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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2025 年届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10 

其他地名问题 

  关于地名标准化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范例 

  摘要** 

 为使政府各机构应对地名标准化的复杂挑战，同时保护文化遗产和土著权

利，已制定两个互补的立法框架。这些综合方法为技术标准化和文化保护建立

了强有力的机制，为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管辖区提供了循证且考虑到文化的模式。 

 这些框架的基石是其治理结构，在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可以通过单一的独立

国家地名管理机构来实施，在联邦制国家中可以通过相互协调的联邦和州地名

管理机构来实施。这两种模式都有专门的资金和技术基础设施，实行双重监督

制度，将技术专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与文化咨询委员会相结合。这确保了土著

和少数族裔群体的代表性，保证标准化决定既体现科学的严谨性，又体现文化

的敏感性，无论政府结构如何。 

 在技术层面，这两个框架都要求通过对科学证据和传统知识给予同等重视

的严格研究规程，从而实现循证标准化。立法要求建立综合的数字数据库系统，

以便进行复杂的分析，同时保持严格的文件编制标准。在联邦制国家中，这是

通过协调联邦与州的技术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而中央集权制国家则维护一个统

一的国家数据库。这些技术要求确保了互操作性和数据保存，促进了地名研究

方面的国内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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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框架都特别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为土著地名和少数民族语言地名确

立了平等的法律地位。此外，还对命名决定进行强制性文化影响评估，并将传

统地名作为活的遗产加以明确保护。除了这些条款，还要求土著命名决定得到

明确同意，给予传统知识体系受保护地位，以及根据当地情况和政府结构调整

实施机制。 

 这两种模式的实施都遵循结构化的五年计划，并有专门的资金流支持核心

业务和特别文化项目。这些框架包括全面的专业发展方案，确保技术人员保持

地名工作的科学和文化方面的专门知识。此外还有知识转让协议和定期审查程

序，以确保长期可持续性。通过定期监测和评估要求、明确的执行机制和透明

的上诉程序来保证质量。国际层面的问题通过符合全球最佳做法的强制性研究

共享协议和技术合作框架来解决，无论是由中央管理还是在联邦一级进行管理。 

 这些立法模式满足了当前社会对地名标准化的要求，为寻求在保护文化遗

产的同时实现地名做法现代化的管辖区提供了蓝图。它们创新性地将传统知识

与现代技术标准相结合，为二十一世纪平衡和可持续的地名管理提供了框架。 

  有关决议 

• 关于国家标准化的第 I/4 号决议 

• 关于根据当地使用情况进行国家标准化第 VII/5 号决议 

• 关于提倡少数族裔地名和土著地名的第 VIII/1 号决议 

• 关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名的第 IX/4 号决议 

• 关于提倡记录和使用土著地名、少数族裔地名和区域语系地名的第 IX/5 

号决议 

• 关于确定和评价地名作为文化遗产的标准的第 X/3 号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