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分类、
标题及记述范围

———以中国年鉴精品工程２０１８年卷申报年鉴篇目初稿为例

周　慧①

摘　要　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是指人们生存和发展以及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提供
保障与服务的相关事物，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是地方综合年鉴五个部类内容之一，

其质量高低影响年鉴的质量。目前，全国各地综合年鉴社会部类存在着缺乏共识、

分类多样、内容零乱、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和基本的规范的情况。由于年鉴的分类、

标题及记述范围的界定，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既不能完全追求标题词语内涵与外延

的完全对应，也不能完全脱离标题词语内涵而随意选择，而是应当把标题词语与外

延的对应关系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在体现一定科学性的基础上合理地反映社会

分工的实际，形成年鉴的标题词语体系及其所对应的内容，既能概括主要内容又能

揭示内容主题。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分类、确定标题和记述范围，可进一步加强社会

部类篇目的规范性，确保该部类记述内容的准确和严谨。

关键词　社会部类分类　标题　范围界定

在地方综合年鉴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大部类中，从分类到标题，再到记述

范围的界定，目前社会部类仍然缺乏共识，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和基本的规范，这成为年

鉴篇目设计中的难点与热点问题。笔者参与了中国年鉴精品工程评审工作，深感社会部

类需要进行必要的规范。中国年鉴精品工程２０１８年卷申报年鉴篇目研讨会共有３２种
年鉴篇目初稿提交会议，其中省级年鉴３种，市级年鉴１５种，县级年鉴１４种，分布于东
中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此次提交会议的３２种年鉴篇目初稿为例，分析探讨社
会部类分类、标题及记述范围的界定问题。为叙述方便，本文中涉及的年鉴均省略

“２０１８”年份标识。
篇目设计除了通常所说的分类科学合理、结构层次清晰、内容领属得当之外，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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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界定记述范围。特别是目前在社会部类分类、标题及记述范围尚未

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强调篇目科学合理分类对标题的确定以及界定记述范围的作用显得

尤为重要。所以，本文将其一并纳入讨论。

一、３２种年鉴社会部类比较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２０１８年卷申报年鉴３２部年鉴篇目初稿社会部类分类、标题及记
述范围界定情况有如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一个词语为标题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

１以“社会生活”为标题分类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有《山西年鉴》《山东
年鉴》《南京年鉴》《马鞍山年鉴》《东营年鉴》《常德年鉴》《第一师阿拉尔市年鉴》《丰润年

鉴》《宣化区年鉴》９种，占２８１３％。分目设置情况详见下表：

年鉴名称 分目名称 数量（个）

山西年鉴

婚姻家庭殡葬、妇女儿童、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劳动就业、收入与消

费、城乡低保、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社会事务、拥军优抚、

福利慈善、民族宗教

１５

山东年鉴
民政事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族事务、宗教事务、老龄工作、居

民生活
６

南京年鉴

人口与家庭、居民收入与消费、住房保障、社会保险、优抚安置、社会

救助、居民服务、残疾人事业、殡葬管理、社会组织、社区建设、区划地

名、民族宗教

１３

马鞍山年鉴
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险、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管理、公积金管理、

民政事务、优抚安置、区划地名管理、民族宗教、公用事业
１０

东营年鉴
居民生活、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老龄工作、红十字会工作、残疾人

工作、民族
７

常德年鉴

人民生活、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人力资源开发交流、劳动就业、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社会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殡葬管理工作、社会救助、老龄工作、关心下一代工作

１３

第一师阿拉尔市年鉴 人民生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事务 ４

丰润年鉴
综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福利与救助、社

会事务管理、居民生活
８

宣化区年鉴
城乡居民生活、社会保障管理、民政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住房

制度改革、历史钩沉、宣化山地山系辨
７

５４

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分类、标题及记述范围



２以“社会民生”为标题分类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有《淮北年鉴》《驻马
店年鉴》《上杭年鉴》《桦甸年鉴》《集美年鉴》５种，占１５６３％。分目设置情况详见下表：

年鉴名称 分目名称 数量（个）

淮北年鉴
计划生育、民政事务、地名管理、老龄工作、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人民

生活、民族事务、宗教事务、扶贫工作
１０

驻马店年鉴
卫生计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事务、居民生活、残疾人事业、

红十字会
６

上杭年鉴 人力资源、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维权、民政、卫生健康、民族宗教 ７

桦甸年鉴
公共服务业、人口和计划生育、残疾人事业、民政、消费者权益保护、

精准扶贫、养老、医疗
８

集美年鉴 劳动保障、民政、居民生活 ３

３以“社会事业”为标题分类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有《青岛年鉴》《郑州
年鉴》《来安年鉴》３种，占９３８％。分目设置情况详见下表：

年鉴名称 分目名称 数量（个）

青岛年鉴

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社会科学、气象·防震减灾、文化事业·档案工作、报

业·出版·广播电视、卫生计生·体育、民政·老龄工作·慈善事业、民族与宗教

事务

９

郑州年鉴 民生工程、城乡居民生活、爱国卫生运动、民政、民族与宗教 ５

来安年鉴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族宗教 ３

４以“公共管理”为标题分类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有《温州年鉴》《玉溪
年鉴》２种，占６２５％。分目设置情况详见下表：

年鉴名称 分目名称 数量（个）

温州年鉴

综述、机构编制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国土资源管理、民政事

务管理、基层社会治理、地名管理、社会保障、民族宗教事务、移民工作、老龄

事业、关心下一代工作、残疾人事业、慈善事业、红十字事业、新居民工作

１７

玉溪年鉴

机构编制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国土资源管理、矿产资

源管理、民政事务管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地名管理、社会保险、民族事务、

宗教事务、移民工作、计划生育、老龄工作、关心下一代工作、残疾人事业、慈

善事业、红十字会工作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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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以“社会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为标题分类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有
《镇江年鉴》《长春市宽城年鉴》２种，占６２５％。分目设置情况详见下表：

年鉴名称 分目名称 数量（个）

镇江年鉴
民政事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老龄事务、民族事务、宗教事务、关

心下一代工作、慈善事业、人民生活
８

长春市宽城年鉴
民政工作、社会保障、婚姻登记、人口和计划生育、老龄工作、关心下

一代工作、宗教事务
７

６以“社会”为标题分类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有《广东年鉴》《石河子年
鉴》２种，占６２５％。分目设置情况详见下表：

年鉴名称 分目名称 数量（个）

广东年鉴
重点人群、民族·宗教、人力资源·劳动就业、收入·消费、市场物价、社会保

障、扶贫开发、社会事务
８

石河子年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人口和计划生育、民族宗教、街道社区管理 ６

７以“社会建设”为标题分类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只有《永州年鉴》１
种，占３１３％。分目设置情况详见下表：

年鉴名称 分目名称 数量（个）

永州年鉴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计生工作、重点医院选介、民族宗教事务、

社会团体、公用事业
７

第二种类型：以多种不同词语为标题分类设置多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有《长沙年

鉴》《扬州年鉴》《拉萨年鉴》《晋江年鉴》《威远年鉴》《平南年鉴》《北京海淀年鉴》《天津

市北辰年鉴》８种，占２５％。类目、分目设置情况详见下表：

年鉴名称 类目名称 数量（个） 分目名称 数量（个）

长沙年鉴

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

２社会生活
２

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设人力资源、就业
创业、社会保障、引才引智、公共服务、住房保

障、住房公积金管理７个分目
２“社会生活”设居民生活、优抚安置、社会
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婚姻家庭、社会组

织管理、社区建设、殡葬管理、老龄工作、民族

事务、宗教事务１２个分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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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鉴名称 类目名称 数量（个） 分目名称 数量（个）

扬州年鉴

１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

２社会生活
２

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设人才工作、人事管
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住房保障、住房公积

金管理、社会救助与福利、优抚安置８个分目
２“社会生活”设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消费
价格、婚姻家庭、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民族事

务、宗教事务、计划生育、地名管理、拥军优

属、社会组织管理、慈善事业、红十字事业、老

龄工作、残疾人事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信用

体系建设１７个分目

２５

拉萨年鉴

１民政
２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

３民族·宗教

３

１“民政”设综述、社会救助、救灾救济、优抚
安置及双拥创建、社会福利事业、基层政权和

社区建设、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社会事务管

理、民政基础设施建设、残疾人事业１０个分
目

２“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设综述、人事人
才、劳动关系、就业、社会保险５个分目
３“民族·宗教”设综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
３个分目

１８

晋江年鉴

１民族宗教
２劳动和社会保障
３民政支前双拥

３

１“民族宗教”设民族、宗教２个分目
２“劳动和社会保障”设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新晋江人公共卫生服务、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４个分目
３“民政支前双拥”设民政、支前双拥２个分
目

８

威远年鉴

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

２社会生活
２

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设人力资源管理、
就业创业、社会保障３个分目
２“社会生活”设人民生活、人口和计划生
育、民政工作、老龄事业、民族宗教事务、民生

事务综合服务６个分目

９

平南年鉴
１民政
２社会生活

２

１“民政”分目不详
２“社会生活”设婚姻家庭、妇女儿童、老年、
物价、消费维权、社区、社会保障、地名、残疾

人、宗教活动、老龄工作、灾害事故、殡葬事业

１３个分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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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鉴名称 类目名称 数量（个） 分目名称 数量（个）

北京海淀年鉴
１社会建设
２社会民生

２

１“社会建设”设综述、社会领域党建、社区
建设与管理、社会组织工作、社会工作者队伍

建设５个分目
２“社会民生”设人口和计划生育、劳动和社
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残疾人事业５个分
目

１０

天津市北辰年鉴
１精神文明建设
２社会生活

２
１“精神文明建设”直接设条目
２“社会生活”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

２

二、３２种年鉴的共识之处

限于篇幅，本文不对３２种年鉴篇目初稿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作具体的评价，列出类目、
分目只是便于对照分析，探寻其中的规律和共识之处。

（一）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成为趋势

从社会部类类目设置情况看，多数年鉴将社会部类作为一个单独的部类设置，主要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以“社会生活”（在以多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的年鉴中，《长沙年鉴》《扬州年

鉴》《威远年鉴》《平南年鉴》同样设置了“社会生活”类目）为标题分类的居多数，“社会民生”

居其次，然后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社会建设”“社会”，共计２４种，占
６８７５％；另一种是以不同词语设置多个类目记述社会部类的年鉴只有８种，占２５％。这两
种形式中多数年鉴的类目或分目标题中均使用“社会”这一词语，明确标示为社会部类。需

要指出的是，这８种年鉴社会部类之所以设置了两个以上类目，与年鉴类目设计数量的多寡
有关，如同政治、经济、文化设置多个类目一样，这与是否单独设置一个类目的年鉴相比并无

优劣高下之分。但也有例外，以“公共管理”为类目标题的２种年鉴却排在了经济部类，从客
观效果来看，这２种年鉴实际上是取消了社会部类，占６２５％。问题的关键在于，分类的不
同直接关系到确定所要记述范围以及内容的选择，不同的分类必然影响记述范围的大小以

及分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从以“社会生活”分类记述社会部类的年鉴所占比例以及省、

市、县三级年鉴覆盖面来看，以占据多数的“社会生活”为标题分类记述社会部类有着更多的

共识。

（二）打破机构界限按照事类分类记述社会部类成为趋势

地方综合年鉴内容繁复，篇目要达到科学合理而又体现地域特点确非易事。由于年

鉴是由各类机构提供稿件，按照年鉴的分类原则，部分内容需要按照事物性质进行分类，

势必对一些机构的职能工作进行拆分合并，甚至连机构名称都无法在类目中出现，这使得

相关机构难以接受。所以，以机构为单位设置类目一直是年鉴篇目设计中的问题，市、县、

级年鉴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部类所要记述的许多内容恰恰又是多个机构管辖，经过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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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少年鉴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从３２种年鉴看，多数年鉴打破了机构界限，对民
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和计划生育、民族宗教、统计、住房和建设部门等有关社会部

类的内容进行了拆分合并，民政部门拆分量最大，其次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拆分

后按照事物性质设置类目、分目，使分类更加科学合理，领属关系更加得当，层次更加清晰。

（三）多数年鉴社会部类基本内容相对一致

社会部类记述范围有多大，究竟应该记述哪些内容，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从３２种
社会部类记述范围和内容情况分析，无论哪一种类目设置类型，多数年鉴对记述范围和内

容的取舍还是基本一致的，大致包括人口家庭、计划生育、居民生活（主要是收入与消费）、

住房保障、社会保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残疾人事业、殡葬管理、社会组织、社区建设、区

划地名、民族宗教、慈善事业等。当然，并不是每一种年鉴都包括了这些内容。还有部分

年鉴差异比较大，如以“公共管理”为标题分类记述社会部类的《温州年鉴》，设置了机构

编制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国土资源管理、民政事务管理、基层社会治理、地

名管理、社会保障、民族宗教事务、移民工作、老龄事业、关心下一代工作、残疾人事业、慈

善事业、红十字事业、新居民工作１６个分目，《玉溪年鉴》也与此类似。

（四）基本明确了社会部类在年鉴中的地位

绝大多数年鉴按照五大部类排序将社会部类排在最后，符合分类原则和习惯顺序。但

也有部分排在其他位置。在３２种年鉴中，有２７种年鉴把社会部类排在五大部类的最后，
《广东年鉴》《拉萨年鉴》虽然位置靠后，但紧跟其后还有一个环境类目。《青岛年鉴》“社会

事业”类目设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社会科学、气象·防震减灾、文化事业·档案工作、报业·出

版·广播电视、卫生计生·体育、民政·老龄工作·慈善事业、民族与宗教事务９个分目，把属于
文化和社会两大部类的内容混合在一起，看似社会部类，实际上社会部类内容偏少，且排在

“口岸·海洋管理”与“旅游·风景名胜”类目之间，难以辨别其归属。《温州年鉴》《玉溪年鉴》

以“公共管理”为类目标题，基本内容是民政事务管理、基层社会治理、地名管理、社会保障、

民族事物、宗教事务、移民工作、老龄事业、关心下一代工作、残疾人事业、慈善事业、红十字

事业等，并将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国土资源管理等纳入其中。《温州年鉴》排

在经济管理和科学类目之间，《玉溪年鉴》则排在经济管理和金融保险类目之间，均属经济部

类。从年鉴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五大部类的分类角度看，《青岛年鉴》《温州年鉴》

《玉溪年鉴》在客观上模糊了文化部类、社会部类以及经济部类相关内容的界限，削弱甚至是

取消了社会部类。所以，年鉴分类应当注意各个部类分类的准确性和内容的均衡性。

三、３２种年鉴存在的问题

从３２种年鉴社会部类篇目初稿对比分析中发现，类目、分目标题内涵与外延不明确
最为突出，导致事物分类不当、内容领属失当、类目分目编排失序问题的出现。

（一）关于“社会生活”类目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社会生活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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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年鉴使用

“社会生活”一词作为社会部类的标题，与狭义的社会生活概念更接近一些，其内容主要表

现为个体、家庭及其他社会群体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消费性活动，包括吃、穿、住、用、行、

文娱、体育、社交、学习、恋爱、婚姻、风俗习惯、典礼仪式等广泛领域。从以“社会生活”为

类目标题的年鉴分目设置情况看，应当是狭义的社会生活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但从年鉴

内容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角度来衡量，所记内容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还要增加一部

分。所以，年鉴使用“社会生活”作为类目标题，其内涵既非广义的社会生活定义，也非狭

义的社会生活定义，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如《南京年鉴》社会生活，其分目包括人口与家

庭、居民收入与消费、住房保障、社会保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居民服务、残疾人事业、殡

葬管理、社会组织、社区建设、区划地名、民族宗教１３个分目。

（二）关于“社会民生”类目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社会民生是一个组合词语，由“社会”和“民生”两个词组成。前者强调的是生存条

件，后者追求的是生活质量，即保证生存条件的全部需求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普遍需求。

“民生”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

权益保护等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总和。民生是政府的核心工作，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各

个方面。基本内容包括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即食品、教育、卫生、交通、娱乐等生活内容的

保障工作）；保障群众就业发展；保障底线民生，为困难民众提供必需的失业保险、大病救

济、社会福利、抢险救灾等必需的生活保障。从以“社会民生”为类目标题的年鉴分目设置

情况看，人力资源、民族宗教、社会组织、社区建设、区划地名等内容就不属于民生范畴，而

一些属于民生范畴的内容如教育、住房保障等却又不在其中。

（三）关于“社会事业”类目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在我国各级政府发布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

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

业、人口与计划生育１０个方面。从以“社会事业”为类目标题的年鉴分目设置情况看，除
《青岛年鉴》包含了社会事业大部分内容外，《郑州年鉴》所设民生工程、城乡居民生活、爱

国卫生运动、民政、民族与宗教分目，《来安年鉴》所设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族宗

教分目与“社会事业”的内涵与外延基本不对应。

（四）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人力资源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资源，是各种社会资源中最活跃和最宝贵的财富，是

各种生产力要素中最具有活力和弹性的部分。人力资源管理是指运用科学方法，协调人

与事的关系，处理人与人的矛盾，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

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前者属于经济范畴，后者属于政治范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虽

属一个部门管辖，但并不完全是同类事物，应当拆分，分别放在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记述。

今年以来，各大城市爆发的“抢人大战”本质上就是争夺人口红利，也就是争夺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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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２种年鉴当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两部分内容未拆分的有１７种，其中７个单独设为
一个类目，排在社会部类４种，排在经济部类２种，排在政治部类１种；９种设为分目；１种
设为条目。拆分为两个或多个分目的１５种，其中排在社会部类９种，排在经济部类２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拆分后分别排在政治部类和社会部类的４种。对“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内容的多样化处理方式，反映了在时代发展变化中对同一事物不同认知的差异性。

（五）关于“公共管理”类目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公共管理是以社会公共事务为对象的管理活动。社会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分为公共资

源和公共项目、社会问题等。公共管理是针对政府管理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管理理念和管

理模式。从《温州年鉴》《玉溪年鉴》设置分目情况看，与公共管理所涵盖的内容并不对应。

（六）关于“社会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类目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社会事务也叫公共事务，公共事务从广义上看，它可以被定义为组织的所有非商业化

行为；从狭义上说，公共事务指的是组织涉及的政治活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社会事务工

作是政府社会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

平，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事务管理是指政府履行的社会公共管理职

责。民政、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等都属于社会事务。《镇

江年鉴》《长春市宽城区年鉴》所设“社会事务管理”和“社会事务”类目，其分目所记内容

只是“社会事业”内涵中的很小一部分。

（七）关于“社会”类目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社会”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包含了自然以外的诸

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概念非常大。它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包括自然之外

的所有内容。《广东年鉴》所设重点人群、民族·宗教、人力资源·劳动就业、收入·消费、市场物

价、社会保障、扶贫开发、社会事务分目。《石河子年鉴》所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人口和

计划生育、民族宗教、街道社区管理分目，所记内容与“社会”一词内涵并不对应，相距甚远。

（八）关于“社会建设”类目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社会建设是一个包罗万象、内涵丰富的概念，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实体建设，诸如社

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二是

制度建设，诸如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

在３２种年鉴中，只有《永州年鉴》是以“社会建设”为标题的，所设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卫生计生工作、重点医院选介、民族宗教事务、社会团体、公用事业７个分目，与“社
会建设”的内涵与外延相去甚远。

四、３２种年鉴社会部类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比较中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对社会部类记述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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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明确，差异性比较大；二是社会部类标题拟制比较随意，缺少规范；三是标题内涵与外

延不明确，不能准确地反映内容，未能处理好标题与内容的“互文”关系；四是同一事物在

不同年鉴中的地位差异比较大，有的设为类目，有的则是分目，甚至是条目。产生这些问

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对社会部类设置一直存有争议。自然和社会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人类生存的

两个环境。但作为地方综合年鉴，对自然的记述只是与地方发展直接相关的部分，内容比

较少。所以，《地方志工作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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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中的“社会”其实就是

一个狭义的概念，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并称五大部类，并得到年鉴界的认同。但对这

个小概念的社会部类，年鉴界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在实际操作中也有不同的记述范围，３２
种年鉴社会部类的记述方式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第二，对年鉴社会部类这一记述对象缺乏深度的认知。年鉴是一个地方年度地情的

文字表现形式。地方综合年鉴是以特定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为记述

对象的，这就要求年鉴编纂者不仅要了解和熟悉记述对象，更要对记述对象进行深入的研

究，把握其历史发展脉络和年度发展动态，这是编纂高质量年鉴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年鉴

工作者的基本功。从３２种年鉴社会部类的类目、分目设置情况分析，多数年鉴对社会部
类不仅有深入的研究，也有自己的思考。少数年鉴对社会部类相关内容在社会生活的地

位与作用认识不深，把握也不够准，把一些应为类目的事物降格为分目，把应为分目的又

升格为类目，如此等等，不能在年鉴中准确地反映事物在社会生活中的本来面貌。

第三，标题概念内涵与外延不明确。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即其涵义和适用范围。概

念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内涵与外延是逻辑学的两个重要概念。逻辑

学认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从其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概念的逻辑结构分为

“内涵”与“外延”。内涵是指一个词项的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最为突出的本质属性。例如，

“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全部内容。外延是指这个词项

的概念所确指的对象的范围，即组成这一事物的各大小类。例如，“人”的外延就是指古今

中外一切的“人”。在３２种年鉴中，其中２５种年鉴分别以社会生活、社会民生、社会事业、
公共管理、社会事务、社会、社会建设７个词语来确定社会部类的记述范围，有７种年鉴以
多个词语设置多个类目来确定社会部类的记述范围，还有２种以公共管理来确定社会部
类的记述范围，但社会属性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排在经济部类，差异比较大，内涵

与外延也很不明确。这些类目所设分目也是如此，存在同样问题。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年鉴是一个地方年度地情的文字表现形式，其分类应当以

准确、全面反映地情为依归。从综合年鉴的编纂实践看，年鉴记述的内容涉及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五个部类的各个方面，错综复杂，要完全按照某一种科学分类标准进行

分类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年鉴分类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呢？是地情要素。《地方志工作条

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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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定所指自然、政治、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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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五个方面，就是构成特定行政区域地情的五个要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大部

类”。这五个要素，任何一个地方都具备，不会缺少。所以，任何一部地方综合年鉴都不能

不记这五个要素。也就是，年鉴的第一层次的分类，必须包含五个要素，即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第二层次即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各地的构成要素则不仅相同，

有的甚至差别很大，例如东部地区有海洋，西部地区有沙漠，这种自然差异必然导致经济、

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区别。为此，《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特别指出，年鉴框架应涵盖

年度内本行政区域的基本情况，分类应参照相关分类标准，结合社会实际分工和本行政区

域特点进行，做到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所谓“本行政区域特点”就是

地情要素，由于地情的差异，在现实当中，社会分工大都依据科学分类和当地地情进行，以

显示地域特色。所以，以记述地情为己任的年鉴，其分类与标题及其内容的确定，有着自

身的特殊性。既不能完全追求标题词语内涵与外延的完全对应，也不能完全脱离标题词

语内涵而随意选择，而是应当把分类及其标题词语与外延的对应关系控制在相对合理的

范围，在体现一定科学性的基础上合理地反映社会分工和地情的实际，形成年鉴分类及其

标题词语体系和所对应的内容，既能概括主要内容又能揭示内容主题，社会部类尤其如

此。

五、社会部类定义及内容界定

年鉴社会部类究竟应该怎样定义？如何分类？如何拟制标题选择相应的词语？怎样

界定记述范围和内容？社会部类是指人们生存和发展以及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与

服务的相关事物，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以此来定义，社会部类记述范围就比较清晰和明

确，也便于操作。由于社会部类概念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念范畴有许多交叉之处，因此

其内容涵盖面不能过宽，大致只能从约定俗成和事物本质属性强弱的角度与范围来考虑

所记内容。以下几种情况应当加以注意和区分：

１兼具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内容，政治属性更为显著的，则归属政治部类。如退役
军人事务、社会团体、华侨和港澳台事务、扫黄打非等，因其政治属性强于社会部类，归属

政治部类就更为恰当。又如，妇女、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在群众团体中可以记述组织状

况，但为更好反映其生存发展状态，也可以在社会部类专门记述。

２兼具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内容，社会属性更为显著的，则归属社会部类。如精神
文明建设、人民生活等，因其社会属性强于经济属性，归属社会部类就更为恰当。

３兼具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内容，社会属性更为显著的，则归属社会部类。如卫生
健康、体育、民间文化、乡规民约、方言等，因其社会属性强于文化属性，归属社会部类就更

为恰当。

４有的内容，已在“概况（概览）”已作简要的数量变化记述的，社会部类可对其在年
度内的发展状况做进一步的详细记述。如人口、婚姻、家庭等。

５有的内容，难以对其自身状况和管理情况分别在不同部类记述的，可将自身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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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情况合并记述。如民族、宗教等。

归属不同部类，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归属”问题，而是记述侧重点的区分和不同。许多

原本放在政治部类记述的内容，其侧重记述的是管理情况，而放在社会部类，则可以将事

物状况和管理情况一并记述，有利于展开更为深入的记述。

社会部类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状况，包括居民生活、妇女儿童、老

龄事业、残疾人事业、风土人情等，这一类属于社会部类的基本内容；一类是社会事务管

理，包括基层自治和社区建设、社会保险、基层自治和社区建设、社会事务管理、卫生健康、

精神文明建设等，这一类属于可以归入社会部类的内容。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进行分类：

１居民生活。包括人口、婚姻、计划生育、家庭、收入、支出、物价等。
２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劳动者权益保障，其中

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

３基层自治和社区建设。包括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自治、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等。
４社会事务管理。包括民间组织、区划地名、殡葬、社会工作等。
５卫生健康。包括医疗、中医药、公共卫生、体育等。这部分内容单独设置类目。
６妇女儿童。包括妇女就业、妇女合法权益保护、儿童就学、困境儿童保障等。
７老龄事业。包括养老服务、养老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等。
８残疾人事业。包括残疾人社会保障、残疾人康复、残疾人文化体育、残疾人合法权

益保障等。

９民族宗教事务。包括民族事务管理、宗教事务管理等。
１０风土人情。节日、婚俗、服饰、饮食、物产、礼仪、移风易俗、方言词汇等。这部分内

容目前还没有在年鉴中涉及，应当把年内的最新变化情况进行记述。

１１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社会风尚变革、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
在确保社会部类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要深入发掘具有时代特点和当地特色的社会现

象、社会活动和风俗事项，搜集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鲜活资料，多方面、多层次地反映一个

地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这些内容在一般情况下，撰稿单位无法提供，需要编辑部

或者聘请有关专家进行专题性调查并撰写稿件。这样做虽有一定难度，但能够提高年鉴

质量和使用价值。至于是设置一个类目还是多个类目记述以上内容，因视情况而定。也

就是要根据年鉴框架设计所采取的结构形式来确定，大编结构设置一个类目为宜，中编结

构或小编结构可像政治、经济、文化部类一样，设置多个类目记述。同时还要考虑省市县

三级年鉴因记述区域大小不同，同一事物在不同级别的年鉴中其记述量也有多寡之分，记

述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类目设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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