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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书店评审认定工作方案（试行）

按照《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20 年 7 月—

2023 年 6 月）》任务要求，为更好开展中轴线遗产价值宣传教育

活动，有效推动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北京市将认定一批北京中

轴线书店，纳入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范围，引导实体书店传

播中轴线文化，展现北京中轴线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价值，发挥

实体书店作为城市文化会客厅的重要作用。为公平、专业、高质

量做好项目征集、评审和认定工作，依照《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

项目管理办法（修订）》有关规定，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对象范围

本工作方案中所称北京中轴线书店，是指申报单位在北京市

依法注册设立，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固

定经营场所在中轴线缓冲区内，以经营出版物为主营业务的实体

书店。其中，实体书店经营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出版物经营

面积超过 50%；上架经营出版物不少于 4000 册，品种不少于 500

种。

下列情况不在评审认定范围之内：实体书店两年内曾受到文

化市场执法部门处罚或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申请评审认定时

经营存在异常的；申报材料不符合事实或弄虚作假的。

二、评审标准

被认定并授牌的北京中轴线书店，除了应符合本方案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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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范围”的基本要求以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突出中轴线主题。在书店内显著位置悬挂或张贴北京

中轴线标识符号，在物料、装饰、员工着装、购物袋、文创产品

包装以及举办的各类主题活动中，强化中轴线文化品牌标识露

出。突出北京中轴线文化主题特点，彰显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价

值，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二）优先社会效益。加强与周边街区、商区、园区、社区

联动，配合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举办主题展览活动，举办以北京

中轴线文化和申遗工作为主题的阅读、交流、体验、签售等形式

新颖、读者认可、成效显著的文化活动，提高公众参与度。其中，

举办阅读文化活动的，应符合《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实体书店

开展阅读文化活动有关要求的通知》（京新出发〔2022〕1 号）

相关要求。

（三）设定专营区域。划分出不少于书店总面积 30%或不低

于 100 平方米的专属空间，用于宣传、展示、售卖与北京中轴线

及北京历史文化有关的出版物、文创产品，或举办阅读、交流以

及其他相关的展示体验活动等。

（四）创新运营模式。积极创新经营模式，围绕首都北京社

会发展与读者需求，聚焦呈现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重点，在做好

图书等出版物及衍生产品经营的基础上，开展以中轴线文化主题

为核心的阅读、体验、展示、传播等活动。积极拓展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经营和传播方式，店内售卖商品内容和陈列形式需结合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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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轴线申遗成果进行创新与优化，促进文化新消费。

（五）增强数字化水平。积极推进书店数字化阅读、智慧化

展示等多元数字赋能与传播手段，开展以北京中轴线文化和申遗

相关的阅读、展示和互动体验活动，提升书店数字化应用水平。

（六）提升传播影响力。具备高水平的国际化服务接待标准，

积极推进书店国际化水平、服务能力及传播影响力提升，从书店

的标识、简介、展示等方面进行多语言、多方位、多维度传播展

示，提高北京中轴线文化对外宣传推介力度。

三、指标体系

北京中轴线书店认定评审指标体系（分值表附后），具体包

括环境与布局、经营与发展、社会影响、中轴线申遗相关的主题

活动、数字化应用等内容的 4 个一级指标、15 个二级指标和 33

个三级指标。评分满分为 100 分。

四、组织实施

北京中轴线书店征集、评审、认定和扶持等工作，由北京市

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负责。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

办公室负责提供专业服务、技术指导，并配合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评定北京中轴线书店，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

以下工作流程组织实施：

（一）项目征集。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会

同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根据本方案印发北京中轴线

书店评审认定工作通知，编制申报指南，通过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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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局网站和首都新闻出版、实体书店、北京中轴线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公开发布。

（二）评审组织。本项目实行市、区两级审核机制，所在区

级部门负责初审，市级部门负责复审和认定。

1.初审。相关区委宣传部对申报资料开展形式审查，对主体

资格进行初审，将通过初审的书店上报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

新闻出版局）。

2.复审。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会同北京中

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组建复审工作组，组织开展实地踏勘、

现场答辩、专家评议、复核打分，提出北京中轴线书店建议名单。

3.认定。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对建议名单

进行审定，按程序公布结果，会同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

室予以授牌。

（三）项目扶持。依据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标准，北京

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对经评定的北京中轴线书店给

予资金扶持。

2022 年北京中轴线书店项目申报工作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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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中轴线书店指标体系分值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得分标准

1

服务
质量
（40
分）

内容
资源

出版物数
量

3
总出版物数量不少于 4000 册，其中，北京中轴线与历史文化等类
型图书分类清晰，占比超过 30%（含），3分；低于 30%，2 分。

2
出版物品

种
3

出版物分类不少于 500 种，其中，北京中轴线与历史文化等类型图
书类别占书店总分类 30%（含）以上，3 分；低于 30%，2 分。

3 内容服务 4
提供导购服务、查询服务、线上服务、推荐书单、新书预定服务、
缺书登记、送书上门服务等。每项 1 分，最高 4 分；均不具备，0
分。

4

活动
服务

活动次数 4
书店每季度组织中轴线相关的主题文化活动数量 15 场（含）以上
4分，9-14 场 3 分，5-8 场 2 分，5 场以下 1 分，没举办 0 分。

5 主题展览 4
配合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策划举办相关展览，展览时间每季度不少
于 30 天，并根据节庆、时令、要闻等因素定期更换展览主题。30
天以上 4 分，20-29 天 3 分，10-19 天 2 分，9天以下 1分。

6 参与人数 4
平均每场中轴线主题文化活动参加人数 50 人以上 4 分，30-50 人 3
分，20-29 人 2 分，19 人以下 1 分。

7 活动空间 4
中轴线主题活动举办所用空间在 100 平方米以上 4分，60-99 平方
米 3 分，30-59 平方米 2分，29 平方米以下 1 分。

8

其他
服务

社区服务 2
通过与街区、商区、社区“结对子”方式，为附近 3-5 公里范围内
的读者提供社区服务。提供“结对子”协议的 2 分；无，0 分。

9 延时服务 4
24 小时营业，4分；延时营业（每天超过 8 小时），2分；正常营
业，0分。

10
免费阅读

座位
2

在中轴线主题区域提供免费阅读座位数量超书店总阅读座位数量
30%（含），2分；未达 30%，1 分；未提供免费阅读座位，0分。

11 便民服务 3
提供多种便民服务和设施，如免费饮用水、免费 WIFI、母婴服务、
老年服务、无障碍设施、便民急救箱等。每项 1 分，最高 3 分；均
不具备，0分。

12 会员服务 3
为会员提供初级服务（如会员折扣、会员借阅服务、积分兑换等）、
中级服务（如文化沙龙、读书会等）、高级服务（如专属客服、其
它创新服务等）。每类服务 1 分，最高 3 分；无会员服务，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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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内部
建设
（19
分）

管理
制度

规章制度 2

书店提供管理、生产、安全、卫生等方面各项制度，例如：财务管
理制度、进销存管理制度、服务监督制度、总编辑制度、中轴文创
选品制度、会员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视情
况打分，最高 2 分。

14

品牌
管理

标识管理 4

突出以北京中轴线品牌为核心，在物料、装饰、员工统一着装，购
物袋，文创产品包装等凸显中轴线文化品牌。在店内活动举办、图
书签售活动、主题传播内容等方面，强化中轴线品牌标识露出。每
项 1 分，最高 4 分。

15 店招 2
显著位置呈现有中轴线申遗标识，2 分；没有张贴中轴线标识，0
分。

16 内饰特色 2
整体装修具有独特设计风格、与书店特色相结合、具有艺术性及美
感，内部环境是否优雅、光线良好、座椅舒适。最高 2 分，最低 0
分。

17
信息
化管
理

信息化系
统

3
具备基本结算系统、内部管理系统、互联网+（云）系统（云服务
平台、线上服务平台、移动服务平台、智能采购、云结算中心等）。
每项 1 分，最高 3 分。

18

团队
建设

书店负责
人

2
依据负责人学历证书、往期关于中轴线书店方面的培训经历、从业
经历、社会职务或获得的相关业绩奖励评定。每两项 1 分，最高 2
分。

19 团队能力 2
依据员工学历证书、往期培训经历、从业年限、员工合同、社保记
录等材料进行团队综合能力评定。综合能力强，2 分；综合能力一
般，1分；综合能力较差，0分。

20 人才培养 2
书店在申报规定时间范围内是否对员工有教育、培训。有人才培养
的得 1 分，人才培养 2 次以上的得 2 分，没有不得分。

21

经营
管理
（25
分）

经营
定位

定位特色 2
经营特色鲜明，突出北京中轴线文化和历史文化特点。特色鲜明 2
分，一般 1 分，无特色 0 分。

22
融合创新

1
积极创新经营模式，有效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等经营方式。开展 1 分，
未开展 0 分。

1
书店内售卖内容和陈列形式需要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开展
和成果定期进行的创新。如北京中轴线文化成果在文创产品等形式
上有所创新。有创新 1 分，无创新 0 分。

2
书店自主积极推进以中轴线为核心的文创产品创作开发，品类多
样。有 2 分，没有研发 0 分。

23 数字
化应
用

线下应用 4
与中轴线内容相结合的数字化 VR 场景体验、中轴线艺术设计展厅、
自助查询台、体现中轴线文化产品的 DIY 制作等多元形式体验。每
项 1 分，最高 4 分。

24 线上应用 4
阅览室、在线讲座、积分商城、3D 打印、沉浸式线上推理游戏等
多元形式体验。每项 1 分，最高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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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经营
环境

功能分区 4

设有北京中轴线专属区域，功能齐备且分区明显，能够部署北京中
轴线及历史文化等中外文出版物、世界级文化遗产类出版物、中轴
线文创产品、国潮衍生品等的销售陈列、阅读、活动等。功能划分
为：出版物售卖区、展览区、阅读区、文创产品展示区、活动区等。
每项 1 分，最高 4 分；均不具备 0 分。

26
图书与产
品主题化

陈列
4

图书陈列与北京中轴线主题特色相融合，陈列清晰明了，布局合理，
摆放美观有设计感。书店内中轴线文化主题区域内，关于北京中轴
线及历史文化的陈列展架占比超过 30%以上 4 分，30%2 分，30%以
下 1 分。

27 动线设计 3
根据书店主题和功能分区要求，书店动线设计合理，引导明确，安
全通道通畅，营造良好的读者阅读购书氛围。优 3 分，良好 2 分，
一般 1 分。

28

社会
影响
（16
分）

获得
荣誉

市级以上
政府（行
业协会）

表彰

4
依据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本店获得的表彰数量进行评定。每项荣誉 1
分，最高 4 分；无荣誉 0 分。

29
媒体
报道

媒体传播 3
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本店开展主题文化活动，受到各媒体报道的次
数。每报道一次 1 分，最高 3 分；无报道，0 分。

30
读者
满意
度

社会机构
评分

3
依据同一时间节点开展并接受公众平台对书店相关数据进行评价。
4.5 分（含）以上，3 分；4（含）-4.5 分，2 分；3（含）-4 分，
1分；3 分以下或无公众平台评分，0分。

31

国际
影响
力

多语言翻
译

2
从书店的名称、简介、展示等多方面采用多语言描述。采用 2分，
未采用 0 分。

32
国际化服

务
2

具备高水平的国际化接待标准，高水平举办过国际化活动，能够良
好地对外宣传北京中轴线文化。举办过 2 次（含）以上 2 分，举办
1次 1分，没举办 0分。

33
公益
捐赠

捐赠量级 2
以捐赠发票作为评定依据。有公益捐赠的得 1 分，捐赠 1万元及以
上（包含同等价值物品）的得 2 分，无相关材料不得分。

合计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