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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为通过标准支撑梳理传统水文化遗产的科学内核，切实保护好各种物质的

和非物质的水文化遗产，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1年第 4批推荐性国家

标准立项计划，由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3）归口，开展

GB/T《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国家标准计划号为：

20215033-T-469。 

(二) 目的和意义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中华民族拥

有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资源，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中国国民生活质量全面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

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水文化，并创造和遗存下众多形式多样、弥足珍

贵的水文化遗产。 

水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水事活动中形成的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

的文物、遗址、建筑以及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我国水文化遗产数量丰富，

既有都江堰、京杭大运河、良渚遗址等世界级文化遗产，也有灵渠、小浪底、

红旗渠等凝聚中国智慧的重要水利工程，仅江苏地区，初步统计就拥有 8000余

处（项）。相较之下，现阶段我国各地区对于水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进展不一，

尤其是价值评估、认定、保护等管理工作水平还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究其原

因，根本在于我国水文化遗产资产管理领域没有建立健全科学统一的标准规范，

对其价值评估缺乏依据，这不仅是水文化遗产统计、认定、分级保护、管理的

基础工作，也是文化价值合理利用开发链的前端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水文

化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和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对于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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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本标准通过建立系统的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南，能够加快和完善我国水

文化遗产价值的评估机制，推动其分类、认定、统计、保护等管理工作的创新

和发展，对于科学保护水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资产的管理和利用、提升我国综

合软实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主要工作过程 

1．准备阶段 

⚫ 2021年 10月，组织开展标准立项前的前期预研制工作。 

⚫ 2021年 12月，标准工作组同相关单位共同召开相关标准研讨会，

确定标准制定的工作目标、主体内容和框架结构等。 

2．调研阶段 

⚫ 2022年 1-2月，标准工作组以资料调研方式，收集相关标准、项

目文档进行大纲设计。 

⚫ 2022年 2月-3月，完成标准制定方案等相关工作，进一步明确了

标准目标定位，同步完善标准框架结构。 

3．起草阶段  

⚫ 2022年 3月-4月，标准工作组组织数次研究和研讨，充分听取并

研究相关人员、单位的意见及资料，形成标准草案稿。 

⚫ 2022年 4月-6月，以函审或会审形式邀请领域多位专家共同对标

准草案稿进行把关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和意见汇

总处理表等文件。 

5．征求意见阶段 

⚫ 2022年 7月-9月，拟对标准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并召开标准征求

意见会，邀请相关人员、单位对标准开展征求意见工作，并于会后

汇总整理形成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文件。 

二、 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 标准编制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该标准在结构和编写规则上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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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相关要求，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2.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充分考虑工程类水文化遗产、非工程类水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利

用方式和文化价值，使标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3. 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参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水文化建设规划纲

要》《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水文化建设规划〉的通知》（办宣

〔2022〕28号）等文件等有关文件和规定，以保证标准实施环节具有全面、一

致、连贯和可实施性。 

(二)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1.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原则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宜遵循以下原则： 

a) 系统性：全面收集评价对象的信息，依据准确可靠的数据，综合客观公

正的价值评价程序，评判水文化遗产价值，判定价值等级。 

b) 科学性：保持评价指标选取的科学合理性，评价程序的严密有效性。 

c) 独立性：评价过程独立自主完成，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d) 可操作性：评价指标切合水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评价程序简便可行。 

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开展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还宜借鉴并遵循 GB/T 

40147—2021 第 4 章给出的客观、公正、专业、可信、务实、尽责、规范、尊

重等原则。 

2.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评价条款（历史价值、科技价值、文

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和对应二级评价条款构成。 

历史价值一级评价条款由遗产特征稀缺性、独特性，关联着重大历史事件

和重要人物，历史久远度，遗产的真实性，遗产保存完整性等二级评价条款构

成。 

科技价值一级评价条款由科学性、先进性，工程技术独特性与代表性，管

理制度的健全性与延续性，工程规模及功能复合、持续，具备的生态环境效应，

承载的水利科技研究价值等二级评价条款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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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一级评价条款由文化传承内涵及代表性，文学、艺术价值，文化

影响力，遗产环境景观艺术，文化衍生丰富性等二级评价条款构成。 

社会价值一级评价条款由功能效益，情感关联度，保护利用潜力，教育研

究意义等二级评价条款构成。 

3. 评价方法 

水文化遗产总体价值得分是各二级指标的价值量化打分值（百分比）与其

对应权重的乘积之和。水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级可分为三级，从上到下依次为 AAA

级、AA级、A级。当水文化遗产整体或作为部分已被列入世界遗产[世界自然遗

产、世界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等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水利遗产、国家工业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等，且水文化价值是作为其主要价值，可将总体价值评为 AAA级。 

三、 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四、 是否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比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遗产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的通知》《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等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并与现行法律或

部门规章相协调。 

五、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尽快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六、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一）组织措施：在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相关单位的组织协调

下，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工作。 

七、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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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3） 

2022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