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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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国内标准化 

 

 

中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中国分部提交 

 

 

内容提要：为了摸清全国范围内地名底数详情，推进地名信息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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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名基本情况，采集

相关属性信息，规范地理实体名称，设置地名标志，编纂地名出版物，开展地名信息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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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范围为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外其他所有中国陆地国土。分

三个阶段实施，2014 年 7 月至 12 月进行普查准备，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实施

普查，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进行成果转化。 

一、地名普查的主要任务 

调查地名基本情况，包括行政区域，非行政区域，居民点，纪念地、旅游景点，陆

地水系，陆地地形等 11 大类地名的相关属性信息。规范地理实体名称，对有地无名的

有地名作用的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对不规范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解决一地多名、地名

重名、地名用字不规范、含义不健康等问题。根据实际需要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置地名

标志。利用地名普查成果，编纂出版地名图、录、典、志等出版物，建立、完善各级国

家地名和区划数据库，开展地名信息化服务，开发研制地名信息化服务产品。建立地名

普查档案，实现地名普查档案的数字化管理。 

二、实施普查的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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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搜集整理地名及相关资料。包括历年地名命名更名文件和资料、地名志、地

名录、地名词典、地图、地方志、文史资料及有关古籍等；党政机关和各专业部门相关

普查资料与数据；基础地理数据与遥感影像数据等。 

（二）编写地名调查目录。以工作图图载地名信息为基础，结合收集到的相关地图、

资料，编写地名调查目录，标注所收集信息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并造册登记。  

（三）预填地名登记表。根据地名调查目录，整理、查阅和考证相关资料，预填地

名登记表。 

（四）开展地名调查。采取政府部门协作分类调取资料，发放调查表，分片调查收

集，召集当地群众座谈，走访知情人，现场踏勘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采集地名信息，

标注工作草图。 

（五）整理地名登记表。根据外业调查核实采集的信息，进行资料的梳理、考证、

核定等内业工作，并对地名登记表进行整理、修改和完善。对暂不能到实地调查的地名，

应进行室内资料收集整理，进一步核实、充实地名登记表。 

（六）地理实体及地名标志位置测量。地理实体、地名标志的地理坐标，在普查工

作用图上能准确判定位置的，可采用图解法确定坐标。在普查工作用图上不能准确判定

位置的，应到实地测量。图解法测量，首先在普查工作用图上确定地理实体或地名标志

的点位，然后量取该点位的地理坐标，图解坐标精度表示到秒。实地测量，首先在实地

确定点位，再采用适合的卫星导航系统确定地理坐标，在保证位置相对准确的前提下，

测量误差小于 20 米。 

（七）地名语音采集。标准地名的发音，应制作语音文件存入国家地名和区划数据

库。语音文件可采用合成音或人工发音两种形式。合成音可由国家地名和区划数据库自

动报读，报读与实际发音不一致的（如多音字、生僻字等），应录制人工发音文件。

 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原生读音、地方的地名专用字和方言读音，应在实地录制，确保

清晰准确，制作语言文件存入国家地名和区划数据库。 

（八）数据整理与入库。在计算机上对实地采集的文字、照片、录像、录音等进行

检查、整理、编撰，并导入国家地名和区划数据库。 

三、地名的标准化处理 

（一）地名审定。对普查入库的地名，要结合历史资料、现势资料，核对、分析、

论证外业调查成果，依照地名管理有关法规、规定，进行审定。跨省级行政区域界线地

理实体名称，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表述不一致时，要充分协商确定。协商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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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国务院地名普查领导小组核定标准名称，并按国家地名管理有关法规中规定的审

批权限和程序办理。 

（二）地名的命名、更名。对有地无名且有地名作用的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对一地

多名、一名多写或在一定范围内重名的地理实体须确定一个标准名称。地名命名、更名

的原则、审批权限和程序，根据国家地名管理有关法规办理。 

（三）地名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

案》作为统一规范。汉语地名按 1984 年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

测绘局联合颁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汉语地名部分)》拼写；蒙、维、

藏语地名以及惯用蒙、维、藏语书写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按国家测绘总局、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联合修订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拼写；其他少数民族

语地名，原则上以汉译名称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汉语地名部分)》拼写。 

（四）少数民族语地名译写。少数民族语地名，在各自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

按其标准（通用）语音，依据汉语普通话读音进行汉字译写，对约定俗成的汉字译名，

一般不更改；多民族聚居区的地名，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称谓并无惯用汉语名称时，经

当地地名管理部门征得有关少数民族的意见后，选择当地适用范围较广的某一种语种称

谓进行汉字译写；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应尽可能采用常用字，避免使用多音、

贬义和容易产生歧义的字词。 

（五）地名审音定字。对带有区域性或有特殊文化含义的地名专用字和地名专读音，

说明来历、含义及读音缘由，按照现行的有关规定，进行审音定字。 

四、已取得的主要成效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全国所有普查县（市、区）已经完成外业调查和内

业整理任务，共调查地名 2000 余万条。开展的跨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普查工作，完成

第一批陆地地形类跨省界地名普查，形成了 1000 多万字文字成果和 2 万多幅专题图。

全面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图录典志编纂工作，各省（区、市）也已展开本地

区标准地名图录典志的编纂工作。国家级区划地名数据库软件研发已经完成，国家地名

信息政务管理及社会服务平台正在加紧建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