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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三届会议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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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主要成效

如下： 

一、地名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地名是社会基本公共信息，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2022 年中国政府修订《地名管理条例》，对地名管理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为贯彻落实

《地名管理条例》，健全完善地名管理制度体系，中国民政部在总结实践经验、充分研究论证、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地名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地名

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共 26 条，主要对地名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监督管理等作出规定，并

对有关概念进行了解释说明，是对《地名管理条例》的细化和补充，突出了针对性、适用性、可

操作性，为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服务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地名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的宣贯工作，推送普法短信，刊发解读文章，加强宣传解读。 

为加强地名监督管理，贯彻落实《地名管理条例》对规范标准地名备案公告工作的要求，中

国民政部制定了《地名备案公告管理办法（试行）》，于 2023 年 5 月实施。该办法共 15 条，从备

案的主体和途径、审查的内容和结论、公告的内容和时限等方面对地名备案公告工作进行了规

定，是加强地名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地名备案、公告已成为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地

名的重要抓手。 

中国民航、气象等部门配套制度规范的相继出台，为推进新时代地名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同时，地名文化保护有关制度文件、地名用字读音审定规范以及地名分类、地名标

志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不断推进，中国地名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二、地名信息服务不断深化 

贯彻落实《地名管理条例》关于“国务院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建立国家地名信息库，公布

标准地名等信息”的规定要求，持续健全完善国家地名信息库功能，深入推进地名信息服务。一

是拓展地名收录范围。推进国家地名信息库迭代升级，拓展收录外国地名、海底地名、极地地

名、月球地名等。目前，国家地名信息库已收录各类地名 1400 余万条。二是提升地名数据质量。

开展国家地名信息库质量建设行动，全面审核提升 1200 余万条地名及其属性信息质量，有效增补

60 余万条村、社区数据。制定出台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维护评价指标与群众意见建议办理规则，

对信息库收录的地名信息数据质量持续开展抽查评估，推动地名信息常态化更新维护。三是优化

完善系统功能。建立地名信息分级分类管理机制，推动国家地名信息库从“年版制”转变为“日

更新”。设计开发地名备案公告业务模块，共备案公告 1.4 万批次、发布 40.5 万条标准地名。增

加标准地名图录典志、地名论稿、地名故事、地名用字、视频展播等栏目，提升了国家地名信息

库服务效能。四是推进数据共享应用。将标准地名信息、地名变更审核信息纳入数据共享清单，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地名公共服务。加强数据资源共享，有效支撑新闻

宣传、社会治理、科学研究等领域工作。帮助互联网地图服务平台规范标注上图乡村地名 900 余

万条，有效助力乡村地区出行导航、快递进村、山货出城，便利群众生产生活。 

三、地名文化保护持续推进 

为贯彻落实《地名管理条例》对地名文化保护的要求，加强地名文化传承，宣传中华优秀地

名文化，中国民政部联合央视频制作《中国地名故事》系列地名文化短视频，以互联网为传播媒

介，从地名规范管理和地名文化保护传承角度，向社会公众宣传地名文化和地名知识，让观众从

地名故事里感知中华文化。《中国地名故事》系列短视频共 70 期，体现出以下亮点： 

一是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规律，注重发掘每个地名故事里的大众兴趣点，从地名背后的

历史和文化里寻求“共鸣”，力求引发互联网受众的自发式传播。二是视频内容注重“文化性”和

“知识性”，使观众从地名知识、历史传承等多角度、多维度获得文化认同感。三是强调视频内容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组建专家团队，负责短视频制作播出专业知识技术保障。四是视频制作时根

据不同地名案例内容和素材特点，尝试使用不同风格和呈现形态的多种画面呈现手法，获得了很

好的画面呈现效果。 

上述工作积极支持联合国地名专家组《2021-2029 年战略计划和工作方案》关于地名标准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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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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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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