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品年鉴编纂实践论析

陈竞哲①

摘　要　推进年鉴编纂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年鉴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品读中国精
品年鉴，借鉴其优长，完善其不足，可以有效提升年鉴编纂质量。笔者通过大量实例

分析，分类分层加以研究，总结归纳出《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等４部中国精品年鉴
框架结构科学合理、条目编写堪存堪鉴、专题图片兼顾资料与审美、体裁运用形式多

样等编纂方面的优长之处，同时指出其存在个别条目编纂质量不高、人物类目收录

标准未明确、索引编制范围过窄、编辑说明不够完善等有待改进之处，对于更好地学

习和借鉴中国精品年鉴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　精品年鉴　框架结构　条目　专题图片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２０２０年卷应出版３２１２部，全部完成编
纂、全部移交出版……基本如期实现‘年鉴全覆盖’目标，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真正实

现三级综合年鉴出版全覆盖，在年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①按照党的十九

届五中、六中全会确立的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的战略部署，我国年鉴编纂在实现“量”

的全覆盖之后，必将转入“质”的提升新阶段，这也是年鉴发挥“存史、育人、资政”作用、保

持强大生命力的必然要求。深入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是持续深化年鉴质量建设的重

要抓手。２０２２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品读《北京朝
阳年鉴（２０２０）》《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孝义年鉴（２０２０）》４部中国精
品年鉴，集中展现地方综合年鉴经过长期的编纂实践和经验积累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水

准，值得深入学习探讨，充分借鉴其优长，完善其不足，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年鉴事业高

质量发展。

一、框架结构科学合理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所呈现的篇目，在大的分类和排列规则上基本一致，体现出中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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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年鉴在总体框架结构上达成的共识，也反映出地方综合年鉴逐渐形成了较为科学、成

熟、稳定的结构体系。

一是内容全面。内容全面是年鉴的基本要求。从宏观方面来看，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
篇目均囊括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内容，横不缺大项、要项，体现地方综合

年鉴“全面”的特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均设“人物”类目，按一定标准
收录上年度内各地受表彰的先进人物或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人物，记载他们的基本信息和

典型事迹，在存史的同时，发挥育人的作用。

二是分类合理。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篇目在按照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５大板块的
内在逻辑对资料内容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和机
构设置的实际情况，分设３０余个类目，较好地实现科学分类与现实分工的有机结合。

三是排列有序。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类目、分目、条目３个层次均做到排列有序。首
先，类目排列均按照特载或专文、大事记、市（区）情概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下辖行政

区基本情况、人物、附录的顺序排序。其次，类目与分目的统属关系得当，特殊情况下将分

目升格为类目以突出其地位；分目与分目之间的排序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民主党

派”类目下的七大民主党派分目的排序即遵循其排序惯例；其他没有明确排序规则的分目

之间，则根据影响力、重要程度等进行排列。再次，条目的编排，遵循“先排概况、常规条

目，再排单一记事性条目”的基本编排规律①。

四是特色鲜明。一方面，地域特色显著。在类目的设置上，将本区域特有的、具有重

大影响的事物单独设置类目。如《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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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６个分目；《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设置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和“湖南湘江新区”２个类目；《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在“经济
管理”类目之后，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连云港港”“海洋经济”３个类目，突出连云港
海港城市的地域特征。另一方面，时代特色突出，充分体现年度内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安

排和活动。如《孝义年鉴（２０２０）》将之前“中国共产党孝义市委员会”类目“扶贫工作”分
目升格为“脱贫攻坚”类目，下设“综述”“精准帮扶”分目，并且根据国家机构变化调整篇

目设置。如《长沙年鉴（２０２０）》，针对２０１９年初机构改革设立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及其职能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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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类目总体稳定。类目是年鉴框架结构的支柱，是主干，决定着年鉴的总体结构。

纵向来看，根据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编辑说明”对篇目设置的介绍，类目设置较上年度而
言，总体调整幅度不大，保持较好的稳定性。横向比较而言，类目设置具体数量虽有差异，

但差异并不悬殊。《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孝
义年鉴（２０２０）》类目的数量分别为３０、３６、３９、３６个，都在３０余个范围内，其具体数量差异
只是根据该地地情，将有关行业产业、事物做升格或合并处理的差异。总体结构的连续

性、稳定性有利于组织年度资料收集工作，也有利于逐年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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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目内容堪存堪鉴

条目是年鉴的主体，是年鉴发挥存史作用的主要载体，其编纂质量直接决定整部年鉴

的质量。综观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其条目编纂均有可圈可点、值得借鉴发扬之处。
一是见变化。常规性条目是反映基本工作职能、工作范围的常规内容，具有稳定性、

连续性。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常规性条目编纂体现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在常态中反映动
态，以具体史实、数据反映上年度内某项事业或事物新的发展变化情况。如机构改革，４部
中国精品年鉴均在“市（区）委”类目“机构编制”分目中记述上年度本地区党政机构、事业

单位改革整体情况，又在相关事业行业分目下设置条目，具体记述相应主管机构的撤、并、

新设等情况。又如行政区划，现阶段全国省、市、县三级行政区设置基本稳定，乡镇、街道

也不是每年都有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区划”只需因循或照搬上年度内容，对于这类

内容，４部精品年鉴不仅记录当年现状，还挖掘资料，记出新意和深度。如《长沙年鉴
（２０２０）》“行政区划”条目即以几十字篇幅简要记述２０１９年长沙市辖９区县（市）名称及
辖街道、镇、乡数量和辖村、社区数量，紧随其后设置《长沙市行政区划变动统计表》，选取

１１个年份节点，反映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１９年长沙市各级行政区划数量变化、土地面积变化和户
籍总人口变化情况，直观地反映长沙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① 再如“自然资源”条目，亦

是稳定性较高的内容，但《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自然资源”以清晰精美的随文插图和图
注，记载当年本地新发现的动物种类———“仙女虾”，让人耳目一新。②

二是见新事。单一记事性条目是反映上年度新事的动态条目，根据上年度内各行业、

事业的实际情况而设置，具有灵活多样性。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编纂的单一记事性条目，记
载本区域开展的重大活动、新开放的场馆、新设立的重要机构、新开通的重要交通设施、新

取得的重大荣誉等各领域发生的新事、要事，展现出各地各项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进展。

如《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宣传工作”分目下设“４家文化场馆晋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条目，以简略的文字记录北京市方志馆、西藏文化博物馆、高井村史博物馆、半壁店村史博

物馆晋升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分目下设“中国工艺美术馆工

程奠基”“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北京奥运博物馆开放”等条目③，记录朝阳

区内重要场馆设施建设和重大活动开展情况，从中也可一窥首都社会文化高度繁荣的状

态。《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工业·建筑业”类目“生物医药产业”分目下设“长沙入选生物
医药２０强城市”条目；“电子信息产业”分目下设“２０１９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沙举办”“长
沙市与华为签署共建鲲鹏计算产业合作协议”等条目；“文化”类目“文化场馆”分目下设

“隆平水稻博物馆”“湖南美术馆”２个条目④，记录两馆开馆活动和场馆设施基本情况，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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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长沙市作为省会城市其重点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度。《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连
云港港”类目“港区建设”分目下设“连云港市入选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连云

港港成为江苏首个国际邮轮航线港口”等条目①，反映出连云港市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

亮点。

三是见数据。年鉴是资料性文献，其存史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准确的数据和精准的表

述。网约出租车是当今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新兴事物。４部中国精品年鉴中，《长沙年
鉴》是唯一一部将其设置条目记述的年鉴。《长沙年鉴》２０１９年卷开始将网约出租车设条
目记载，在“城乡建设”类目“公用事业”分目下设“城市网约出租车”条目，记述“２０１８年，
长沙市修订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依法依规为７家平台、１４６７台网约车、１万
余名从业人员办理行政许可”②。２０２０卷该条目记述“２０１９年，长沙市授予神州……及本
土企业‘妙盛出行’……１８家平台公司经营许可证。网约车车辆办证１２０３１台，取得网约
车驾驶员证４３０５９人……”③２０２０年卷将１８家企业平台名称全部列出，并表明是否为本
土企业，还记述网约车辆和驾驶员的精确数据，较２０１９年卷的记述更具体、准确，信息含
量更大，反映出网约出租车蓬勃发展之势，同时还可以发现该行业的竞争性和开放性。

四是见全貌。对于同一事件或事物，不同编纂者记述的角度和要素各有不同，从而展

现的事物面貌、呈现的信息量也会有差异。如《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城市建设”分目“公共
交通”次分目“地铁４号线一期工程试运营”条目，以不到２００字的篇幅，记述地铁４号线
一期工程开通试运营的具体时间、里程、走向、重要站点设置情况和设站数量，并追记其开

工建设、通车试运行时间，还记述该线路在全市轨道交通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④有点、有

面，有现状、有历史，记述要素齐全，叙事完整，信息含量大，反映出该条线路的全貌。

五是见立场。地方综合年鉴是“官书”。它及时记录党的重大决策和政府施政的具体

举措，发挥着“存史”“资政”的重要作用，这种客观记录又体现出鲜明的“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意识。一方面，年鉴工作者主观自觉，在选编资料时有意识地组织便民服务资料。如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旅游业”类目“景区景点建设”分目设置“２０１９年朝阳区 Ａ级旅
游景区一览表”，将辖区内２３家旅游景区的等级、名称、评定Ａ级景区时间、是否免费入园
（票价情况）详尽列出，⑤既反映当地旅游资源建设情况，保存史料，也能为群众旅行提供

便利的参考。另一方面，年鉴记载的事物本身客观上展现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实践。

如《长沙年鉴（２０２０）》“教育”类目“基础教育”分目下设“城区‘小升初’民办初中首次实
行微机派位”条目，记述“继续实施双胞胎捆绑派位政策，有２５３对双胞胎申请参与捆绑派
位（含３对三胞胎）……”，⑥双胞胎捆绑派位反映出执政者在教育领域对群众中特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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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是便民利民之举。《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公安”分目“‘朝阳群众’品牌效能”
条目、“法院”分目“‘水滴筹’退款案”条目①，均反映执政为民的立场。

六是见问题。年鉴记述的内容多以正面为主，反映某地区上年内各项事业的新进展、

新成绩，并记载先进人物事迹。对于存在的问题，４部中国精品年鉴也并没有回避，而是以
存真求实的态度予以客观记载。如《孝义年鉴（２０２０）》“生态环境”类目“生态环境存在问
题及原因”条目，记述“２０１９年，孝义市结构性污染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扭转。水环境质量
改善力度不足。城镇污水管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存在短板……境内雨

污分流不彻底，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不完善……道路扬尘及柴油车尾气污染严重。境

内工业企业体量大，大宗物料运输以公路为主，柴油车为主要运输装备，日过境车辆约５１
万辆……”。孝义市是一座资源型城市，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第一批５０个和山西省３５
个重点产煤地之一，也是国家铝工业的主要开发基地”。② 资源型城市经历粗放的高速发

展阶段之后，大都面临生态环境恶化、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问题。该条目对孝义市生态环

境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载、客观理性的分析，体现了编纂者“直笔著史”

的专业素养。

三、专题图片增色

专题图片位于年鉴“卷首”位置，是读者翻开年鉴首先映入眼帘的内容，特色鲜明、生

动真实、存史价值高的图片能为整部年鉴增色。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专题图片都做到了资
料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有机结合。

一是反映年度重点亮点。《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设专题图片２８个版面１１个专题，
全部聚焦年度性内容，反映该区域内政治、社会、文化、城乡建设、对外往来等方面内容。

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庆祝活动”专题７个版面，其中以３个版面编排朝阳区女
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及训练的照片，彰显朝阳女兵风采；“‘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题２个版面，选取有关单位、地区开展主题教育的现场照片；“助力冬奥”
专题２个版面，反映朝阳区为迎接冬奥会开展的活动、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疏解整治促
提升”４个版面，反映２０１９年朝阳区开展该专项行动的情况；“城乡环境建设”２个版面，编
排上年度新建成的重要场馆、桥梁等照片，展现城乡建设新成绩。《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设
“产业项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夜经济”“２０１９年度事件”４个图片专题，反映年度
重大项目、事件、活动等。《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年度视点”图片专题１０个版面，反映
上年度连云港市各行业发展、建设取得的突出成绩和重大活动。

二是反映时代特征。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国上下共同庆祝和
回顾总结的节点年份。４部中国精品年鉴除以“专文”或“特载”对本地区７０年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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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综合记述，也注重用专题图片来呈现。如《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７０年回眸”专题２１
个版面，选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连云港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展现该地７０年取
得的巨大成就。《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设“７０年长沙”专题３０个版面，以其精心设计、精当选
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三是反映地域特色。《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山海港城”专题，选取１２张高清、广角
全景照以１０个版面，反映连云港市山、海、港、城相依，生态与人文和谐相生的美丽画卷。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专题图片在突出年度动态的基础上，也反映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庆祝活动”“助力冬奥”“友好往来”专题，体现出北京作
为中国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区域特色，也体现出朝阳区作为“北京对外交往的重要窗

口”“国际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区”的区情特色。① 《孝义年鉴（２０２０）》“经济发展”专题设
“煤化工”和“铝工业”“农副产品加工”“农业”等专辑，反映其产业特色；“文化生活”专题

设“非遗传承”“旅游盛景”“文化掠影”专辑，充分反映孝义市文化特色。《长沙年鉴

（２０２０）》设“夜经济”专题，选录长沙市闻名全国的“网红”景点夜景照，展现长沙市作为
“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的魅力。

四是弘扬正能量。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７日，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燕尾港
镇开山岛村党支部书记王继才（２０１４年，王继才、王仕花夫妇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在执勤时突发疾病去世，年仅５８岁。２０１８年８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先进事迹作
出重要批示：“王继才守岛卫国３２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
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

追求。”②《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设“人民楷模———王继才”图片专题，以４个版面的篇幅，
选录１０张反映王继才烈士生前守岛护岛的工作场景以及被授予荣誉的现场照片，并在图
注中简要介绍王继才、王仕花夫妇３２年如一日，排除困难、坚守孤岛、为国戍海的事迹，充
分发挥年鉴“育人”的作用，体现正确的价值取向。

四、其他优点

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并以“特载”“专文”“链
接”等形式创新性地编排资料，使年鉴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秩序井然。其中，随

文插图与表格的运用尤其值得借鉴。

一是随文插图编排合理。注重选材与正文的关联性，注重图片质量、主题和数量控

制，编排手法较为成熟，使年鉴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以《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最具代
表性。

二是表格运用得当。表格设置科学、要素齐全，使用范围广，除经济板块常以表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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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经济数据，政治、文化等各大板块也频现表格。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政治部类均对人大
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等列表选录，反映当年社会关切和呼声；文化部类，如“２０１９年长
沙市普通高等学校一览表”逐一列出长沙市 ５７所高校名称、主管部门、办学层次和性
质①，较好地处理年鉴的地域属性与主办机构行政管理权限的关系，详略得当；“２０１８年连
云港市重要文艺活动一览表”按时间顺序列出全年全市举办的１４场重要文艺活动②，补
充条目文字记述的不足，起到丰富资料内涵的作用。

此外，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内外兼修”，对装帧设计也颇为考究，注重地方特色，体现审
美价值。

五、不足之处

一是个别条目编纂质量不高。其一，“概况”的编写有待规范和提升。作为综合性条

目，“概况”应发挥宏观总揽作用，反映某行业或事业上年度发展基本情况、重大成绩以及

纵向对比等情况，体现发展脉络。４部中国精品年鉴中“概况”不“概”的问题仍然存在，有
的“概况”条目，将组稿单位上年内各项工作不分巨细均纳入其中，文字冗长影响阅读。若

压缩“概况”记述，将其中一些具体事项、重大活动、亮点工作单独设立条目则会更突出其

事、更清晰明了。其二，同类性质的条目没有遵循统一的记述标准。如新机构的设立，在

同一部年鉴不同部类中记述的标准显著不同，大部分条目记载翔实，对机构成立的具体时

间、级别、隶属关系、主要职能、内设机构、二级机构、干部职工人数等均有准确记载，但有

的却仅仅记述机构成立时间和出席挂牌仪式的领导。如“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成立”条

目③。其三，有的条目未“写实”，缺乏具体史实，总结报告式文风未消除。如《长沙年鉴

（２０２０）》“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类目“综述”分目“概况”和“人大常委会建设”条目④，影
响年鉴的资料价值。

二是“人物”类目收录标准未明确。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均设立“人物”或“人物荣誉”
类目，由于地域差异、行政级别差异以及主编观点的不同，各地年鉴关于“人物”和“荣誉”

的收录标准各有不同。每部年鉴几乎都收录上年度有影响力或获得重要荣誉的人物，但

有的人物却看不出年度属性。因此，每部年鉴很有必要制定具体的“人物”收录原则和标

准，并在成书中予以阐明，既有利于搜集资料，也是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交待。建议在“人

物”类目下进行说明（可参照“索引”的说明）或是在卷首“编辑说明”中予以明确。

三是索引编制范围过窄。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均编制索引，但标引范围大都只限于正文
的文字部分，仅有《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长沙年鉴（２０２０）》设置表格索引，而图片均未
纳入。在图、表广泛运用，并且在年鉴中发挥重要资料作用的情况下，年鉴索引应拓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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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范围，将图片专辑、随文插图、表格均应纳入索引范围。

四是“编辑说明”还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４部中国精品年鉴的编辑说明都对编纂
者、指导思想、记载内容和时限、编排方式、数据使用等进行说明，但也还存在内容不全、表

述不严谨等问题。如《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没有说明较２０１９年卷的调整变化情况，《长
沙年鉴（２０２０）》缺乏对成书情况的说明和对有关内容的规定，《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未介
绍该年鉴的创刊年份，《孝义年鉴（２０２０）》关于记述时限的表述为“记述时限为２０１９年１
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年鉴虽以年度性内容为记述主体，但实际上个别内容存在上溯或
下延，所以记述时限的表述更应严谨。

六、结　语

高质量发展是年鉴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打造精品年鉴、品

读精品年鉴，已在全国年鉴质量建设中发挥出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成为促进和深化全

国年鉴同行交流互动、理论研讨的重要平台。４部中国精品年鉴在框架结构、条目编撰、图
片编辑、体裁运用等方面的优长之处，充分体现出精品年鉴之“精”，值得年鉴工作者学习

借鉴。不足的存在也印证着年鉴质量建设“永远在路上”，即便已入选中国精品年鉴，依然

需要不停地学习进步、发扬优长、解决新旧问题、不断锤炼品质。同时也应看到，每一部中

国精品年鉴的诞生都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在鉴赏它作为“文本”所呈现的编

纂优点、文献价值的同时，不应忽视其背后运行的体制、机制性力量。因此，除学习和总结

其编纂学上的方法、经验，也应深入探究其工作机制、保障制度等，全面总结经验，从而建

立一套科学通用的年鉴质量标准体系和运转有效的年鉴编纂保障体系，推动全国年鉴事

业全面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实现年鉴由“量”到“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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