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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有照和审察的意思，《左传

什么是年鉴？

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各方面或某一方面

事物现状、变化、发展情况为主要内容的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

料性工具书。关于年鉴的定义，一种普遍认同的提法为“系统

汇集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

书”。

“年鉴”两字中，“年”含谷熟的意思，后被引申为年景，

进而又作了时间单位，把地球环绕太阳一周所经历的时间称为一

昭公二十八年》中有

“光可以鉴”一句；“鉴”还有借鉴、警戒之意，如“引以为

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此，“年鉴”一词就被赋予年

书的含义。

“全面”是指各个条目齐全，内容完备，覆盖面广，容量巨

大，浓缩密集，所以人们往往把年鉴称为“信息库”、“资料

库”，所谓“集万卷于一书，缩一年为一瞬”，说的是年鉴信息

知识的密集程度超出其他一般的出版物；“系统”是指年鉴所载

入的内容自成体系，各种信息纵向成链、横向成片，脉络清晰且

经纬之间形成有机联系；“准确”就是真实，真实是年鉴的生命

线，载入年鉴的所有信息资料不能估计更不能编造；“逐年编纂

连续出版”就是一年一期，年年编纂，连续不断。当然，由于

各种不同的原因，年鉴“家族”中也有两年一鉴或数年一鉴的。

年鉴有什么样的特性？

年鉴是一种资料性工具书，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媒

介。与其他工具书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相比，年鉴有五大特性。

一是权威性。年鉴作为一种资料性工具书，收录的所有信息

和资料都属于权威发布，如地方年鉴由地方政府编纂，行业年

鉴、专业年鉴由行业协会或学术团体编纂，企业年鉴由企业经营

管理者编纂。它所收集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当年的政府公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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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编修一次；年鉴一般是一

重要报刊的报道、统计部门的数据或本部门、本单位掌握的数

据，都是选材严格、翔实可靠而且经过有关领导或专家审查的，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官方年鉴”和公报性质，其准确度、可信

度都是其他资料难以比拟的。

二是客观性。年鉴收录的信息和资料具有史志性，年鉴各条

目的撰写叙事要求准确、规范、简练，直陈其事，不形容、不夸

张、不渲染、不议论，没有套话、大话、空话、废话、假话。

三是年史性。年鉴以年为期，主要记载上一年度的基本情

况、重大事件以及重要文献，具有编年史册的性质，供人查考，

便于比较，助人明辨，给人启迪，有累积、总结、研究、参考、

借鉴的价值。

四是资料性。年鉴是百科全书式资料工具书，它的信息浓缩

密集。一部年鉴中，既有全年概况、重要时事、重要文献，又有

统计资料和大事记，具有资政、鉴戒、展示、教育和存史等多种

功能和作用。读者不仅可通过年鉴了解当年时事和动态，查找各

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的工作进展及各学科、各专业的研究动

态，还可查找政府颁布的重要法规文献、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

逐年可比的统计数据资料和“机构简介”、“企业名录”、有影响

人物的事迹及一些实用的指南性资料等。

五是检索性。年鉴不是原始资料的堆积，它经过专业人员分

析、整理、核实，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合理编排，具有一般工

具书的收录广泛、编排系统、查阅方便等特点。年鉴常见的检索

系统有目录、索引、文摘、大事记、参见、链接等。

志书和年鉴有什么区别？

志书和年鉴都是资料性工具书，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

第一，编纂出版周期不同。相对而言，志书反映的是比较长

的一段历史时期的积淀，续修周期长达十几年、二十年，有时甚

至更久，目前的有关规定是

年一期。

 —4 —



年鉴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体例形式不同。志书一般采用章节体，要求横分门

类，纵述史实；年鉴一般采用条目体，讲究一事一记。

第三，时效性不同。志书资料，有着比较厚重的历史感；而

年鉴记载的是一年的情况，时效性特征非常明显。

第四，属性不同。志书和年鉴虽然都具有资料性，但年鉴的

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服务大众，年鉴的发展趋势表明，年鉴作

为信息的载体这一特征将越来越凸显。据有关资料记载，国外的

年鉴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信息的窗口。为方便阅读，有的编辑出版

袖珍本年鉴，成了人们的“口袋书”。志书侧重的是它的资料

性、史料性，所选材料必须具有存史价值。

第五，取材粗细不同。从内容看，志书的内容比年鉴系统、

全面，宏观材料较多；而年鉴更强调具体、“新”和实用性，一

事一条，微观材料占相当比例。

第六，产生的时代不同。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编史修志的传

统，盛世修志是历代历朝的惯例；而年鉴在我国的发展只有几十

年的历史，应算是个新生事物。

第七，编写的方式不同。志书是按照一定体例要求来记述资

料的，它不是资料汇编，也不是资料辑录，而是把资料经过整

理、筛选、考证、鉴别、精选、提炼等一系列的加工过程，最后

形成著述性文章。因此，志书重在写，而年鉴则重在编。

有人说，年鉴是昨天的实录，今天的镜子，明天的见证。这

是对年鉴作用总的描述。具体来说，年鉴有以下八种作用：

第一，信息作用。年鉴可以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开展

横向联系和交流情况提供翔实的信息。

第二，知情作用。年鉴可以为了解各地、各行业、各单位的

工作经验和做法提供知情服务。

第三，情报作用。年鉴可以为课题的研究、成果的利用提供

情报。

 —5 —



第四，借鉴作用。年鉴可以为人们总结过去、分析现状、探

索未来提供借鉴。

第五，历史作用。年鉴可以记载珍贵史料，为盛世修史积累

宝贵的史料，具有惠及后人的存史作用。

第六，资政作用。年鉴可以为领导机关了解情况提供决策依

据，是领导资政的得力助手。

第七，教化作用。当前，年鉴可以为宣传“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丰富生动的教材。

第八，窗口作用。年鉴是单位众多“名片”中的一张，透

过年鉴这扇窗口，可以看到某一地方、某一行业、某一单位一年

的全貌。

编纂年鉴有什么重要意义？

年鉴编纂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历史性、现实性很强的工作。

年鉴不仅能够及时总结、记载过去，把珍贵史料留给后人，而且

能够借助年鉴分析事物发展规律，科学预测未来，指导今后工

作，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年鉴是一扇窗口，从这里能看到一个地域、一个领域或一个

单位一年的现状和变化发展全貌。一部好的年鉴，不仅能够全面

系统地反映整体工作情况，而且还能具体真实地反映一个地区、

一个部门、一个行业、一个系统、一个单位的管理水平，为读者

提供大量丰富的信息资料。

年鉴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重在发现和把握规律。古人

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年鉴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性工具书，记载的

是一年工作中出现的新进展、新情况、新问题，既是总结昨天的

记录，又是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我们在总结工作、分析

形势、部署任务时，应该以年鉴为镜子，对照过去，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正确判断形势，提出今后的新思路、新任务和新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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