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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编纂说明

一、《青岛市志·计量标准志》、《青岛市志·物价志》

是《青岛市志》的两部分志。这两部分志在编纂过程中，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为

依据，力图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体现出青岛计量

标准事业和物价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应有的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点，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两部分志的体裁是以志为主，志、述、图、表、录

兼用。其框架设计从现代化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

发，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划分篇、章、节、日

等层次。篇目的编排，力求体现出结构合理、繁简适当、层

次分明的特点。

三、《青岛市志·计量标准志》的年代断限，上限自

1891年青岛建置始，下限至1987年，《青岛市志·物价

志》的下限则至1986年。为彰明个别事物的因果，适当上

溯或下延。记述的范围，以青岛市区为主，兼及所属的县

(市)区。所属县的撤县改市、区时间，以正式对外办公时

间为准。

四、两部分志的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采用旧制

， 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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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须夹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皆依当

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为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称“建国前"、“建国后"。1949年6月2

日青岛解放前后，称“青岛解放前”、“青岛解放后"。青岛

的历史分期为：建置初期(1891～1897年)，德国侵占时期

(1897～1914年)，日本第一次侵占时期(1914～1922年)，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22"-'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

统治时期(1929-'--1938年)，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1938""

1945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统治时期(1945一'-1949年6

月)。

五、两部分志的文体，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使用

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颁发的统一规

范书写。

六、两部分志依据的资料，包括史实、人名、地名、年

代、数据、引文等，来源于相关地区或单位的各类档案、图

书、报刊、文件，以及调查采访实录，经过核实后一般不

注明出处。统计数字，基本上以部门统计年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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