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ᄯᄗ͗1〔2017〕ۆ ۜ 

 

                   ġ 

นښо৫ಬ《௦ڳԙֺᄝಹྜ֟Ⴚྑشܣڟď2015—2020

ભĐ》ပྑڑௐēၽ௦ੋࠩྦྷ֥ᄭڳēަࣙಁߙಀݖᅖ࿌֥ᄭ

ຏēಇదࠩྦྷ֥ᄭᄝēަԅӖͼޥڳ ࣙԙֺᄝಹྜ֥ᄭߙܤ

ಁϤ֢ēᄯڳԙֺᄝᄗӽ໌ᆦ͗٤થဟ 2017 ભ 5 ၥ͗ࡨ“ྦྷ

֥ᄭ֥ྦྷူڳᄭᄝ”ৢ൦ēᅖඕಾ“ྦྷ֥ᄭ֥ྦྷူڳᄭᄝ——ޠ

ڳၝ《ԙֺᄝٝᆴඨै》͏ϣಬಠ 11 ᄻભ”。ݖ࿐ᅖྑઝఘ

ಾ௦ੋࠩྦྷ֥ᄭᄝēՎڳၝ《ԙֺᄝٝᆴඨै》༉Ոރԙ

ֺᄝो֥。ܫઽကၡـ。 

ຣߜပڑಹົفۆఢຏġ 

ྡྷ、ᅖ͗Ӧส 

ᄯڳԙֺᄝᄗӽ໌ᆦ͗٤ 

 ࿐ನݖ、֝

2017 ભ 5 ၥēನখඹᄉ 

స、ݖ࿐ԙԤ 

 දفЊ༰೬ͱྡྷږᄝֺޥڳ

ങ、ϵݖၐ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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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ำူݖ。ைဟ 2017 ભ 3 ၥ 31 ఐඔ߬ອৢڑำ。ࠝನē

ᅖֺ͗ߜᆦ처ࠩޥି༪ēඹିڶ༪რē֟ѻϵ྄ݖைۆ。 

《ԙֺᄝڳᄯ》ၽߜѻ͑Ģည༎ৢำނࠒำৢݖϵߜēથ܊ݖ

ၶᄝ֟࢜。 

๔、ৢ൦ᅖྑ࿐ඕ 

ྦྷ֥ᄭ֥ྦྷူڳᄭᄝڑຂཙࡎ 

ྦྷ֥ᄭᄝޮᄔཙࡎ 

ྦྷ֥ᄭᄝંγཙࡎ 

ྦྷ֥ᄭᄝಬຣাࡅཙࡎ 

ԙֺᄝٝᆴ֥ᄭܤཙࡎ 

 ࡎၝ《ԙֺᄝٝᆴඨै》༉Ոཙڳ

ԙֺᄝो֥ཙࡎ 

ঢ、ჸำྑௐ 

1.ࠥݖࣈ࿐ᅖඕރᅖྑ࿐ඕēॏௐຣѻನӝۤҗ

ēࢶᆑથඕં。 

2.ৢำਤ҉ำ࢈༖ᅟੜѻ҉。ᅟೄนണ、໌๔ۜᆓēϰ

ဈ߶ᅟēਤྚӦ՟૦༝ē༝ۜဈèéê……γಭēྦྷұᅟੜ

ᅗრ、ৢᅗ、ྚ৲、ѻ͑ಀ、ѻ͑ભݧךᅗრ、ৢำ、࢜、

。 

3.ৢำٌྑௐġď1Đ͑ੋٌġA4 Word2003、ٌڟ ำӶē

ྚΨ౨ຏ 2.54cmēᆰဗ 3.17cmēྚਡྚ߶ 1.7cmĢď2Đγඕ

ٌġγඕน۱、໌ ֝ۜᆓēྡྷ ަ、γඕนണ、ങۜᆓމ ҹē

Ⴋྑٌġහྡྷރγඕนണ、໌ങۜᆓ、ަҹĢď3Đჾำމ֝

ဈണ、໌ങۜᆓēහྡྷಁน 22 ͠Ģď4Đำؘ܊ᆴრݮ

·ēͧࣳٝᆴӦส、ᄏы、ᄏ、॓ຂԙᄖ、ဏჿΩ৲、॓

ຂԨܥ、Ԩᆐັԉ。 

4.ৢำᆓġ5000—10000 ᆓ。 

5.ିಌၐ႕ġ٤、٤଼、٤ჾၐ႕ēᅟᄷৢำԅಬဈ、

 。༰、җ、Ⴑԉࢳ

ġ2017ನف٤.6 ભ 4 ၥ 20 ఐ֟ϣద༪ඹᄉ᰽྄ைۆ。 

、ݖ࿐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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ᆑ࿐ѕӤēชֲ߬ඹݖဈဎݖ、༰რԅಪളޥᅥݖူ

स。ݖ࿐྄ைԅྸො༈ᅥޥ༰რԅชֲ߬ඹဎᅖֺ͗ѕӤ。 

̶、॓ຂఆ॓ރຂֺ 

॓ ຂ ఆġണुཐ  ਜޥণ 

॓ຂԨܥġď010Đ65275972ďҎყĐ 

॓ຂԙᄖġͺ࠸ೇдཽ૬ޥၓՊऺ 9 ږᄝֺޥڳۜ 3023

 

ဏჿΩ৲ġ100021 

Ԩᆐဏັġghc-dfz@cass.org.cn 

     

 ġߑؘ

1.《ԙֺᄝٝᆴඨै》༉Ոߙ࿐ـ 

2.《ԙֺᄝٝᆴඨै》ߙ࿐༉؟ெࣣৢୣރᄃसဎ 

3.《ԙֺᄝٝᆴඨै》ၐำူߙ࿐༉Ոඨำճზζ 

 

 

 

ᄯڳԙֺᄝᄗӽ໌ᆦ͗٤ 

2017 ભ 1 ၥ 4 ఐ 

 

ᄯڳԙֺᄝᄗӽ໌ᆦ͗٤ೠ҉       2017 ભ 1 ၥ 4 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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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ԛྡྷඨ นॴޟѕۤ֟ླྀᄯܟᆢည༎ำܤҎහēަֳۤڟ

ஜԙֺᄝڕसē௦ੋ、ڔࢺ、ຂහԙΩᆨԙֺᄝēࢳ༰、ۦसԙ

Ⴚᄯԅᆴဈēᄥ֟ݖಀޖ࠼ဈԙֺᄝē݈֟ԙֺᄝၽҼࠩॆ֟

Շ·ඨै。 

ԛ֝ඨ ᄯܟఆࡂڳ٫ۤઝԙֺᄝԅᆦᄎΩᆨ、ڕस、

 。ဈٝᆴēುဈ·ඨैॆ֟

ԛసඨ ·ඨैൎыԙֺᄝēͧ ࣳԙֺᆘۦᄝೠ、ԙֺᆘۦ

ભߋ、ԙֺඹಮ。 

地方综合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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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通史，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性著述。 

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

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编纂的地方志。 

ԛങඨ ລྻމ౨ԙֺఆჿ؉Ӳަஜճ·ჿ့ԙ

ֺᄝٝᆴԅকӽē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政府工作任务，做到机构到位、编制到位、设施到位。ԙֺ

ᄝٝᆴൎ༓࠼ॹద·މϭჿ၇സ。 

ԛ๔ඨ  ޥڳԙֺᄝٝᆴٲݯහѴܣڟ、ᆦᄎ໘Ը、՜Ҽᄗ

ӽ௦ڳԙֺᄝٝ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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ລྻމ౨ԙֺఆჿ؉ԙֺᄝٝᆴٲݯᅖڕ·ჿ့ԅ

ԙֺᄝٝᆴēোຏॹᄏ႓ġ 

ďྡྷĐᆦᄎ、ڕस、ᄗӽ、՜ҼۤАԙֺᄝٝᆴĢ 

ď֝ĐથՇԙֺᄝٝᆴۤܣڟΩᆨֺ̣Ģ 

ďసĐᆦᄎԙֺᆘۦᄝೠ、ԙֺᆘۦભߋ、ԙֺඹಮΩᆨĢ 

ďങĐೌ ďჸĐނ、ͬ ӉԙֺᄝำۤᆇॸēᆦᄎჼसࡘᄝĢ 

ď๔Đᆦᄎॆ֟ဈԙֺᄝᆇၗĢ 

ďঢĐଁ ༾ԙֺᄝΩᆨఆၔēՎԙֺᄝसৢཙۤࡎԙெཙ

 。ࡎ

ԛঢඨ ΩᆨԙֺᄝӲᆳӾӉყௐಬē௲ͬᄩ२ē௦ੋ、

ԅॅಮူݖಀۤܤำ、ޖ࠼、೭·ჿ့ᆑ௶、ჿᄭޚԙڔࢺ

ຣᅱ。 

ԛඨ ಘ、ᆑᄭ、ᄐຊೇఆჿ؉ᄥՇ·ჿ့ԙֺ

ᄝಹྜ֟ႺۤܣڟԙֺᄝΩᆨܣڟēωͱޥڳԙֺᄝٝᆴٲݯ

̣。 

ပඨߑԅᆢᆑᄭԙֺྻࢶලನၮဈဴۑཝำᆓۤӲԙඹ

ဈԅᆢဴཝำᆓΩᆨԙֺᄝ。 

ԛ̶ඨ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ᄝೠ、ԙ

ֺᆘۦભߋ、ԙֺඹಮēדιဎ·މఆჿ؉ԙֺᄝٝᆴ̟ٲݯ

ზܣڟᆦᄎΩᆨ，ୣᆦᄎّۤఆϢԄΩᆨ。 

ԛࡔඨ ΩᆨԙֺᄝӲೌပੋֺڑԅᅥޥ、༰რϵަē

民族自治地方还应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ԙֺᄝΩᆨఆၔಬ

ᅥᄏອۦࠒēᅥᄏΩᆨఆၔӲອԅᅥྜᄉಭēωྻࢶ

ྦྷზڟޥڳՇϵަᅥྜޏ೬ᄏыିՇ。 

第十条 地方综合志书每 20 年左右编修一次，地方综合年

鉴每年编纂一次，地方通史每 30 年左右编修一次。每一轮地方

综合志书、地方通史编修工作完成后，启动新一轮的编修工作。 

行政区划有重大调整时，新设的行政区域人民政府应及时组

织编纂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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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ಥྡྷඨ ລྻމ౨ԙֺఆჿ؉ԙֺᄝٝᆴٲݯ建立

和完善地方志资料收（征）集、保存、管理制度，ڑݯ、ಀݖ

ූ、୲ྜಹྜӦส、ୣᆦᄎྻّރఆჸނပڑԙֺᄝᆇॸē

ပڑӦสّۤఆӲඔ٢ᄆћ。ԙֺᄝٝᆴྻࢶٲݯճပڑᆇॸ

ࠩАၧ、Ⴋв、؏ᄥēӬ౿ޥڳރੁ、ྜੁّۤఆഒ

 。ԅ҂ෳߑඨׂӶ̣ۦϢރྻ

ԙֺᄝᆇॸൎပఆݧრћပఆඔ٢ပڑᆇॸēݦྻࢶԄುӲ

ͱѯ。ԙֺᄝᆇॸൎပఆݧრћပఆϢԄڃ࿉ඔ٢༔ެᆇॸ。 

ԛಥ֝ඨ  ڑݯ、ಀූݖ、୲ྜಹྜӦสۤୣᆦᄎӲ

̟ზԙֺఆჿ؉ԙֺᄝΩᆨܣڟēϵူԙֺᄝΩᆨēࠄ·މ

ఆჿ؉ԙֺᄝٝᆴٲݯԅྜᄗӽۤ՜ҼАĢੜ௲ѕӤ

ԙֺᄝٝᆴԅۤٲݯఆၔēͬა٤͗ۤ࠼ඨߑē̟ನюΩᆨ

ఉ。 

ԛಥసඨ ྻລྻމ౨ჿ့ыړ、ॹదܣڟԅԙֺ

ᆘۦᄝೠ、ԙֺඹಮ࠼ಌАིೌēωމ·࠼ఆჿ؉ݧრୣ௲Շ

ԅϦਪଛᅹēֺ٤ྻࢶѻ͑。 

ճԙֺᆘۦᄝೠ、ԙֺඹಮࠩಌАིೌēӲᆦᄎပͬڑ

ੁ、Ӷ̣、ॅಮ、֥、ࢋ、ޖ࠼ಹԉֺੋԅᅥޥϵަēᄷԤಌ

Аԙֺᆘۦᄝೠ、ԙֺඹಮԅઝఘಾۦຩ֥ۤͬੁ、Ӷ̣ԉ

֥、֥ڟԅڟՇēಾ௦ੋ、ڔࢺԙֱ·ჿ့ᆑ௶、ჿ

ᄭ、ޖ࠼、ำۤܤಀݖԅॅಮူຣᅱ。 

ճԙֺᆘۦᄝೠ、ԙֺඹಮࠩಌАིೌԅᅖ、ё༝ԉဎ

ಘ、ᆑᄭ、ᄐຊೇఆჿ؉ڟՇ。 

ԛಥങඨ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ભߋē

 。ѻ͑٤ྻࢶრୣ௲ՇԅϦਪଛᅹēֺݧ؉ఆჿމ·࠼

ԛಥ๔ඨ ԙֺᄝďۃԨᆐำӶĐӲၽѻ͑܊ 3 ّၥઝͱ

ഢ౨މఆჿ؉ԙֺᄝٝᆴٲݯ̣。 

ၽԙֺᄝΩᆨڶёᄯೌނӾԅำᆓᆇॸ、ζ、ზଫ、

ᆇॸ、ಬԉྻރюԅԙֺᄝำـēဎ·މఆჿ؉ԙֺ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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ᆴٲݯᄗՇᅥᄏఆၔނᄯහྡྷڕसē෨ͬӉēϢԄݎĢԙֺ

ᄝѻ͑܊ēӲྦྷ֥ྭ߬·ޥڳމӶ̣ݧږრֺᄝͬږӉ、ڕसē

ّఆϢԄนލပݧრѻᆟ、ѻ、ᅧ࠙。 

ԛಥঢඨ A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ᄝ

ೠ、ԙֺᆘۦભߋ、ԙֺඹಮนᄏᆴଶēྦྷზ《ᄯܟఆ٫ۤ

ՇēୣᅗᆴဎᆦᄎΩᆨԅԙڟᅗᆴ֥》ԛಥঢඨԛ֝ࣛԅڳ

ֺᄝٝᆴ຺ٲݯပĢϵူΩᆨԅఆၔ຺ပ೧ēωྦྷზޥڳပ

 。ԄͱѯݦՇڟڑ

ԛಥঢඨ B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ᄝ

ೠ、ԙֺᆘۦભߋ、ԙֺඹಮนᄏᆴଶēྦྷზ《ᄯܟఆ٫ۤ

ՇēୣᅗᆴဎᆦᄎΩᆨԅԙڟᅗᆴ֥》ԛಥঢඨԛ֝ࣛԅڳ

ֺᄝٝᆴ຺ٲݯပĢϵူΩᆨԅఆၔ຺ပ೧ēωྦྷზޥڳပ

 。ृߢԄݦՇڟڑ

ԛಥඨ ԙֺᄝٝᆴӲนԙֺޖ࠼ಀݖԅ௦ੋ֟Ⴚ

。ລྻމ౨ԙֺఆჿ؉ԙֺᄝٝᆴٲݯӲݾݲ෩ಀݖဈ

ᄝාࡅēඹֺಁߙڶᄝږ、ԙֺᄝ࣏、ԙெฉႿူႺࡘᄝ

ჼस、ԙֺำཙࡎԉֺē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ಘďᆑᄭ、ᄐຊೇĐ、ಁԅೇďᆑᄭᄼĐۤပඨߑԅລ

ďᆑᄭລ、Ϣಁԅೇ、ೇຊĐఆჿ؉Ӳߙोֺᄝږēဈ

ဟԙֺᄝူୣԙெำೌϿ、ͬܙ、ၧऋ、߬ঠރԙெႺವ、

ཙࡎԉ。 

ລྻމ౨ԙֺఆჿ؉Ӳߜԙֺᄝٝᆴಁߙܤઌద

ोԙֺᄝߙӲٲݯēԙֺᄝٝᆴܣڟಁߙܤఆჿ؉މ·

࣏、ԙெฉႿ。 

方志馆、地方志数据库、地情网站应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查阅、摘抄地方志。 

ԛಥ̶ඨ ລྻމ౨ԙֺఆჿ؉ճၽԙֺᄝٝᆴᄯᆴѻ

ѻюۤݻ٪ԅӦส、ّఆྻރԙֺᄝည༎юڴēٓိζჄۤ

 。ृ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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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ಥࡔඨ ดֱ·ඨैڟՇēᆑΩᆨѻ͑ྻລྻމ౨ჿ

့ыړԅԙֺᆘۦᄝೠ、ԙֺᆘۦભߋ、ԙֺඹಮԅēဎ

ລྻމ౨ԙֺఆჿ؉ԙֺᄝٝᆴٲݯඔை·މఆჿ؉ѻ͑

ჿϦਪྦྷ֥А҉。 

ԛ֝ಥඨ  ดֱ·ඨैڟՇēࢇѕӤΩᆨఉݧრϢ̟ზ

՜Ҽୣຫٲݯఆჿ؉ԙֺᄝٝᆴމ·ՇюΩᆨఉԅēဎڟ

؟ჾĢဧϢ؟ჾԅēဎ·މఆჿ؉႓গࡏჾēωճອڑ႓

ఉఆᅴࡎ႓ఉ。 

ԛ֝ಥྡྷඨ ดֱ·ඨैڟՇēร࠼ಌАིೌ、ଛᅹߜԙֺ

ᄝำؑ߬ـѻ͑ēݧრԙֺᄝӉၽดֱຩ֥、֥、֥ڟڟՇઝ

ఘԅēဎ౨މఆჿ؉ݧრ·މఆჿ؉႓গϰອӎಠိྻ

юֵᆬԅēྦྷ֥ٲӦสّۤఆԅ႓ఉĢڑပࡎᅴࠋჾēωೊெࡏ

ᅴࡎಹ႓ఉ。 

ԛ֝ಥ֝ඨ ԙֺᄝٝᆴٝٲݯᆴఆၔดֱ·ඨैԛಥ๔

ඨԛ֝ࣛڟՇԅēဎୣൎၽӦส႓গ؟ჾēྦྷ֥ٓိ҉ד。 

ԛ֝ಥసඨ Ωᆨԙֺᄝ౿ࢋރಹઝఘԅēܮӲᆮᄯུ

 。ՇڟڑಹᄝΩᆨԅပࢋဟڑพࢋ

 。ՇᄓڟڑԅΩᆨēϵზ·ඨैԅອߋၝϦਪᄝೠ、ભڳ

ԛ֝ಥങඨ  ۤृٽᄆћပඨߑԅϦਪ、ྜ、ಀූݖ、

୲ྜಹྜӦส、ິჳďࠇԁĐ、ӈďಀĐྻୣރᆦᄎΩᆨᄝ

ೠ、ભߋēୣΩᆨူڕसϵზ·ඨैԅອڟڑՇᄓ。 

ԛ֝ಥ๔ඨ ·ඨैᆑ٤ϣᄍఐ୯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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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ԛྡྷඨ นॴޟѕۤ֟ླྀᄯܟᆢည༎ำܤҎහē௦ੋ、ࢺ

ဈԙֺᄝē݈֟ॆ֟सԙۦ、༰ࢳຂහԙΩᆨ ԙֺᄝē、ڔ

ԙֺᄝၽҼࠩޖ࠼ಀ֟ݖႺᄯԅᆴဈēᄥՇ·ඨै。 

༉؟นġ 

ԛྡྷඨ นॴޟѕۤ֟ླྀᄯܟᆢည༎ำܤҎහēަֳۤڟ

ஜԙֺᄝڕसē௦ੋ、ڔࢺ、ຂහԙΩᆨԙֺᄝēࢳ༰、ۦसԙ

Ⴚᄯԅᆴဈēᄥ֟ݖಀޖ࠼ဈԙֺᄝē݈֟ԙֺᄝၽҼࠩॆ֟

Շ·ඨै。 

༉؟सဎġ 

30 多年的地方志工作实践证明，地方志工作涉及面广、工

程量大,是协调推动、管理规范都很难的工作。同时，随着地方

志事业发展的多元化，以及地方志工作的延伸和拓展，更加突显

加强地方志规范和管理的必要性。只有规范和加强地方志工作的

管理，才能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ԛ֝ඨ ᄯܟఆࡂڳ٫ۤઝԙֺᄝԅᆦᄎΩᆨ、ڕस、

 。ဈٝᆴēುဈ·ඨैॆ֟

࿉ߎġϢᆴ؟Վ。 

 

ԛసඨ ·ඨैൎыԙֺᄝēͧ ࣳԙֺᄝೠ、ԙֺᆘۦભߋ。 

ԙֺᄝೠēಾᄗ௦ੋຂහԙޚ೭·ჿ့ᆑ௶、ჿᄭ、࠼

 。ԅॅಮူຣᅱԅᆇॸำݖಀۤܤำ、ޖ

ԙֺᆘۦભߋēಾᄗຂහޚ೭·ჿ့ᆑ௶、ჿᄭ、ޖ࠼、

ำܤ、ಀݖԉֺੋெࣣԅભէᆇॸ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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ԙֺᄝדนġಘďᆑᄭ、ᄐຊೇĐΩᆨԅԙֺᄝēಁԅ

ೇďᆑᄭᄼĐΩᆨԅԙֺᄝēລďᆑᄭລ、Ϣಁԅೇ、ೇຊĐ

Ωᆨԅԙֺᄝ。 

༉؟นġ 

ԛసඨ ·ඨैൎыԙֺᄝēͧ ࣳԙֺᆘۦᄝೠ、ԙֺᆘۦ

ભߋ、ԙֺඹಮ。 

地方综合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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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通史，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性著述。 

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

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编纂的地方志。 

༉؟सဎġ 

第一，地方史编纂很有必要，有的地方已经编修或者正在编

修。为了便于规范和管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

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国办发〔2015〕64 号）要求

“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

管理”，拓展了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和业务范围，因此，有必

要在原有的主体业务外，增加地方通史的编纂，做到史、志、鉴

“三位一体”。 

第二，将“地方志书”改为“地方综合志书”，是完善概念、

表述严谨、前后呼应的需要。一则是与本条中“地方综合年鉴”

呼应，两者的内涵一样，都是一地地情的综合记述，只是时间跨

度上的区别；再则是本条例修改后增加了部门、行业等其他专志

编纂的条款，为了区别综合志书与专志，故将此条款中的“地方

志书”改为“地方综合志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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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ങඨ ລྻމ౨ԙֺఆჿ؉Ӳަஜճ·ჿ့ԙ

ֺᄝٝᆴԅকӽ。ԙֺᄝٝᆴൎ༓࠼ॹద·މϭჿ၇സ。 

༉؟นġ 

ԛങඨ ລྻމ౨ԙֺఆჿ؉Ӳަஜճ·ჿ့ԙ

ֺᄝٝᆴԅকӽē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政府工作任务，做到机构到位、编制到位、设施到位。ԙֺ

ᄝٝᆴൎ༓࠼ॹద·މϭჿ၇സ。 

༉؟सဎġ 

地方志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是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有些地

方和部门的认识仍然不到位，认为编修地方志是一件可有可无的

事情，任务布置难、条件落实难、工作推动难、资料征集难，地

方志的质量得不到保证。30 多年来，地方志机构长期处于不大

健全、不大稳定状态，且体制不顺，阻碍了事业发展；地方志专

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与地方志事业发展不相适应；地方志事业

经费投入不足，设施不到位，无法保障事业繁荣发展。为了充分

保障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

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国办发〔2015〕64 号）

指出，要坚持“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要将地方志工作

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任务，做

到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

地方志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与其有效履行职能、顺利开

展工作的要求相适应；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专业要求，配齐配强

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领导班子。只有将地方志工作中的几个关键点

保障到位了，地方志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开展，各项任务才能全面

完成，事业才能持续发展。 

 

ԛ๔ඨ  ޥڳԙֺᄝٝᆴᄗӽٲݯහѴܣڟ、ᆦᄎ໘Ը、՜

Ҽᄗӽ௦ڳԙֺᄝٝ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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ລྻމ౨ԙֺఆჿ؉ؕ႓ԙֺᄝٝᆴԅٲݯᅖڕ·ჿ

့ԅԙֺᄝٝᆴēোຏॹᄏ႓ġ 

ďྡྷĐᆦᄎ、ᄗӽ、՜ҼۤАԙֺᄝٝᆴĢ 

ď֝ĐથՇԙֺᄝٝᆴۤܣڟΩᆨֺ̣Ģ 

ďసĐᆦᄎΩᆨԙֺᄝೠ、ԙֺᆘۦભߋĢ 

ďങĐദނ、ͬӉԙֺᄝำۤᆇॸēᆦᄎჼसࡘᄝēՎ

ֺᄝसৢཙࡎĢ 

ď๔Đᆦᄎॆ֟ဈԙֺᄝᆇၗ。 

༉؟นġ 

ԛ๔ඨ  ޥڳԙֺᄝٝᆴٲݯහѴܣڟ、ᆦᄎ໘Ը、՜Ҽᄗ

ӽ௦ڳԙֺᄝٝᆴ。 

ລྻމ౨ԙֺఆჿ؉ԙֺᄝٝᆴٲݯᅖڕ·ჿ့ԅ

ԙֺᄝٝᆴēোຏॹᄏ႓ġ 

ďྡྷĐᆦᄎ、ڕस、ᄗӽ、՜ҼۤАԙֺᄝٝᆴĢ 

ď֝ĐથՇԙֺᄝٝᆴۤܣڟΩᆨֺ̣Ģ 

ďసĐᆦᄎԙֺᆘۦᄝೠ、ԙֺᆘۦભߋ、ԙֺඹಮΩᆨĢ 

ďങĐೌ ďჸĐނ、ͬ ӉԙֺᄝำۤᆇॸēᆦᄎჼसࡘᄝĢ 

ď๔Đᆦᄎॆ֟ဈԙֺᄝᆇၗĢ 

ďঢĐଁ ༾ԙֺᄝΩᆨఆၔēՎԙֺᄝसৢཙۤࡎԙெཙ

 。ࡎ

༉؟सဎġ 

第一，将“国家地方志指导工作机构”改为“国家地方志工

作机构”是形势发展和工作实际的需要。随着地方志工作的拓展

和延伸，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不再仅仅是指导层面，更

多是要加强对全国地方志事业的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

作机构”，也是同样考虑。 

第二，职责（一）中增加“管理”的表述，也是为了突出对

地方志的管理。具体见第一条的修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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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职责（三）中增加“地方通史”的表述，以及将“地

方志书”改为“地方综合志书”，具体见第三条的修改理由。 

第四，职责（四）中将“搜集”改为“收（征）集”，一是

扩大了内涵，增加了资料积累的途径；二是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国办发

〔2015〕64 号）中“加大依法收（征）集地方志资料力度” 的

表述一致起来。原此款职责中的“推动方志理论研究”与新增职

责（六）合并。 

第五，增加职责（六）。增加“培训地方志编纂人员”，一是

为了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地方志队伍的业务水平和各项素质的需

要。地方志涉及各业百科，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要求高，但是地

方志编纂人员来自各个方面，学历层次、专业素养、思想理论水

平参差不齐，迫切需要培训。二是 30 多年的地方志事业发展实

践证明，地方志的质量取决于编纂人员的水平和素质，各地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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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ඨ ಘ、ᆑᄭ、ᄐຊೇఆჿ؉ᄥՇ·ჿ့ԙֺ

ᄝΩᆨԅᆙٝᆴܣڟďྻຏ߅ыܣڟĐēωͱޥڳԙֺᄝٝᆴ

ᄗӽٲݯ̣。 

༉؟นġ 

ԛඨ ಘ、ᆑᄭ、ᄐຊೇఆჿ؉ᄥՇ·ჿ့ԙֺ

ᄝಹྜ֟ႺۤܣڟԙֺᄝΩᆨܣڟēωͱޥڳԙֺᄝٝᆴٲݯ

̣。 

ပඨߑԅᆢᆑᄭԙֺྻࢶලನၮဈဴۑཝำᆓۤӲԙඹ

ဈԅᆢဴཝำᆓΩᆨԙֺᄝ。 

༉؟सဎġ 

第一，将“地方志编纂的总体工作规划”改为“地方志事业

发展规划和地方志编纂规划”，目的在于使表述更加精确、具体，

更切合地方志工作实际。“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主要是结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

（国办发〔2015〕64 号）以及各地出台的省级地方志事业发展

规划的实际作出改动，“地方志编纂规划”更扣紧每轮地方志编

纂均需先制定规划然后按规划实施的实际。 

第二，将“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改为“国家地方志工

作机构”，具体见第五条的修改理由。 

第三，新增“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一款，是为了与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国办发〔2015〕64 号）进行衔接。规划纲要提出“重视

民族地区地方志编纂工作”“支持民族地区做好地方志编纂工作”

的要求以及“拓宽用志领域”“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

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推动城乡方志文化建设，培育地

方历史记忆”的要求，同时执行国家“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的民族政策，民族自治地方应该双语出版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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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ඨ ྻລྻމ౨ჿ့ыړԅԙֺᄝೠ、ԙֺᆘ

ᆦܣڟზ̟ٲݯఆჿ؉ؕ႓ԙֺᄝٝᆴԅމ·ιဎדēߋભۦ

ᄎΩᆨēୣᆦᄎّۤఆϢԄΩᆨ。 

༉؟นġ 

ԛ̶ඨ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ᄝೠ、ԙ

ֺᆘۦભߋ、ԙֺඹಮēדιဎ·މఆჿ؉ԙֺᄝٝᆴ̟ٲݯ

ზܣڟᆦᄎΩᆨ，ୣᆦᄎّۤఆϢԄΩᆨ。 

༉؟सဎġ 

第一，将“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改为“地方综合志书、

地方综合年鉴、地方通史”，具体见第三条的修改理由。 

第二，“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改为“地方志工作机构”，

具体见第五条的修改理由。 

 

ԛࡔඨ ΩᆨԙֺᄝӲೌပੋֺڑԅᅥޥ、༰რϵަ。

ԙֺᄝΩᆨఆၔಬᅥᄏອۦࠒēᅥᄏΩᆨఆၔӲອ

ԅᅥྜᄉಭ。 

༉؟นġ 

ԛࡔඨ ΩᆨԙֺᄝӲೌပੋֺڑԅᅥޥ、༰რϵަē

民族自治地方还应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ԙֺᄝΩᆨఆၔಬ

ᅥᄏອۦࠒēᅥᄏΩᆨఆၔӲອԅᅥྜᄉಭēωྻࢶ

ྦྷზڟޥڳՇϵަᅥྜޏ೬ᄏыିՇ。 

༉؟सဎġ 

第一，增加“民族自治地方……”一句，是为了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国办发〔2015〕64 号）对“重视民族地区地方志编纂工

作”“支持民族地区做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要求，执行国家“培

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政策。同时，少数民族人士对本民族历

史、文化、风俗、宗教等情况更为了解，吸收他们参加地方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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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工作对提升民族地区地方志质量，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具有重

要意义。 

第二，增加“按照国家规定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的内容，

主要考虑包括：一是目前全国部分地方志工作机构（如吉林省超

过 1/3）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身份加之不能评定专业

技术职称对地方志工作人员的士气大为挫伤，成为地方志事业的

发展阻力，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对此呼吁强烈；二是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国

办发〔2015〕64 号）提出“建立国家级、省级地方志专家库”

的要求，地方志工作人员应积极申报并参加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评

定，进入专家库，成为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人才资源；三是有基层

立法工作实践可资借鉴，如《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2011 年

5 月 27 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通过，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六条明确规定：“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

职相结合，编纂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岗位培训，具备相应的专业知

识和学术，并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定”。 

 

ԛಥඨ ԙֺᄝೠਤ 20 ભᆰဗΩ༉ྡྷұ。ਤྡྷঢ়ԙֺᄝೠ

Ω༉ٝᆴю܊ēؕ႓ԙֺᄝٝᆴԅٲݯၽΩᆨԙֺᆘۦભߋ、

ദނᆇॸྻރಀݖඔ٢ᆆ༸ԅලನē୳Վྡྷঢ়ԙֺᄝೠ

ԅ༣༉ٝᆴ。 

༉؟นġ 

第十条 地方综合志书每 20 年左右编修一次，地方综合年

鉴每年编纂一次，地方通史每 30 年左右编修一次。每一轮地方

综合志书、地方通史编修工作完成后，启动新一轮的编修工作。 

行政区划有重大调整时，新设的行政区域人民政府应及时组

织编纂地方志。 

༉؟सဎ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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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地方志书”改为“地方综合志书”，具体见第三条的

修改理由。 

第二，增加关于地方综合年鉴、地方通史编纂周期的内容，

是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国办发〔2015〕64 号）进行衔接。规划纲要

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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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地方通史需要一定时间的历史沉淀，综合考虑以

30 年左右为一轮较为合适。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内容可为第一

卷，新中国成立后到 1978 年可为第二卷，1978 年到 2008 年可

为第三卷，依次推进，可以逐步探索建立和形成地方通史编纂制

度与规范。 

第三，增加“行政区划有重大调整”的条款，是考虑到作为

地情载体的地方志，所记载区域的地情内容必须随区划的变化而

有所增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新设的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

发展服务。 

 

ԛಥྡྷඨ ລྻމ౨ԙֺఆჿ؉ؕ႓ԙֺᄝٝᆴԅٲݯ

ނఆჸّރ、୲ྜಹྜӦส、ୣᆦᄎྻූݖಀ、ڑݯྻࢶ

ပڑԙֺᄝᆇॸēပڑӦสّۤఆӲඔ٢ᄆћ。ؕ႓ԙֺᄝٝ

ᆴԅྻࢶٲݯճပڑᆇॸࠩАၧ、Ⴋв、؏ᄥēӬ౿ޥڳރ

ੁ、ྜੁّۤఆഒྻރϢۦӶׂ̣ඨߑԅ҂ෳ。 

ԙֺᄝᆇॸൎပఆݧრћပఆඔ٢ပڑᆇॸēݦྻࢶԄುӲ

ͱѯ。ԙֺᄝᆇॸൎပఆݧრћပఆϢԄڃ࿉ඔ٢༔ެᆇॸ。 

༉؟นġ 

ԛಥྡྷඨ ລྻމ౨ԙֺఆჿ؉ԙֺᄝٝᆴٲݯ建立

和完善地方志资料收（征）集、保存、管理制度，ڑݯ、ಀݖ

ූ、୲ྜಹྜӦส、ୣᆦᄎྻّރఆჸނပڑԙֺᄝᆇॸē

ပڑӦสّۤఆӲඔ٢ᄆћ。ԙֺᄝٝᆴྻࢶٲݯճပڑᆇ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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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按时完成编纂任务。这是全国各地在长期地方志工

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有较为成熟的地方立法经验。《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

例》（2011 年 5 月 27 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

通过，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吉林省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

年 12 月 1 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通过，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2007

年 2 月 28 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通过，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均有此条内容，在地方立

法实践已实施多年，效果反响较好。 

第三，增设这条任务条款，为这项内容法律责任条款的设立

提供前提。任务条款和法律责任条款相互呼应，建立督促部门完

成地方志任务保障机制。 

 

ԛಥ֝ඨ ྻລྻމ౨ჿ့ыړ、ॹదܣڟԅԙֺ

ᄝೠ࠼ಌАིೌēֺ٤ྻࢶѻ͑。 

ճԙֺᄝೠࠩಌАིೌēӲᆦᄎပੁͬڑ、Ӷ̣、ॅ ಮ、

֥、ࢋ、ޖ࠼ಹԉֺੋԅᅥޥϵަēᄷԤಌАԙֺᄝೠԅઝఘ

ಾۦຩ֥ۤͬੁ、Ӷ̣ԉ֥、֥ڟԅڟՇēಾ௦ੋ、ࢺ

ԅॅಮူຣݖಀۤܤำ、ޖ࠼、ԙֱ·ჿ့ᆑ௶、ჿᄭڔ

ᅱ。 

ճԙֺᄝೠࠩಌАིೌԅᅖ、ё༝ԉဎಘ、ᆑᄭ、ᄐ

ຊೇఆჿ؉ڟՇ。 

༉؟นġ 

ԛಥసඨ ྻລྻމ౨ჿ့ыړ、ॹదܣڟԅԙֺ

ᆘۦᄝೠ、ԙֺඹಮ࠼ಌАིೌēωމ·࠼ఆჿ؉ݧრୣ௲Շ

ԅϦਪଛᅹēֺ٤ྻࢶѻ͑。 

ճԙֺᆘۦᄝೠ、ԙֺඹಮࠩಌАིೌēİᄷԤಌАԙ́ԙֺඹ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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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ԙֺᆘۦᄝೠ、ԙֺඹಮԅઝఘಾۦຩ֥ۤͬੁ、Ӷ̣ԉ

֥、֥ڟԅڟՇēಾ௦ੋ、ڔࢺԙֱ·ჿ့ᆑ௶、ჿ

ᄭ、ޖ࠼、ำۤܤಀݖԅॅಮူຣᅱ。 

ճԙֺᆘۦᄝೠ、ԙֺඹಮࠩಌАིೌԅᅖ、ё༝ԉဎ

ಘ、ᆑᄭ、ᄐຊೇఆჿ؉ڟՇ。 

༉؟सဎġ 

第一，条数序号改为“第十三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 

第二，“地方志书”改为“地方综合志书、地方通史”，具体

见第三条的修改理由。 

第三，增加“并经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确定的部门批准”的

表述，是适应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

要（2015-2020 年）》（国办发〔2015〕64 号）有关要求的需要。

规划纲要规定，编修地方志采用的是“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负

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

明确地方志是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主持编修的成果，增加的内容可

以充分体现其编纂主体地位，并有利于使其充分履行编纂主体的

职责，非常有必要。同时，《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2011 年 5

月 27 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通过，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江苏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2008

年 12 月 3 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均有相关内容，在地方立法实践已实施多年，效果反响较好。 

 

ԛಥసඨ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ભߋē

 。ѻ͑٤ྻࢶრୣ௲ՇԅϦਪଛᅹēֺݧ؉ఆჿމ·࠼

༉؟นġ 

ԛಥങඨ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ભߋē

 。ѻ͑٤ྻࢶრୣ௲ՇԅϦਪଛᅹēֺݧ؉ఆჿމ·࠼

༉؟सဎ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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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数序号改为“第十四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内容无改

动。 

 

ԛಥങඨ ԙֺᄝӲၽѻ͑܊ 3 ّၥઝͱഢ౨މఆჿ

؉ؕ႓ԙֺᄝٝᆴԅٲݯ̣。 

ၽԙֺᄝΩᆨڶёᄯೌނӾԅำᆓᆇॸ、ζ、ზଫ、

ᆇॸ、ಬԉྻރюԅԙֺᄝำـēဎ·މఆჿ؉ؕ႓ԙֺ

ᄝٝᆴԅٲݯᄗՇᅥᄏఆၔނᄯහྡྷڕसē෨ͬӉēϢԄݎĢ

༉ᄝٝᆴю܊ēӲྦྷ֥ྭ߬·ޥڳމӶ̣ݧږრֺᄝͬږ

Ӊ、ڕसēّఆϢԄนލပݧრѻᆟ、ѻ、ᅧ࠙。 

༉؟นġ 

ԛಥ๔ඨ ԙֺᄝďۃԨᆐำӶĐӲၽѻ͑܊ 3 ّၥઝͱ

ഢ౨މఆჿ؉ԙֺᄝٝᆴٲݯ̣。 

ၽԙֺᄝΩᆨڶёᄯೌނӾԅำᆓᆇॸ、ζ、ზଫ、

ᆇॸ、ಬԉྻރюԅԙֺᄝำـēဎ·މఆჿ؉ԙֺᄝٝ

ᆴٲݯᄗՇᅥᄏఆၔނᄯහྡྷڕसē෨ͬӉēϢԄݎĢԙֺ

ᄝѻ͑܊ēӲྦྷ֥ྭ߬·ޥڳމӶ̣ݧږრֺᄝͬږӉ、ڕसē

ّఆϢԄนލပݧრѻᆟ、ѻ、ᅧ࠙。 

༉؟सဎġ 

第一，条数序号改为“第十五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 

第二，“地方志”改为“地方志（含电子文档）”，是为了适

应当前不少地方在出版纸质版地方志的同时，也出版电子文档地

方志的实际。 

第三，“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改为“地方志工作机构”，

具体见第五条的修改理由。 

第四，“修志工作完成后”改为“地方志出版后”，是因为“修

志工作完成后”在语义上相对比较模糊，对于持续 20 年的修志

活动，需要进一步明确移交修志资料的时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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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ಥ๔ඨ ྻລྻމ౨ჿ့ыړԅԙֺᄝೠ、ԙֺ

ᆘۦભߋนᄏᆴଶēྦྷზ《ᄯܟఆڳ٫ۤᅗᆴ֥》ԛಥঢ

ඨԛ֝ࣛԅڟՇēୣ ᅗᆴဎᆦᄎΩᆨԅؕ႓ԙֺᄝٝᆴԅٲݯ

຺ပēϵူΩᆨԅఆၔ຺ပ೧。 

ԛྡྷᄵ༉ֺ̣؟  ༉؟นġ 

ԛಥঢඨ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ᄝೠ、

ԙֺᆘۦભߋ、ԙֺඹಮนᄏᆴଶēྦྷზ《ᄯܟఆڳ٫ۤᅗ

ᆴ֥》ԛಥঢඨԛ֝ࣛԅڟՇēୣᅗᆴဎᆦᄎΩᆨԅԙֺᄝ

ٝᆴ຺ٲݯပĢϵူΩᆨԅఆၔ຺ပ೧ēωྦྷზޥڳပڟڑ

ՇݦԄͱѯ。 

༉؟सဎġ 

第一，条数序号改为“第十六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 

第二，“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改为“地方综合志书、

地方综合年鉴、地方通史”，具体见第三条的修改理由。 

第三，“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改为“地方志工作机构”，

具体见第五条的修改理由。 

第四，增加“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的内容，是将

《地方志工作条例》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进行衔

接，充分保障地方志编纂人员的合法权益。《地方志工作条例》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提供有关

资料，可以获得适当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职务作品，作者享受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

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可以给予作

者奖励。”按此，地方志编纂人员理应有权利得到与自身劳动相

应的奖励。同时，山西、吉林、贵州、云南、新疆等地的地方志

立法实践已有多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山西省地方志工作

条例》（2011 年 5 月 27 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

议通过，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条规定：“编纂单位应

当在地方志出版后三个月内向本级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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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机构报送样书，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参与编纂的人员支

付稿酬或者报酬。”《吉林省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 年 12 月 1

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九条规定：“地方志书、综合年鉴

公开出版后，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付给编纂人员适当的报酬。” 

 

ԛ֝ᄵ༉ֺ̣؟  ༉؟นġ 

ԛಥঢඨ ྻລྻމ౨ჿ့ыړԅԙֺᆘۦᄝೠ、

ԙֺᆘۦભߋ、ԙֺඹಮนᄏᆴଶēྦྷზ《ᄯܟఆڳ٫ۤᅗ

ᆴ֥》ԛಥঢඨԛ֝ࣛԅڟՇēୣᅗᆴဎᆦᄎΩᆨԅԙֺᄝ

ٝᆴ຺ٲݯပĢϵူΩᆨԅఆၔ຺ပ೧ēωྦྷზޥڳပڟڑ

ՇݦԄृߢ。 

༉؟सဎġ 

同第一种修改方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相匹配。 

 

ԛಥঢඨ ԙֺᄝٝᆴӲนԙֺޖ࠼ಀݖԅ௦ੋ֟Ⴚ

。ລྻމ౨ԙֺఆჿ؉ؕ႓ԙֺᄝٝᆴԅٲݯӲݾݲ෩

ಀݖဈᄝාࡅēྻࢶඹಁߙڶᆇॸ࣏、ฉႿԉֺēަஜԙֺᄝ

ٝᆴԅ٤。ಁߙܤ、֥ ఆۤୣᆦᄎॆྻࢶဈ౨೭ᆇॸ࣏、

ฉႿАၧ、Ⴋвԙֺᄝ。 

༉؟นġ 

ԛಥඨ ԙֺᄝٝᆴӲนԙֺޖ࠼ಀݖԅ௦ੋ֟Ⴚ

。ລྻމ౨ԙֺఆჿ؉ԙֺᄝٝᆴٲݯӲݾݲ෩ಀݖဈ

ᄝාࡅēඹֺಁߙڶᄝږ、ԙֺᄝ࣏、ԙெฉႿူႺࡘᄝ

ჼस、ԙֺำཙࡎԉֺē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ಘďᆑᄭ、ᄐຊೇĐ、ಁԅೇďᆑᄭᄼĐۤပඨߑԅລ

ďᆑᄭລ、Ϣಁԅೇ、ೇຊĐఆჿ؉Ӳߙोֺᄝږē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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ဟԙֺᄝူୣԙெำೌϿ、ͬܙ、ၧऋ、߬ঠރԙெႺವ、

ཙࡎԉ。 

ລྻމ౨ԙֺఆჿ؉Ӳߜԙֺᄝٝᆴಁߙܤઌద

ोԙֺᄝߙӲٲݯēԙֺᄝٝᆴܣڟಁߙܤఆჿ؉މ·

࣏、ԙெฉႿ。 

方志馆、地方志数据库、地情网站应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查阅、摘抄地方志。 

修改理由： 

第一，条数序号改为“第十七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 

第二，“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改为“地方志工作机构”，

具体见第五条的修改理由。 

第三，本条增加方志馆建设、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内容，主

要是适应全国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与地方志发展实

际相契合。经过多年的发展，方志馆建设、地方志信息化建设都

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全国已建

成包括国家方志馆 1 家、省级方志馆 16 家在内的各级方志馆 390

多家；全国已建成省级地方志网站 26 个、市级地方志网站约 200

个、县级地方志网站约 500 个，其中山东、广东、广西等省(区)

实现地情网省、市、县三级全覆盖，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

江、江西、湖北、陕西等省(区)实现地情网省、市两级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

要（2015-2020 年）》（国办发〔2015〕64 号）明确提出要“加快

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并就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同时，一些省（区、市）在本地地方志立法中，也对方志馆建设、

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作出了规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山西省

地方志工作条例》（2011 年 5 月 27 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 23 次会议通过，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五条规定：

“省、设区的市及有条件的县（市、区）应当建立方志馆，用于

地方志的编修、征集、保存、展示、研究、开发利用，免费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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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开放。”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方志工作

信息化建设纳入本级人民政府信息化建设规划。负责地方志工作

的机构应当建立地情信息库、地情网站，为社会提供咨询和信息

服务。” 

 

ԛಥඨ ລྻމ౨ԙֺఆჿ؉ճၽԙֺᄝٝᆴᄯᆴѻ

ѻюۤݻ٪ԅӦส、ّఆēٓိζჄۤृߢ。 

༉؟นġ 

ԛಥ̶ඨ ລྻމ౨ԙֺఆჿ؉ճၽԙֺᄝٝᆴᄯᆴѻ

ѻюۤݻ٪ԅӦส、ّఆྻރԙֺᄝည༎юڴēٓိζჄۤ

 。ृߢ

༉؟सဎ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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ჿ؉ؕ႓ԙֺᄝٝᆴԅٲݯඔை·މఆჿ؉ѻ͑ჿϦਪ

ྦྷ֥А҉。 

༉؟นġ 

ԛಥࡔඨ ดֱ·ඨैڟՇēᆑΩᆨѻ͑ྻລྻމ౨ჿ

့ыړԅԙֺᆘۦᄝೠ、ԙֺᆘۦભߋ、ԙֺඹಮԅēဎ

ລྻމ౨ԙֺఆჿ؉ԙֺᄝٝᆴٲݯඔை·މఆჿ؉ѻ͑

ჿϦਪྦྷ֥А҉。 

༉؟सဎġ 

第一，条数序号改为“第十九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 

第二，“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改为“地方综合志书、

地方综合年鉴、地方通史”，具体见第三条的修改理由。 

第三，“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改为“地方志工作机构”，

具体见第五条的修改理由。 

 

ԛ֝ಥඨ  ดֱ·ඨैڟՇēࢇѕӤΩᆨఉݧრϢ̟ზ

՜Ҽୣຫٲݯఆჿ؉ԙֺᄝٝᆴމ·ՇюΩᆨఉԅēဎڟ

؟ჾĢဧϢ؟ჾԅēဎ·މఆჿ؉႓গࡏჾēωճອڑ႓

ఉఆᅴࡎ႓ఉ。 

႙ඨࣛē႙सဎġ 

第一，与新增的第十二条相对应，为第十二条内容的法律责

任条款，两者相互呼应，建立督促部门完成地方志任务保障机制。

地方志编纂需要按照规划有序开展，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地方志

编纂规划明确后，需要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社会组织撰写稿件，然后由本级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总

纂成书。在地方志编纂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承担志书编纂任务的

单位因认识不到位或人员、经费等原因导致编纂进度拖延滞后，

成为修志工作参差不齐、效率低下的症结所在。《地方志工作条

例》原文对该类行为的纠正和查处办法没有明确规定，导致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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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修志执行不力行为，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必须从立法角度

采取有效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和过错纠正措施。 

第二，山西、江苏、安徽、山东、广东、四川等省地方志立

法实践均提出纠正措施，保证了这些省份的修志进度也相对较

快。增加本条款，有助于大大增强《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权威性，

更好地推动地方志工作顺利开展。 

 

ԛಥࡔඨ ดֱ·ඨैڟՇēร࠼ಌАིೌ、ଛᅹߜԙֺᄝ

ำؑ߬ـѻ͑ēݧრԙֺᄝӉၽดֱຩ֥、֥、֥ڟڟՇઝఘ

ԅēဎ౨މఆჿ؉ݧრ·މఆჿ؉႓গϰອӎಠိྻࡏ

ჾēωೊெࠋᅴࡎပڑӦสّۤఆԅ႓ఉĢٲюֵᆬԅēྦྷ֥ᅴ

 。ಹ႓ఉࡎ

༉؟นġ 

ԛ֝ಥྡྷඨ ดֱ·ඨैڟՇēร࠼ಌАིೌ、ଛᅹߜԙֺ

ᄝำؑ߬ـѻ͑ēݧრԙֺᄝӉၽดֱຩ֥、֥、֥ڟڟՇઝ

ఘԅēဎ౨މఆჿ؉ݧრ·މఆჿ؉႓গϰອӎಠိྻ

юֵᆬԅēྦྷ֥ٲӦสّۤఆԅ႓ఉĢڑပࡎᅴࠋჾēωೊெࡏ

ᅴࡎಹ႓ఉ。 

༉؟सဎġ 

条数序号改为“第二十一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内容无

改动。 

 

ԛ֝ಥඨ ؕ႓ԙֺᄝٝᆴԅٲݯԅٝᆴఆၔดֱ·ඨै

ԛಥങඨԛ֝ࣛڟՇԅēဎୣൎၽӦส႓গ؟ჾēྦྷ  。ד҉ိ֥ٓ

༉؟นġ 

ԛ֝ಥ֝ඨ ԙֺᄝٝᆴٝٲݯᆴఆၔดֱ·ඨैԛಥ๔

ඨԛ֝ࣛڟՇԅēဎୣൎၽӦส႓গ؟ჾēྦྷ֥ٓိ҉ד。 

༉؟सဎġ  

第一，条数序号改为“第二十二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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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改为“地方志工作机构”，

具体见第五条的修改理由。 

 

ԛ֝ಥྡྷඨ Ωᆨԙֺᄝ౿ࢋރಹઝఘԅēܮӲᆮᄯུ

 。ՇڟڑಹᄝΩᆨԅပࢋဟڑพࢋ

 。ՇᄓڟڑၝϦਪᄝೠԅΩᆨēϵზ·ඨैԅອڳ

༉؟นġ 

ԛ֝ಥసඨ Ωᆨԙֺᄝ౿ࢋރಹઝఘԅēܮӲᆮᄯུ

 。ՇڟڑಹᄝΩᆨԅပࢋဟڑพࢋ

 。ՇᄓڟڑԅΩᆨēϵზ·ඨैԅອߋၝϦਪᄝೠ、ભڳ

༉؟सဎġ 

第一，条数序号改为“第二十三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 

第二，增补“年鉴”的内容，是因为国务院各部门除编纂部

门志书外，多数还开展了年鉴编纂工作，将这些年鉴纳入法条，

使其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非常有必要。而且，这与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

（国办发〔2015〕64 号）有关要求是一致的。规划纲要规定：“重

视军事、武警及其他各类专业志鉴、民族地区地方志、乡镇村志

和地方史编纂工作。加强对已开展和准备开展志鉴编纂工作的行

业、部门、单位等的业务指导和管理。” 

 

ԛ֝ಥങඨ  ۤृٽᄆћပඨߑԅϦਪ、ྜ、ಀූݖ、

୲ྜಹྜӦส、ິჳďࠇԁĐ、ӈďಀĐྻୣރᆦᄎΩᆨᄝ

ೠ、ભߋēୣΩᆨူڕसϵზ·ඨैԅອڟڑՇᄓ。 

႙ඨࣛē႙सဎ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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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范畴的必要补充，而且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各界对地方志的需求，其编纂数量与日俱

增、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各类编纂主体的积极性日益高涨。2015

年底，全国累计出版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 2.3 万部，累计出

版乡镇（街道）、村（社区）志 4500 多部，出版专业年鉴 1100

多种，大大超出了省、市、县三级地方志的数量。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国办

发〔2015〕64 号）也规定：“重视军事、武警及其他各类专业志

鉴、民族地区地方志、乡镇村志和地方史编纂工作。加强对已开

展和准备开展志鉴编纂工作的行业、部门、单位等的业务指导和

管理。……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

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

纂工作。” 

第二，在各省（区、市）的地方志立法实践中，普遍明确了

地方志工作机构对该类志书、年鉴的管理和指导等职责，事实上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也在实际工作中具体承担着对该类志书、年

鉴的管理和指导等职责，具有充分的实践基础。 

第三，《地方志工作条例》因对该类志书、年鉴的编纂没有

明确规定，在法理依据上造成空白，对其中的违法行为，没有强

有力的制约措施和法理依据。主要体现在，部分该类志书、年鉴

把关不严，政治观点、历史事实等方面的错误容易产生不良影响。

增加该条，有助于加强对该类志书、年鉴的规范和管理。 

 

ԛ֝ಥ֝ඨ ·ඨैᆑ٤ϣᄍఐ୯ಠ。 

༉؟นġ 

ԛ֝ಥ๔ඨ ·ඨैᆑ٤ϣᄍఐ୯ಠ。 

༉؟सဎġ 

条数序号改为“第二十五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内容无

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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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原条文 建议修订条文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系统

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

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规范和加强地方志

管理，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

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

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

方志的组织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

作，适用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

方志的组织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

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

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

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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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

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

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

括地方综合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

方通史。 

地方综合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

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

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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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通史，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

本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性著

述。 

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

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

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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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

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

领导，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工作任务，

做到机构到位、编制到位、设施到位。

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 

第五条  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

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

国地方志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

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

志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

地方志工作； 

（二）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

纂方案； 

（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

综合年鉴； 

（四）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

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

研究； 

（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第五条  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统

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

方志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

作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

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管理、指导、督促

和检查地方志工作； 

（二）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

纂方案； 

（三）组织地方综合志书、地方

综合年鉴、地方通史编纂； 

（四）收（征）集、保存地方志

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 

（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六）培训地方志编纂人员，推

动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地情研究。 

第六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

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

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第六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

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

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地方志编纂的

总体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并报

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备案。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地方志事业发

展规划和地方志编纂规划，并报国家

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 

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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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汉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编纂地方志。 

第八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

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

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

和个人不得编纂。 

第八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

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志书、地方综合年

鉴、地方通史，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

地方志工作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

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 

第九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吸收有

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地方志编

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专职编纂

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第九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吸收有

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民族自治

地方还应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地

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专

职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

识，并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参加专业技

术职称评定。 

第十条 地方志书每 20年左右编

修一次。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

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

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

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

方志书的续修工作。 

第十条 地方综合志书每 20年左

右编修一次，地方综合年鉴每年编纂

一次，地方通史每 30年左右编修一次。

每一轮地方综合志书、地方通史编修

工作完成后，启动新一轮的编修工作。 

行政区划有重大调整时，新设的

行政区域人民政府应及时组织编纂地

方志。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

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负责

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对有关资料进

行查阅、摘抄、复制，但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不符合

档案开放条件的除外。 

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提

供有关资料，可以获得适当报酬。地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建立和完善地方

志资料收（征）集、保存、管理制度，

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

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

地方志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资料进行

查阅、摘抄、复制，但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不符合档案

开放条件的除外。 

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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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不得故意

提供虚假资料。 

供有关资料，可以获得适当报酬。地

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不得故意

提供虚假资料。 

 第十二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地方

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规划，参与地方

志编纂，接受本级人民政府地方志工

作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明确

具体承担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和人员，

保障经费和办公条件，按时完成编纂

任务。 

第十二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

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

查验收，方可以公开出版。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

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

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

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

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

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的主

体、程序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

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综合志书、

地方通史经审查验收，并经本级人民

政府或者其确定的部门批准，方可以

公开出版。 

对地方综合志书、地方通史进行

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

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

家参加，重点审查地方综合志书、地

方通史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

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

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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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作的机构备案。 

在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文

字资料、图表、照片、音像资料、实

物等以及形成的地方志文稿，由本级

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指定

专职人员集中统一管理，妥善保存，

不得损毁；修志工作完成后，应当依

法移交本级国家档案馆或者方志馆保

存、管理，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出

租、出让、转借。 

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 

在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文

字资料、图表、照片、音像资料、实

物等以及形成的地方志文稿，由本级

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指定专职人

员集中统一管理，妥善保存，不得损

毁；地方志出版后，应当依法移交本

级国家档案馆或者方志馆保存、管理，

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出租、出让、

转借。 

第十五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

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为职务作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负责地方志工

作的机构享有，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

署名权。 

第十六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

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志书、地方综合

年鉴、地方通史为职务作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

二款的规定，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

地方志工作机构享有；参与编纂的人

员享有署名权，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获得报酬。 

第十六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

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志书、地方综合

年鉴、地方通史为职务作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

二款的规定，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

地方志工作机构享有；参与编纂的人

员享有署名权，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获得奖励。 

第十六条 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

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

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可以

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

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资料库、

第十七条 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

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

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通过建设方

志馆、地方志数据库、地情网站与开

展旧志整理、地方文献研究等方式，

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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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

（自治州）和有条件的县（自治县、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方志馆，用于地方志与其他地情

文献收藏、保护、阅览、交流及地情

展示、研究等。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地

方志工作信息化建设纳入本级人民政

府信息化建设规划，地方志工作机构

应当建立地方志数据库、地情网站。 

方志馆、地方志数据库、地情网

站应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查阅、摘抄地方志。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

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

贡献的单位、个人以及地方志优秀成

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

自编纂出版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

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

工作的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出版行

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

自编纂出版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

冠名的地方综合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地方通史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

出版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

绝承担编纂任务或者不按照规定完成

编纂任务的，由本级人民政府地方志

工作机构督促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并

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经审查验收、批准将地方志文稿交付

出版，或者地方志存在违反宪法、法

律、法规规定内容的，由上级人民政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审查验收、批准将地方志文稿交

付出版，或者地方志存在违反宪法、

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的，由上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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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采取相应措

施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追究有关单位

和个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采取相应

措施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追究有关单

位和个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

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责令改正，

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二条 地方志工作机构工

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的，由其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

给予处分。 

第二十一条 编纂地方志涉及军

事内容的，还应当遵守中央军委关于

军事志编纂的有关规定。 

国务院部门志书的编纂，参照本

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编纂地方志涉及军

事内容的，还应当遵守中央军委关于

军事志编纂的有关规定。 

国务院部门志书、年鉴的编纂，

参照本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

的部门、行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

其他组织编纂志书、年鉴，其编纂与

管理参照本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