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品视角下提升年鉴经济部类
编纂质量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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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部类是地方综合年鉴所有部类中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部类。提高地
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的编纂水平对于打造精品年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分析《连

云港年鉴（２０１９）》等６部中国精品年鉴，发现其在内容收录、框架设计、地域特色、时
代亮色、条目撰写、图表配比等方面具有较多共性亮点。对比分析《海口年鉴

（２０２１）》等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可以发现其存在资料收录缺项、个别分类领属失
当、选材两极分化、图表表现稍弱等问题。提升海南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编纂质

量，应从编纂框架、编纂视角、人员队伍等方面精准发力。在此基础上，也建议全国

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编纂应处理好学与用、全和特、文和图、内和外等四重关系。

关键词　精品视角　地方综合年鉴　经济部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①，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位居首位。

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地方年度性综合资料性文献，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②，应全面、客观、翔实地记载和收录地方经济发展的相

关内容。地方综合年鉴的经济部类包括经济概述和各经济门类内容。它反映一个地域的

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状况，展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貌。③ 在地方综合年鉴中，经

济部类由于门类广、内容多、地位重，在诸多部类中是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部类。因此，

经济部类的编纂水平直接影响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质量。

当前，随着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全覆盖目标的完成，年鉴事业发展已经由“有没有”向

“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为适应事业转型需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启

动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海南省启动“省域精品年鉴工程”建设，地方综合年鉴质量建设

６

中国年鉴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①

①
②
③

郑昕，广东省汕头市人，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南地

方党史、年鉴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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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军仕、王守亚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３页。





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对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的编纂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将

《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孝义年鉴（２０２０）》《贵
阳年鉴（２０２１）》《克拉玛依年鉴（２０２１）》６部中国精品年鉴①，以及《海口年鉴（２０２１）》《儋
州年鉴（２０２１）》《三亚年鉴（２０２１）》《吉阳年鉴（２０２１）》《白沙年鉴（２０２１）》《陵水年鉴
（２０２１）》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②，作为品读样本，横纵对比查找差距，强化引领促进提
升，聚焦问题靶向施策，以此思考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编纂质量提升的对策。

一、６部中国精品年鉴经济部类的编纂亮点

精品年鉴不仅要遵守相应的年鉴编纂规范，而且应是“同类作品的‘标杆’和‘样

板’”，“具有‘引领’和‘示范’效应”③。６部中国精品年鉴的编纂质量在年鉴界位于第一
方阵，在经济部类编纂方面有许多共性的亮点。

一是收录资料翔实丰富、记述范围全面系统。“横分门类不缺项”是地方综合年鉴内

容收录应该把握的原则，梳理６部中国精品年鉴经济部类的类目设置情况（见表１），可以
发现，经济部类的类目覆盖广泛。《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置１５个类目，《北京朝阳年鉴
（２０２０）》设置８个类目，《孝义年鉴（２０２０）》设置１０个类目，《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设置１２个
类目，《克拉玛依年鉴（２０２１）》设置１４个类目，《贵阳年鉴（２０２１）》设置１６个类目，且均涵
盖了经济管理、经济合作、招商引资、对外经济、开发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城

乡建设等内容，对应范围的主要领域没有重大漏项，较为全面、系统、翔实地反映了该区域

的经济发展情况。

二是框架设计合理、分类科学、领属得当。科学规范是年鉴编纂的基本守则。地方综

合年鉴的编纂必须要遵守年鉴相关制度规定，《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

充规定》明确“年鉴框架分类应当参照相关分类标准”④，因此，年鉴经济部类的框架设置

应注意参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标准进行分类⑤，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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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先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经济管理类目须放在经济部分的各类目之

首”①。６部中国精品年鉴中，有４部将“经济管理”放在部类之首，占比达６６％，其余２部
也都在凸显地域经济特点的基础上，将“经济管理”放在了第二的位置上，且部类内框架设

置整体较为科学、规范、完整，类目、分目、条目设置突破了部门设置，按具体事项、工作职

能、事业性质进行归类，除《孝义年鉴（２０２０）》在处理农业、水利关系时有所不足外（建议
把“水利”并入“农业”分目），其余年鉴不同层级之间基本遵循总分（统领和归属）的原则，

相同层级基本不存在“父子”并列，做到了层次分明、领属得当。

表１　６部中国精品年鉴经济部类类目一览表

年鉴名称 类目名称 类目数量

《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
经济管理、参与“一带一路”、连云港港、交通、海洋经济、开放型

经济、农业、工业、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业、

金融业、城市建设与管理、乡村建设

１５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
功能区建设、经济管理、工业、商贸服务业、金融、农业与农村经

济、旅游业、城乡规划与建设
８

《孝义年鉴（２０２０）》
经济管理、开发区建设、农业、水利、工业、商贸服务、交通运输、

邮政通信、金融、城乡建设与管理
１０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
经济管理、农业、工业·建筑业、商贸服务业、金融、旅游、房地产

业、交通、经贸合作、开发区、湖南湘江新区、城乡建设
１２

《克拉玛依年鉴（２０２１）》
经济管理、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油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服务、

油气生产保障、炼化销售、地方企业、信息化建设、金融、旅游业、

商贸服务业、农业、经贸合作

１４

《贵阳年鉴（２０２１）》
中国数谷、经济管理、民营经济、农业、工业、建筑业、商贸服务、

旅游业、金融、房地产业、交通·邮政、经贸合作、开发园区、贵安

新区建设、城市建设、乡村振兴

１６

三是选题选材亮点突出、凸现本土产业特色。凸显地域特色是避免千鉴一面，体现年

鉴个性的必然要求。《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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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部中国精品年鉴在经济部类的编纂上，都注重凸显本辖区内的经济亮点和特色产业，如
《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置“连云港港”“海洋经济”类目凸显其港口城市的特点；《北京朝
阳年鉴（２０２０）》在“功能区”类目中收录“中关村朝阳区”“金盏金融商务区”等内容展现
不同产业园区的亮点；《孝义年鉴（２０２０）》设置６个不同分目记录其煤、铝等主导产业；
《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设置“长沙米粉”条目凸显特色产业；《克拉玛依年鉴（２０２１）》设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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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勘探开发”“油气生产保障”“油气工程技术服务”“炼化销售”类目展现其石油产业的全

产业链；《贵阳年鉴（２０２１）》设置“中国数谷”类目，并适当前置以彰显贵阳大数据产业
特色。

四是内容编纂紧跟时代、创新记载新兴业态。地方综合年鉴作为逐年编纂的地方综

合文献，应着重凸显时代性。经济部类的内容编纂尤其应立足新发展阶段，体现各地在构

建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方面，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点、出现的新业态。６部中国精
品年鉴在此方面均有所体现，如在介绍产业发展时，６部中国精品年鉴都设置了体现节能
减排的分目、条目，凸显绿色发展理念；在体现时代特点上，６部中国精品年鉴都记载了体
现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的相关内容，《贵阳年鉴（２０２１）》设置“民营经济”类目，展现城乡
协调发展、产业协调发展的特点，凸显协调理念；在表现新兴业态及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

亮点时，《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将物流业、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单独列目，《连云港年鉴
（２０１９）》设置“海洋新兴产业”分目，《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收录“阳台菜园推广”条目，
《孝义年鉴（２０２０）》介绍“中深孔预列爆破”新技术，多部年鉴收录了涉及５Ｇ技术的内容，
凸显创新理念；６部中国精品年鉴还在经济部类均收录了经贸合作、开发区、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等体现经济开放度的内容，凸显开放理念的内容。不仅如此，《北京朝阳年鉴

（２０２０）》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条目，《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中“公共自行车租赁”条目则
凸显了共享理念。但遗憾的是，在６部中国精品年鉴中，部分年鉴的经济部类存在动态条
目比例偏低的现象，不利于“新”的展现。

五是条目撰写求实求深、表达形式丰富多样。高质量是中国精品年鉴之所以成为精

品的关键要义。６部中国精品年鉴在条目撰写与随文图表上协同发力，不断丰富年鉴信息
量，提升年鉴的可读性、感染力。６部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做到了如下几项：条目选材去除内
视性信息，体现行业发展概貌；条头撰写文字简洁，中心词前置；条目编纂文字精炼、文体

规范、语言通达，基础信息不缺、冗余信息不录，具有有效的信息含量。① 在概况类条目撰

写时，注重体现可比性、连续性。如《长沙年鉴（２０２０）》“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概
况”条目写法就很值得借鉴，其中既有关于措施性的描述“全年签约引进重大产业项目７４
个”，也有关于结果性的表述“完成进出口总额５０１亿元，增长４６６％，位居全省十强园区
之首。在全国１６９个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提升到１１位，完成自２０１６年以来每年向前挺
进一位的记录”②。既体现了该区本年发展成就，也凸显其在全省、全国的位置，既有当年

的数值，也有上年增长幅和往年排位。单一记事类条目则做到一事一条，如《孝义年鉴

（２０２０）》“孝义经济开发区与深圳无界投资控股集团签约”条目③，条目的“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结果等基本要素齐全”④，编纂规范。《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还设置“增值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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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改革”“赣榆区农村产权交易三联四通模式”①等链接，拓展条目信息量。６部中国精品
年鉴还插入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图表，通过直观的数据表达，丰富年鉴的表现形式。其中５
部年鉴在经济部类中插入了大量图随文走、体现产业特色的精美彩插，丰富读者的阅读

体验。

二、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经济部类编纂现状

近年来，随着海南省“年鉴全覆盖”目标的完成，海南省年鉴质量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就首届海南省域精品年鉴评选来看，６部入选的海南省域精品年鉴，其经济部类的编纂虽
比以往有所进步，但与全国先进相比还有许多值得学习提高的地方。

一是资料收录总体较为全面，但存在个别缺项。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在经济部类内
容类目设置上（见表２），《海口年鉴（２０２１）》设置１３个类目，《儋州年鉴（２０２１）》设置１０
个类目，《吉阳年鉴（２０２１）》设置４个类目，《白沙年鉴（２０２１）》设置７个类目，《陵水年鉴
（２０２１）》设置６个类目，《三亚年鉴（２０２１）》设置９个类目。总体来看，６部海南省域精品
年鉴类目设置大体上能覆盖经济部类相关内容，但与前述６部中国精品年鉴相比，类目数
量偏少，且个别存在缺项，如除《儋州年鉴（２０２１）》将产业园区设为类目，其余年鉴均未设
置相关类目；《吉阳年鉴（２０２１）》没有第二产业及金融业类目；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对经
贸合作、对外经济内容记述偏少，仅有２部年鉴有相关内容等。

表２　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经济部类类目一览表

年鉴名称 类目名称 类目数量

《海口年鉴（２０２１）》
自贸港建设、经贸合作、旅游业、互联网产业、经济管理、农业、工

业·建筑业、商贸服务业、金融、房地产业、民营经济、交通运输、

城乡发展

１３

《儋州年鉴（２０２１）》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城乡建设与管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经济管理、农业·水利、工业和工业园区、商贸服务与经贸合作、

金融、房地产·建筑业、交通运输·邮政·通信

１０

《吉阳年鉴（２０２１）》 农林牧渔、商贸旅游、城乡建设管理、国民经济管理 ４

《白沙年鉴（２０２１）》
经济综合管理、农业、工业、金融保险、商贸·旅游业、交通运

输·邮政·通信、城乡建设
７

《陵水年鉴（２０２１）》
农林牧渔、工商旅游、金融服务、交通运输·邮电·信息化、国民

经济监管、城乡建设管理
６

《三亚年鉴（２０２１）》
经济监督管理、财政·税务、农业·农村、旅游业、城乡建设与管

理、工业·信息化、交通运输·邮政·通信、金融、商贸服务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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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框架设计较为科学，但个别领属失当。在经济部类的框架设计上，６部海南省域
精品年鉴基本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标准进行分类。但是由于对
经济学基本概念把握不是很准，没有把握好“先综合后分述的编纂原则”①，６部年鉴中，仅
《白沙年鉴（２０２１）》《三亚年鉴（２０２１）》将“经济管理”放在经济部类之首，其他没有充分发挥
“经济管理”的统领作用。且个别年鉴领属存在失当现象，如《儋州年鉴（２０２１）》将“农业·
水利”“工业和工业园区”并列，按照归属，“水利”应属于大农业的内容，可直接归入“农业”，

“工业园区”不宜与“工业”并列，可单独设立“产业园区”类目予以体现；《三亚年鉴（２０２１）》
“财政·税务”应并入“经济监督管理”类目；《白沙年鉴（２０２１）》“金融”类目下各“银行”分
目与“金融服务”分目、“海汽白沙公司”与“交通运输管理”分目，属从属关系，不宜并列等。

三是选材“亮点”可圈可点，但存在两极分化。在体现地方特色，体现“个性”方面，与

中国精品年鉴相比，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对地方经济发展特色、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的记
载或多或少都有所侧重，但在“量上”“度上”有所差异。较好的有：《海口年鉴（２０２１）》
《儋州年鉴（２０２１）》将“自贸港建设”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单独设置并升格为类
目，并适当前置；《海口年鉴（２０２１）》设置“总部经济”“游戏动漫”等体现地域产业特点的
分目，收录“文化保税产业”“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建设”等体现地方特色产业的条目；另４
部年鉴虽也有体现地域特色的亮点，但稍显单薄，尤其对自贸港建设及相关产业园区的记

载稍显不足。在紧跟时代发展方面，突出“时新”方面，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也存在“冷
热不均”的现象。其中《海口年鉴（２０２１）》亮点最多，专设“互联网产业”类目，收录“自贸
港首单落地”“高新区十个首单”“消费新热点”“海口夜经济”等条目，展现新兴产业业态、

产业新变化及年度经济新亮点；《三亚年鉴（２０２１）》设置“河长制实施”“海洋牧场建设”等
条目；《白沙年鉴（２０２１）》设置“橡胶吧建设”等条目；其余则表现相对平淡。

四是条目编纂相对规范，图表表现偏弱。随着近年来不断地打磨提升，６部海南省域
精品年鉴条目编纂相对规范，“总结式”痕迹较少，内视性信息基本“消灭”，但在规范度上

还有改进空间。如有的年鉴分目下既有“简述”条目又有“概况”条目，如《三亚年鉴

（２０２１）》，应统一为“概况”，且部分无综述的分目如“种植业”“新农村建设”“海运业”等
均无“概况”条目；有的年鉴在撰写条目时，对类目的外延内涵区分不清，导致条目包涵信

息量较少，如《儋州年鉴（２０２１）》“乡村振兴投资开发”类目下设置“乡投公司概况”分目以
概括乡村振兴投资开发的总貌，但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乡投公司这一单

一主体能独立完成，其对乡村振兴的外延定义过窄，不利于类目收录内容的完整，且该类

目中收录的条目仅涉及乡投公司的机构设置、经营范围及年度措施内容，没有成果数据的

情况②，不够完整；有的年鉴在条目撰写时，只重视定性文字表达，而忽略定量的数据分

析，如《陵水年鉴（２０２１）》“旅游业概况”条目，整个条目只有相关做法，在取得的成绩上无
任何数据予以反映③等。此外，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还存在着表格、示意图比例偏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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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彩图清晰度、亮度不够，部分图片主题不清、布局凌乱，彩图排版设计存在缺陷、彩图幅

面偏少，调研、慰问、会议图比例较高，彩图对产业特色凸显不明显等问题。

三、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编纂质量的建议

综上所述，与６部中国精品年鉴相比，６部海南省域精品年鉴经济部类的编纂还有诸
多不足。以此推之，海南乃至全国的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编纂质量提升都需要进一步

作出努力。应以中国精品年鉴为示范，对标其经济部类的框架层次、篇目架构、记述内容、

资料信息、图片使用、条目编纂等方面的优势亮点，研究出提升编纂水平的措施办法。

一要优化编纂框架。对照现有中国精品年鉴的编纂框架，注重全面性、突出科学性。

在设计经济部类框架时，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年度综合情况的反映要全面、深入、立体，确

保框架对本辖区经济领域重要产业、重大亮点能“全面收录、系统反映”。就海南而言，要

对目前存在明显缺项的外贸领域、工业领域、园区经济等内容在框架设置上予以补充，不

能有所偏颇，出现“缺胳膊短腿”的明显缺陷。同时，要根据年鉴编纂的规范和经济行业分类

的标准，科学取舍、合理分类、规范立目，处理好部类、类目、分目、条目等各层级之间的关系。

二要锐化编纂视角。精品不能平平无奇，必须出类拔萃。“锐”有“快或尖”“感觉灵

敏”“锐气”等意思，与“钝”相对。① 锐化编纂视角是指在编纂理念上要求异、求特、求新，不

要“泯然众人”。在框架设计及选题选材上，要突出“地域特色”“产业特色”。就海南而言，

要突出展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个最大的经济亮点，重点反映“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②的发展成就，对分布在本地域的自贸港

重点园区、本辖区的特色产业等进行针对性推介；要体现时代亮色、年度亮色，紧跟时代发展

变化，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一些新时代背景下关于

经济发展的“重点词汇”的精髓要义，对相关内容重点编纂，提高经济新变化、经济新亮点、经

济新业态的记述比例，将经济部类编出地方特色、编出时代亮色。

三要深化质量建设。针对海南地方综合年鉴与中国精品年鉴存在的差距，要在条目

编纂和版面设置上不断发力。一方面，要坚持内容为王，深化条目编纂。结合经济部类的

编纂特点，增加条目的信息承载量。在“精”上下功夫，对入选条目进行仔细甄别遴选，尽

可能挤压条目信息的水分，去除“穿靴戴帽”的语言，以最少的篇幅展现尽可能多的信息；

要在“数”上下功夫，注意条目中的数字应用，在兼顾定量、定性的基础上，通过数字体现年

鉴信息的年度性、延续性、可比性，通过“数”说记述地域年度发展，体现历年变化，把握纵

向维度，借助“数比”，体现该地在本省、国内的排位，把握横向维度；要在“深”上下功夫，

通过“链接”“拓展阅读”等编辑形式，增加本地亮点、特点的表述，拓展条目信息的记述深

度，并扩大组稿的范围，在保持原有组稿单位征集范畴的基础上适当向行业协会、社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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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等领域延伸；要在“新”上下功夫，适当增加动态条目的比例，做到“年编年新”。另一方

面，要坚持图文并重，美化版面设计。编纂人员要提升图表意识，强化与职能部门、新闻记

者、专业摄影师的合作，甄选、编辑具有代表性、视觉冲击力的图片，采用形式多样、灵活多

变的示意图、表格，美化年鉴经济部类版面，使其不仅可堪可鉴可信，更可读可赏可品。

四要强化队伍建设。队伍是年鉴编纂的主体，也是事业永续发展的保障。培养一支

高素质、高水平的年鉴经济部类编纂队伍，是提升经济部类编纂水平的必然要求。既要向

内发力，通过会议、评比、培训、指导等方式，提高年鉴编辑及年鉴供稿人员的业务水平，帮

助其掌握年鉴体例，提升文字水平。同时鼓励有关人员多学习经济学的概念常识，争做经

济方面的“行家里手”。又要向外借力，加强与出版社的对接合作，借助专业力量，提高年

鉴的编校水平及装帧设计水平，借助专业化的编纂团队，在“文字”“版式”“体例”上发力，

使经济部类编纂在作精作美上“锦上添花”。

总的来说，海南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存在的问题，虽折射的是海南的情况，但并不

局限于海南一域，对其他地方综合年鉴而言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参照海南的情况，立足

精品的视野，从全国范围来看，要整体优化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编纂关键要处理好以下

几个关系：一是“学”和“用”的关系。在编纂上要先以精品打样，以精品为师，学习精品的

框架设计、类目设置、条目编纂、表现手法，再结合本地经济特点亮点对模板“创新发展”，

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是“全”和“特”的关系。确保经济部类既包罗万千，要点不

漏，又特点鲜明、特色突出，既统筹兼顾，也主次分明，避免千域一貌、千鉴一面。三是“文”

和“图”的关系。始终坚持质量至上，做到内容上和表达上双向并重，并适时引入多媒体、

视频等介质，丰富年鉴形式。四是“内”和“外”关系。既重视年鉴编纂队伍的培养，也适

当引入外部活水，做大经济部类编纂格局。

四、结　语

随着“两全目标”完成，各地综合年鉴进入“精品化”转型期。在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的

推动下，全国出现了一批年鉴业内的“种子选手”。就“全国种子选手”及“地方选手”的类

比看，中国精品年鉴在经济部类的编纂方面，存在着内容收录全面、框架设计科学、条目编

纂规范、亮点特色鲜明、表现形式多样等共性特点。相较而言，海南地方综合年鉴则存在

着一些不足，这些问题虽不一定是全国共有的问题，然管中窥豹，可为其他年鉴提供借鉴。

为此，本文立足精品视角，针对海南的问题，提出了优化编纂框架、锐化编纂视角、深化质

量建设、强化人员队伍等建议，并参照海南，就优化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经济部类编纂提出

处理四重关系的建议。经济部类作为一部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年鉴编纂者更

多的重视，只有将年鉴经济部类编得更有特色、更为出彩，充分反映区域发展，体现时代风

貌，才能更好地“鉴记发展”“鉴载盛世”，并以经济部类为牵引，推动年鉴精品建设，促进

年鉴编纂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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