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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而存在的。地

名是人类语言词汇的一部分，其本身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理性。随着

历史的发展，有些地名相应发生了变化，但是地名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据统计，我国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名称，在历史上各个朝代有变动的一

般只占1—2％o由于地名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命名时代的某些自然、

语言和人文的特征得以在地名中保存下来，从而为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

面貌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为使用，研究地名而编纂的《江苏省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的基

础上，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颁发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和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对全省各类地

名作了标准化处理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出版的一本法定工具书。它是

推广标准地名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省地名录》内容包括： (一)江苏省地名图； (二)江苏省

概况； (三)各市县地名沿革、行政区划和主要居民地名称； (四)自

然地理实体名称； (五)人工建筑物名称； (六)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名

称； (七)地名照片； (八)附录； (九)地名索引。共收录地名图2

幅，省、市、县文字材料76篇，各类地名10，259条，地名照片57帧。本

录所提供的数据，原则上截至一九八五年底。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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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日常生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政策性和科学性。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国内、国外的交往日趋频

繁，各类地名已越来越多地被新闻，出版、邮电、交通、军事、外交、

民政、测绘、城建、旅游、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广泛使用。各有关单位和

个人在使用江苏地名时，均应以此录为准，不能随意更改。地名的命名，

更名必须按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履行报批手续方能生效。

本录作为内部资料，使用单位应妥善保管，不得遗失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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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概况



江苏省概况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长江、淮河下游，北纬30。46’——35。07’，

东经116。23’——121 655’o北接山东，南连上海，浙江，西邻安徽，

东濒黄海。辖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阴、

盐城、扬州、镇江11个市和64个县(市)。面积102，500平方公里，人

口6，21 3万。省会南京。

江苏曾是《禹贡》九州中徐，扬二州的一部分。西周时分属鲁，宋、

楚、吴等诸侯国。春秋时分属吴．宋。战国时分属越，楚。秦时分属会

稽、九江，东海，泗水、琅邪、薛诸郡。汉初置吴，楚二国，分隶扬州，

徐州二刺史部监察，西北一隅属豫州刺史部监察。三国时苏南属吴，苏

北属魏。两晋和南朝宋分为扬、徐二州，齐和梁为扬、徐，南徐，南兖

等州，后又增东徐州；淮北属北魏。梁末，江北尽入北齐。陈沿袭梁，

仅领有江南。隋开皇间置苏州，常州，润州、扬州，楚州和徐州，大业

间改为吴，毗陵，丹阳、江都、下邳、彭城，东海诸郡。唐初又改郡为

州，分属江南、淮南、河南三道监察，继又分江南为东，西二道。五代

时，淮北为梁、唐，晋，汉、周所据；江淮间及江南西部先属吴，后属

南唐；太湖流域则为吴越国势力范围。北宋分属两浙路、江南东路，淮

南东路和京东西路，南宋偏居淮南和江南，金人领有淮北各地。元分属

江浙等处和河南江北等处二行省。明属南京(俗称南直隶)。清初改南

京为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析东境置江苏省，取江宁、苏州二府

首字命名，是为江苏建省之始。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后领江宁，苏

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8个府，通、海，太仓3个

直隶州和1个海门厅。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1853年——

1864年，太平天国在苏南和皖，浙二省毗连地区建立苏福(亦作苏馥)



省，改江浦县为天浦省，还建立以天京为中心的天京省。1912年中华民

国成立，废府、州厅制，1913年析置灌云县后，分全省为60个县，省会

为江宁县。1914年置金陵、苏常，沪海、淮扬、徐海5个道统辖各县，

后废。1927年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划原南京外廓以内和江浦县浦口

镇置南京市，析上海，宝山、嘉定，松江4县地置上海市，均直隶国民

政府行政院。1928年南京．上海改为特别市。同年，析崇明县置启东县。

至此全省共分61个县。1929年省会迁镇江县。1934年3月至1936年3月

陆续设置无锡，松江、南通，淮阴、盐城，东海，铜山，江宁等8个行

政督察区管辖各县行政(溧阳、江都2区未及成立)。旋因抗日战争爆

发即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京市由中央人民政府直辖(1950年

改由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萧县，砀山、江浦3个县划归安徽省皖北

行署区；徐州、新海连2市和丰县、华山、沛县，铜北，邳县，东海、

赣榆7个县划归山东省。其余各县则以长江为界分置苏南、苏北两个行

署区。1952年底撤销苏北．苏南两个行署区恢复江苏省建置，南京市改

为省辖市、省人民政府驻地。原划归安徽和山东二省管辖的市、县复划

归江苏。全省共辖南京，无锡、苏州、南通、常州、徐州6个省辖市和

镇江、扬州、松江、苏州、淮阴、徐州、盐城，南通8个专区78个县(市)

和淮北盐区。1953年将松江专区的嵊泗县划归浙江省。1955年萧县、砀

山2县划归安徽省；原属安徽省的泗洪，盱眙2县则划入江苏。1958年

将松江专区9个县和南通专区的崇明县划入上海市。此后，省内行政区

划几经调整，1979年江苏省人民政府直辖南京．徐州、连云港、南通、

苏州、无锡、常州7个市和徐州，淮阴、盐城、南通、扬州，镇江、苏

州7个地区，68个县(市)。1983年3月撤销地区实行市管县。全省现

有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阴、盐城、扬州、

镇江1 1个省辖市61个县和常熟、泰州、仪征3个计划单列的市属市(县

级)。

江苏是我国富于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

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五·四

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江苏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很快地建立了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江苏广大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推翻三座



大山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工农群众的斗争烽火

燃遍了大江南北。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率新四军挺进江南，开辟了

茅山根据地，建立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后北跨长江开辟苏中根据地；

与此同时，黄克诚同志率领八路军一部分南下，开创了苏北根据地。在

两军密切配合下，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辉煌胜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

刘少奇同志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与陈毅同志一起，

重建新四军军部于盐城，恢复和壮大了抗日革命力量。解放战争时期，

苏中“七战七捷"，歼敌五万多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给国民党反动

派以粉碎性打击。1949年4月，南京解放，江苏获得新生。

江苏地形以平原为主，占总面积85％。低山、丘陵集中分布于西南

部和北部。省内共有长江、淮河等大小河道2，900多条，太湖、洪泽湖

等大小湖荡200多个，构成一完整的水道系统。海岸线长达1，000多公

里，滩涂面积广阔。矿藏资源较丰，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淮河、

苏北灌溉总渠一线以北属暖温带季风气候，自东向西为落叶阔叶林一一

棕壤地带和中生落叶阔叶林一一淋溶褐土地带；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主属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混交林一一黄棕壤带，南部宜溧山区略涉中亚

热带常绿叶林一一红黄壤地带。气候、植被、土壤等自然条件亦称优越。

江苏是全国经济发达省区之一。农业生产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全省

分为六大农业区。徐淮区是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和温带林果主要产

地；里下河区是新兴商品粮、油料、水产和禽蛋生产基地；苏北沿海区 L

为全国重点植棉基地和省新兴桑蚕饲养业基地；沿江区生猪、山羊饲养

业居全省首位；太湖区是全国著名商品粮、油料、内塘养殖和桑蚕业基

地；宁镇扬丘陵区林地广泛，盛产毛竹、杉，松和茶叶。全省粮、棉、

油料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均居全国前列。江苏是我国工业发达的省区之一，

部门比较齐全，分布亦较合理，工业产值1985年跃居全国第一位。小城

镇普遍兴起，乡镇企业发达，产值居全国首位。省内交通除有航班机外，

铁路、公路、水路交织成网，四通八达。

江苏是我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发达的省区，设施完备。

大中小学和职工教育、文化馆(站)，体育场(馆)、医院和卫生院遍
及市、县、乡、镇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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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是我国山水园林，名胜古迹高度集中的省份。太湖、南京钟山

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南京，苏州、扬州为全国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

名城。镇江的三山三寺，无锡的湖光山色，连云港的花果山、徐州的云

龙山、南通的狼山均以风景优美著称，引人入胜。苏南宜溧山区的洞穴

风光和苏北的革命胜迹等等，均是驰名的旅游胜地，赢得了中外游客的

一致赞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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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地名沿革

行政区划和主要居民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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