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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标志作为重要基础设施，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便利群众生活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地名标志的应用

形态不断革新，数字地名标志应运而生。自 2015 年起，中国积极开展数字地

名标志研究，推进部署与创新应用。在实现智能导向与信息服务的基础上，

数字地名标志已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社区服务、文化旅游、智慧城市、乡村

振兴等多个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为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建设背景 

中国于 2014 年起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在 2015 年发布的《第

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规划（2015－2020 年）》中明确提出“应用电子信

息新技术开发具有电子定位和物联网功能的新型地名标志”，2022 年中国修订

了《地名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加强地名标志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推动了

地名服务与数字化技术融合。 

多年来，各地陆续开展了新型地名标志设置探索，从二维码地名标志到

带有芯片和感应装置的地名标志，再到基于 AR 技术的地名标志，数字地名标

志新形态不断迭代升级。 

二、已开展的工作 

（一）进行数字地名标志研究 

中国贯彻联合国地名专家组《2021-2029 年战略计划和工作方案》，以推

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开展数字地名标志研究。依托物联网、互联网+、云平

台等技术，将地名标志与其周边相关时空信息进行数字化交互整合，形成数

字环境下可提供交互服务的数字地名标志，成为智慧城市和新农村建设公共

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通过数字地名标

志，提供精准定位、智能导向、信息交互等功能，形成地名地址管理、社区

治理、儿童关爱、养老服务、社会救助、自然灾害疏导等多业务融合发展的

智慧化服务体系。目前，主要设计了三种数字地名标志，利用二维码、蓝

牙、触摸屏等信息技术提供交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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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其中一种数字地名标志设计图 

这些数字地名标志通过触摸屏、传感器和应用终端（电脑、手机、手环

或眼镜等穿戴式设备），通过云端软件智能系统开展交互。 

图 2：使用手机 APP 实现数字地名标志交互 

 

 （二）开展数字地名标志试点 

  2017 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启动了数字地名标志设置试点工作，设置

了 47 块数字地名标志，通过二维码、各类传感器与移动终端互联，通过数字

地名标志系统提供地名、文化、交通、旅游等各项信息与导向等交互式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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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秦皇岛市数字地名标志及其信息系统 

此后，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推进数字地名标志升级换代。2024

年，在山东省阳信县开展了数字地名标志应用试点，将数字地名标志与社

区、产业园区等应用场景结合，部署基于 AR 技术的数字地名标志，提供更加

丰富的地名和文化信息服务。 

图 4：阳信县试点数字地名标志 

 （三）推进数字地名标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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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试点，持续推进数字地名标志推广应用。自 2017 年以来，福建、河

南、甘肃、河北、重庆、广东等省、市广泛启动了二维码楼门牌设置工作。

目前，全国共有 28 个省（市）458 个县（区）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数字地名标

志设置工作，设置数字门楼牌 6863 万块，数字街路巷地名标志 47.5 万块。 

这些数字地名标志为群众提供了各类便捷服务，群众可以通过数字地名

标志接入证件办理、报警求助、日常缴费等各类服务。目前，中国大部分省

市都开展了二维码地名标志的设置工作，数字地名标志实现了与社会治理、

便民服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有机结合。 

图 5：中国的二维码楼门牌 

三、工作目标 

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进数字地名标志的技术升级和推广应用。 

一是拓展服务范围。在以数字地名标志提供基本地名信息、导向服务的

基础上，逐步与社区服务、居家养老、乡村旅游、城市智能导航定位等应用

相结合，为居民提供更为丰富、便捷的普惠性服务。 

二是制定技术标准。为促进数据共享和安全、提升服务效能，将推进相

关技术标准的制定，进一步规范数字地名标志的设置。 

三是创建服务平台。推进构建统一的数字地名标志公益服务平台，形成

规模效应，降低部署成本，提升使用效能，让数字地名标志高质量服务经济

和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