用绿色环保建筑材料，

降低建筑在改造和使用中的能

耗。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在必要情况下对旧建筑立面进行

更新改造，使其符合酒店使用需

求和时代审美需求。 

较显著（0.5分）；  

显著（1 分） 

酒店与周围环境形成有机整体，

风貌协调。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2.本 项 小

计 

 

准入项目 

合计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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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遗产酒店类别三（以乡村地区的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核心吸引物，如文物建

筑、文化景观、自然遗产等，在其范围内或周边新建地域性建筑，在延续地方

特色的基础上适应性创新，且已正式营业满一年以上的住宿类项目） 

准入项（共40分，20分准入）： 

核心价值 指标 分指标 具体评分标准 得分 

1.乡村遗

产展示与

传统文化

传承 

( 20分） 

所依托的

乡村遗产

资源价值 

所依托的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最

高级别（稀缺性） 

县市级风景名胜区

或 A-2A 级旅游景区

（1 分）；  

 

省级风景名胜区或

3A-4A 级 旅 游 景

区；（2 分）；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或 5A级旅游景区；

（3 分）；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镇）（3 分）；  

世界文化遗产（4

分） 

所依托的乡村文物的最高保护级

别（稀缺性） 

历史建筑、普查登

记文物（0.5分）；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1 分）；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分）；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3 分） 

所依托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的最高保护级别（稀缺性） 

县市级（0.5分）；  

省级（1 分）； 

国家级（2 分）； 

世界级（3 分） 

拥有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1-3 个（1 分）；  

4 个及以上（2 分） 

现存乡村遗产要素种类丰富，完

整系统地体现当地文化 
 

历史水系、古驿

道、园林、商业

街、堡寨、城墙、

古塔、楼阁、牌

坊、码头、古桥、

古井、古树等历史

要素种类 

1-3 种（0.5 分）； 

 

4-6 种（1 分）； 

6 种以上（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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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遗产资源保存状况 乡村遗产历史信息

及其特征载体保存

一般，存在一定安

全风险（1 分）； 

 

历史信息及其特征

载体保存较好，存

在较低安全风险

（2 分）； 

历史信息及其特征

载体保存完好，无

安全风险（3 分） 

乡村遗产资源风貌完整性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

境保存情况一般

（1 分）；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

境保存情况较好

（2 分）；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

境保存情况完好

（3 分） 

1.本 项 小

计 

 

2.新建建

筑的示范

性 

( 20分） 

艺术审美 建筑造型、空间、材料、色彩等

反映地域特点、艺术特色或者具

有科学研究价值。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延 续 特

色， 适应

创新 

建筑形体组合或空间布局具有一

定先进性，体现当地乡土或传统

建筑空间特色，建筑空间布局合

理与酒店功能兼容，拥有良好的

空间品质。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在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的

前提下设置酒店功能，满足现代

住宿的多样化需求。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借鉴当地乡土或传统建筑结构特

点，合理运用新技术创造优良的

建筑结构性能。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在结合当地传统材料的基础上，

融入新材料以提升建筑力学、采

光、通风、遮阳、保温、绿化、

防火防潮等方面性能。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积极运用绿色生态的设计手法，

尽可能使用绿色环保建筑材料，

降低建筑在建造和使用中的能

耗。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建筑立面和建筑细部一定程度上 较显著（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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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当地特色，符合时代审美需

求。 

显著（1 分） 

酒店与周围环境形成有机整体，

风貌协调。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2.本 项 小

计 

 

准入项目 

合计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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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项（共60分），适用于以上三种遗产酒店类别： 

核心价值 指标 分指标 具体评分标准 得分 

3.文化体

验方式及

文化旅游

模式 

( 20分） 

酒店室内

外文化环

境氛围 

酒店地面铺装、植物配置、景观

小品等室外景观设计与当地自然

环境相融合，突出乡村遗产文化

特色氛围。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酒店装修、装饰的材料、工艺、

色彩与乡村遗产文化主题相适

应。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酒店特色

化设施与

产品 

客房用品与乡村遗产文化主题相

适应。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餐饮用具、菜单设计、餐饮出品

等能够体现文化主题，并形成特

色菜系列、就餐仪式流程等。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酒店视觉识别系统设计能够充分

表现乡村遗产文化主题特色。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从业人员着装统一，具有艺术

性、观赏性、实用性，且能够与

乡村遗产文化主题相呼应。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酒店能够结合乡村遗产，推出具

有当地特色的文创商品。 

是（2 分）  

文 化 展

示、体验

与相关服

务 

酒店对于原有建筑的历史演变过

程有清晰完整的展示。 

是（1 分）  

酒店设有向导式或自导式遗产解

说体系，向游客积极介绍乡村遗

产，传播本地文化。 

人员讲解、书面材

料、音频视频、标

牌图示、酒店网

站、公众号等方式 

1-3种（0.5分）； 

 

3种以上（1分） 

有体现乡村遗产文化特色的休闲

项目，推出有与乡村遗产主题相

关的特色研学课程、旅游线路

等。 

是（2 分）  

能够带领客人体验当地文化、民

俗风情和生活方式。 

是（2 分）  

3.本 项 小

计 

 

4.推动乡

村社会经

济 发 展

( 20分） 

带动规模 酒店具有产生带动效应的规模。 10-14 间 客 房

（1）； 

 

14 间 客 房 以 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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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础

设施 

促进了所在乡村道路、环卫、水

电等基础设施投资和完善。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促进创业

就业 

促进了人才、资金、信息流等向

所在乡村的集聚，带动当地人返

乡就业或创业。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为当地创造了丰富的就业岗位，

所在乡村居民为酒店从业人员。 

60%-90%从业人员

为 乡 村 居 民 （1

分） 

 

90%以上从业人员

为 乡 村 居 民 （2

分） 

推动产业

发展 

通过酒店带动效应实现农林牧渔

业、旅游业和服务业之间产业链

的延伸，形成联动配合的丰富产

业业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转

型。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充分运用乡村物产，餐厅供应的

食物、特色产品遵循地产地销的

原则，与当地居民或当地产业互

动效果良好。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激发社区

活力 

以社区营造的方式促进当地村民

共同开展“产业文化化”“文化

产业化”的公共活动，提高社区

参与度，唤醒村民意识，促进社

区整合。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将遗产酒店作为结合有机农业、

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乡土教育

基地、当地村民对接外部资源的

平台。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推动当地形成了一批以当地匠

人、手工艺人等非遗传承人为主

体的专业团队。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推动相关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一般（0.5 分）；  

较显著（1 分）； 

显著（2 分） 

4.本 项 小

计 

 

5.酒店运

营管理的

示范性 

( 15分） 

质量保证 环境：酒店交通可达性好，周边

生态环境优美，景观特色突出。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设施：停车设施、客房设施、餐

饮设施、商务设施及其他配套设

施复合使用规范，设置合理，配

套齐全。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服务：从业人员服务态度热情礼

貌，提供周到的接待、咨询、结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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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和寄存等服务。 显著（3 分） 

卫生：酒店环境干净卫生，有防

虫、防鼠措施，保证每天至少全

面清洁整理一次。 

一般（1 分）；  

较显著（2 分）； 

显著（3 分） 

线上运营 提供线上预订及结算方式。 是（0.5 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效宣传和

营销。 

是（0.5 分）  

绿色管理 各项设施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在

开发经营过程中不破坏周边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干扰居民正

常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污

水无害化处理、油

烟排放净化处理、

噪声管控等设施或

措施 

1-2种（0.3分）； 

 

2种以上（0.5分） 

有降低能源消耗的对策措施。 太阳能、可循环用

水系统、节水型卫

生器具、高效节能

LED 照明灯具、节

能型空调等节能减

排设备或措施 

1-3种（0.3分）； 

 

3种以上（0.5分） 

提升酒店及周边绿色生态环境，

改善微气候。 
 

立体绿化、庭院绿

化、屋顶花园绿

化、人工湖或室外

泳池等 

1-2种（0.3分）； 

 

2种以上（0.5分） 

推崇原生态、健康有机的住宿理

念，坚持可持续发展。 
 

原生态有机食品、

有机可降解餐饮用

具、天然纤维及纺

织品、天然环保清

洁用品等 

1-2种（0.3分）； 

 

2种以上（0.5分）  

5.本 项 小

计 

 

6.建立乡

村遗产保

护管理长

效机制，

推动多方

共同参与

（5分） 

遗产保护

管理长效

机制 

对遗产资源改造利用进行过可行

性评估，并取得遗产保护专业机

构的咨询意见。 

是（1 分）  

配备了必要的看护用房、安防监

控设施、消防设施，且相关设施

的设置不影响乡村遗产的景观环

境风貌。 

是（1 分）  

建立有乡村遗产保护的定期日常

监测与维护制度。 

是（0.5 分）  

设有具体责任人负责乡村遗产的 是（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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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与维护，安全防范工作能够

及时记录存档，随时提取查看。 

遗产保护责任人接受过相关专业

知识和技术的培训。 

是（0.5 分）  

推动多方

共同参与 

与遗产资源的相关管理部门建立

了联动机制，发现重大安全隐患

能及时进行报告。 

是（0.5 分）  

各利益相关方应通过签订合同、

协议等方式约定经营收益有一定

比例用于遗产资源的日常保养维

护。 

是（0.5 分）  

主导推动当地成立乡村遗产保护

志愿者团队。 

是（0.5 分）  

6.本 项 小

计 

 

加分项目 

合计总分 

 

酒店总分  

标准编制： 

指导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编制单位：清控遗产城市发展与社区复兴联盟 

                      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