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高校年鉴的框架设计
———以《华北电力大学年鉴》等几部教育部

　 　 直属高校年鉴为例

王振华∗①

摘　 要　 框架，指的是全书的总体结构或骨架。 高校年鉴框架承载贯彻高校年鉴体

例、框定年鉴内容、明确全书内容归属和层次等功能，在高校年鉴编纂中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不同地区的 ６ 部教育部直属高校年鉴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当前高校年鉴

框架设计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其规范性有

待加强。 作为专业年鉴的一部分，高校年鉴的编纂可适当借鉴地方综合性年鉴成熟

和规范的框架设计，根据高校自身的行业特点和发展状况，在收录内容、栏目归属、
结构层次等方面吸取其优点，科学合理地设计高校年鉴框架。

关键词　 高校年鉴　 框架设计　 问题

“框架”原是建筑学名词，指的是梁柱结构，后来被引入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指工具书

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① 其功能大体包含三个方面：贯彻年鉴体例、框定年鉴内容、明确

全书内容归属和层次。 年鉴框架，作为年鉴的成书之本，无论是综合性年鉴还是行业年

鉴，框架设计的优劣都直接关系到年鉴质量的高下。

一、高校年鉴编纂的起源与现状

高校年鉴是指汇集年度内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各方面重要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

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它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介绍高校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情况，是对

年度内高校各方面进展的如实记录，具有鉴往知今、存史留志、资教育人等多重功能和

价值。 据李维民、肖东发主编的《中国年鉴概览》，较早的高校年鉴可追溯到 １９２４ 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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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复旦大学甲子年鉴》，其后有《暨南年鉴》（１９２９ 年）、《东北大学年鉴》 （１９２９ 年）、
《大夏年鉴》（１９３０ 年）、《财商学院年鉴》（１９３２ 年）、《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年鉴》（１９３２
年）等。①

根据国家图书馆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公开出版的高校年鉴达三

百二十多种。 虽然不少高校的年鉴未公开出版，但也作为内部资料进行连续编纂并

进行一定范围的校际交流与传播。 目前，我国高校年鉴的编纂水平与近年来蓬勃发

展的中央级、省市级地方综合年鉴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和

问题：
（一）从信息容量看，高校年鉴一次文献篇幅占比偏大，导致年鉴有效信息不能高度密

集地呈现；文摘、题录、名录、索引、统计表、统计示意图、大事记、专项年表、链接资料、图片

等资料形式在高校年鉴中尚未得到普遍运用。
（二）从内容结构看，高校年鉴篇幅比例不尽合理。 与当前年鉴界普遍认可的内容结

构解决方案等仍有较大差距，即综合情况占 ７％ ，动态信息占 ５５％ ，附属资料占 ３０％ ，检索

系统占 ８％ 。 一些高校年鉴的附属资料占比高达 ６０％—７０％ ，近乎为年度资料汇编；个别

高校年鉴的综合情况（概况、总述）内容过于单薄，未能全面概括反映学校的基本情况。 同

时，反映教科研动态的信息也较少，不到总篇幅的 ２０％ ，大部分高校年鉴书后没有主题索

引，检索系统不健全，与真正意义上的年鉴相去甚远。
（三）从编纂质量看，多数高校年鉴主体内容基本遵循条目化设计，实行范式化写作，

选材也较为规范。 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对年鉴的重视程度不够，编纂人员

流动大，业务培训欠科学、系统；在编纂实践中，工作总结、新闻报道式语言、大话空话套话

仍较为常见。

二、部分高校年鉴框架设置举例

在框架的设计上，高校年鉴有别于一般综合性年鉴，更偏重于体现学校教科研与管理

工作。 为尽可能反映国内不同地区高校年鉴框架设计的不同特点，笔者在综合考察大量

高校年鉴的基础上，选取分布于全国不同地区的 ６ 部教育部直属高校年鉴作为样本进行

对比分析，力求总结其得与失，以期为其他高校的年鉴编纂提供一些可资参考借鉴的方法

与原则。

（一）《华北电力大学年鉴》
该年鉴 ２００１ 年创刊，已连续编纂 １７ 卷。 其以事业发展为主线，采用文章和条目相结

合，以概述、概况和条目为主体的编纂体例，直陈其事，力求简明扼要，述而不论，框架相对

稳定，内容基本能反映近 １７ 年来的办学定位、办学规模、办学水平、办学条件、教育特色等

发展情况和当年的工作重点。 其框架设计及各类目比重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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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华北电力大学年鉴（２０１６）》①框架设计及类目比重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１ 专文 ３ ８５

２ 总述 ２ １５

３ 机构与干部 １ ２３

４ 党群工作与行政管理 ８ ３２

５ 学科与学位建设　 教育教学 ２ １５

６ 科技研究与产业开发 ３ ０８

７ 科研平台建设 ５ ３５

８ 合作交流与对外联络 ２ ７７

９ 院系部建设 ８ ７２

１０ 教科研设施与服务保障 ３ ０８

１１ 规章制度 ４ ６２

１２ 重要文件 １ ８４

１３ 统计报表与附录资料 ４９ ９２

１４ 索引 ２ ９２

（二）《北京林业大学年鉴》
该年鉴以文章和条目为基本载体，以条目为主，共设置 ２０ 个栏目，比较系统地反映该

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内部管理和党建思政工作方面的重要成就及新进展。
其框架设计及各类目比重见表 ２：

表 ２　 《北京林业大学年鉴（２０１３）》②框架设计及类目比重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１ 北京林业大学概况 ０ ５３

２ 特载 ２ ９３

３ 学院与教学部 １２ ８０

４ 教育教学 ５ ６０

５ 学科建设 ６ ０２

６ 科学研究 ３ ４７

７ 科技平台及研究机构 ３ ２０

８ 国际、港澳台交流与合作 １ ３３

９ 党建与群团工作 ７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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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１０ 管理与服务 ９ ０１

１１ 学校公共体系 ３ ２７

１２ 专文 １５ ２７

１３ 机构与队伍 ２ ４０

１４ 人物 １ ７７

１５ 大事记 ２ ９３

１６ 重要学术报告一览 ４ ２７

１７ 表彰与奖励 ７ ９０

１８ 毕业生名单 ３ ５３

１９ 学位授予名单 ４ ００

２０ 新闻要目 ２ ６７

（三）《上海交通大学年鉴》
该年鉴 １９９７ 年创刊，也是上海高校第一本年鉴。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已连续编纂 ２２ 卷，是

国内编纂较为成熟的高校年鉴之一。 该年鉴采用分类、条目编纂法，以特载、概述、概况为

纲，以大事记为经，以教学、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学科基地建设、教职工队伍建设、对外交

流与合作、教学设施与保障、校办产业、校园文化与体育、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院系

概述等栏目为纬，全面、系统地记述该校各领域、各系统的情况，并附统计资料。 其框架设

计及各类目比重见表 ３：

表 ３　 《上海交通大学年鉴（２０１６）》①框架设计及类目比重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１ 特载 ４ ８２

２ 学校综述 ４ ９７

３ 专文 ０ ７５

４ 学院（系） １０ ６４

５ 研究院 ２ ７６

６ 医学院 １０ ２９

７ 教学与教育 ２ ９１

８ 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 １ ７６

９ 学科与基地建设 １ ４０

１０ 师资队伍建设及人才服务 １ ５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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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交通大学年鉴编纂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年鉴（２０１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



（续表）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１１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 ７２
１２ 校园文化与体育 １ ９１
１３ 教育设施与保障 ４ ８２
１４ 校办产业 ０ ７５
１５ 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７６
１６ 民主党派 １ ３６
１７ 群众团体 １ ２０
１８ 基金会及校友会 １ ５１
１９ 附属单位 ０ ３０
２０ 表彰与奖励 ４ ６７
２１ 综合统计与附录 ３７ ０５

（四）《河海大学年鉴》
该年鉴由五大部分构成，每部分视具体内容再分类目、分目、次分目等不同层次。 其

框架设计及比重见表 ４：

表 ４　 《河海大学年鉴（２０１６）》①框架设计及类目比重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１ 学校概况 ０ ６５
２ 特载 ６ ５１
３ 学校工作 ４６ ３６
４ 校区与院系工作 ６ ７７
５ 附录 ３９ ７１

（五）《中山大学年鉴》
该年鉴共设 ２９ 个部分，卷首编有综述、专文等，卷中采用栏目、分目、子目三级结构层

次反映当年情况，更多体现了统计年鉴的特色；卷尾为附录，包括大事记、表彰与奖励、重
要文件检索等。 其框架设计及类目比重见表 ５：

表 ５　 《中山大学年鉴（２０１４）》②框架设计及类目比重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１ 中山大学概况 ０ ６８
２ 学校领导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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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３ 党群机构设置 ０ １０

４ 教学机构设置 ０ １０

５ 附属医院（单位）机构设置 ０ ０５

６ 后勤、产业集团机构设置 ０ ５０

７ 常设委员会及各工作领导小组 ３ ３９

８ 成立或调整的部分机构 ０ １０

９ 中层以上干部任免情况 ０ ７７

１０ 机构主要负责人 １ ２６

１１ 教师在国务院、教育部各学术委员会任职情况 ０ ５８

１２ 教职工在各民主党派、团体任职情况 ０ ４９

１３ 教职工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文史官员及特约人员情况 ０ ２９

１４ 重要文件及讲话 １１ ９１

１５ 党群工作 ２ ５２

１６ 人才培养 ２５ ５２

１７ 科学研究 ５ ７３

１８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 ０ ５９

１９ 服务社会 ０ ６８

２０ 财务收支与校办企业状况 ０ ５８

２１ 人事人才工作 ４ ７４

２２ 办学条件 ３ ８７

２３ 后勤工作 ０ ７７

２４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９ ５８

２５ 附属医院 ０ ５８

２６ 附属学校 ０ １９

２７ 附录 ２４ ３３

（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年鉴》
该年鉴以文字叙述为主，兼用图表、照片、大事记等几种体裁。 总体结构分为三个部

分：一是综述部分，是对学校当年全面情况或者某些局部情况的综合性介绍。 如：概况、综
述；二是动态信息部分，是对年度内学校各方面动态情况的介绍，是年鉴的主体部分；三是

辅助资料，是对主体内容的补充和发展，如统计资料。 在篇目上，设置学校概况、要闻要

事、院系简介、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机构与干部、教学工作、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师资队

伍与人事工作、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条件与保障、学生工作、大事记、表彰奖励、统计资料

等类目。 其框架设计与各类目比重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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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年鉴（２０１５）》①框架设计及类目比重

序号 部类名称 内容占全书比重（％ ）

１ 学校概况 ６ ７５
２ 机构与干部 ５ １９
３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 ０８
４ 学科建设工作 ２ ６０
５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 ８ ３０
６ 本科生教育教学工作 １２ ４７
７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 ４ ６８
８ 师资队伍建设与人事工作 ９ ３５
９ 学生工作 ６ ２３
１０ 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工作 １０ ９２
１１ 国际合作交流与港澳台工作 １１ ４３
１２ 综合统计资料 ５ １９
１３ 表彰与奖励 １ ５６
１４ 大事记 ２ ０８
１５ 附录 １１ １７

三、高校年鉴框架设计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几种年鉴的对比分析，可粗略反映出当前国内不同地区高校年鉴在框架

设计上存在的不足和需要优化改进的方面。

（一）框架设计不够全面

年鉴一般由四大部分组成。 一是综合情况，在高校年鉴中，通常指概况、专文、特载或

专辑。 二是动态信息，或称百科，如各院系、各部门、各领域等教科研与管理相关情况。 三

是辅助资料，主要包括各类统计资料、规章制度、重要文件、名录、附录等。 四是检索系统，
一般是指卷首的目录与卷末的索引。 这四大部分被称为年鉴框架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
或说缺其任何一项，严格意义上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年鉴。 笔者所列举 ６ 部年鉴中，其中

就有 １ 部无附录资料，５ 部无卷后索引，存在较严重的缺门漏项现象。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

编纂者对年鉴认识不足，一是认为在编纂过程中已将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进行加工编入

动态信息里，没有必要再增加附录资料；二是认为书前的目录已充当年鉴检索的主要功

能，书后再加索引，是画蛇添足。 除此之外的一个原因是制作索引是一项繁复的工程，需
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于是避而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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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幅比例欠合理

年鉴以全面反映情况为己任，它的资料在今天看来是现实的记录，在明天看就是历

史，今天看来不起眼的一件小事，可能在未来就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能否全面反映一所高

校的情况可作为衡量一部高校年鉴成败的标准之一。 因此，在框架设计时应客观考虑，每一

部分所占的比例要近乎实际。 一般而言，一所高校，哪一部分工作在现实中占有多大份量，
所记录的篇幅就应该呈现正比例的关系。 比如，教科研占大头，在年鉴中就理应多体现。 如

记载时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领导讲话、政绩工程等却长篇累牍，显然有悖常理，也不符

合“全面反映情况”的年鉴内容收录原则。 在笔者所列举的 ６ 种年鉴中，比如院系建设，有的

占比近 ２０％，有的则不足 ７％。 这部分重要内容如果记录得过少，显然是重视程度不够。

（三）层次设计过多

合理的层次设计应该既能全面、深入地反映事物，又便于读者阅读检索、一目了然。
层次过少，反映深度不够；层次过多，读者使用不便。 在笔者所列举的 ６ 种年鉴中，设类

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为主，其中也有设多个层次的，如《河海大学年鉴》。 理想的框架应

分为三四个层次，相当于一般书籍的篇、章、节、目。

（四）检索系统不健全

从笔者所列举的 ６ 部年鉴中，可以说基本具备四大要件，但严格来说，有 ５ 部是不完

整的，即检索系统不健全，有卷前目录而无卷后索引。 高校年鉴，作为工具书最大的目的

是为了便于查阅。 索引是目录之外的必要补充，如果说目录是浅层次的检索，索引则可达

到深度的检索，编制质量高的索引甚至可以深入到文章或条目中任何一个层次，恰恰弥足

了目录的不足，可以让读者更便捷地查询到隐含在条目中有价值的信息。① 笔者所列举

的 ６ 部高校年鉴中，仅有《华北电力大学年鉴》编制了索引，但索引占比也不高，不到 ３％ ，
离国内优秀年鉴检索系统篇幅为 ８％的占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可见，高校年鉴中索引的必

要性，并没有引起年鉴编纂者的重视。

（五）特色不够鲜明

在笔者所列的 ６ 部年鉴中，单从占篇幅比重来看，多部年鉴保持基本合理的比例，但
也存在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比如管理工作所占篇幅高达 ５０％ ，而教科研相关的动态资料

不足 １０％ ，没有体现出高校年鉴应有的特色。 高校年鉴框架要有自家特色，根本要求是要

善于抓住自身的特点，扬长避短，使年鉴的栏目和选题尽量切合实际。 据教育部 ２０１７ 年

的统计数据，我国有高校两千九百余所，按学科门类划分，有综合类、文科类、理科类、理学

类、工学类、农学类、艺术类等众多门类。 各个门类的高校均有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

色，编写年鉴可突出自身特色从而百花齐放。 比如所列举的《华北电力大学年鉴》 《北京

林业大学年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年鉴》等，也可编出或“电”或“林”或“农”各具特色的

年鉴来，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在框架的设计上特色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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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跃华：《如何编制年鉴索引》，《新疆地方志》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四、高校年鉴框架设计的若干建议

地方综合年鉴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其框架设计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方面。 鉴于高校年

鉴具有自身的特点，在设计上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框架设计尽可能周全

高校年鉴要全面反映一年中教科研与管理方面的基本情况，其框架必须做到周到全

面，才能承载起各类信息。 否则，容易丢三落四，影响年鉴编纂的整体质量。 综合分析以

上所列 ６ 部年鉴框架设计的得失，可得出一个相对较为周全的框架模式：即卷首部分包括

的综述、特载、专文、大事记外，还应有版权内容、编辑说明、编委会和编辑部名单、中文目

录、英文目录等；动态信息（或称正文百科）一级栏目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包括院系建设、
教育教学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产业开发、合作交流与对外联络、教科研设施与服务保

障、机构与干部、党群工作与行政管理；卷尾包括各类统计资料、人物、毕业生名录、奖励与

表彰、规章制度与重要文件选编（或党政发文目录）、附录、索引等必备内容。 当然，每所高

校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和发展特点，进行框架设计时不能一概而论或生搬硬套，适时适当

调整、优化与创新，以凸现时代特色和自身特色也是推动高校年鉴发展的有益之举。 但总

得来说，要编纂一部优秀的高校年鉴，务必做到大的方面不缺，小的方面不漏，既要有主次

之分，又要有详略之别。

（二）内容归属科学合理

内容归属得当与否关系到资料分类是否科学合理。 高校年鉴在进行框架设计时，应
充分考虑读者的使用习惯，要科学地对教科研与管理等方方面面庞杂的资料进行合理分

类。 仅笔者所见，目前高校年鉴从框架设计来看，内容归属不当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大
事记的归属。 高校年鉴大事记提纲挈领地记载大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事实，是全鉴

的经络，起到概览总结、引领全书的关键作用，理应归属于学校综合情况部分，但目前各高

校在年鉴编纂实践中，多数把“大事记”视同其他一般性辅助性材料放置在附录或书末的

位置，显然与大事记引领全书的“身份”不符。 笔者所举例的 ６ 部高校年鉴中，其中有 ５ 部

是将大事记置于附录中或书末的。 此问题值得广大高校年鉴同行重视和进一步商榷。

（三）结构比例符合实际

许家康曾对 １０ 种获奖的省市年鉴进行过统计分析，最终得出，年鉴四大构成部分内

容所占版面较理想的比例是：概况和特载占 ６％ ，动态信息占 ６８％ ，辅助资料占 １８％ ，检索

系统占 ８％ 。① 这个比例关系放到高校年鉴中也应适用。 笔者所列举的 ６ 部高校年鉴中，
北京林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较为接近这一比例，其余几所高校，或是动态信息不

足，或是附录资料有余，又或是缺少索引，均有待提高。 有鉴于此，高校年鉴在设计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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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家康：《年鉴框架的作用及设计原则》，《年鉴信息与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



该认真研究、充分考虑、周全安排，既要做到基本情况没有遗漏，重要方面面面俱到，同时

首尾兼顾，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

（四）层次设计一目了然

年鉴的工具书属性决定了必须便于读者阅读和检索。 这就要求在设计框架时，必须

做到科学合理，既要全面、深入地反映学校一年中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和亮点，又便于

阅读检索。 如层次过少，记录的深度难免会受影响；层次过多，则有事无巨细之嫌，容易给

读者带来干扰。 比如，有的年鉴设计层次多达 ７ 层，眼花缭乱，类目之上设栏目、篇目；类
目下有子分目；条目之下，又列段目，看似层次分明，实则大可不必。 一部成熟的年鉴最大

的特点往往都是简洁精炼的。 一般而言，高校年鉴设计三个或四个层次足以反映一所高

校的年度发展情况。 如《上海交通大学年鉴》的做法值得借鉴，分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

次，并在目录中具体到条目标题，让人一目了然，便于查阅。

（五）突出高校年鉴特色

同为年鉴家族中的一员，高校年鉴与地方综合性年鉴虽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本身的

鲜明特点。 地方综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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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高校年鉴则是系统记述本校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年度资料性文

献。 正因为高校年鉴自身的特性，决定了高校年鉴在框架设计中必须通盘考虑，着重体现

高校的育人与教科研特色。 每所高校均有各自的办学特色，进行框架设计时充分体现自

身特色是理所应当的，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院系建设”无疑是重中之

重，也是高校年鉴的特色所在，应把这几方面内容设置在动态信息的首位，而职能管理与

服务、领导讲话、规章制度、重要文件、附录资料与综合统计资料等应尽量避免受行政化思

维模式影响，设计框架时宜适当后置，避免“官书化”“功劳簿”之嫌。 有学者曾对《香港大

学年鉴》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香港大学年鉴》框架设置相对稳定，既有长期保存的内

容，也有年度性的专题，特色较为鲜明。 比如在 ２０１３ 年，特设与内地及世界合作板块（类
目），专门讲述其国际化办学的特色，且文章鲜活生动，文章图表相得益彰，令人赏心悦目。
反观内地高校，在框架设计中仍存在过分注重组织机构及管理服务工作方面，一些当年具

有特色、鲜活的事件没能有效体现，从而被淹没在大量的行政管理信息之中，令人遗憾。①
总之，高校年鉴框架设计是一项统揽性和总结性较强的工作，要求编纂者既要深谙高

校年鉴的体例特征，又要熟悉学校教科研与管理工作的基本规律，了解学校机构设置和变

动、事业发展等情况。② 同时，年鉴编纂者还要勤于“走出去”，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交流

中不断学习、思考和提升，才能在框架设计环节做到更趋合理、更具特色，真正编出一批堪

存堪鉴的“有用之书”。
责任编辑：冷晓玲　 宿万涛

７６

浅析高校年鉴的框架设计

①

②

刘书峰：《〈香港大学年鉴〉的内容、特色与启示》，《中国高校年鉴发展与现状论坛暨纪念中国新编高校年

鉴 ３０ 年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６ 年。
唐剑平：《谈优化年鉴框架设计的思路》，《年鉴论坛》（第五辑），长城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