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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 
2012年7月31日至8月9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9.地名作为文化、遗产和身份象征(包括土著地名、少数族裔地名和区域语系 
地名。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做法简介 

 
由刘保全（中国分部主席）和刘连安（中国地名研究所副研究员）编写 

 

 

中国历史悠久，地名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根据联合国地
名标准化会议关于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决议，中国自2004年起开展了
地名文化研究与保护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主要做法如下： 

一、 研究先行，科学规划。组织有关专家依据全国的 
地名普查数据和现状，按人文地理实体地名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两大类
进行了梳理研究和抽样调查，对地名的使用历史、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进行了评估和存量统计，对地名文化理论进行了探索。在初步建立了地
名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编制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总
体规划》，编著了指导工作的理论书籍《地名文化遗产概论》。 

二、 突出重点，制定标准。在全面加强地名文化保护的 
基础上，根据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处于濒危状
态”等原则，重点做好千年古城（都）、千年古县、千年古镇、千年古
村落、甲骨文和金文地名、少数民族语地名、著名山川地名、近现代重
要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为了使筛选工作科学严谨，针对上述八大
类地名专门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鉴定》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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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政部是国家地名主管部门， 
负责牵头组织全国的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支持配合。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民政
部专门成立了社会团体组织——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 

四、 颁牌立碑，彰显内涵。为了维护重点地名文化遗产 
评选的严肃性和引起社会重视，凡被评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的地名向当
地政府颁发证书和挂牌立碑。碑文刻写该地名的来历含义、承载的基本
文化信息等内容。 

五、 编制名录，加强宣传。参照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做 
法，被评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的地名要列入《中国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
护对象名录》，并出版相关宣传书籍，摄制专题文献影视片，广泛宣传
。目前，为“千年古县”摄制大型文献片52集，每集时长40分钟，由国家
电视台向全国播放，受到观众的好评。 

六、 建章立制，保持长远。为了使评出的地名文化遗产 
切实得到长远有效地保护，要求各级政府要建立保护长效机制，印发地
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范性文件。各省要建立地名文化遗产管理信息
系统，对列入名录的地名文化遗产实行跟踪监管。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变
更地名的，要履行严格的论证和审批手续，并努力在适宜的地方保留列
入文化遗产的地名。 
     
目前，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在全国全面推开，正在顺利进行。
在条件成熟时，我们将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要求，提出
中国地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案，为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发展
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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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对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和指导，在此，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表示衷心地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