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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 

2017 年 8 月 8 日至 17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6  

关于第十届会议以来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其各分部、工作组和任务小组工作的报告 

 

 

中国分部报告 

中国分部提交 

 

内容提要：自第 10 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以来，中国组织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并在地名文化遗产、地名公共服务、地名出版物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第 10 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以来，中国积极贯彻联合国决议，推动地名标准化

和地名文化建设，主要在以下领域取得进展： 

一、开展全国地名普查  

2014年初，中国政府决定于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着力于查清全国地名基本情况，掌握地名基本数据，提高地名标准化水平，加强地名信

息化服务建设，为社会提供全面准确的地名信息。地名普查启动以来，各项工作取得良

好进展，已完成的工作主要有：各级政府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建立了地

名普查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地名普查工作会议，全面进行了动员部署；制定了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实施方案、工作规程、质量评价体系、验收办法、档案管理办法和

成果转化规划等文件；编写了《地名普查指导手册》、《地名普查百问解答》、《地名普查

案例汇编》《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等培训教材，举办了 27 期国家地

名普查示范培训班，地方各级地名普查机构相应举办了多期普查专题培训班；开展了地

名文化保护和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跨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普查、地名地址库试点示范

创建等专项工作。部署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图录典志编纂工作。开通了国家

地名普查网和国家地名普查官方微信平台，设计了普查标志和宣传口号，制作了地名普

查宣传片和海报,组织开展了“地名普查新媒体宣传月”“寻找最美地名故事”等系列活动广

泛开展了普查宣传。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全国所有普查县（市、区）完成外

业调查和内业整理任务，共调查地名 2000 多万条。 

二、推进地名文化建设 

2012 年以来，中国加大地名文化建设力度，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

意见、《地名文化遗产鉴定》行业标准以及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召开

全国地名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对地名文化建设工作进行总体部署。重点任务是地名文化

遗产保护，组织好千年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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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 类地名文化遗产

的认定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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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地名文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2014 年以来，中国民政部联合光明日报、

摄影家协会等媒体，先后开展了“携手腾飞”全国省界地名文化图片征集、“一带一路”地

名文化摄影展、“地名的故事·那些历史那些乡愁”系列报道、“地名情中国梦”全国地名普

查视频（微电影）征集、“寻找最美地名”和“寻找最美地名故事”网络征集等活动，组织

开展全国地名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和全国地名文化理论征文活动，并编印了地名文化理论

文集。组织制作了《中国地名》《神州地名》宣传片和《中国地名文化》多媒体宣传册

等地名文化产品，有效宣传了地名文化。 

三、深化地名公共服务 

中国深入推进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建设，完善地名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制定《海底地

名命名》（GB29432-2012）《南极地名 第 1 部分：通名》（GB/T29633.1-2013）《南极

地名 第 2 部分：分类与代码》（GB/T29633.2-2013）等标准规范。进一步规范地名命

名更名，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推广标准地名。继续推进地名标志设置工作，城乡地名标志

体系更加健全。开展智慧地名导向系统研究，形成可行性报告，中国福建省、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等地开展了二维码地名标志设置，充分发挥地名标志的导向作用。继续开展地

名规划工作，编印了《全国优秀地名规划选编》，全国大多数城市编制了地名规划。开

展全国地名地址库试点示范创建工作，确定 39 个市（县）为试点地区，推进地名地址

管理创新。 

四、海域和月球地名 

2010 年，中国成立了海底地名分委会，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国海底地名工作的组织

管理、海底地名工作技术标准的制定、提案的审查报批和对外发布，以及国际交流合作

等。近年来，积极跟踪国际海底地名工作进展，借鉴其他国家开展海底地名命名的经验，

开展了通名和专名命名规则研究，经 SCUFN 授权，在国内翻译出版了中英文版《海底

地名标准》（B-6），规范了地名提案流程和提案制作技术要求。建立了海底地名数据

库，开发了海底地名数据管理系统，可对已有海底地名进行多种灵活方式的查询可为中

国开展海底地名研究的人员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建立了中国海底地名网站

（www.CCUFN.org.cn），发布了《中国大洋海底地理实体名录（2016）》，收录了太

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海底地名共 230 个。中国积极参与 GEBCO 及 SCUFN 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从 2010 年起，连续派员参加了 SCFUN 会议，并于 2011 年在北京成功

承办了第 24 次 SCUFN 会议。截止 2016 年 10 月，中国提交 SCUFN 审议通过的海底

地名已达 72 个。海底地名命名工作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月球地名命名方面，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 2015 年批准了中国的“广寒宫”、“紫微”、“天市”、“太微”4个月球地理实体命

名。  

五、地名出版物 

编辑出版了《中国地名故事精选》、《少数民族语地名概论》、《外语地名汉字译名互

查手册》、《国际海底地名研究资料编译》、《南极地理实体通名术语词典》、《南极洲中国

地名图册》等图书；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编辑出版了《“一带一路”百问百答》、《“一带

一路”历史地名考略》、《一带一路列国志》等图书，发掘并记录“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地名

文化；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70 周年，出版了《印·记：二战重要地名录》，收录二

战涉及的 120 个重要地名及其发生的重要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