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设置
与特色分析

刘　艳①

摘　要　条目是构成年鉴最基础的单元，条目的设置方式直接决定年鉴内容的呈现
效果。年鉴编纂过程中，如何平衡年鉴条目类型、把握条目选材、调整条目编排，是

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亟需优秀范本进行示范分析。《长沙年鉴（２０２０）》
作为中国精品年鉴，其条目设置具有科学性、指导性，能够为其他地区综合年鉴的编

纂起到参考作用。通过研究《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设置，分析其条目使用兼具稳定
性和动态性、条目选材兼具丰富性与特色性、条目编排兼具易检性及实用性的先进

做法，从而为年鉴编纂人员提供借鉴，让年鉴得以在实践中优化条目，实现内容科学

合理、丰富实用，不断提高年鉴的质量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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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系统地记述某个行政区域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有关内容

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内容涵盖丰富多样。① 其中，地方综合年鉴结构一般分为部类、类目、

分目、条目几个层次，有的年鉴会取消部类这一层次，有的还会在分目下设置次分目。在该

层次结构中，条目是最小的层次，也是地方综合年鉴中最基本的内容呈现单元，相当于整部

年鉴的细胞。通过《长沙年鉴（２０２０）》②条目的使用类型、选材及编排设置的分析，总结提炼
其中的典型经验做法，有助于提升年鉴编纂人员条目的编写能力，从而提高年鉴编纂质量。

一、《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使用兼具稳定性和动态性

（一）《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类型
条目有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动态性条目和稳定性条目、外向性条目和内向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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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分，其中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是年鉴界普遍认可的条目分类，能够体现条目的本

质属性，而且条目分类外延和内涵划分清晰，容易归类。

综合性条目又可以分为概况条目和综合记事条目。概况条目指地方综合年鉴中承担

反映相应领域全面情况的任务，综合概括一个部门、行业的基本面貌情况。① 如《长沙年

鉴（２０２０）》“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农业”“金融”“旅游”“开发区”“湖南湘江新区”“长
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科学技术”“教育”类目“综述”分目下设“概况”条目，首先就给

读者以概括性总结该类目的年度情况；“商贸服务业”类目“会展业”“群众团体长沙市科

学技术协会”分目下设“概况”条目，更加具体的概括某个行业、部门的内容。综合记事条

目是展现某一个部门、行业、领域和某一级行政区域的某一侧面情况。② 如《长沙年鉴

（２０２０）》“招商引资”分目下设“产业链招商”“招商活动”条目，“生态建设”分目下设“耕
地保护”“国土生态修复”“水质治理”等条目。此类条目是《长沙年鉴（２０２０）》的主体条
目，记叙各部门基本业务、各行业基本工作的内容，通常每年都要记载，以保持年鉴资料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单一性条目是记述年度特定事物的条目，单独记述某一具体事物。比如，“文化”类目

“艺术创作与展示”分目下设“第七届‘艺术长沙’双年展”条目，“卫生健康”类目“医疗机

构”分目下设‘健康长沙’建设ＰＰＰ项目协议签约仪式”条目。此类条目侧重于在“点”上
发生的事情，因此多记载新事、特事、亮点事物，在年鉴内容中起到更新、动态变化的作用。

（二）《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政治部类条目设置
笔者以《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政治部类为例，对《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分类使用情况进

行分析。

表１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政治部类条目分类使用情况

序号 类目 分目

条目

总计
概况条目／
占比

综合记事

条目／占比
单一性

条目／占比

１ 中国共产党长沙市委员会 １４ ９５ ３／３％ ６８／７２％ ２４／２５％
２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 ５ ２２ ３／１４％ １１／５０％ ８／３６％
３ 长沙市人民政府 ７ ２６ ２／８％ １８／６９％ ６／２３％
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 ６ １７ ２／１２％ １１／６５％ ４／２３％
５ 中共长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长沙市监察委员会 ４ ２５ １／４％ ６／２４％ １８／７２％
６ 民主党派·工商联 ８ ５２ ８／１５％ ３６／７０％ ８／１５％
７ 群众团体 ９ ９７ ９／９％ ３９／４０％ ４９／５１％
８ 法治 ８ ６７ ８／１２％ ３９／５８％ ２０／３０％
９ 军事 ３ ２０ ３／１５％ １２／６０％ ５／２５％
合计 ６４ ４２１ ３９／９％ ２４０／５７％ １４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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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表１可知，《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在政治部类的条目分类使用上，概况条目占比最
少，为９％；综合记事条目占比最大，为５７％；单一性条目占比居中，为３４％。

通过对《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政治部类的条目分类使用占比和记叙内容分析可知，概况
条目的占比为９％，只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群众团体”“法治”“军事”４个类目下的分
目设置“概况”条目。其中，“中国共产党长沙市委员会”“长沙市人民政府”类目“概况”条

目占比较少，但又由于这２个类目下涵盖多个不同部门、不同事务的分目，在这些分目下
都设置“概况”条目更有利于读者快速获取长沙市委、市政府下属各部门执政的全貌，所以

这部分内容的每个分目应该普遍设置“概况”条目。

综合记事条目占比为５７％，是各分目的主要构成部分。除“中共长沙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 长沙市监察委员会”“群众团体”类目下分目占比较少外，其他分目的综合记事条目占

比均在５０％以上，占比中位数为６０％。可以看出，《长沙年鉴（２０２０）》以综合记事条目为
条目设置的主体，而且条目内容设置较为稳定，能够客观、充分地反映所涉及的部门业务、

行业工作开展情况，为读者提供丰富的信息。

单一性条目占比为３４％。其中，“中共长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长沙市监察委员会”类
目下单一性条目占比最高，为７２％。包括“中国共产党长沙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８条措
施出台”“中央扫黑除恶小组到长沙实地督导”“长沙市首个廉洁文化示范点———秧田耕

读文化园挂牌”等内容，突出２０１９年长沙市纪检监察工作的革新和亮点。“民主党派·工
商联”类目下的单一性条目占比最低，为１５％。具体为“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市委员会”“中
国致公党长沙市委员会”“九三学社长沙市委员会”“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分目

下设置，从参政议政、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介绍民主党派的情况。“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长沙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长沙市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长

沙市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沙市委员会”分目下没有设置单一性条目。① 整体来看，

缺乏展现年度工作亮点的单一性条目，使得民主党派部分的内容显得单薄，不能较好地展

现民主党派的活力及其工作的丰富性。笔者认为，可以抽取综合性条目中具有特色的内

容，再进行材料增补，形成单一性条目。例如，“中国民主促进会长沙市委员会”分目“社会

服务”条目提到的“将‘阅读·梦飞翔’项目先进的理念和模式引进望城区内４所学校”，
“中国致公党长沙市委员会”分目“侨海工作”条目提到的“‘致公万里行’活动延伸至俄罗

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１０余个国家和地区”等具有社会价值、存史价值的内容，②均可以
参照“群众团体”类目“长沙市总工会”分目下设置“长沙市２０１９年‘十行状元·百优工匠’
技能竞赛活动”条目，此类单一性条目可以很好地展示长沙市执政的创新点和亮点。

（三）小结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在条目的分类使用上以综合记事条目为主，在编排上以稳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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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为重，形成较为固定的条目内容，易于反映某部门、行业在２０１９年度某一侧面的重
要情况，能够让读者纵向对比往年的年鉴数据，也使得条目内容具有深度和广度。此外，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为了凸显年度特色和地域特色，均衡使用单一性条目。不足之处在
于，概况条目使用占比较小，不能覆盖大部分分目，对各行业、部门上年度的宏观概述不

足，不便读者一览全貌。

概况条目、综合记事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的综合使用，关系到年鉴信息量的收储、内容

的呈现和特色化表达，３类条目的设置应以综合性条目特别是综合记事条目为主，统筹兼
顾单一性条目，做到面与点的结合，反映事物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① 因此，综合记

事条目在年鉴条目设置中的占比应在５０％ ～７０％左右，单一性条目的占比应在３０％ ～
５０％左右，这样既能保持年鉴记载的部门、行业的主体业务和主要工作的年度系统性、稳
定性和可比性，使其反映连续不断发展的地区情况，又能够展示各年度该地区涌现的大

事、新事、特事，实现年鉴的立体化表达。

二、《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选材兼具丰富性与特色性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通过收集翔实的资料，详细编排条目，使年鉴资料内容充实且具
有实用价值，充分展现了２０１９年长沙市社会、经济、生态、民生的各项情况，有利于发挥年
鉴的服务功能，为读者提供资料支持。

（一）条目选材丰富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主题涵盖丰富，有选择地采编资料，应收尽收，做到行业或部
门内容的全面反映，实现基本资料和基本情况的连续记录。例如，“城乡建设”类目“城市

建设”分目“公共交通”次分目下设置“公交都市建设”“城市公交”“城市出租汽车”“城市

网约出租车”“城市地铁运营”“城市磁浮运营”“轨道交通建设”“地铁经营开发”等条目，

涵盖公共交通的不同服务及建设内容。② 此外，《长沙年鉴（２０２０）》通过条目的设置有效
地展示行业、部门的发展变化情况。例如，“工业·建筑业”类目“烟花爆竹业”分目下条

目设置可以充分地反映浏阳市（长沙市所辖县级市）的烟花爆竹业的发展变化轨迹和浏阳

市关于这一产业的施政方针。③

通过对比《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和《长沙年鉴（２０１９）》的相关内容动态性条目和稳定性
条目的变化，可以得知烟花爆竹业是浏阳市的传统品牌产业，浏阳市十分重视烟花爆竹业

的发展。浏阳市通过发布政策、实施科技创新等方面推动烟花爆竹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文

化创意、市场开拓、政府扶持等方面支持烟花爆竹业扩大规模。在２０２０卷增设“《浏阳市
推动花炮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实施”“浏阳花炮传统小型产品团体标准发布”“第三届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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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花炮”“‘技艺匠人’评选活动”等条目，展示浏阳市关于烟花爆竹业的发展思路，在烟花

爆竹业契合高新技术、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注重对传统艺人和产品的保

护，使传统产业走向现代化而作出的努力。

表２　《长沙年鉴》２０１９年卷、２０２０年卷“工业·建筑业”类目“烟花爆竹业”分目下条目比较

年鉴名称 《长沙年鉴（２０１９）》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

条目
概况 概况

政策调控 政策调控

条目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

质量建设 质量建设

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

市场开拓 市场开拓

传统小产品保护 传统小产品扶持

宣传推广 优化出口

２０１８中国（浏阳）国际烟花爆竹交易会 融资扶持

浏阳焰火大会 第十四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文化节

浏阳花炮传统小产品振兴 《浏阳市推动花炮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实施

浏阳花炮承担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大

型烟火燃放
浏阳花炮传统小型产品团体标准发布

— 第三届浏阳花炮“技艺匠人”评选活动

— ２０１９中国（浏阳）烟花爆竹交易展示会
— 首届城市烟花发展论坛在大瑶镇举行

— 浏阳烟花献礼国庆７０周年
— 首届烟花小产品新品发布会暨艳阳天烟花之夜活动

（二）条目选材以小见大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通过条目这一“小切口”反映长沙市某个方面的治理、某个行业的
发展等。条目重在纪实，条目的内容具体、实在，在编写和使用上都更加容易。① 比如，

“人民生活”类目“社会救助”分目下设“概况”“流浪救助”“慈善救助”等条目，立体地记

述长沙市在实施救助过程中人员救助、公益资金筹措、创新措施、引导社会参与等方面的

内容，充分地展示长沙市关切民生、以民为本的思想。② “长沙市心理援助热线开通”条目

的设置，展现长沙市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物质上的救助，也注重心理上的救助，

这在其他年鉴的记录中比较少见。此外，《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商贸服务业”类目“居民服
务业”分目下“住宿餐饮”次分目下设“大众点评必吃街落地”条目，展示了长沙市的饮食

文化传统及经济发展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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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目选材具有年度及地方特色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收录内容紧跟年度时事，利用条目展示全局性的年度大事。例
如，“中国共产党长沙市委员会”类目“体制改革”分目下设“概况”“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等８个条目，展示长沙市２０１９年全面深化改革进程。① 《长
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选材特色较为突出，能够展示长沙市地域和文化特色。例如，“商贸服
务业”类目“居民服务业”分目“住宿餐饮”次分目下设“长沙米粉”条目。长沙米粉是湖南的

传统特色产品，需求量很大，现今加工工艺已从传统加工工艺发展为机械化生产。通过该条

目，可以反映长沙人民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同时展现传统的产品在现代的发展情况。

（四）小结

条目选材会影响到年鉴所提供信息的密度、资料价值以及呈现形式，因此对于年鉴的

选材应该予以重视。通过对《长沙年鉴（２０２０）》的条目选材分析来看，《长沙年鉴（２０２０）》
十分注重选材的“全”“深”“特”，即注重选材的广度、深度及特色化，基本实现“选择具有

现实价值、指导价值、存史价值的大事、要事、新事”②，使其内容呈现具备社会价值和史料

价值。在条目选材上，一是站在全局和系统的角度去选材，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把握条目的

选材，或以“小切口”选材，使条目选材具有广度。可以从分目构成的整体情况去把握，例

如“城乡建设”类目“城市建设”分目“公共交通”次分目下设置条目，选材丰富，涵盖公共

交通的不同服务及建设内容，如果只是站在公交设施的角度去选材，就很容易遗漏，但从

公共交通的角度去选材，会比较容易把握。③ 二是从连续性的角度去选材，即从事物发展

变化的角度去选材，使条目选材具有深度。例如，“烟花爆竹业”分目下条目设置，可以通

过不同年度条目的记录深入展现烟花爆竹业的发展，十分具有存史价值。三是从“新”和

“特”的角度去选材，即把握年度新事和立足地区特色，使条目选材具有特色化，这也是年

鉴年度特点及其鲜活性所在之处。

三、《长沙年鉴》条目编排兼具易检性及实用性

（一）条头编写重点突出

条头是条目的标题，也是条目的眼睛，通常要求能够简明扼要地概括条目的内容，让

读者迅速了解条目主题，同时也便于检索。《长沙年鉴（２０２０）》的条头精炼简明，重点突
出，多采用中心词前置的方式表达。条目格式有名词＋动词，如“企业家权益保护”“基层
治理创新”；还有名词性词组，如“文艺惠民工程”“２０１９年仲裁员大会”等。《长沙年鉴
（２０２０）》条头编写抓住重点，强化提炼，较少使用“ＸＸ工作”等表述，在条头表达上较为客
观，没有加入修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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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年鉴（２０２０）》，目录，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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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目合理配置表格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利用大量的表格加深条目的表达，所选表格同条目连接紧密、互
为补充，使用恰当。既丰富年鉴的信息资料又简化信息的表达，便于读者获取信息。比

如，“科学技术”类目“科技平台”分目下设“企业孵化平台”条目，介绍长沙市得到认定的

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以及政策补贴。对应该条目，下附表３２“长沙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一
览表”、表３３“长沙市众创空间一览表”，详细列出长沙市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名称，①便于读者查阅。这些信息对创业者、企业是极具实用性的信息。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正文附表７６个，还在索引中设置表格索引，方便读者查找。

（三）小结

年鉴条目的编排直接影响读者阅读观感和获取信息的效率。重视年鉴的编排，能够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年鉴的编排应以高效、便捷为原则，采用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方

式、适应信息化传播的方式去设置。一是条头的设置，条头编写要“应简尽简”、把握重点，

让读者一眼便知条目的中心思想，缩短检索时间。二是条目的信息要直观化表现，可以采

取图表搭配的方式将数据类条目直观化表现，也可以兼用图片搭配的方式将文字描述以

条目形象化体现，提高信息载量，同时也提高信息被抓取的效用。

四、结　语

当下，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不断深入推进，研究分析精品年鉴，发挥精品年鉴的引领作

用，可以有效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笔者着重研究《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条目设置的情况，
一是对条目类型进行分析，提供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的占比比例，为年鉴合理使用综

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提供数据参考。二是在条目选材上举例分析，解析《长沙年鉴

（２０２０）》在多样化、以小见大选材等方面的特色，为年鉴资料征集及条目选取提供思路。
三是在条目编排上选取重点分析，探讨条头编写及表格配置的方式，可以提高年鉴条目的

编辑表达效果。但是，由于每个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及特色不同，研究尚未达到一文通用

的地步。关于年鉴中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的占比，还需结合年度特点进行纵向的年

度研究及横向的地区研究，得出更加完备的比例情况。关于条目选材方面，仍需结合新业

态、新发展，细分到各行业部门、新情况的内容罗列补缺，达到“大事不漏、新事不缺”的目

标；在条目编排上，需要精益求精，结合新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研究，实现纸媒的信息

化呈现，提高年鉴阅读和使用的便捷性。年鉴编纂一直在路上，需要编纂人员不断实践、

不断优化，让年鉴成为有影响、有价值、读者喜爱的年度资料性工具书。

责任编辑：李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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