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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符号；地名，是民众交往的桥梁；地名，是中外友谊的纽带；地名，是人类历史
的纪念；地名，是民族文化的遗产；地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地名，是文明进步的见证⋯⋯一言以
蔽之，地名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地名——从时间上看，有历史地名、现实地名；从地域上看，有国内地名、外国地名、国际公有领域
地名；从语言文字上看，有汉语地名、少数民族语地名、外语地名，数字地名；从地理属性上看，有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人文地理实体名称；从标准化上看，有标准地名、不规范地名；从等级上看，有
大地名、小地名；从地名构成上看，有全称、专名、通名、简称、代称、雅称、俗称、旧称⋯⋯然而
，面对数量众多、范围广阔、语言繁杂、形态各异、属性多样、内涵丰富、作用悬殊、色彩斑斓的地
名，作为中国地名研究的权威机构及其所属科研人员，我们应当作何感想呢?我们又应该采取怎样的行
动呢?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中国地名研究所)，针对地名领域的许多未解之谜，适时而生、应运而起，经过10
多年的艰苦努力，以及地名研究者的辛勤耕耘，完成了一批又一批的科研任务，部分课题还荣获民政
部科技进步的重要奖项。
这些科研项目具有共同的特征：工作繁、课题难、任务重、责任大、要求高、领域广、作用好、成效
佳。

为更好地将众多研究成果展示出来，同时以最佳的姿态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国地名研究所决定，动员
全所科技力量，结合各个研究室的工作任务和科研实践，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撰写质量上乘、领域
广泛、主题鲜明、联系实际、面向社会的地名研究论文，并将其中的优秀论文辑录成册，公开予以出
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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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地名研究所建所以来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工作展望
国家地名信息中心建设方案初探
地名信息登记与发布制度初探
试论地名的信息价值
外国地名数据库建设——地名应用全球化
计算机在地名译写中的应用
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
慎重处理地名用字，保护地名文化资源
爱泼斯坦90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在行动
构建地名用字和谐存活的氛围
疏导与规范的地名和谐之路
 ——“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由来、演变与抉择
论“地改市”遗留地名错位的治理
地名拼写问题初探
采用英文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形式的弊端
 ——从南极地名通名谈起
外语地名译写中通名译写常见问题刍议
德语与德语地名汉字译写标准化
月球地理实体通名crater译写初探
概说我国地名的标准体系
简述地名标准的编制程序
建立全国地名导向系统的构想
从地名标志设置工作的发展看其在地名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少数民族语地名汉字标准化译写初探
试论外来语地名的判定标准
海底地名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先周时期传世国邑地名考略
春秋时期传世县邑地名考略
中国省级政区名称来源分类研究
明代命名的北京城
对“景名”与“景群中的四字景名”的初探
历史生态学与自然实体名称——山名之探讨
试论地名规划中“四极”的矛盾与和谐
谈谈地名规划中的选字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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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在社会需求方面，如本文开始时所言，社会对地名信息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人们
在生活、工作中频繁使用地名信息，对地名信息需要的数量、程度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社会越发达，对地名信息的需求量越多，要求地名信息传递的速度越快，对地名信息准确
性的要求越高。
3.在传递媒介方面，人们利用多种媒介传递地名信息，从最原始的社会成员之间的语音传递，到现代
社会利用地图、地名词典、地名标志等传递。
随着技术的进步，新的地名信息传递途径层出不穷。
例如：信息时代人们将计算机互联网、光盘、触摸屏都作为地名信患传递媒介。
因而，必须保证具有迅速获取地名信息的途径，保证任何社会成员都在他认为必要的时间、以较低的
成本利用这种途径获取地名信息。
4.在信息获取方面，地名信息的各种传递媒介，都依赖需求者知道媒介的存在，并知道如何使用该媒
介。
例如：最简单的语音传递方式，要求交流者之间要能够进行有效的语音交流。
如果交流者使用不同的语言，或由于方言不同不能进行有效交流，则语音交流难以传递地名信息；又
如：地图是传递地名信息的重要载体，但如果使用者不知道从哪里才能看到地图，或即使看到了地图
也看不懂图例，则信息传递无法实现。
光盘等新型媒介更需要使用者具备一定的知识才知道如何使用。
5.在信息转化方面，使用者将地名信息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也有赖于使用者具备一定素养。
例如：使用者知道起、止点两条地名及其位置后，需要运用自己的综合分析、判断力，才能做出如何
前往的决定。
如果使用者缺乏这种能力，地名信息价值的实现仍然会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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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地名研究论文集(第1辑)》是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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