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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7 (a)  

地名的国家和国际标准化 

 

 

 

中国完成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中国分部提交 

   内容提要：中国于 2014 年 7月至 2018年 6 月期间开展第

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通过建设普查队伍、加强质量管理、举

办培训及开展宣传工作，现已按时全面完成普查任务，取得

丰硕成果。 

 

2014 年 1 月中国政府部署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以

来，各级普查机构科学谋划、统筹安排，全体普查工作人员

高标准实施，全面完成了普查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普查成效 

全国共采集地名 1300多万条，修测标绘地名图 2.4 万多

幅，普查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1.2 万多条，对有地无名

的地理实体进行了命名，对近 8 万条不规范地名进行了标准

化处理，进一步提高了地名标准化水平。新设更新地名标志

68 万多块，创新设置带有“二维码、智能芯片”的新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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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为社会提供更加便捷的地名标志导向服务，城乡地名

标志体系进一步健全。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地名信

息库，完成普查成果数据入库和图形整饰，建成了标准统一、

内容全面、覆盖全国的国家地名信息库以及界线界桩、地名

标志、地名多媒体、历史地名等专题数据库。开发了地名信

息政务管理平台和社会服务平台，广泛开展电子地图、导航

等多种形式的地名服务，地名信息化管理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编纂出版了一批标准地名图、录、典、志等工具书和地名文

化图书，《中国地名系列丛书》（共 7 册）《福建省政区图》

《广西地名词典》等一批特色地名图书已经出版，形成了 100

多项关于地名普查、管理、服务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专题理

论研究成果。地名普查成果在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经验做法    

中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是一次重要国情调查，时间跨

度长，工作任务重，技术难度大，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

色有效的经验做法。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强化协同配合。中国政府成立了由

25 个部委组成的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各省、市、县均成立了

相应机构。先后组织召开地名普查启动部署会、经验交流会、

工作推进会等 12次全国会议，各成员单位同心协力、紧密配

合，共同推动普查实施和保障工作。地方各级普查机构强化

联系沟通、加强资源共享，协同推进各项任务落实。社会公

众广泛关注关心、支持参与地名普查，积极主动献策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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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形成了“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

的良好氛围。 

二是健全制度规范，加强质量管理。注重顶层设计，先

后制定了地名普查实施方案、工作规程、资金管理、质量管

理、督查、监理、保密管理、成果验收、档案管理等 20项制

度规范，各省（区、市）制定相应的配套文件 200 多个，形

成了一整套系统严密、运行有效的普查制度规范体系。研发

了地名普查质量管理和验收、入库检查系统，组织专业机构

对 300 多个市、县、区开展现场监理和质量评定，对各地的

普查数据进行全面审核、抽查复验和入库检查，及时修改完

善，各地开展督查、监理、检查、验收一万多轮次，有力保

证了普查成果质量。 

三是抓好指导培训，提高业务能力。组建了 80多万人的

普查队伍，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编印了培训教材，先后

举办 30期全国培训班，各地累计开展培训 3万多场次，培训

普查人员 350 多万人次，有效提升了普查队伍工作能力。通

过编写工作手册、编发简报通报、建立网络交流群、召开交

流会、派员实地指导等多种方式，加强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普查人员深入城乡社区、村庄搞调查，亲赴沙漠、高山等偏

远地区搞勘测，熬夜加班考证信息、标绘地图，不畏严寒烈

日，不怕山高路远，用辛勤和汗水记录下每一个地名，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地名普查精

神，确保了普查任务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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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广泛开展宣传、夯实普查保障。安排普查资金 60 多

亿元，配置 GPS、相机、服务器等专业设备 5万余套，为顺利

开展普查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保障。搭建了专题网站，发布了

普查标志和宣传口号，举办了最美地名评选、“地名情·中

国梦”短视频征集等 10多项全国性宣传活动，各地累计举办

宣传活动 13 万余场次，营造了良好普查氛围。 

三、下步打算 

    下一步，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地名管理、服务和文化

建设，深入实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规划

（2015-2020 年）》，加快编纂出版标准地名图、录、典、

志以及地名文化图书，加强信息共享，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完善国家地名信息库，

以农村地区为重点加强城乡地名标志设置与管理，全面提高

地名工作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充分挖掘普查形成

的地名文化资料，建立中国地名文化资源库，分级分类分批

建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形成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进

一步深化地名文化理论研究，加强地名文化宣传，促进中华

地名文化繁荣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