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
与写作技巧

陈洪毅①

摘　要　《地方志工作条例》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２版）关于年鉴根本属性的解
读存在一定的差异，也就是“工具书”与“文献”的不同主张。“工具书观点”主张年

鉴的三个本质特征：工具书、汇辑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文献观点”主张年鉴的三

个本质特征是：文献、系统记述各方面情况、年度资料性。两种观点对年鉴表现形

式、年度性要求、规范写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年鉴具有其独特的本质和特征，

当今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年鉴的创新和发展也应顺应趋势，因势利导，在综合情况记

述和写作技巧上进一步规范，从而提高年鉴综合质量，体现年鉴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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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综合年鉴根本属性辨析

当前，关于地方综合年鉴根本属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认为，地方综合年鉴是

年鉴的一种，地方综合年鉴根本属性也就是年鉴的根本属性。这一观点以《中国大百科全

书》为代表。第二种主要就是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的观点，即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

料性文献。

（一）基本含义的差异性

１９９０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指出：年鉴是“汇辑一年内重要时事、文献
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①。２００９年３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２版
１６卷指出：年鉴是“一种汇集年度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出版的工具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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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集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当年的政府公报、国家重要报刊的报道和统计部门的数据”①。

１９９０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年鉴根本属性的观点因其提出的时间早，并且适应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全国普遍编纂年鉴的发展要求，得到较多人认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２版
因其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并且在第１版基础上修订重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下
文将此简称为“工具书观点”。

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之前，社会各界讨论认为：“根据我国首轮
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实践，地方志的外延已有所扩展，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志书，又包

括年鉴；年鉴是每２０年左右新一轮地方志书续修重要的平时资料积累。”②而编纂地方综
合年鉴既然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与地方志工作密切相关，其核心内容应与《地方志工作

条例》中关于“地方志书”的界定相一致。因此，《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明确指出：“地

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

料性文献。”下文将此简称为“文献观点”。

“工具书观点”强调年鉴是“年度资料性工具书”；“文献观点”主张年鉴是“年度资料

性文献”，二者真正差别在于年鉴是“工具书”还是“文献”。

（二）本质特征及规范要求的差异性

基于是“工具书”还是“文献”的不同主张，“工具书观点”主张年鉴的三个本质特征：

工具书、汇辑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文献观点”主张年鉴的三个本质特征是：文献、系统

记述各方面情况，年度资料性。由此，两种观点对年鉴表现形式、年度性要求、规范写作等

方面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

１表现形式差异
“工具书观点”指出：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那么工具书必须体例严谨，编排系统，使用

方便，对宏观信息分成若干类目，每个类目再分为若干细目，每个细目有若干条目或其他

资料组成，层次分明，结构保持基本稳定，形成一个符合科学分类、社会分工和本行政区域

或系统实际的科学体系。年鉴一般设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条目不宜过大过长，“一

般以中小条目为主，以大条目为辅，条目平均篇幅多为４００～６００字为宜”③。书前设目录，
后有索引，便于查阅；所刊载的资料，是各种重要信息，在工作和生活需要时，可针对某一

方面的具体、准确情况进行查找。

“文献观点”强调年鉴的本质特征是资料性，资料性最主要的要求是全面性，兼顾工具

性。认为年鉴的内容以科学分类、社会分工和本行政区域或者系统实际为前提，表现形式

可以多样。目前以现有年鉴常用的类目、分目、条目为基本表现形式，以图、表、专题资料、

调研文章等为辅助表现形式，条目长短应根据“鉴”的价值可长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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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资料年度性要求差异
“工具书观点”强调年鉴逐年编写、连续出版，一般是一年一版，创办初期把几年的资

料汇集成一部书可以称为年鉴；辑录的内容是上一年度系统资料，一般不能够刊载半年或

几个月的非全年性资料，也不支持跨时限跨地域的资料，跨年度跨地域的资料一般只能通

过设置“统计资料”“特载”“附录”等栏目收录。

“文献观点”强调年度资料“一年一版”的同时，强调年鉴资料的系统性，认为多年合

编的资料不能称为“年鉴”，年鉴资料可以不足半年或者跨年度，只要重要而且自成体系都

可以收录。对于一些跨时限跨地域的资料，应当视资料的完整性适当收录，强调做到年鉴

资料“大事不漏，小事不凑”和“横向面面俱到，纵向点点重要”。

３编纂工作差异性
“工具书观点”基于工具书的主张，强调各年度之间出版的年鉴要保持一致性和连续

性，主张体例基本一致、结构基本一致、编排基本一致，只要内容不同，编年鉴就是对不同

年份的部分栏目和条目信息进行“汇辑”与“年度更新”。并普遍认为“编年鉴最多只是较

低水平进行编辑，不能算是编纂”，甚至有人认为：“年鉴工作就像中药房的账房先生，照单

抓药即可。”“由于年鉴的工具书属性，决定了年鉴的内容要采用条目化的形式来表现。所

以年鉴的编辑加工过程，其实就是对作者来稿进行条目化的处理。”①

“文献观点”基于资料性的主张，强调资料“鉴”的价值，认为各年度的资料内容表现

形式可以不同，可以不受“体例一致、结构一致、编排一致”的限制，着重强调编年鉴是“系

统记述各方面情况”，指出“编纂年鉴不能只是照方抓药”，要“常编常新”。

总之，“工具书观点”坚持“工具书”的本质，“文献观点”则在“工具书观点”基础上实

现突破，强调资料表现形式多样化和“因地制宜”，不必“默守陈规”，对编纂工作提出更高

更新的要求。甚至有人提出：“我们要对地方综合年鉴的性质进行再认识，就是要转变观

念（认识）；地方综合年鉴不是资料性工具书，而是资料性文献。我们不仅要注重地方综合

年鉴资料的丰富性、全面性、客观（真实）性、系统性，更要同时注重实证性和科学性。”②

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年鉴理论界到实

务界也在不断推进依法治志的步伐，持“文献观点”的人越来越多，持“工具书观点”的人

逐步认识到年鉴工具书属性致使年鉴欠缺重要数据对比、问题内容得不到反映等弊端，正

在逐渐转变观念，认为“年鉴小儿科”的大幅减少。同时，随着多年的学习借鉴，两种观点

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逐渐趋同，呈现不断强化年鉴资料性的总体发展趋势。

二、年鉴综合情况记述的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年鉴综合情况是年鉴资料性的集中体现。年鉴的主要内容一般分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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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动态信息、附属资料、检索系统四个部分，综合情况常有“概貌”“总述”“综述”“概

述”“概况”等几种表现形式。通常，年鉴先用“总述”或者“概貌”，高屋建瓴地概括说明地

方行业的基本情况，然后分门别类进行具体记述，通过综合情况对全书起统领的作用。从

综合到专项、由全面到具体，将上百万字的年鉴内容有机整合起来，符合人类认识规律，因

而年鉴综合情况常常是年鉴必不可少的重要组织部分。同时，与年鉴的动态信息、附属资

料、检索系统相比，年鉴综合情况承担宏观反映地方全面情况的任务，需要反映地方基础

信息、年度动态和经济社会纵横发展的对比情况，能够达到有效信息“横不缺项，竖不断

线”，更能体现年鉴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可比性，因此年鉴综合情况成为年鉴资料性根本属

性的最为集中体现。强化地方综合年鉴根本属性最迫切的就是解决年鉴综合情况存在的

问题，突破口就在于记述好年鉴综合情况。

（一）综合情况篇幅难以承担反映地方基本情况和年度综合情况

记述综合情况的基本要求是“概而全”。“概”就是高屋建瓴，宏观概括；“全”就是对

应领域年度基本情况和相关基础信息没有太大的遗漏。综合情况“概”而“全”，能够让读

者宏观了解和把握对应领域年度基本情况及相关基础信息的程度，为后文分门别类记述

做出铺垫，方便读者了解全面情况、主要内容等。有的学者提出“年鉴的记述重点 ＝基础
信息＋大事要闻”观点。① 认为基础信息是读者了解年鉴对应领域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
是年鉴记述重点之一，也是综合情况必须反映的主要方面，务求全面。许家康通过对国内

外３０种较有影响的年鉴做过统计分析，综合情况占７％～１０％左右。② 事实上，年鉴综合
情况记述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１综合情况篇幅太小，栏目过少，承担反映地方基本情况和年度综合情况的任务。以
南宁市、县年鉴为例说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南宁市、县出版的年鉴２２部，这些年鉴一般能
够规范设立记述综合情况的类目，但是内容都有所不足，“概貌”“总述”里面所设的栏目

不多，内容单薄，所占篇幅较小，平均篇幅只占２８％左右。其中，２０１５年《南宁年鉴》综合
情况约占４０３％，比较接近５％；２０１４年《兴宁区年鉴》，版面字数２８８万字，占全书篇幅
４８％，但是扣除领导人任职情况实际只有０８万字，占１３％，要全面反映地方基本情况
和年度综合情况，显然力不从心；２０１４年《武鸣年鉴》《宾阳年鉴》与《兴宁区年鉴》）类似；
２０１４年《西乡塘区年鉴》《江南区年鉴》分别只占１６％、１３％；《横县年鉴》综合情况才
３３０个字，根本无法反映一个县的基本情况和年度综合情况。

２记述综合情况的基础信息不全，缺漏项较多。常见的问题是只反映基本情况，不反
映年度发展变化，或者只反映年度情况，不反映基础信息。比如市、县（区）年鉴多数分目

都设“概况”，但是多数基础信息残缺不全，其中《青秀年鉴２０１４》“机关事务管理”分目中
“概况”，只记述“机构”情况，没有年度工作情况。又如《宾阳年鉴》中的“政府集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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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只记述“机构”的情况，把“政府采购的概况”当作“政府采购中心的概况”来写，没有

介绍当年政府采购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问题以及采购政策、采购方式的变化，存在很大的

片面性。

（二）综合情况记述层次把握不准，“总述”“综述”“概述”“概况”分类混乱

年鉴综合情况常见的表现形式有“总述”（“概貌”）“综述”“概述”“概况”等，通常“总

述”“综述”“概述”“概况”是分层次使用的。“总述”即从整部年鉴总体上记述的意思，通

常作类目，用在各正式记述内容的最前面，起到一定基础信息交待的作用。“综述”，年鉴

中常指年度内某一部门内跨领域跨行业综合情况、某一领域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情况或较

大综合情况的综合记述，常用在年鉴较大类目下，作为各分目之首，反映本类目下各分目

全面情况，揭示年度内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及其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类目下宏观上统

领作用。“概述”在年鉴中指年度内某一事业、某一地区的概括记述，常设在类目下各次类

目之首、分目下各次分目之首，侧重从“面”上勾勒年度内某一事业、地区的基本情况，起到

统领次类目或次分目的作用，其中最常见的用法在分目之下次分目之首，起到统领次分目

作用。“概况”主要反映一个部门、某一单位工作全貌的综合性条目，一般用在年鉴主体条

目最前面，对各专题条目的概括和缩写，使年鉴条目更具有资料性、综合性、系统性、连续

性和可比性，是“读者了解各行各业（部门和单位）全面重大情况的窗口，也为续修地方志、

编写地方史积累资料的重要部分”①。

有些市、县年鉴中，通常把“总述”设置为类目，称谓“概貌”，作基本情况、经济社
会发展基础介绍，县区年鉴很少能够做到将有关经济社会资料数据粗略作上下年度对比。

“综述”通常设为分目且设置较少，以《南宁年鉴》为例，２０１５年《南宁年鉴》设“概述”２个，
２０１６年《南宁年鉴》不再设置“概述”。各分目均设有“概况”条目。其中，２０１５年《南宁年
鉴》、２０１６年《南宁年鉴》，“概况”条目约占总条目的８％ ～１０％。同时，该年鉴２０１６年版
有“法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开发区·新区”“科学”“文化”“卫生”等１１个，有概括较大
行业跨领域的情况，也有概括同领域跨行业的情况，起到统领次分目作用。近年来为了减

少层级、避免混淆，南宁市县年鉴已经较少使用“概述”作为次分目。一般而言，县区年鉴

一般参照市级年鉴进行设置。

（三）记述深度不够，未能提供合适的详实有效资料信息

１数据深度加工不够，内容比较肤浅、单薄，没有纵横对比或者只有个别的、片面的比
较，数据资料与年鉴综合情况关联度较低，甚至不加分析即将有关单位或部门提供的数据

资料盲目引用，造成数据资料堆砌，无法让读者真正把握或了解事物发展状况及所达到的

水平。如将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数据乱用而未能佐证观点、说明情况。

２内容概括不够，不能将一个地方、一个行业的年度情况、重大事件、重点题材、面上
情况进行归纳概括或者点上重要情况进行深度说明，资料可读性不强，不能作为富有价值

的实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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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因为担心涉密、内容重复而记述过于笼统、过于简略，太过“粗线条”而未能细分主
题、拓展深度、反映重要信息，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数据也未能全面反映，一些涉

及军事或保密方面的内容较为突出。

４无实质性的有效信息。属于前后铺垫，议论评议，在年鉴分目下大可不必。如
２０１６年《南宁年鉴》第１６７页“人民防空”分目下【概况】：“２０１５年，南宁市人民防空办公
室狠抓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履行人防‘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核心使命，圆满完成

南宁市‘十二五’人防建设任务，连续５年被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评为年度人民防空工
作目标管理达标先进单位。”记述既无“狠抓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反映，也无“履行人防核

心使命”的措施，更无“圆满完成南宁市‘十二五’人防建设任务”数据，让读者一片茫然。

三、年鉴记述综合情况实用技巧

（一）规范年鉴综合情况的基础信息要素构成

一般年鉴记述条目内容要素按照时间、地点、事主、事情发展的起因、变化、结果六要

素来组织。为了方便初学者使用，本文通过强化三个基础信息要素来记述综合情况，三个

基础信息要素就是：工作主体、年度主要工作、业绩与发展特点，用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模式

表示：

综合情况＝工作主体＋年度主要工作＋业绩与发展特点
运用技巧是，第一个内容要素是工作主体，即工作的主管部门、建立时间、变革和现

状、人员编制、在职人员、内设机构、下设机构等，适当安排详记或略记；第二个内容要素是

主要工作，包括工作内容、新举措、工作范围或行业的基本情况、年度内工作的进展等；第

三个内容要素是业绩与发展特点，主要有工作成绩、完成指数、新问题，概括年度发展特

点，进行对比并说明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了避免与其他条目内容重复交叉，综合情况

介绍的内容一般是粗线条的勾画，点到为止”①，不深入展开。

（二）准确把握“总述”“综述”“概述”“概况”之间层级关系

从词义理解，“总述”总体统领或记述，“综述”即综合记述，“概述”即概略记述，“概

况”即大概的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近似表示为：“总述”＞“综述”＞“概述”＞“概
况”。从地方综合年鉴框架结构看，年鉴主要由类目、分目（次分目）、条目三个层次组成，

类目下设分目，分目下设条目，以条目为基本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表示

为：类目＞大分目＞小分目＞条目。综合词义与年鉴框架结构看，“总述”“综述”“概述”
“概况”与地方综合年鉴的类目、分目、次分目、基本条目形成良好的对应关系，用一个简易

模式表示就是：

总述＞综述＞概述＞概况＝类目＞大分目＞小分目＞条目
为了区分上方便，年鉴通常以“总述”对应类目设置，“综述”对应分目设置，“概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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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次分目设置，“概况”对应条目设置，依层次归类入鉴，对号入座，如此显得层次分明，结

构明晰。

（三）熟练掌握“总述”“综述”“概述”“概况”基本运用技巧

根据“总述”“综述”“概述”“概况”之间的层次关系，可以在全书主体内容前面设“总

述”类目，全面概括反映地方关系全局的重要情况、重要举措及其成效、发展特点及趋势、

发展基本情况和年度发展变化等。针对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特别是部分县级年鉴综合情况

内容缺乏的现象，应当在年鉴主体内容之前增加“总述”或者“概貌”的综合情况类目，
综合记述地方的地理位置、土地面积、气候、资源、环境、行政区划、建置沿革、民族、宗教、

人口、语言、历史文化遗存等基础信息并作系统的说明。

在较大类目的里面各分目前面，尽可能设置“综述”分目，综合概括本类目涉及领域的

基本情况、年度的新变化、新特点、新问题。与下一个层次的“概述”相比，“综述”侧重以

类目对象为中心主题，对年度情况进行综合、概括记述或说明。“综述”里面原则上不再设

条目，更不能设“概述”“概况”有关内容综合记述，避免逻辑重复。

较大分目里面，可设“概述”，概括说明本分目涉及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年度发展变化。

“概述”里面原则上不再设条目以避免逻辑重复，内容较多时可分题头排列。

“概况”原则上设在各分目里面、各条目前面，概括记述本分目或次分目内容，除“总

述”外，“概况”不能设在“综述”分目、“概述”次分目里面。

（四）提升综合情况资料的完整性和高度概括性

应当贯彻“概”而“全”的原则，突出面上的一般情况的综合概括，强调其全面性、综合

性、连续性和可比性，并且注意文字表达的高度简约与高度概括，让读者在第一时间里在

有限的篇幅内掌握相应领域面上的基本情况。一是全面收集相关资料，确保各地、各部

门、各行各业的基本情况及相关基础信息得到全面反映，尽可能确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资料基本指标体系，做到“纵横可比”“大不漏”“小不凑”，相关基本信息没有大的遗漏。

二要实事求是加强概括提炼，通过提纲挈领、突出特点、深化主题、挖掘深度、分析对比、精

炼文字，将资料归纳概括成为一个逻辑联系密切的、有机统一的资料信息整体。三要点面

结合，突出当地或部门的特点，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横向与纵向对比、因果关系分析等

方法，既勾勒全貌，又介绍某一方面典型，强化说理性，增强资料系统性和稳定性。

（五）适当提炼综合情况标题

当前，有许多年鉴认为综合情况条目是稳定条目，无需提炼标题，只需要“旧瓶装新

酒”就可以了，甚至于有个别县级年鉴，“概貌”里的自然状况里面的内容，５年未换过。
这种固守成规的观点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在当今信息爆炸的

时代，现代信息数据发展迫切需要出版物能够提供最简要、最便捷的可检索性，每一个年

鉴条目都应当是相对独立的资料主题，也是相对可检的信息载体，加强年鉴综合情况标题

提炼，提供可检索性，是适应年鉴根本属性发展要求的举措。而且，年鉴综合情况写好了，

标题精美，同样也能够在坚持稳定条目的前提下反映地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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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是将“总述”名称改为“概貌”，如“南宁概貌”。“综述”“概述”标题，根
据其概括记述的内容，加上一个特定的主语或其他中心词，对名称加以范围限制，提高信

息资料的指向性和可检索性，如“文化综述”“工业综述”“城建概述”等。“概况”一般紧跟

在上一个分目标题之后，不少人认为“不适合加限定词”，“加上显多余”。但是笔者认为，

应当尽量避免综合情况雷同化、栏目化、简单化，宜进一步增强年鉴综合情况条目的独立

性，适当提炼标题，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在“概况”前加上一个最为简洁的中心词，使“概况”

条目真正成为年鉴独立可检的信息单元。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里面的“概况”，可以改

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概况”；又如写某某机关的内容，可以是“工作机构及工作概况”“某

某机关及工作概况”等，十分明确地表述标题下应当记述的内容，明确而具体，具有较强的

可检索性。

四、结语

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特别是市、县级年鉴编纂欠缺新意、数年不变或数个地区类同的

现象时有发生，“十县一鉴、十年一鉴”的情况过去时有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认识

偏差，那就是长期以来对地方综合年鉴根本属性认识偏差或认识不深，了解不透，局限于

把地方综合年鉴视为单一工具书，忽视年鉴资料性的根本属性。市、县级年鉴占地方综合

年鉴的绝大多数，把握理解年鉴的特性和基本属性，在编纂手法、编纂能力、编纂技巧方面

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如此，地方综合年鉴很快就能够走出的“十县一鉴、十年一鉴”怪

圈，市、县年鉴或将掀开“千县千鉴、千年万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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