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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1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南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福建工程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霍建军、刘燕翔、刘瑾、陈皛、刘悦、孙兆洋、周丽媛、王玥、路梦西、周昕、妥艳媜、

邵晓静、张妮、王志民、殷文正、袁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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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在线信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旅游景区在线信息服务过程中的在线信息内容、信息收集要求、信息处理与保存要求、

信息使用要求及个人信息保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旅游景区和第三方对在线信息的展示、披露、安全管理和信息保护等。
注：第三方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利用技术及技术组合为游客提供在线旅游信息的服务提供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766　旅游业基础术语

GB/T 17775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

GB/T 18972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GB/T 34978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智能终端个人信息保护技术要求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7964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76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景区在线服务　tourist attraction on-line service

通过互联网平台，利用技术及技术组合将旅游资源（环境）、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项目向游客提供满

足其旅游需求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3.2

个人信息主体　subject 

个人信息所标识或关联的自然人。
[来源：GB/T 35273—2020，3.3]

4　在线信息内容

4.1　概述

旅游景区和第三方应向游客提供满足其旅游需求的在线信息，在线信息参考 4.2~4.8。

4.2　景区基础信息

旅游景区基础信息：

a）中文名称：景区的中文名称；



LB棷T 湂湏湇—湆湂湆湉

2

b）英文名称：景区的英文名称；

c）景区标识：在线平台为景区赋予的唯一标识；

d）景区别名：景区的中文俗称；

e）景区分类：景区的类型，可参照 GB/T 18972，也可根据在线平台自身需求进行分类；

f）景区等级：根据 GB/T 17775 确定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或其他景区等级说明；

g）所属景区：景区所属的地理位置或从属的上一级景区；

h）景区简介：景区基本情况介绍；

i）景区地址：景区的详细地址；

j）门票价格：景区门票价格说明；

k）门票优惠政策说明：景区门票针对价格说明和优惠打折办法；

l）景区电子地图全貌：景区全貌形式展现的电子地图；

m）交通信息：到达景区的交通方式说明；

n）周边信息：附近的环境和配套设施说明；

o）营业时间：景区对游客开放的时间；

p）游览时长：游客在景区游览一般所需的时间；

q）推荐游览时段：景区适合游客游览的时段，一般以月份和季度表示；

r）咨询电话：景区游客咨询电话，包括服务咨询、紧急救助和援助、举报投诉以及失物招领信息等；

s）网站网址：景区网站网址；

t）特色景观介绍：景区内特色景观介绍；

u）景区文化信息：景区内特有的历史、人物、器物、文献和事件等文化相关信息；

v）配套服务设施：景区内为游客提供服务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

w）常设游览活动：如文艺表演、民俗演出等；

x）导览线路：景区内常规游览线路；

y）公告：景区内游览需要提示游客注意的相关事项；

z）游览图片：包括导览图、导游全景图等景区游览示意图；

aa）导览词：景区导览讲解词。

4.3　景区所在地信息

旅游景区所在地信息：

a）名称：旅游景区所在地中文名称；

b）省：省份行政区划中文名称；

c）市：城市行政区划中文名称；

d）县：县行政区划中文名称；

e）电话区号：地级以下行政区划电话区号；

f）地址：地址信息；

g）图片：旅游标识图片；

h）简介：简要介绍和旅游特色简介；

i）最佳游玩时间：最适合旅游的月份、季节或特定的时间段；

j）交通信息：主要交通方式和交通枢纽；

k）天气预报：相关天气预报实时数据。

4.4　项目信息

旅游景区内旅游项目信息：

a）中文名称：官方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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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文别名：中文俗称；

c）关键词：用于描述项目的关键词；

d）项目类型：项目内容所属的不同类别；

e）特色说明：特点、特色的相关说明；

f）安全提示：顺利完成项目所需要注意的游客自身健康情况、安全事项及相关提示；

g）项目所在景区：项目所在或所属于的景区的中文名称；

h）费用说明：具体的收费金额及相关说明；

i）营业时间：项目营业的日期和具体开始和结束时间；

j）咨询电话：项目所在景区的咨询电话；

k）图片：项目内容相关的示意图片；

l）讲解：语音导览或者其他讲解服务；

m）项目单次最大接待人数：项目单次所能接待的最大人数。

4.5　活动信息

旅游景区举办的相关活动信息：

a）活动名称：旅游相关活动中文名称；

b）关键词：用于描述活动的关键词；

c）活动类型：活动的类型；

d）开始时间：活动开始时间；

e）结束时间：活动结束时间；

f）活动时间说明：活动举办时间补充说明；

g）活动主办城市：活动举办城市的中文名称；

h）活动主办方：活动举办的相关单位中文名称；

i）活动介绍：活动介绍说明；

j）安全提示：参与活动所需要注意的游客自身健康情况、安全事项及相关提示；

k）相关景区：活动相关的景区；

l）咨询电话：组织机构联系电话；

m）特色图片：带有对象明显特征的缩略规格的图片；

n）图片组合：相关图片组合；

o）适合人群：活动适宜的人群；

p）游览提示：活动游览提示；

q）视频库：与活动相关的视频展示。

4.6　服务信息

旅游景区服务信息：

a）常用服务信息：为游客提供的景区预约、携带证件等通用服务信息；

b）无障碍信息：为老年人、残障人士、儿童等特殊人群提供的无障碍服务；

c）适老化服务信息：为老年人提供的专属入园方式、有助手帮助老年人操作信息化系统，配置老年

人专属服务人员、安置老年人专属信息标识指引，保留老年人专属预约名额等适老化服务信息；

d）讲解服务信息：景区提供的讲解服务、出租讲解器及云导游服务；

e）预约服务信息：景区提供的每日服务预约管理信息；

f）单日最大承载量：景区核定的当日最大承载量；

g）购物信息：景区相关购物服务及其相关位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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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安全信息

旅游景区安全信息：

a）游客人数：景区各时段游客人数情况；

b）预约信息：景区按照国家相关管控政策要求，向游客提出的预约要求信息；

c）限流信息：疫情、恶劣天气、节假日、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境下，景区限制游客入园信息；

d）高峰时段限流信息：景区高峰时段最高游客人数信息；

e）安全提示信息：景区为游客入园提供关于公共卫生安全、交通安全提示、人身安全、天气变化、人

流密度变化等相关信息；

f）应急救援信息：景区提供应急救援地点和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

g）医护设施信息：景区提供医护设施地点和相关信息；

h）消防安全信息：景区的消防安全措施和相关设备存放地点等相关信息。

4.8　信用信息

旅游景区信用信息：

a）注册登记、备案等用以识别、记载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的信息；

b）司法裁判仲裁执行信息；

c）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

d）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实施联合奖惩的信息；

e）信用评价结果信息、信用承诺履行情况信息；

f）其他反映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状况的相关信息。

5　信息收集要求

5.1　最小化要求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收集信息应符合：

a）收集信息的类型与实现旅游景区在线服务的业务功能有直接关联；

b）自动采集信息的频率是实现旅游景区在线服务的业务功能所必需的最低频率；

c）间接获取信息的数量是实现旅游景区在线服务的业务功能所必需的最少数值。

5.2　授权同意要求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收集信息应获得授权同意，并符合：

a）在收集旅游景区或游客相关信息时事先明示收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以及收集、使用信息的

规则；

b）在收集旅游景区或游客相关信息时经旅游景区经营者或游客同意；

c）间接获取信息时，要求旅游景区在线信息提供方说明信息来源，并对其信息来源的合法性进行确认；

d）间接获取信息时，了解旅游景区在线信息提供方已获得的信息处理的授权同意范围，包括使用目

的，是否获得授权同意转让、共享、公开披露等。

6　信息处理与保存要求

6.1　信息处理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在收集信息后，宜参照 GB/T 37964 的相关建议，立即进行去标识化处理，并采取

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措施，将去标识化后的数据与可用于恢复识别的信息分开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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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信息的传输和存储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在传输和存储信息时，符合：

a）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应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并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

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主管部门报告；

b）存储生物识别信息时，应采用仅存储生物识别信息的摘要等技术措施处理后再进行存储。

6.3　信息保存与销毁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在保存与销毁信息时，符合：

a）应对经营者服务情况、旅游合同履行情况以及投诉处理情况等产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依法记

录、保存，进行动态管理；

b）经营者删除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评价信息的，应在后台记录和保存，保存期限应不少

于三年；

c）当旅游经营者停止运营其旅游景区在线服务时，应及时停止继续收集信息的活动，并将停止运营

的通知以逐一送达或公告的形式通知信息主体；

d）当超出 6.3 b)所述信息保存期限后或出现 6.3 c)所述情况时，应对所持有的信息进行删除或匿名

化处理。

7　信息使用要求

7.1　信息访问要求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在线访问信息，符合：

a）对被授权访问信息的内部数据操作人员，应按照最小授权的原则，使其只能访问职责所需的最少

够用的信息，且仅具备完成职责所需的最少的数据操作权限；

b）应对信息的重要操作设置内部审批流程，如批量修改、拷贝、下载等；

c）应对安全管理人员、数据操作人员、审计人员的角色进行分离设置；

d）如确因工作需要，需授权特定人员超权限处理信息的，应由信息保护责任人或信息保护工作机构

进行审批，并记录在册；

e）对敏感信息的访问、修改等行为，宜在对角色的权限控制的基础上，根据业务流程的需求触发操作

授权。
示例：因收到客户投诉，投诉处理人员才可访问该用户的相关信息。

7.2　信息展示要求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展示信息，符合：

a）在线旅游经营者应保障游客的正当评价权，不应擅自屏蔽、删除游客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评价，对游

客做出的评价应当保存并向社会公开；

b）涉及通过界面展示信息的，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宜对需展示的个人信息采取去标识化处理等措施，

降低信息在展示环节的泄露风险。
示例：在信息展示时，防止内部非授权人员及信息主体之外的其他人员未经授权获取个人信息。

7.3　信息利用要求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在线利用信息，符合：

a）不应滥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基于游客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

b）除目的所必需外，使用信息时应消除明确身份指向性，避免精确定位到特定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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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而产生的信息，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身份，或者

反映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应将其认定为信息，对其处理应遵循收集信息时获得的授权同意范围；

d）使用信息时，不应超出与收集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合理关系，因业务需要，确需超出

上述范围使用信息的，应再次征得信息主体明示同意。

7.4　信息发布要求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在线发布信息，符合：

a）信息应内容真实、准确，不进行虚假宣传；

b）信息应内容全面，能满足游客旅游信息需求；

c）信息导向系统应设置科学醒目，确保发布信息的可视化；

d）信息应根据实时情况更新；

e）信息应表述规范、呈现清晰，避免歧义，便于游客理解获得。

7.5　信息删除要求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在线删除信息，符合：

a）个人信息主体发现旅游景区或第三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要求旅游

景区或第三方及时删除；

b）个人信息主体发现旅游景区或第三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双方的约定共享、转让其个人信息，要

求旅游景区或第三方立即停止共享、转让的行为，并要求信息获得方及时删除；

c）个人信息主体发现旅游景区或第三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双方的约定公开披露其个人信息，要求

旅游景区或第三方及时删除。

8　个人信息保护要求

在遵循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原则下，在数据采集、存储和使用等过程中，数据安全与信息保护应

符合 GB/T 34978、GB/T 3527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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