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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名规划简介 
 

由商伟凡（中国地名研究所副所长）和刘连安（中国地名研究所副研究员）编写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无论旧城区改造，或新城区扩展，还是建设独立新城
，都需要设计一套系统的地名群体相匹配。近10年来，中国在中等以上城市开展
了地名规划，主要做法如下： 

    
制约机制。在中国，地名规划均由地方政府主导，遵循现行地名管理法规及技术
规范，受城市总体规划控制，制作者与当地规划部门、相关专家和市民共同参与
。它既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商业行为，完成后将由地方政府批准实施。 

    
三大特点。地名规划的三个突出特点是：由区域内全部地名整体实现标准化而体
现的“系统性”；由区域内各类新生地理实体预先定名而体现的“预见性”；由规划阶
段统筹与地名变动相关联各种因素而体现的“主动性”。经过全面规划，城市地理
实体命名与更名从孤立、被动的随机举措转变为有备无患的科学行为。 

基本原则。拟定新地名一般遵循五项原则，即：名副其实；规范有序；彰显
文化；雅俗共赏；好找易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项：第一为“名副其实”，即所
拟新地名要与该地理实体的性质、状态、用途相符合；第二为“好找易记”，途径
是在命名时尽量发挥地域明显景物的标志功能和联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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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按现代化标准改造的旧城区，原有地名数量不够，也有些不再适用，
全面调整包括有些保留、有些更换、有些整合；向农村扩展的新城区，特别是独
立新城，需要专门设计完整的地名系统；其他在城市全境进行地名规划，则是作
为未来地理实体命名、更名的依据。历史地名、地名标志等专项规划，相关内容
应与区域规划保持一致。 

操作要领。规划一个城市的全套地名，首先应领会城市总体规划，对其历史
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然后以城市的功能分区为单元，以纵横相间的街道名称为骨
架，附着以天然或人工的山丘、河流、湖泊、岛屿、园林、古迹等名称，以及更
为密集的社会公用设施名称：住宅、学校、医院、商店、旅馆、剧院、车站、机
场等。 

注意事项。编制地名规划，还要处理好若干具体问题，如：风格讲求独特，
命名素材以土生土长为好；时间上古今和谐，空间上本区与邻区照应；古今地名
量材使用，突出主干道等重点；通用名分层次不强求一致，照顾当地传统习惯；
专用名尽量取自明显地物，加大相互区别度；用词与实地情况相符，避免出现方
言歧义。 
    
定期更新。即便地名规划已经发布，地名的稳定也会是相对的。造成规划后地名
少量变动的主要原因有：城市总体规划的定期修订，命名所依据的地理实体发生
更动，社会的人文地理观念变迁。因此，地名规划不可能一劳永逸，应根据需要
及时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