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４部中国精品年鉴为例谈
年鉴类目设置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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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综合年鉴有无鲜明的地方特色，是衡量年鉴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地
方特色可以通过框架设计、内容编排、彩页插图、装帧设计等形式表现，而类目设置

更是年鉴框架结构设计的核心。笔者以《长沙年鉴（２０２０）》等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
类目设置为例，通过比较、分析中国精品年鉴类目设置的地方特色，提出在科学分类

的前提下，类目设置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优化调整，突出地方特色。并以《滨江年鉴

（２０２２）》的编纂实践为例，建议增加地方特色类目数量，以规模效应突出地方特色；
优化已有类目，以时代特色突出地方特色；动态调整类目，以年度特色突出地方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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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孝义年鉴
（２０２０）》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内容各异，各有地方特色。学习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对于提高
年鉴编纂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吴良镛先生认为，“特色是生活的反映，特色有地域的分界，特色是历史的构成，特色

是文化的积淀，特色是民族的凝结，特色是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典型事物的最集中、最

典型的表现，因此它能引起人们不同的感受、心灵上的共鸣、感情上的陶醉”①。所谓地方

特色，是指在记述的特定地域和时间范围内，在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社会生活

等方面不同或者优于其他地域的体现。地方特色是当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特色

在年鉴中的客观反映，是当地地情最集中、最重要的体现，是年鉴生命力的源泉。② 年鉴

的地方特色可以通过框架设计、内容编排、彩页插图、装帧设计等形式表现，其中类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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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谈类目不含特载、专文、大事记、附录）设置是年鉴编辑的规划和方案，是年鉴编纂的

重点。类目设置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年鉴地方特色的鲜明性。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地方
特色类目设置各有侧重，值得借鉴。

一、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类目地方特色分析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全书共设３６个类目，除常规类目外，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是“湖南
湘江新区”“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开发区”“应急管理”“工业·建筑业”“经贸合

作”等类目。增设“应急管理”类目，并下设“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卫生应急”“消防”４
个分目。该类目的地方特色在于增设“卫生应急”分目，区别于其他年鉴将“卫生应急”分

目设置在“卫生健康”类目下。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是将工业与商务服务业合并为“工业 商务
服务业”类目，将“城乡规划与建设”和“城乡管理”单独设置类目，“功能区建设”类目下设

“北京商务中心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关村朝阳园”“温榆河生态走廊”“金盏金融

商务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分目。“功能区建设”类目尤其体现了当地区位优势

和资源的地方特色。

《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表现地方特色的类目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连云港港”
“海洋经济”“开放型经济”“信息服务业”“乡村建设”“收入与消费”“社会治理”。其中，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连云港港”“乡村建设”“社会治理”都为新增类目。“乡村建设”

体现国家振兴乡村的导向。“社会治理”单独成类目体现国家重视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的

导向，与最新的政策息息相关，体现年鉴的时效性。“收入与消费”少有年鉴单独设置类

目，一般做分目的较多。设置“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市场物价”分目，充分体现连云港

市位于沿海地区，收入和消费趋多元性的地方特色，更加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编纂理

念，使年鉴更贴近民生、贴近基层，更接地气、更具传播力和地方性。

《孝义年鉴（２０２０）》地方特色类目为“脱贫攻坚”“水利”“开发区建设”等。“开发区
建设”类目下设“综述”“煤化工循环经济园区”“铝系新材料产业园区”“山西吕梁（孝义）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高新科技产业园区”“科教文化产业园区”分目，充分结合了当地特

有的经济资源情况。其中，“脱贫攻坚”类目的设置，契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工作重点，

突显地方特色。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均设置突出地方特色的类目，数量有多有少，有的是单纯的地方特
色类目，如“湖南湘江新区”“功能区建设”“连云港港”类目；有的是根据地方特色的演化，

如“水利”“信息服务业”“社会治理”类目。总体来看，地方特色类目主要体现在经济部

类，分为经济建设类目，如“开发区”“功能区建设”等；产业类类目，如“工业·建筑业”“工

业商务服务业”等；综合经济和经济管理类类目，如“经贸合作”“开放型经济”等。政治部

类少有地方特色类目，因为政治类别基本一致；文化部类一般比较常规；社会部类内涵丰

富，在地方特色类目上也有体现，如“社会治理”“收入与消费”“乡村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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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地方特色类目比较表

年鉴名称
地方特色类目名称

经济部类 社会部类

地方特色

类目数量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
工业·建筑业、湖南湘江新区、经

贸合作、开发区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

区、开发区、应急管理
６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
工业 商务服务业、城乡规划与建

设、城乡管理、功能区建设
４

《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连云港

港、海洋经济、开放型经济、信息

服务业

乡村建设、收入与消费、社

会治理
８

《孝义年鉴（２０２０）》 脱贫攻坚、水利、开发区建设 ３

二、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类目设置的启发

年鉴类目从有无地方特色的角度分析，分为常规类目和地方特色类目两种。所谓常

规类目，即按性质相同或相近的若干事物加以综合形成的关于事物类别的概念。① 一般

指全国各地综合年鉴普遍设置的共性类目，比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治”“军

事”等。地方特色类目，是因时因地，为突出特色需要由原来为属概念的内容演变成的类

目。一般指本地特有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类目，多数在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学习

精品年鉴，就要更注重设置地方特色类目和优化常规类目。

（一）设置地方特色类目

１设置的必要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九条明确指出：“年鉴框架应体
现年度特点和突出地方特色。”②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各地的历史进程

也不相同。各地区必然形成自身特有的地方特色，即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不同

于其他地区而表现出特殊性。③ 地方特色是由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等

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是其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结合，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有机统

一。地方特色体现在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历代传承，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是地方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当地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就

是要逐年记录这种特殊性，设置体现地方特色内容的类目。例如，长沙市的湘江新区特

色，连云港市的港口特色，山西省孝义市的脱贫攻坚特色，北京市朝阳区的首都功能特色。

随着“年鉴全覆盖”的持续巩固拓展，编纂出版数量的增长，不可避免会出现雷同，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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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千鉴一面，必然要设置反映地方特色的类目，以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综合年鉴。

２设置的原则。地方特色类目的设置要符合年鉴体例的规定、要求。首先，年鉴是资
料性的工具书，类目设置有通行的分类标准。“首先要考虑栏目的分量与客观实际是否相

称，其次要考虑逻辑关系是否顺当”①。地方特色类目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处理后的框架

体系是否符合年鉴的规则，不出现太多“错辈”的现象。② 这也是中国精品年鉴的地方特

色类目多出现在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的原因，因为经济类和社会类的设置可以相对灵活，

会较少出现分类错误。其次，要有充分的材料支撑。抓住特点而没有资料，也会导致地方

特色不鲜明，内容丰富，地方特色才会饱满。

３设置的内容。地方特色类目的内容设置，应在基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正确分析
和把握当地的历史和现状，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分类设置。首先，从党

委、政府中心工作中寻找地方经济发展特色。精品年鉴中地方特色类目最多的就是经济

部类，可分为经济建设做法类、产业类、综合经济管理类。其次，从区位优势和资源中寻找

地方区域特色。如《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功能区建设”类目，《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海
洋经济”“连云港港”类目。再次，从历史回溯与对比中梳理地方历史特色。③ 如《连云港

年鉴（２０１９）》“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类目。复次，从文化底蕴中搜寻地方人文特色。如
《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类目。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入调查研究，
找出本地最根本、最重要、最突出的地情，挖掘本地的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找得准，特色越

全面，资料越真实，记述的内容越接近现实，存史资政的价值就越大，服务功能也就越

强。④ 最后，设置政治部类的地方特色类目要较为慎重。

４设置的数量。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即全面记载和地方特色类目设置的比例关系。
首先，全面记载是基础，地方特色是重点，两者应统一于整体的类目设置之中。⑤ 其次，要

以类目设置全面、合乎逻辑要求和通行分类标准为基础，因地制宜，设置地方特色类目。

要突出地方特色，设置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类目，形成集群效应。要从主体内容和结构上

一看，就能区分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一座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从而判断出区域发展的个

性和特色。⑥ 合理的地方特色类目设置数量应占总类目１５％ ～２０％，才会令读者印象深
刻。最后，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全面有余，地方特色类目数量不足；另一种是地方特色

类目数量太多，影响科学分类。

（二）优化常规类目

１优化的原则和途径。优化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各地因为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文
背景等各不相同，导致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都不均衡，常规类目就需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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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优化。优化的途径可以通过增加、撤销或归并扩充类目名来实现。如《孝义年鉴

（２０２０）》“城乡建设管理”类目，《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城乡建设管理”“乡村建设”类目，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城乡规划与建设”“城乡管理”类目，《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城乡建
设”类目“美丽乡村建设”分目。连云港市因为对乡村建设投入多且有特色，所以单独设

置类目。北京市朝阳区因为是城区年鉴，城市建设内容多且重要，因而分成２个类目。所
以，同样的内容，因为工作的侧重点不同，类目设置就要根据当地情况做不同的调整。再

如《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工业”“农业”类目，《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工业 商务服务业”
“农业与农村经济”类目，《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农业”“工业·建筑业”类目。同样的产业，
在不违反大的分类前提下，不同的侧重设置与不同的资源禀赋有关。

２适当升格。根据《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八条：“年鉴框架应做到分类科
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第十一条：“年鉴框架分类应参照相关分类标准，结合

社会实际分工和本行政区域特点举行。”①因此，在类目设置上既保持整体框架常规类目

的完整性，又适当的升格当地有地方特色的类目。既有坚持，又有灵活，保持原则性和灵

活性的统一。适当升格是突出地方特色的必要手段，当然，升格要有充足的理由。一种是

为突出事物的功能而作升格处理，如《孝义年鉴（２０２０）》“脱贫攻坚”类目，脱贫攻坚是当
地党委、政府的重点年度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一种是事物的发展趋势，为鼓励、

推动其发展，必须作升格处理，如《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乡村建设”类目。一种是新事物
出现且符合设置类目的条件，年鉴应及时作出反应，如《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应急管理”类
目，应急管理作为近几年成立的部门，从上到下体系都已建成，是日常生活中应对突发事

件的核心部门，任务日益繁重，地位日益重要，应单独设置类目。

３特殊问题。《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五条明确指出：
“经济部分框架设计，应当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特色和产业布局，突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

业。”②类目设置要重点突出产业特色，达到深化地方特色的目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可以在科学合理的前提下，适当灵活拓展类目设置空间。产业类的类目，可以根据当

地实际，按其所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合理又有重点地设置。地方发展好、占比较高的产

业需要重点描述。如《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除“工业”“农业”类目外，把第三产业分为“商
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类目。《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设
“农业”“工业·建筑业”“商贸服务业”“旅游”“房地产业”等类目。根据实际情况，有撤

有并，更好地体现当地经济发展特色和产业特色。

三、结合中国精品年鉴谈实践

注重地方特色表达而形成的地方综合年鉴，其个性和风格也会比较突出。每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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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点突出、文化符号鲜明的城市，形成的风格迥异、个性独特的地方综合年鉴，都是当地最好

的文化品牌。①

杭州高新区（滨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新城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行政区

的结合体，具有产业结构优、创新能力强、人才聚集快、城市形态新、城市机制活等特点。

为更好地加强地方特色，结合精品年鉴的品读，学习精品年鉴类目的设置，《滨江年鉴

（２０２２）》类目设置做了些实践。
一是增加特色类目，以规模效应突出地方特色。地方综合年鉴要突出地方特色，就应

在年鉴框架设计时找准定位和重点，在不违背年鉴编纂体例的前提下，结合地方实际情

况，设置一批地方特色类目，展现时代特色、年度特色、地方特色，从而体现现阶段当地的

行政特点、区位优势、产业特点、人文特点等。如《滨江年鉴（２０２２）》设置“高新技术产业”
“产业平台”“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等类目。“高新技术产业”从“工业”中独立出来，单

独设置类目。因为产业、科技、人才都是高新区（滨江）的地方特色，单独设置类目，增加这

些类目的比重，展示本地独有的、具有突出地位的事物，强化自身年鉴的“与众不同”，实现

突出地方特色的目的。该卷年鉴需要改进的是，地方特色类目数量较少，应学习《连云港

年鉴（２０１９）》，增加相应类目。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还可以增加“产业发展”“创业环境”
“科研院所”“收入与消费”等类目，文化部类有特色也可以增加。

二是优化已有类目，以时代特色突出地方特色。年鉴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是相辅

相成的。没有地方特色，年鉴就没有生命；没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缺乏生机和活力。②

以时代特色突出地方特色，要及时记录新产业、新制度、新技术、新经验等。反映在类目设

置上，就是采用“升格”“显位”“聚合”等方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不同类目之间、类

目和分目之间的关系。如《滨江年鉴（２０２２）》将产业类目设置优化为“工业·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管理”类目。农业因为已撤销农业农村局，农业用地已转

化，农村居民已转变为城市居民，内容偏少，随着当地城市化的推进，类目失去存在的意

义，农业和减少后的工业合并；把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管理单独设置类目，因为高新区（滨

江）作为新城区，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较快，有较多发展过程需要记载。类目设置还可以

一定程度优化，如将“财税”“金融”类目并入“经济管理”类目。因为财税管理、金融管理

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按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应纳入经济管理。学习《长沙年鉴（２０２０）》与
时代的变化紧密结合，将“应急管理”分目升格为类目，并下设“综述”“安全生产管理”“防

灾减灾”“消防救援”４个分目。
三是动态调整类目，以年度特色突出地方特色。《滨江年鉴》在保持类目连贯性、稳定

性的前提下，每年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年鉴的类目要和社会客观实际相适应。社会

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重点也在变化。随着地方发展重点的变化，有的内

容已经不能成为本区域发展的特色，有新兴事物发展已经异军突起，成为本地的特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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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丹薇：《从〈张家港年鉴〉谈年鉴地方特色的体现》，《上海地方志》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赵宽心：《地方综合年鉴要注重突出地方特色》，《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侯桂芳：《区县年鉴凸显地方特色浅议》，《上海地方志》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因此，年鉴的类目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有的类目内容要扩张，有的类目要删减，有的类目

要归并，出现新的事物要开辟新的类目加以记录。如《滨江年鉴（２０２１）》“产业平台·特
色小镇”“商贸服务与区域合作”类目，在《滨江年鉴（２０２２）》中改为“产业平台”“商贸服
务业”“投资促进和区域合作”类目。因为编纂２０２２年卷时小镇的建设有弱化倾向，所以
把特色小镇降低为分目放到“产业平台”类目之下。“商贸服务与区域合作”类目是考虑

新一年的经济情况，商贸和投资有很多的推动，所以拆分成２个类目。
纵观《滨江年鉴（２０２２）》，从“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平台”“人力资源”等

类目，可看到高新区（滨江）是新兴的、高科技的、开放的现代化城区，从“中共杭州高新区

工委（滨江区委）”“杭州高新区管委会（滨江区政府）”等类目，可以明显看出是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行政区二合一的地方特色，形成一部个性独特、特色鲜明的地方综合年鉴。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读鉴、品鉴、学鉴，研读中国精品年鉴，要以读促学，学以致用。中国精品年

鉴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深入的过程。精品年鉴类目设置在突出地方特色上做了

很多有益的探索，归纳、总结其中的经验显得尤为重要，对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具有指

导性的意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突出地方特色也是一个不断研究、探索、创新和实践的课

题，就类目设置而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针对当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

等方面，从选材、质量、数量等予以考虑，选择有地方特色的内容予以强化，从而以年鉴的

地方特色反映区域的地方风情，提升年鉴“存史、育人、资政”价值。类目设置的地方特色

化，才能实现年鉴风格化。年鉴有个性、有地方特色，才能成精品、成品牌，才能使年鉴文

化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年鉴既有历史价值，又凸显现实意义，

对年鉴的推广就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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