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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多年来，中国地名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学科体系基本形成，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且正在不
断开拓和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地名标准化事业。
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展示中国地名学研究成果，引导地名学理论研究活动沿着国内外地名标准化发
展方向深入开展，为广大地名工作者专业理论水平的提高提供一套系统教材，为中国地名标准化事业
的开拓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在民政部领导的关注与指导下，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组织编纂了这套《中
国地名标准化研究文库》，使之集当代中国地名学研究成果之大成。
本《文库》各册专著，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地名学的学科内容，系统地揭示了地名学的主要论题，因而
《文库》具有鲜明的系统性；本《文库》以中国地名工作的根本目标——地名标准化为纲，各册专著
均遵循不断推进、逐步实现地名国家标准化和地名国际标准化这个大目标阐述理论主张，因而《文库
》具有鲜明的方向性；本《文库》各册专著在理论观点上既保持地名学科的一致性又允许各自成理论
体系，在内容上既防止相互重复又允许必要的交叉，在体例上既保持统一的规范又允许必要的具体变
通，因而《文库》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本《文库》各个专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切实服务
于地名工作实践，因而《文库》具有鲜明的实用性；本《文库》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一方面
积极传承中国地名学研究理论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一方面着眼未来大胆开拓创新，使之长足发展，
因而《文库》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本《文库》的作者，既有多年从事地名学理论研究的中老年专家，又有勇于开拓创新的青年人才，这
个作者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地名学理论研究传承与发展的历程。
《文库》的编著出版，既是各册专著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我国20多年来广大地名工作者和专家
、学者研究成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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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名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推行并逐步实现地名标准化，以充分发挥地名的各项功能，为经济
社会运行、国内外交往和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便捷的服务。
而地名管理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可见，地名管理是地名工作的中心任务。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名管理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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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一、地名管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二、地名管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第二章 地名管理概述第一节
地名管理的性质一、地名管理的含义二、地名管理的双重属性第二节 地名管理的特征一、是行使国家
权力所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按照国家意志进行的一种社会管理活动二、是依法推行政务的组织活
动，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强制性三、是一个动态的职能运行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四、既要履行社会
服务职能，又要执行国家政治职能第三节 地名管理的内容一、统一管理地名的命名更名二、对各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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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六、服务性原则第三章 地名标准化第一节 地名标准化的概念和意义一、有利于维护国家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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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社会交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六、有利于国防建设和社会治安七、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第二
节 中国地名标准化一、我国地名存在的问题二、地名标准化处理三、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第三节
中国地名标准化工作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名标准化工作二、全面加强地名标准化工作的新阶段第四
节 国际地名标准化一、地名国际标准化的概念二、实现地名国际标准化的措施三、国际地名标准化的
进展第四章 地名命名更名的管理第一节 地名命名更名的一般规律一、地名命名的一般规律二、地名
更名的一般规律第二节 地名命名更名的基本原则一、政策性原则二、科学性原则三、单一性原则四、
稳定性原则五、文雅性原则第三节 地名命名更名的统一管理一、理顺地名命名更名管理的工作体制二
、严格申报、审批制度三、加强地名命名更名的宏观管理第五章 地名规划第一节 地名规划概述一、
地名规划的意义二、地名规划的原则第二节 地名规划的内容及类型一、地名规划的内容二、地名规划
的类型第三节 地名规划的编制一、编制地名规划的一般方法二、编制地名规划的主要步骤三、地名规
划文本的编制第四节 地名规划的实施一、大力宣传，取得社会的广泛支持二、列入地名管理年度计划
，有步骤地推进三、与城乡规划和建设结伴而行四、抓住关键，纲举目张五、及时修正，日臻完善第
六章 地名标志的设置与管理第一节 地名标志的功能一、直观的指位功能二、对标准地名的示范功能
三、实现标准地名社会化的推广功能四、装点环境的美化功能第二节 地名标志的类型一、按地名标志
的内容分类二、按地名标志的造型分类三、按地名标志的设置形式分类第三节 地名标志的设置一、内
容要准确规范二、规格、质料要符合标准三、造型要规范实用第四节 地名标志的管理一、贯彻国家标
准，实现地名标志规范化二、拟发地名标志专项法规，坚持依法管理三、建立地名标志信息系统，实
施跟踪管理四、搞好地名标志规划，逐步实现地名标志化第七章 地名监督第一节 地名监督的性质一
、是一种控制职能二、是一种制约性机制三、是一种社会性活动第二节 地名监督的内容一、对地名命
名更名的监督二、对使用标准地名的监督三、对书写（译写）地名的监督四、对管理和使用地名标志
的监督五、对编纂出版地名工具书的监督第三节 地名监督的原则一、必须依法监督二、必须正确处理
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关系三、必须做到具体化和有效性四、必须坚持经常性与定期性相结合五、必
须取得社会的广泛支持第四节 地名监督的方式一、利用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二、组织地名监理队伍
进行经常性监督⋯⋯第八章 城镇地名管理第九章 地名工具书的编纂出版第十章 地名信息的管理第十
一章 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第十二章 地名管理法制化第十三章 地名管理现代化第十四章 地名管理体制
第十五章 地名管理创新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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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加拿大地名数据库、加拿大地名起源、法国地名河名和植物名、地名导则（斯洛伐克）、香港地名词
汇表、国家地形数据库（阿拉伯酋长国）、地理信息系统（伊朗）、简明地名录和法语国名表（德国
）、2500地名表（丹麦）、挪威数字化地名录、奥匈帝国旧地图（匈牙利）、字母数据库和道路图集
等（爱沙尼亚）、地名培训教程和数据库（亚洲）、地理信息系统和制图及遥感缩略语词典（美国）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南极混合地名录等。
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地名标准化信息的网站，有联合国地名网站、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分部网站（
波罗的海、日耳曼等）、地区性网站、国家网站、单位网站和个人网站等，其中国家网站已有百余个
。
2000年3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地名研讨会（地名2000），研讨了有关地名国家标准化
、地名数据库工作、罗马化体系和外来语地名等。
会上一些国家所做的计算机演示堪称神奇，在电子地图上任意点击一下，即可让一个迷途者在一个陌
生的地方找到所在地的地名，身旁建筑物主人的姓名、照片和邻居的姓名、照片。
代表们参观了法国广播电台，观看了其发音数据库的演示，在此可以任意找一个地名并听到其母语发
音，足以令人称奇。
我国的地名标准化工作，如地名机构的建设、地名管理、地名罗马化、地名调查和地名工具书编辑出
版等许多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与一些国家的地名标准化先进技术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着手抓地名信息化建设，90年代出现地图数据库和地名数据库，研制开发了
地名信息系统软件——“地名之星”，建成了外国标准地名数据库。
各地正在积极进行地方数据库建设，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已设立地名网站，开始上网了解世界各地的地
名标准化信息，在网上发布自己的地名标准化信息。
在全国形成地名信息网络，与世界各国共享地名标准化信息，指日可待。
让我们与全世界的地名工作者携手共同努力，为早日形成全球地名数字化网络，加快国际地名标准化
的进程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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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地名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推行并逐步实现地名标准化，以充分发挥地名的各项功能，为经济社会
运行、国内外交往和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便捷的服务。
而地名管理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可见，地名管理是地名工作的中心任务。
我们在长期的地名管理工作中，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不断地理论探讨和借鉴各地地名管理工作经验，
对地名管理的原理、原则、内容、方法及运行机制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步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
在专业刊物和地名学文集中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地名管理进行了较系统
地论述。
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整合、系统、充实、核定，撰写了《地名管理学概论》书稿。
一些省、市的地名机构曾将其辑印成教材，供地名工作者专业培训或自学之用，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与
支持。
但我们自知《地名管理学概论》书稿在理论上尚不成熟，有些问题仍应进一步探讨，故一直未予公开
出版。
自2004年始，我们结合“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规划”、“地名导向工程”、“地名信息化”和“地名
文化遗产保护”等研究课题，通过调查、学习和研讨，对我国地名管理的新环境、新形势和新问题等
有了新的认识，从我国地名管理的现状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思路出发，对《地名管理学概论》书稿
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加工、改造和创新，力求内容更完备、认识更准确、论述更清晰，使之真正成为我
国地名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但愿《地名管理学概论》的出版，对地名管理学的研究与发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地名管理工
作实践能起到参考与借鉴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撰写和出版《地名管理学概论》的初衷。
由于我们的学识水平所限，书中错讹、疏漏在所难免。
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地名工作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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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名管理学概论》：中国地名标准化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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