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综合年鉴质量控制研究
———以 ２０１７ 年度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为例

杨卓轩∗①

摘　 要　 当前在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形势下，“年鉴全覆盖”目标正在稳步推进，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 在这一工程的带动下，年鉴质量普遍提

升。 就全国范围看，影响年鉴质量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仍然存在，年鉴质量还有提

高的空间。 目前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许多年鉴处于少有问津的尴尬

境地，特别是一些质量欠佳的年鉴，以致于影响读者使用，没有发挥年鉴应有的作

用，年鉴工作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状态的现状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提高

年鉴综合质量迫在眉睫。 ２０１７ 年度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活动的结果

显示，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有 ３ 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对年鉴综合质量产生一

定影响，即彩插图照与文字不统一、未按规定标注审图号、标注参与有关评奖情况不

客观不准确等问题。 打造精品年鉴成为当务之急，组稿、编辑和出版三个环节成为

关键，每个环节质量责任制的到位和落实是年鉴质量得以提高的保证，只有年鉴质

量的改善和提高，才能推动年鉴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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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①徐灏曰：“鉴，古祇作坚，从皿以盛水也。
因其可以照形，而监察之义生焉，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鉴，声转为镜。”②

“鉴”的基本字义是镜子，年鉴，可以看作是某年某方面的镜子。 一面质量上乘的镜子可以

客观如实地反映物体；而一面质地粗糙的镜子会改变甚至歪曲物体的形象。 习近平总书

记说，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③。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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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辉之谓大。”①年鉴作为存史、资政、育人的工具书，旨在为领导决策和经济社会服务，
为当代和后世提供参考资料，因此年鉴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它的存在意义和使用价值，
要高度重视。

为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以下简称《规划纲

要》）《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以下简称《年鉴规划》），全面展示年鉴

编纂成果，进一步提升年鉴编纂质量，大力推动年鉴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年鉴工

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

称中指组）和中国地方志学会于 ２０１７ 年开展了第四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

活动。 通过逐级评审，见微知著，可以大致描绘出全国三级地方综合年鉴质量的总体情

况，归纳出具有共性的质量问题，提出提高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的对策建议，旨在“为后世留

堪下存堪鉴之记述”，打造更多精品年鉴。

一、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质量现状

我国的年鉴事业起步较晚，发展却很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各行、各业的年

鉴编纂出版如雨后春笋一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规划纲要》，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

级综合年鉴全覆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指组印发《年鉴规划》，明确要求“深化年鉴质量建

设”。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中指组修订发布《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进一步明确要求规

范编纂出版流程，完善年鉴质量评议、审查验收制度，严格质量标准，为规范指导全国的地

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提供了依据。 两年多来，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采取多项措施和

手段，使年鉴编纂范围不断扩大，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年鉴工作取得许多成绩。 同时也

要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制约年鉴事业发展的一些因素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年鉴事业

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编纂理念和思路因循守旧，行文中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痕迹较

重，尤其是少数地区和部门对年鉴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年鉴质量参差不齐，总体质量有

待进一步提高等。 即使是高质量的年鉴尚未完全摆脱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而
质量欠佳的年鉴已然成为导致年鉴工作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

一个重要诱因。 和地方志书相同，年鉴也是“官书”，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 “年鉴

全覆盖”目标能够实现，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能够充分展示地方志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

的高质量地方志成果，以此来引领年鉴事业的发展壮大。
进度和数量上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单就目前的年鉴质量现状看，形势尚不容乐观。

具体影响因素有：一是工作量大。 即不仅文字质量审核的工作量大，组织稿件，组织编、
审、校、出的工作量也大。 搜集资料、占有资料、排比资料要花去很多时间和精力。 二是打

磨时间少。 年鉴与志书不同，没有 ２０ 年左右的间隔期，而是每年一鉴，需要当年组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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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撰稿、当年编校、当年出版，同时也没有志稿评审会后的两至三年打磨时间，所以可以用

于质量审核的时间被大大压缩。 三是编纂环节少。 年鉴编纂质量审核的环节越少，直接

参与质量审核的人员就越少，每个环节所承担的责任就越重，工作要求也越高，这对于参

与审核的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面临的压力也越大。
２０１７ 年举行的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活动显示，当前年鉴成果在体例、

资料、文字、出版等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

二、地方综合年鉴存在的三个质量问题及编纂建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度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活动的结果，有 ３ 个非常容易被忽

视的问题直接影响年鉴编纂出版质量，即彩插图照与文字不统一、未按规定标注审图号、
标注参与有关评奖情况不客观不准确问题等。

（一）彩插图照与文字不统一

年鉴文中图片尤其是彩插部分的图片与图注信息不统一。 例如标题为“武警 ＸＸ 省

森林总队”，配有 ２ 张图片，图 １ 图注为“ＸＸ（省）森林总队”，图 ２ 图注为“ＸＸ（省）森林

武警总队”，图文不统一；有的照片里显示的条幅为“森林防火千里行”，图注却为“防火

教育活动”；有的照片里建筑物楼顶牌匾文字与图注介绍不一致。 更有甚者，介绍某本

书时，照片上显示的封面作者与图注中的作者姓名不统一，或者作者名字出现错别字、
同音字等。 因此，在年鉴统稿环节，要重点对彩插、图照内容进行核实，仔细核对文字信

息与图片是否吻合。 图片力求清晰、美观，选用注重典型性、资料性，突出反映重大事

件、重要成果和热点问题的图片，文字说明应简洁、准确，要素齐全，以图释文，统一图注

格式。 全书图序统一排序方式和摆放位置，注意文中图片有无图题、图例、图说和单

位等。

（二）未按规定标注审图号

年鉴中的地图尤其重要，作为工具书必须把准确、规范的版图知识呈现给读者，否则

不仅违反地图管理条例和国家相关法规，还会影响判读。 目前，一方面由于地图编制和地

图审核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另一方面获批审图号需要一定时间，一些年鉴受出版

时间限制，相关手续未能按时办理完成，年鉴地图出现未按规定标注审图号、地图绘制不

符合规范等问题。 地图的绘制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等国家相关规定，涉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的地图，须经专业部门编制，再
报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部门审核。 全国地图、世界地图、历史地图等，应向国

务院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审核。 正确体现国家主权和利益，避免发生政治性、
原则性错漏；要保证地图编制技术质量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要严格遵守地图送审制度和

重大选题备案制度。 在地图审核方面，遵守国务院《地图管理条例》（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

施行）第二十二条规定：“经审核批准的地图，应当在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的适当

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二十六条：“地图选用应遵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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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关于地图管理的法规和有关规定、办法，需经过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标注审图号。”未获得审图号的地图不可入鉴。
（三）标注参与有关评奖情况不客观、不准确

一些年鉴的封面、扉页或封底等位置错误标注参与有关评奖及获奖情况，引起歧义。
例如，《ＸＸ 年鉴（２０１７）》的封面标注《ＸＸ 年鉴》获 ＸＸ 省第 Ｘ 届年鉴评审一等奖。 获得奖

次的年鉴一定是该年鉴 ２０１７ 卷之前的某卷，而不可能是 ２０１７ 卷，这样的标注说明是不准

确的。 在记述中准确添加获奖年鉴的卷号，如可以改为“《ＸＸ 年鉴（２０１６）》获 ＸＸ 省第 Ｘ
届年鉴评审一等奖。”前卷年鉴取得的成绩不能代表本卷年鉴的质量，也可以删除类似语

句，保持封面简洁；如所获成绩具有重要价值或里程碑意义，且符合本卷年鉴记载的时间

断限，可以在年鉴大事记和相关条目中记述。

三、提高地方综合年鉴质量的建议

地方综合年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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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工具书的性质，对质量要求非常高。 “编纂综合年鉴都应当始终坚持质

量第一的地位不动摇。 所谓质量第一的地位，就是必须以质量工作为龙头，集中全力，全
过程、全方位来保证落实。”①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表明，若要打造“精品”年鉴，必须要高度

重视组稿环节、编辑环节、出版环节三个环节，实行全员、全过程的质量管理，落实每个环

节的质量责任制。
（一）组稿环节

“年鉴信息资料库的资料是通过组织系统，由政府部门提供，统计部门发布，因此它具
有准确、翔实、可靠、权威的性质，为各级部门的采用和借鉴提供科学的依据。”②年鉴要提

供全面、权威的国情、地情资料，必须先从组稿环节落实。 组稿环节是年鉴编辑方案付诸

实施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年鉴稿件质量的关键节点。
１ 严控供稿质量。 “年鉴质量高低的首要决定因素是基层单位撰稿人员提供稿件的

质量高低。”③通过召开全体撰稿人员参加的组稿会议，明确本年度年鉴篇目的撰写计划、
框架设计、质量目标及具体要求，特别要明确“要淡化‘官本位’突出‘民本位’，更多地反

映和记载人民群众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伟大实践中的突出贡献”④。 从源头上解决质

量和时间问题，做好撰写稿件的准备工作。 此外，还要“加强对撰稿人的业务指导，增加和

他们的联系，建立编辑机构采编责任制，实行征稿和编辑工作一体化，使年鉴编纂人员熟

悉供稿单位的情况，关注承编范围内的动态信息，并能够及时地将读者的反映、编辑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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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与撰稿人进行有效沟通，使各部分内容的条目设计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①

２ 建立督查和通报制度。 一直以来，稿件质量和完成进度是困扰组稿工作的顽疾。
一方面，各地年鉴稿件大都由承编单位组织撰写，撰稿人员多为兼职，且一些承编单位撰

稿人员频频更换，素质参差不齐，往往以提交工作总结的方式敷衍了事，年鉴质量受到很

大影响；另一方面，一些统计数据不能按时提供，承编单位无法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撰稿任

务，拖延完成时间，影响整体编纂进度。 组稿单位要建立督查和通报制度，定期深入承编

单位对撰稿工作进行督查和业务指导，定期通报撰稿进度，发现撰稿和编辑中存在的问题

要及时改进，努力提高年鉴初稿的撰写质量。

（二）编辑环节

一部年鉴从组稿到编纂成书，编辑环节是重中之重。 年鉴编辑是年鉴工作的核心，是
决定年鉴编辑质量的中心环节。 编辑人员既要指导资料收集和撰写业务，又要对稿件进

行加工整理和校对等，每一项工作都关系到年鉴质量的好坏。 编辑环节可从思想层面、制
度层面、技术层面三个层面阐释。

１ 思想层面：编辑人员要树立工匠精神和精品意识

（１）编辑人员要树立工匠精神。 编辑工作的结果会直接反映在年鉴质量上，一部工具

书如果条目文字出现漏洞，数据不准确，将失去工具书存在的意义。 因此对编辑工作要秉

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以工匠精神反复打磨，严格把好政治关、事实关、文字关。 具体来

说，就是要增强编辑人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被动的编辑，就只是被动应付……被动的

编辑如同蜘蛛在房檐下结个网，来苍蝇吃苍蝇，来蚊子吃蚊子。 主动的编辑好比‘苍蝇老

虎’，它先是蹲在屋角窥视着，根据需要来捕捉对象。”②一方面，编辑人员要克服年鉴质量

好坏与已无关，只是“为他人作嫁衣”的思想，克服在编辑工作中的粗枝大叶以及与文字打

交道的厌烦情绪。 另一方面，编辑人员要克服依赖思想，不论负责哪一个环节，都应视为

最后一关，不但应对所负责的部类负责，还要以全局高度对整部年鉴负责。
（２）编辑人员要树立精品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

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③。 年鉴是一种为人们“知往鉴来、温故知新”提供服务的大型

资料性文献，它的作用是其他一般工具书所不能替代的。 对其知识的严密性、史料的真实

性、选材的实用性、立论的权威性的要求很高，因此在年鉴编纂工作中要树立孜孜以求、精
益求精的意识，才能打造出精品年鉴。 “年鉴编辑，既要掌握编辑的基本规则，谙熟编辑中

各环节及每个环节中诸多工序间的内在关系，又要有编辑的专业修养、一丝不苟的作风、
团队合作精神。”④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年鉴的编辑出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提高年鉴的整

体质量。 根据各类年鉴的不同特点，在篇目设计、组织稿件、编辑加工、校订校对、印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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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各个环节精益求精，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使每一种年鉴都成为导向正确、内容丰富、资
料可靠、形式完美、印制精良的精品。

２ 制度层面：要建立学习培训、奖惩淘汰、监督检查三个长效机制

（１）学习培训机制。 “年鉴学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年鉴编辑要

不断地吸收国内与国外年鉴发展新成果，用来指导编辑实践。 因此，年鉴编辑具备年鉴学

专门知识是编好年鉴、不断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的前提条件。”①在学习方面，要强化自学意

识，拓展学习途径，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研讨活动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平。 一方面，经
常性地开展年鉴编辑工作的业务学习。 学习的内容可以是编辑常识、年鉴专业编辑知识、
有关政策法规和保密知识等。 此外，初次接触年鉴编辑的新人还要学习年鉴体例规范、国
家出版部门颁布的各项有关规定，如标点符号和数字的用法，法定计量单位的使用等有关

规定等。 另一方面，当前正处于一个信息量倍增的时代，新名词、新术语、新知识层出不

穷，编辑的学习还应该是终生的、全方位的。 编辑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字水平，而
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领域的一般知识都需要掌握。 只有掌握了各

类学科的知识，才能全盘把握年鉴的内容和细节。
在业务培训研讨方面，一方面积极参加不同层次不同种类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例

如分批培训进修，业务培训，包括综合业务培训和专项业务培训、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讲

座等。 另一方面，部门内部不定期召开业务讨论会，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减少编辑失误。
及时总结编稿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来稿中值得肯定和需要改进的内容，对下一年度年鉴组

稿工作也有较大帮助。
（２）奖惩淘汰机制。 一方面，实行岗位责任制，逐步实行持证上岗制度，鼓励年鉴编辑

人员考取出版专业资格证，也可把编校质量列入年终考核内容，使编稿质量和考核奖惩挂

钩。 同时把校对时纠出的差错率当作考核的参考依据，评选年度优秀编辑，给予相应的奖

励，反之给予相应的惩罚。 另一方面，建立淘汰机制，主要指质量较差的稿件退回重新编

辑。 在统稿阶段，不合要求的稿件一律退回重编。
（３）监督检查机制。 加强监督检查，是完善年鉴质量的保障手段。 一方面，有条件的

编辑部，采取相互检查的方式或安排业务素质高的专人担任质量检查员，用抽查的形式对

年鉴稿的编校质量进行审读，督促编校人员修改提高。 另一方面，将检查出的错误汇集成

册，总结和研究其中的重点问题，有助于避免再犯相同的错误，提高年鉴编纂水平，进而从

中寻求提高年鉴编校质量的规律。
３ 技术层面：遵循编纂规范，既要统揽全局，又要把握重点

（１）重视年鉴编纂的规范化。 编纂体例、框架设置以及条目行文的规范，是对年鉴质

量的基本要求。 要严格按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遵循年鉴编纂体例、栏目设

置、各类条目的撰写方法以及行文规范。
（２）把握年鉴编纂的总体内容。 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读。 统揽年鉴的编纂思想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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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信息是否全面、准确，是否具有年度特色，如“反映概况的综述类条目，一般应记述行

业基本情况，年度内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实现的主要指标，发展变化新特点、新问题。 常规

类条目，既要有与上年承接性的情况与数据，又要有具有年度特色的事项、措施、成效与数

据”①；年鉴资料是否有代表性，“只有创意独特的年鉴，才是独树一帜、富有吸引力和具有

生命力的年鉴”②；条目标题与内容是否一致，有无泄密现象等；文字表述是否精炼，数据

与内容是否一致，文字与图表内容有无矛盾；不同类目之间是否有交叉重复、互相矛盾等。
另一方面，要重视微观审读，消除基础性错误。 消除病句、不规范用语、概念性错误、知识

性与常识性错误，以及错别字、错误标点符号、重字、漏字、错行的基础性错误，避免繁简字

混用现象和逻辑混乱现象。
（３）重点审查年鉴关键内容。 在全面审读的基础上，重点审读彩页、索引及某些篇目。

要注意年鉴彩页忌用人物标准照，建议不刊登带有广告性质的照片，应选用有代表性的能

突出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成果和热点问题的图片。 “我们在彩页和插图时，一定要把地方

特色突出出来，使读者一看就能了解本地区一年内经济、政治、科教、文化以及人文景观；
直接了解本地区一年内的新、大、要、特事件。”③同时还要注意彩页的排序逻辑。 按字母

顺序编制索引时，要注意多音字的排序，如以“重庆”开头的短语要排在字母“Ｃ”中，以“厦
门”开头的短语要排在字母“Ｘ”中。 慎重对待涉及国名、地名、人名、职名的地方以及目

录，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宗教、保密、大政方针等问题。

（三）出版环节

年鉴从编纂到出版成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出版是年鉴成书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

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道工序。 年鉴作为一种出版物，必须贯彻国家对图书、期刊的有关法规

及编纂工作的各项具体规定，遵照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实施图书、期刊质量保障体系，
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责任编辑制、责任校对制、三校一读制。 在出版规范方面，封面、版
权页、书脊要符合有关规定，版式全书要一致，图文要对应。 在出版环节要重视校对、版式

设计、装帧印制三个方面，为打造精品年鉴提供保障。
１ 提高校对质量。 “年鉴的审查校对是年鉴总纂稿进行深加工的一道工序，若审查

校对不严格、不认真，差错率就大，不仅会影响整部年鉴的质量，还会带来读者的全盘否

定。”④一方面，采取编辑负责制和编辑间的互校责任制，参照《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

则》，运用人机校对结合方式，对校样中与原稿不符的文字、标点符号、图表版式、顺序，与
正文的衔接，字体、字号、页码、条目标题与目录、人名、地名等容易被忽视的部分进行重点

审查。 另一方面，校对内容的重点是校异同和校是非。 运用文字校对与数据校对相结合、
篇目校对和全书校对相结合、地名校对和事件校对相结合等多种方法，主要核对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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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上下年卷对应内容；在不同的篇目中出现的交叉内容和相同内容；条目中时间、地点、
人物与“大事记”篇目中记载内容是否一致；表格和行文中的数字是否一致。 此外，还要注

意计量单位、小数点、计算错误等。
２ 优化版面设计。 “要讲究年鉴封面与版式的创意设计，以增强年鉴的吸引力。”①设

计要依据质量标准，注重年鉴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从形式上制定质量标准。 在封面

设计、目录编排、版面版式、字体字号、装帧印刷等要有统一规范和要求。”②一方面，总体上

要注重视觉效果，突出主题，疏密得当，耳目一新。 “好的封面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主要

表现在它的个性容纳于书的整体风格之中，并巧妙地通过文字、图形、色彩彰显书籍的内涵，
体现书的整体风格。”③版面留空隙，照片每页建议不能超过 ４ 张，主照片应放在突出位置。
另一方面，内文版式设计要力求新颖大方、特色鲜明，类目、分目、条目标题区别明显，文字、
表格、插图搭配得当；彩页要主题突出、构图新颖，文字说明简练、规范，字体、字号位置恰当。

３ 美化装帧印制。 “年鉴装帧设计中，要对内容进行提炼，进行特色和主题设计……
好的设计，应将图片内容进行整合、归纳，提炼出主题并进行再创作，融入思想和情感，最
终上升到艺术设计、文化设计的高度，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年鉴的品位和档次。”④年鉴装

帧设计要典雅气派，图片、文字要印制精美，体现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年度特色，在庄重中增

强艺术感染力，使年鉴从形式到内容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因此装帧设计方案要反

复推敲，文字说明要字斟句酌，图片要精中选精。 封面设计的内容安排要做到有主有次，
层次分明，简而不空，气氛、意境和格调与年鉴内容相符，封面、书脊和封底展开时色彩协

调；环衬设计可选用艺术纸张，简洁大方，与整体设计风格一致；扉页设计风格以庄重、简
洁为宜。 在印刷工艺方面，年鉴印刷常用的纸张主要有胶版纸、哑粉纸、铜版纸和艺术纸

等，部分年鉴为追求最好的装帧效果，选用哑粉纸或铜版纸印制正文，全彩印刷，但易造成

读者视觉疲劳。 通常年鉴正文多用胶版纸，或者用质感丰富的艺术纸张，以提高年鉴装帧

品位。 印制前注意根据纸张的特性对图片进行相应的亮化和淡化调整，印制做到纸张精

美、文字清晰、墨色均匀厚实、色泽鲜艳、套印准确、层次感强、装订规整。
质量是年鉴的生命，打造精品年鉴，使之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可读性，经得起时代和

社会的检验，这也有助于使年鉴编纂的冷部门摆脱被边缘化的困境。 年鉴作为工具书，要
求史实真实、资料准确、数据无误。 组稿环节、编辑环节、出版环节的全过程遵循严格严肃

的理念，根据年鉴本身的特点，把质量意识贯穿编辑出版过程。 从组稿源头严控供稿质

量，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和学习培训、奖惩淘汰、监督检查三个长效机制；树立工匠精神和

精品意识，遵循编纂规范，提高校对质量，优化版面设计和装帧印制。 只有落实每个环节

的质量责任制，才能使年鉴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从而推动年鉴持续健康地发展。
责任编辑：冷晓玲　 宿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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