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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文件

． 国发[19793305号

国。务3院发布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 刚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全国地名的统一管理，做好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以利于社会主 ·

义现代化建设，特制定本规定。
，

第二条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

强的工作。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做好。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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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名玉作文件

第三条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以保持地名的稳定

性。地名的命名、更名要慎重对待，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走群众路线，严格

履行审批手续，不得擅自决定。
．

第四条本规定遘昂尹地理实露名称、屠良堍名称、。獭区划名’祷和各专业部门使用的
台站港场名称。 5： ’～· 二‘_； ：k 1·一·

第二章地名的命名
。

．。；i．‘

第五条地名的命名，要注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

地理特征。

第六条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也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 +z

第七条省以下各级行政区划的名称、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名称一般要与当地地

名统一，派生地名一般要与主地名统一。

第八条．全国县以上名称一·个地区内公社名称、-卟县内生产大队名称不重名，一个
市内的街道0胡同不重名。在上述范围内，一避免用同音汉字命名地名。：，一7

第九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名称一般按照当地地名命名，不用序数命名(一个

自然村内有数个大队，生产队的情况例外)。

第十条地名命名要简明确切。不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字：

一：、|， ．、一． j。 ，．

， j一

第三章地名的更名 ．

第十一条凡属于下列情况的地名，必须予以更改；

(1)有损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

(2)带有民族歧视性质，’妨碍民族团结的1

(3)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或极端庸俗性质的，

(4)其他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
一

一一．

第七≥条F凡禾符备本规定第七：力＼、尤：：．十条精秤的，原则上应予更名≥，；．，．：
第+三条‘二地多名、一名多写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音译不准(译名遂不稳定)，

用字不当的，应予调整。

第十四条纪念革命先烈，一般不更改地名。但已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地名，并履行了一

定审批手续，群众称呼已成习惯的，’仍可沿用。
一

第十五条对于不是明显属于上述范围的可改可不改的地名，一律不要更改。
“

’

，f ：’

一 一#、

一 第四章’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程序和权限

，．．．第十有惫：地理实体名称的命名、更名按下列程序办理；， ·， ’。1

(1)凡位处边疆地区的或在国内外著名的山脉，河流、湖泊、岛屿，海湾、海峡等名
十。'’

’

^

称，’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入民政府提出具体意见，报国务院审批I‘同时抄送中国地名

委员会，民政部和外交部。 ．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地名工作文件 (3)

(2)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的山脉，河流，湖泊等的名称，

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单独或共同报国务院审批，同时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和

民政部。

(3)位于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不属于本条(1)款情况的山脉，河流，湖

泊等的名称，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和民政部。

第十七条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更名，按照行政区划变动的审批程序和权限办理，同

时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
’

建国以来还未签定新的边界条约的边境地区县，市以下地名的命名和更名，由有关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八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名称，由各专业部门征求所在地县，市以上人民

政府在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名领导小组的意见后，提出适当名称，报各专业部门的上

级主管部门审批，并由主管部门定期汇总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

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专业部门在报批上述地名时，应将命名、更名理由，包

括拟废止的旧名和拟采用的新名的涵义，来源等加以说明。

第二十条认真做好更改旧名、启用新名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将所命名，更名的地名

及时通报有关部门。有些新改的地名群众不熟悉时，可加注旧名，作为过渡。

第五章附 则

第二十一条各省、自治区、一直辖市人民政府，

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在实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

由中国地名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答

复． ：

第二十三条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实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

准．
．

●



(4) 地名工作文件

湖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湘政发(1981)79号

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若干规定

各行政公署，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省直机关各单位：

为了加强对全省地名的统一管理，做好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以利于我省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结合我省情况，特作以下规定；

一、地名是历史形成的，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地名的命

名、更名要注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I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地理特征，要有利

于各项工作和方便人民群众的交往。

；，．全省境内的地理实体名称，居民地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

站，港，场名称等，凡经地名普查成果登记和此后经各级政府批准的各类标准化地名，均实

行统一管理。命名，更名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不得擅自决定。
⋯ 一

三、省．地、市、县各级地名委员会(地名领导小组)是同级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负．

责管理同级政府辖区范围内的各类地名。凡列入地名管理范围的各类地名的命名，更名，均

应经当地县、市以上地名领导机构审查签署意见，按审批程序报请批准机关审批。

四，全省地名实行分级管理。凡经各级政府审查批准的标准化地名的命名、更名，国家

和省已有明确规定的，按已定的审批程序和权限办理审批，其余标准化地名的命名，更名，

暂由其所辖市、县审批。

五、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更名，按照国家和省已有的审批程序和权限上报政府批准

时，应同时抄送上一级地名领导机构和民政部门。属于行政区划范围的划分，由民政部门审

查提出意见，属于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地名领导机构审查提出意见。

六、地理实体名称，凡涉及邻省和位于我省境内的著名山脉，河流，湖泊等名称的命

名，更名，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的有关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权限

办理，其他地理实体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各县、市负责管理审批，并抄送所属行政公署，

自治州和省的地名领导机构。
一



地名工作文件 (S'

七，凡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范围的山，湖、洲、路、街等名称的命名、更名，由有关

政府联名报上级政府审批，并抄送上级地名领导机构。

八，凡属列入各级政府管理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名称的命名、更名，7其

行攻名称应由各专业部门征求当地县，市以上地名领导机构的意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大型农林场，大型工厂，矿山范围内需要统一管理的地理实体，道路，居民地等名称的命

名，更名，均由当地县，市政府管理并规定其审批程序和权限。 ，7

九，各行政公署，自治州，市、县对其境内需要统一管理的各类地名，可根据‘国务院

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努和本规定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 ．，

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



<6) 地名工作文件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湘政发(1981]1 1号

批转省地名委员会

《关于全面开展地名普查的意见》

各行政公署、自治州、市、县人民政府、省直机关各单位：

省地名委员会‘关于全面开展地名普查的意见>，已经省人民政府
领导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



地名工作文件 (7)

关于全面开展地名普查的意见

省人民政府：
。

⋯， j

、：

：。
‘

去年，我们先后在湘潭县和湘潭市进行地名普查试点后，湘潭地区各县和常德，沅江、

衡南，江永等县先后开展了地名普查。从普查结果看，我省城乡地名十分混乱。一是地名

重复雷同的很多。湘潭县八百一十三个大队，重名的三百一十九个，占百分之三十九，常

德，沅江、．衡南，江永等县重名的大队也分别占百分之三十，四十。二是乱命地名。滥改地

名的情况严重。湘潭市雨湖街道办事处所属二十五条街巷名称，有二十条被改为“红卫秒一

“永红丹一类政治名词，湘潭县Ⅱq“金星丹大队的有七个，沅江县叫“东风静大队的有五个。三是

有地无名，名实不符，讹措遗漏，称号混乱的现象严重，甚至军用地形图上的地名与实际使

用的地名也互有讹错。湘潭县普查后，对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的地名删去十一条，勘误五

百二十一条。通过普查试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各类地名实行核调登记，并按法定的审

批手续，更改和重新命名一批地名，比较彻底地清理了地名混乱状况，基本达到国家关于地

名标准化的要求。试点实践证明，开展地名普查是完全必要的。现根据最近召开的全省地名

工作会议精神，对全面开展我省地名普查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地名普奁是适应国际交往和国内四化建设需要而开展的一项新工作，政治性、政策

性和科学性都很强。各地在普查前，应联系本地实际，向干部群众广泛宣传地名普查的意

义，并组织专业人员认真学好全国第二次地名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使大家统一认识，统一

行动，正确对待地名命名更名工作，‘积极搞好地名普查。 -，

、

二，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发布

的《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普查前，应模清非标准化地名的底子，普查中，要深入调查

研究，反复酝酿协商，确定命名更名的具体意见，抓紧办理命名，更名的审批手续，用政府

名义公布实施。鉴于我省在文化大革命中乱改地名的现象相当普遍，需要更名的面比较大，

加之各地地名形成原因复杂，因此在普查中，各地应结合自己的情况，可改可不改的地名，

一般不改tl应该更改的地名如比重过大，不宜一次更改的也可区别缓急，逐步更名。

三，切实保证地名普查工作的质量，防止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各地应选择一个县或市

区做为试点，在试点工作中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于今年年底完成普查任务。

四、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地名普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普查中出现的问题，

协调地名普查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地名普查完成后，要及时建立档案，分级管理。地名管理

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各地、市，县地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完成地名普查后，不要撤

销，还要有人继续负责地名工作。

以上报告，如五不当，望批转各地执行。
。

湖南省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从日



<8) 地名工作

__什么是地名?

地名和地名工作

地名是人人皆知；个个皆用，习以为常的。

以生存的山河湖海也各有其名，这些都是地名。

成熟的二种语言代号。

我们居住的城镇、街道，乡村有名，我们赖

它不仅是地物的标记和符号，也是人们约定

．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同样，地名又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演变的。由于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扩大，地名的使用范围超

”出了国界，为国际上所通用。试想，如果没有地名，对人们的社会活动是不可思议的。

。’。地名历来都是有音和义的，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又有了形。所以地名具有音、义、

形兰个要素，它总是反映着当地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特征的。

·． 二、什么叫地名工作?它的重要性何在?
^’ ～?

。 ‘

●～ H ～，k．
～

‘；地名工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是历史学，地理学，

语言学、民族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各科间的边缘学科，也是各级政府的一项日常工

作。地名工作的重要环节就是地名的标准化。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进行地名的调查和研究

‘(包括对地名的源流、分布、词义演变，地名发展规律以及地名的转译，命名的环境、条件

．和成因，地名的应用等的调查和研究)；对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建立地名挡案，编纂地名典

籍，‘出版标准地名图和加强地名的日常管理，使地名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

．地名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地名的本身——人们的一切活动离不开地名。
、 我们城乡的建设，规划的制订，工业的布局，水文地质的调查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

治安保：巳，国防建设等，那一样也离不开地名。由于地名混乱常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某

工厂失火，消防车却开到同名的另一地点，致使该厂全毁于火iI某运输船在海上遇难，有关

部门收听到呼救讯号后，但因在海图上找不到遇险的地名，以致该船不能获救而沉没。由于

地名混乱，公安部门找不到案犯作案地点，贻误了破案时间I邮电部门无法投递信件，运输

部门将货物送错了地点而影响生产，生活，浪费国家资材的情况，更属屡见不鲜。 ‘
。

地名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它事关我国的民族政策。旧社会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曾使用过许多侮辱少数民族的地名，如归绥、靖化，平彝、理番，镇西等，致使民族

矛盾加深。解放后，均先后分别改名为呼和浩特、金州，富源、理县、巴里坤等，体现了民

族平等的精神。地名涉及到对外关系，如我国邻近朝鲜的丹东、集安，过去封建统治者为炫

耀武力，定名安东，辑安。六十年代更名为丹东、集安。一个地名还可以体现名从主人的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地名工作 (9)

则，表明地物的领土主权归属。在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时代，外人强加于我国的地名到处可

见。台湾自古就是我国领土，却被外人强称为w福摩萨芹：．“珠穆朗玛峰．∥在18一19避纪

就见诸于我国历史图籍，是我国藏族人民的传统名称，而外人却将额菲尔士峰(埃佛勒斯峰)[

强加于我，直到解放才得到纠正。现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常利用地名进行侵略扩张租

挑起领土争端，越南把我国的南沙，西沙群岛改称越语地名，19本把我国的“钓鱼岛刀改为

“尖阁群岛刀，苏联霸权主义者，在中苏边界，利用地名不断地挑起边界争端，把属于我国

的搿珍宝岛"改称“达曼斯基岛’’，制造了人人皆知的矗珍宝岛’’事件，．位于乌苏里江以东

的广大地区，1860年以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为帝俄所侵吞，遍布这一地区的众多满语地

名，都是我国领土的历史见证。苏联霸权主义者作贼j心虚，竟于1972年12月26日强令更改了

一批传统地名，实是欲盖弥彰。 ， ’一
一、

由此可见，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是直接关系到国家

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日常生活

的工作。 ’’．

’

，．、．

为了加强对全国地名的统一管理，国务院子1979年12月25日发布了《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为地名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原则和规定。

三，。什么叫地名的标准化?

联合国第一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对地名标准化的定义是： “用本国官方语言，或其它语言

形式把本国地名的书写形式固定下来。芹世界地名标准化拟统一使用拉丁字母拼写法。

我国地名标准化的概念及其内容是。汉语拼音标准化和少数民族地名译写规范化。我们

搞地名的标准化，一就是一个地名的读音和书写要符合正音和正字的规定，含义要健康，命

名，更名要履行法定的批准手续。

所谓正音即必须是标准的普通话读音，并且要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出它的标准读音，以

它作为中国地名拉丁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

正字，就是字的书写形式，应使用国家确定的规范字，即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

词典》上的字为标准。异体字、简化汉字，要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1955年联

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不得任意简化，乱写和生造。

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地名中，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含有侮辱劳动人民，有碍民族团结和

外国入侵者强加于我们的地名等，这些都属于含义不健康，在地名标准化过程中必须加以处理

的。

地名的命名、更名要履行法定的批准手续，使地名具有立法性，有利于实现地名标准化。

四、地名所具有的形式：

不论何种语言文字表达的地名，一般都由专名和通名两个部分组成。如洪江市、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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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矗洪江"，崩新民"是专名，靠市一，“路黟是通名。但习惯上称某些地名时只叫专名而

昭去通名，如“洪江市矽只称“洪江一，但在书写时则必须将专名和通名完整的表达出来，

如，湖南省洪江市。

五、地名的命名、更名怎样办理?

” 凡扩建、拆建，新建的道路，桥梁，居民点等需要命名的地名，凡不符合规定需要更名

的地名，均应由主管单位按地名管理规定填写格式统一的《地名命名，更名申报表》，并说

明地名命名，更名的理由，新名的来源，含义及其他事项等，除涉及行政区划需按行政区划

变动的审批程序和权限办理外，街巷名称、居民点名称等由市人民政府审批。有关地名的13

常管理工作由市地名办公室承办。

； 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名称，由各有关部门征求所在地人民政府意见后，提出申

报，按各自隶属关系，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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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直接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的工具。

洪江地名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最早的地名之一“犁头咀"，三国时期就有了，

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然而，关于洪江地名的历史背景，更替及其他内容却从未进行过

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分析和整理，没有一本综合性的地名书籍。解放后，虽在1：5

万地形图(7—49—29一甲、7—49—29一丙、7—49—28一丁--,瞎f)上标示了洪江市的大部

分地名，但由于原图多系外地人员测绘标注，情况不熟、语音各异，加之社会上曾出现过乱

改地名之风，同时，也由于解放三十多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新的地名大量’

产生。以致在原有地名中和地图上存在着重名、用字不当、名不符实、交相附会，辗转讹

传、名称同音等现象。 一

，

为了加强对地名的统一管理，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地名文字的规范化，我们根据国务 ．

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的指示精神，和省、地的有关规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对1981年全市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予以汇集、整理，

编印成《洪江市地名录》。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本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

风俗等各方面的概况，既是提供给各方面使用的工具书，又是留传给后世的一代地名资料。

全书辑录的地名包含五个大类，14个方面，共664条。其中属行政区划，自然村、街巷

的337条，自然地理实体34条，人工建筑46条，名胜古迹9条，机关，企事业单位238条。书

中所收地名，一般以表列化的形式，分别对其来历，含义进行阐释。对一些重要的，有方位

意义的地名，编写了文字概况(41篇)，介绍其自然概貌和基本情况，有的还附印了照片

(共计34幅)。 。，

标准的1：2．57i地图，是全书地名的直观表现形式。根据我市面积小，地名不多的情

况，全市不绘制公社分图，只绘制一幅总图，订在卷首，以窥全貌。

在本书中，我们对于地名的来历及含义，阐释的原则是：(一)查之有据，理由充分地

加以肯定；(二)民间流传久远而又合情合理的加以保留，(三)其说不一，各具情理则同

时记述两种以上说法，(四)明显易懂的从简，历史资料少的相对简叙I(五)侮辱劳动人

民，含义不健康的予以更名。在内容上我们尽量做到正确详备，在文字上，力求简洁、通俗

和规范化，使阅者能以最经济的时间，得到简明正确的概念。为了避免内容重复，有文字概

况的地名，不再在表列中出现，其含义解释以文字概况为准。文字概况和词条里所采用的数

字，如：人口、面积、产值，产量等，除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外，其它一般都是1981年底的

数字。对于地名中的方言字如“秽(Iiao)“哇艿(tub)，我们根据省地名办《关于某
些方言用字的处理意见》，改用“缭一、“坨矽等同音字代替。对个别地名，如。CPai?村矽，

CPai]在方言中有音无字，意为鼻单挑’’，我们给配个同音字“排，，ZPai]，以便书写。

专用词如“窨<Yin)子屋"则在文后加以注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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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名录装帧为1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妖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若干规定》，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省地名委

员会((关于全面开展地名普查的意见》，地名和地名工作，前言、洪江市地图、洪江市概

况，《各类地名标准名称首字检字表》和目录；中间部分主要是各类地名及地名的阐释内扩

容，重要地名的文字概况及照片，卷尾部分附有《关于我市尖坡路等八条主要道路命名、更

名的道知》，《关于更改部分居委会，大队名称的通知》，《洪江市命名、更名地名新旧名、

称对照表》，《洪江市消失地名登记表》、氍洪江市参加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名单静、《洪江

市地名录编写人员名单》和《湖南省地名辞典·洪江市辞目原稿》。全书共l 7 5个版面，约

2 6万字。 、
、 。。

在本地名录的整个编纂过程中，得到各有关单位、部门及人士的广泛协助和支持，获益

匪浅，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谢忱。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编纂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民族、语

言、文字，历史、地理、地质、土壤，气象、水利、医药、生物、农业、林业等方面的多边

缘学科，编入内容，虽经琢磨，误错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阅者批评指正。

编+ 者
L ‘‘

’·九八二年十j月’
⋯‘’r· j“j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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