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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二届会议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地名管理法治化、标准化、信

息化和地名文化建设，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成效如下： 

一、修订出台地名管理法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名管理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为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国际交往的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文化，中国政府对 1986 年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条例于 2022 年 5

月 1 日施行，共分 7 章 44 条，对地名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监督检查、法律责任

等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为推进新时代地名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新修订的条例主要有以下亮点：一是明确管理原则。条例明确了地名管理应当遵循的四

项总原则；规定地名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应当反映当地

地理、历史和文化特征，尊重当地群众意愿，方便生产生活。二是健全体制机制。条例规定

建立地名统一监督管理、分级分类负责制度和建立健全地名管理工作协调机制，规定了地名

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三是加强命名更名管理。条例完善了地名命名更名规

则和批准程序，明确地名命名更名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及开展综合评估、专家论证、征求意

见等要求，建立地名备案、公告制度。四是规范地名使用。贯彻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

地名单一罗马化的决议，条例重申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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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明确中国民政部统一建立国家地名信息库，公布标准地名等信息，要求建立健全地名信

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规定地名的使用应当标准、规范，并明确了标准地名的使用范围。五

是强化文化保护。贯彻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议，条例设

立地名文化保护专章，规定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规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明确建立地名保护

名录等要求。六是加强监督管理。条例明确了监督检查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规定了违规

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保障条例规定有效落实。 

条例出台后，做好宣传贯彻工作。制发标语、海报等宣传品，举办有奖答题，制作短视

频，举办培训班，开展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通过手机短信、电视广告、

地铁宣传等加强公益宣传。注重宣介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和地名标准化会议有关情况。通过宣

传工作，社会各界加深了对条例精神的理解和对地名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二、推进地名标准化建设 

中国以标准作为重要技术手段，紧密围绕地名事业发展需要，加强标准基础研究、制定

修订、宣传贯彻、组织实施、机构建设等，地名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地名标准化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 

2021 年，中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换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研究制定

了《“十四五”地名标准化建设发展规划（2021-2025）》，对未来中国地名标准化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促进和保障了地名标准化工作的有序开展。2022 年 7 月，中国民政部修订出台

了《民政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从制度层面对地名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立项、制定、

审查、报批、宣贯等环节提出具体要求，规范和优化了工作流程。 

2021 年以来，中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了 1 项国家标准和 1 项行业标准立

项申报工作，5 项国家标准和 1 项行业标准申报立项后评审工作，对 2 项国家标准送审稿进

行了审查及报批，向社会公开征求 6 项国家标准意见。同时，围绕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

和新时代地名管理服务实际需要，聚焦地名管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地名拼写译写、地名

信息化建设、地名标志质量巡检等工作，不断完善地名标准体系。尤其重视国家标准《地名 标

志》的宣贯和实施工作，出版《地名标志标准汇编》，提供标准在线查询，及时收集汇总地

名标志产品使用中的反馈信息，重点追踪标准使用情况，确保标准实施效果。 

三、优化升级国家地名信息库 

中国民政部陆续编纂出版了一批标准地名图集、地名录、地名词典、地名志等公共服务

产品，持续推进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动态更新维护，不断优化完善系统功能，积极推动标准

地名信息共享应用，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自然资源、新闻宣传、出行导航、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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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领域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地名信息服务。利用乡村地名数据，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和美丽乡

村建设，深入推进乡村地名信息服务提升行动，指导互联网地图服务企业准确规范标注群众

自治组织、农村居民点信息，互联网地图新增乡村地名达 670 万条，实现互联网地图服务平

台乡村地名全覆盖。新增地名累积点击查询量超 50 亿人次，使全国 200 余万个乡村、超 2

亿人受益，有力促进了乡村地区出行导航、快递进村、山货进城，填补了乡村地名服务短板。

在全国 70 个县（市、区、旗）试点开展“深化乡村地名服务 点亮美好家园”活动，加强乡

村地区地名命名设标、乡村地名采集上图、乡村特色资源宣传推广、乡村地名信息服务应用，

正在探索乡村地名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四、制播《中国地名大会》第三季 

中国民政部和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播出《中国地名大会》第三季。第三季节

目共 12期，于 2022年 12 月 17日起，每周六、周日连续两期，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

播出，累计触达观众 3 亿人次，视频全网播放量 1 亿次，在同时段专题类文化综艺节目收视

率排名第一。 

第三季节目延续“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的主旨，在对地名文化的深入挖掘和

地名知识的全面覆盖基础上，揭示地名命名更名规律、解读地名文化内涵、讲述历史发展变

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地名文化。一是聚焦文化传承，展现时代画卷。节目创新推出“跟着

地名游中国”“地名秘镜”“舆图看地名”等题型，通过“地名+”的思路更深层次探寻文

化渊源，呈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二是聚焦家国情怀，传递时代精神。节目围

绕“高铁技术”“中欧班列”等 12 个主题，通过特别出题人介绍个人经历，以发生在新时代

奋斗者身上的典型故事为载体，为地名赋予时代新意，展现了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人文情感

和国家精神。三是聚焦历史变迁，讲述时代故事。节目通过一道道题目、一幅幅画面探究地

名的由来、演变，生动呈现了中华儿女一脉相承的精神，诠释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秘诀。

四是聚焦守正创新，守护时代记忆。节目以兼具趣味性、竞技性、文化性的答题形式，深度

挖掘地名背后的文化基因，使社会公众生动感受到不同地名背后的历史变迁、人文底蕴、当

代风貌，展示了中华优秀地名文化的深厚底蕴。 

第三季节目还通过解读地名命名方法、地名拼写规范、地名使用要求等，宣传普及地名

法规和地名标准化知识。同时，宣介中国各地独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地理标志产品、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带动当地文化旅游和特色产品发展。 

上述工作积极支持《2021-2029 年战略计划和工作方案》关于地名标准化立法、地名数

据管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高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知名度等战略，服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现。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进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贯彻落实，进一步健全地

名法规制度体系，推进地名标准化建设，完善国家地名信息库，加强地名文化保护弘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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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地名管理服务水平，更好发挥地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