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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װ  ΉҤἀᵿ Ἷ ὄӝ őẵᶓἀῒ

ᶚש ẫ ő ¡♩Ẫ¡ ϸש ᶚש ő♅ ¡ἂ ש

▲ᵿ ᶚש őᵿὰשᶚ ԋ₭ⅎ῁ ᾀᵿ ו ő

ᴧϖ ¢ 

ᵽװ  Ἷ Ṿἀỉ⅞ ᶚש ו ϸ ¡ẫ ¡

▲ᵿ Ṱ ő ϖ ¢ 

װ  ϖ Қשᶚ őε+שᶚ ἂ ᶚש¡ ἂ

ᶚ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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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ᾳ ᶚש Ḝ ֺῒ ᵓϖ ש

ᶚ Ṱ ו ׅ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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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ᶚ

Ṱ ⅎᶮ ϖᾳм ¢ 

װ   ỉῑשᶚ Ṱ ᾙẅ Ӄẵὃ¡ ᴘ¡O ԋ

ׅ ỉשᶚ 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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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 ᶚש Ḝשᶚ Ṱ ᾙẅ ẫϖ ו

ᶚש Ṱ ő ş 

ō Ŏ ¡ẫ ¡ ׅ¡ᴼԋἀ΅џשᶚ Ṱ Š 

ōᵽŎ ᴧשᶚ Ṱ ẵὃἀϸ ᶚ͡Š 

ō Ŏ ᶚש ἂ ᶚש¡ ἂ ᶚש¡´ ϸ Š 

ō Ŏ ō Ŏᾬ¡κ֑שᶚ ἀ ő ≈ Š 

ō Ŏ ▲ᵿ ᶚש Š 

ō Ŏ ᶚש ϸ ő ᴮשᶚ ∏ἀש

∏¢ 

װ  ϸ ᶚש ֺ ֑׆ ő κ ő ¡

♩Ẫשῆ ϖ ¡ ¡ⅎ῁¡ ὄἀ ᾀו

¢ 

װ  ¡ ¡ Ḝ ᴧϖ ᶚש

ᵿ ẵὃἀשᶚ ϸ ẵὃőИοỉῑשᶚ Ṱ ᾙẅϐ

͡¢ 

ו  ♠ᶚש ủ ἀֺש

ו ϸ ᶚש ¢ 

ͼװ  ᾳ Қẩ ᶚשו ἂ ש¡

ᶚ ἂ ᶚש¡´ őᶳЈ ϖᾳ Ḝשᶚ Ṱ ᾙẅ͝

ẵὃ ϸ ， ἀṤ бהϸ ¢ 

∞װ  ϸ ᶚש ֺ ầᶚ ו ῑ¡ фῒő

民族自治地方还应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שᶚ ϸ

Ῠ ₅ἂő ϸ ֺ║ϐ ו őИ♠

ỉῑẵᴧфῒ Ὰ Қ 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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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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  ᾳ ᶚש Ḝשᶚ Ṱ ᾙẅ 建立

和完善地方志资料收（征）集、保存、管理制度， ᾙầ¡ ᾀ

¡ ֮ ¡ ᾭṤ ᾬ ầשᶚ ő

ầ֮ ἀṤ ֺ ṵ Ҫ¢שᶚ Ṱ ᾙẅ♠ ᵓ ầ

₭ џ ¡ ҁ¡Ḣ őִ ᾭỉῑ ¡ ἀṤ

ᾭбḋἂ͡־▲ᶢ ӑו  ¢ 

ᶚש ᾑ Ҫ ṵ ầ ő♠ ᾐה ֺ

οҾ¢שᶚ ᾑ Ҫ бהẖ ṵ Ὶ ¢ 

װ ᵽ   ᾙầ¡ ᾀ ¡ ֮ ἀ ֺ

͝ ᶚש Ḝשᶚ ϸ ẵὃőф ᶚש ϸ ő ϖᾳ

Ḝשᶚ Ṱ ᾙẅו ׅἀᴼԋ΅џŠ ║ Ҥ֬

ᶚש Ṱ ᾙẅἀו őκ ⅎᶮἀΥṷ  ő͝ ҝϸ

¢ 

װ  ᾳ Қẩ ¡ ẵὃשוᶚ

ἂ ᶚש¡ ⅎ џ őИⅎϖᾳ Ḝᾑ ᴧ

еו őᶚ♠ ṷ▲ӊΞ¢ 

ᵓשᶚ ἂ ᶚש¡ ₭ џ ő ֺ ầκ

¡͡־¡ ¡ᶅ ¡ⅎ῁¡▄ ᶚי ו ῑфῒő ᴄ

џשᶚ ἂ ᶚש¡ ו ḁḋἂ ᶅἀκ י͡־¡

ᶅ ¡ᶅẵוẵᴧő ḁ ¡♩Ẫשᶑ ϖ ¡

¡ⅎ῁¡ ὄἀ ᾀו ¢ 

ᵓשᶚ ἂ ᶚש¡ ₭ џ ו ¡Ҡ י

¡ ¡ Ḝẵᴧ¢ 

װ  ᾳ Қẩ ᶚשו ἂ ´ő

ⅎϖᾳ Ḝᾑ ᴧוе őᶚ♠ ṷ▲ӊΞ¢ 

װ ᶚש  ōộᴈ Ŏ־ ֺ ӊΞἪ 3Ṥ ο

ᾳ Ḝשᶚ Ṱ ᾙẅϐ͡¢ 

ᶚש ϸ ỌҠ ᾬו׆ ¡ Ѕ¡ ¡

¡ י ᾭ ҝשוᶚ ṓő ϖᾳ Ḝשᶚ 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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ᾙẅ ᴧ ᾬ ẫ ő κ֑őбה ὶŠשᶚ

ӊΞἪő ֺ ᶅ †ϖᾳỉῑ͡־Ậᾑ ᶚ Ậκ֑¡ẫ ő

Ṥ бה┼ Ᾰ ᾑ ӊ ¡ӊ ¡ ₒ¢ 

װ A ᾳ Қẩ ᶚשו ἂ

ᶚש¡ ἂ ᶚש¡´ ő µ Ἷ Ṿἀ

ỉ ᶅ¶װ ẵᴧőוꜝᵽװ ϸ שו

ᶚ Ṱ ᾙẅ Šф ϸ ו őИ ỉῑ

ầẵᴧᾐהοҾ¢ 

װ B ᾳ Қẩ ᶚשו ἂ

ᶚש¡ ἂ ᶚש¡´ ő µ Ἷ Ṿἀ

ỉ ᶅ¶װ ẵᴧőוꜝᵽװ ϸ שו

ᶚ Ṱ ᾙẅ Šф ϸ ו őИ ỉῑ

ầẵᴧᾐה‖ ¢ 

װ ᶚש  Ṱ ֺ ῁ᶚⅎש ᾀו ᵿ Ḏ

¢ ᾳ ᶚש Ḝשᶚ Ṱ ᾙẅ ֺᾜᾨ▲ ᾀ

↑ő Ọ ᶚ Ậ¡שᶚ ┼ⱳ¡ש ▲ ≈

ᶚש¡ ᶚי∏ ő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ō ¡ Ŏ¡ ו ō Ŏἀ ו 

ō ¡б ו ¡ Ŏ Ḝ ֺ ᶚ Ậő

ᶚש ש ю¡κἹ¡ †¡צּ ᾭש ¡

 ¢י∏

ᾳ ᶚש Ḝ ᶚשֺ Ṱ ὄ

ϖᾳ Ḝ ὄ ẵὃőשᶚ Ṱ ᾙẅ ֺ ᶚש

┼ⱳ¡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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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ͼ  ᾳ ᶚש Ḝᵓ ᶚש Ṱ ӊ

ӊҝᾥἀṽ ֮ו ¡Ṥ ᾭשᶚ ҝỊőṦ Ѕ 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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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 ∞  ᶑϖ ẵᴧő ϸ ӊΞ ᾳ

Қẩ ᶚשו ἂ ᶚש¡ ἂ ᶚש¡´ őו

ᾳ ᶚש Ḝשᶚ Ṱ ᾙẅ ϖᾳ ḜӊΞ

е ᶅџӘ¢ 

ᵽװ   ᶑϖ ẵᴧő┴╪Ҥ֬ϸ ᾑ б͝

ẵᴧ ҝϸ őו ϖᾳ Ḝשᶚ Ṱ ᾙẅᴼԋ

Ḳ Š бḲ őו ϖᾳ Ḝ ∑ őИᵓ ầ

∏ ¢ 

ᵽװ  ᶑϖ ẵᴧő ⅎ џ ¡ ᶚש

ṓ†ḤӊΞőᾑ ᶚש ֑ ᶑ ᶅ¡ᶅ ¡ᶅẵẵᴧ

őו ᾳ Ḝᾑ ϖᾳ Ḝ п ֖

∑ őИ ⁹ ∏ ầ֮ ἀṤ ו Šẅҝᶕ őו ᶅ

∏ ¢ 

ᵽװ ᵽ ᶚש  Ṱ ᾙẅṰ ᶑϖ װ

őוᵽꜝẵᴧװ ֮ Ḳ ő ᶅṦ Әᶳ¢ 

ᵽװ  ϸ ᶚש ᾭ▄ őὒו ֺ

▄ ầ ▄ ϸ ו ầẵᴧ¢ 

ỉ е ¡ ϸו´ őф ϖ ו ầẵᴧ ¢ 

ᵽװ   Ẑ ἀ Ҫ еו  ¡ ¡ ᾀ ¡

֮ ¡ ō⁵בŎ¡ԝō Ŏ ᾭ ϸ

¡ ´ő ϸ ẫ ф ϖ ו ầẵᴧ ¢ 

ᵽװ  ϖ ṷ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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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װ  ΉҤἀᵿ Ἷ ὄӝ ő ¡♩

Ẫ¡ ϸש ᶚש  ő♅ ¡ἂ ᵿ▲ש ᶚש őᵿὰ

ᶚש ԋ₭ⅎ῁ ᾀᵿ ו ő ᴧϖ ¢ 

Ḳ ş 

װ  ΉҤἀᵿ Ἷ ὄӝ őẵᶓἀῒ

ᶚש ẫ ő ¡♩Ẫ¡ ϸש ᶚש ő♅ ¡ἂ ש

▲ᵿ ᶚש őᵿὰשᶚ ԋ₭ⅎ῁ ᾀᵿ ו ő

ᴧϖ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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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ᵽװ  Ἷ Ṿἀỉ⅞ ᶚש ו ϸ ¡ẫ ¡

▲ᵿ Ṱ ő ϖ ¢ 

 şб Ḳᴮ¢ 

 

װ  ϖ Қשᶚ őε+שᶚ ᶚש¡ ἂ ´¢ 

ᶚש ő ῆש ϖ ¡ ¡ⅎ

῁¡ ὄἀ ᾀו ו ¢ 

ᶚש ἂ ´ő ῆ ϖ ¡ ¡ⅎ῁¡

ὄ¡ ᾀיᶚ Ꞌו 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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ᶚש ᶳ ş ō ¡ Ŏϸ ᶚשו ő ו

ō Ŏϸ ᶚשו ő ō ¡б ו ¡ Ŏ

ϸ ᶚשו ¢ 

Ḳ ş 

װ  ϖ Қשᶚ őε+שᶚ ἂ ᶚש¡ ἂ

ᶚ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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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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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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  ᾳ ᶚש Ḝ ֺῒ ᵓϖ ש

ᶚ Ṱ ו ᶚש¢ׅ Ṱ ⅎᶮ ϖᾳм ¢ 

Ḳ ş 

װ  ᾳ ᶚש Ḝ ֺῒ ᵓϖ ש

ᶚ Ṱ ו ׅ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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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ᶚ

Ṱ ⅎᶮ ϖᾳм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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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ỉῑשᶚ Ṱ ׅᾙẅ Ӄẵὃ¡ ᴘ¡O

ԋ ׅ ỉשᶚ 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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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 ᶚש ḜḨ ᶚש Ṱ ᾙẅו ẫϖ

ᶚשו Ṱ ő ş 

ō Ŏ ¡ ׅ¡ᴼԋἀ΅џשᶚ Ṱ Š 

ōᵽŎ ᴧשᶚ Ṱ ẵὃἀϸ ᶚ͡Š 

ō Ŏ ϸ ᶚש ᶚש¡ ἂ ´Š 

ō Ŏ ᾬ¡κ֑שᶚ ἀ ő ≈ ő ᴮ

ᶚ ∏Š 

ō Ŏ ▲ᵿ ᶚש ¢ 

Ḳ ş 

װ   ỉῑשᶚ Ṱ ᾙẅ Ӄẵὃ¡ ᴘ¡O ԋ

ׅ ỉשᶚ Ṱ ¢ 

ᾳ ᶚש Ḝשᶚ Ṱ ᾙẅ ẫϖ ו

ᶚש Ṱ ő ş 

ō Ŏ ¡ẫ ¡ ׅ¡ᴼԋἀ΅џשᶚ Ṱ Š 

ōᵽŎ ᴧשᶚ Ṱ ẵὃἀϸ ᶚ͡Š 

ō Ŏ ᶚש ἂ ᶚש¡ ἂ ᶚש¡´ ϸ Š 

ō Ŏ ō Ŏᾬ¡κ֑שᶚ ἀ ő ≈ Š 

ō Ŏ ▲ᵿ ᶚש Š 

ō Ŏ ᶚש ϸ ő ᴮשᶚ ∏ἀש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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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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  ¡ ¡ Ḝ ᴧϖ ᶚש

ϸ ו Ṱ ẵὃō ῷҚẵὃŎőИοỉῑשᶚ Ṱ

ׅᾙẅϐ͡¢ 

Ḳ ş 

װ  ¡ ¡ Ḝ ᴧϖ ᶚש

ᵿ ẵὃἀשᶚ ϸ ẵὃőИοỉῑשᶚ Ṱ ᾙẅϐ

͡¢ 

ו  ♠ᶚש ủ ἀֺש

ו ϸ ᶚש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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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ͼװ  ᾳ Қẩ ᶚשו ᶚש¡

ἂ ´őʂ Ј ϖᾳ ḜḨ ᶚש Ṱ ᾙẅ͝ו ẵὃ

ϸ ő ἀṤ бהϸ ¢ 

Ḳ ş 

ͼװ  ᾳ Қẩ ᶚשו ἂ ש¡

ᶚ ἂ ᶚש¡´ őᶳЈ ϖᾳ Ḝשᶚ Ṱ ᾙẅ͝

ẵὃ ϸ ， ἀṤ бהϸ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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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ϸ ᶚש ֺ ầᶚ ו ῑ¡ фῒ¢

ᶚש ϸ Ῠ ₅ἂő ϸ ֺ║ϐ

ו ¢ 

Ḳ ş 

∞װ  ϸ ᶚש ֺ ầᶚ ו ῑ¡ фῒő

民族自治地方还应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שᶚ ϸ

Ῠ ₅ἂő ϸ ֺ║ϐ ו őИ♠

ỉῑẵᴧфῒ Ὰ Қ ᴧ¢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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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ᶚש  20 ϸ Ԁ¢ ᶚש

ϸ Ṱ ҝἪőḨ ᶚש Ṱ ᾙẅו ϸ ᶚש ἂ ´¡

ᾬ ᾭ ᾀ ṵ Ḏ ו ő ᴮ ᶚש

ו Ṱ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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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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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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ᾳ ᶚש ḜḨ ᶚש Ṱ ᾙẅו

♠ ᾙầ¡ ᾀ ¡ ֮ ¡ ᾭṤ ᾬ

ầשᶚ ő ầ֮ ἀṤ ֺ ṵ Ҫ¢Ḩ ᶚש Ṱ

♠ᾙẅו ᵓ ầ ₭ џ ¡ ҁ¡Ḣ őִ ᾭỉῑ

¡ ἀṤ ᾭбḋἂ͡־▲ᶢ ӑו  ¢ 

ᶚש ᾑ Ҫ ṵ ầ ő♠ ᾐה ֺ

οҾ¢שᶚ ᾑ Ҫ бהẖ ṵ Ὶ ¢ 

Ḳ ş 

װ  ᾳ ᶚש Ḝשᶚ Ṱ ᾙẅ 建立

和完善地方志资料收（征）集、保存、管理制度， ᾙầ¡ ᾀ

¡ ֮ ¡ ᾭṤ ᾬ ầשᶚ ő

ầ֮ ἀṤ ֺ ṵ Ҫ¢שᶚ Ṱ ᾙẅ♠ ᵓ 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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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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ᵽ  ᾳ Қẩ ¡ ẵὃשוᶚ

ⅎ џ őᶚ♠ ṷ▲ӊΞ¢ 

ᵓשᶚ ₭ џ ő ֺ ầκ ¡͡־¡ ¡

ᶅ ¡ⅎ῁¡▄ ᶚי ו ῑфῒő ᴄ џשᶚ ו

ḁḋἂ ᶅἀκ ᶅי͡־¡ ¡ᶅẵוẵᴧő ḁ ¡♩

Ẫשᶑ ϖ ¡ ¡ⅎ῁¡ ὄἀ ᾀו

¢ 

ᵓשᶚ ₭ џ ו ¡Ҡ י ¡ ¡

Ḝẵᴧ¢ 

Ḳ ş 

װ  ᾳ Қẩ ¡ ẵὃשוᶚ

ἂ ᶚש¡ ⅎ џ őИⅎϖᾳ Ḝᾑ ᴧ

еו őᶚ♠ ṷ▲ӊΞ¢ 

ᵓשᶚ ἂ ᶚש¡ ₭ џ ő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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џשᶚ ἂ ᶚש¡ ו ḁḋἂ ᶅἀκ י͡־¡

ᶅ ¡ᶅẵוẵᴧő ḁ ¡♩Ẫשᶑ ϖ ¡

¡ⅎ῁¡ ὄἀ ᾀו ¢ 

ᵓשᶚ ἂ ᶚש¡ ₭ џ ו ¡Ҡ י

¡ ¡ Ḝẵᴧ¢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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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ᾳ Қẩ ᶚשו ἂ ´ő

ⅎϖᾳ Ḝᾑ ᴧוе őᶚ♠ ṷ▲ӊΞ¢ 

Ḳ ş 

װ  ᾳ Қẩ ᶚשו ἂ ´ő

ⅎϖᾳ Ḝᾑ ᴧוе őᶚ♠ ṷ▲ӊΞ¢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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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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ᶚש  ֺ ӊΞἪ 3 Ṥ ο ᾳ

ḜḨ ᶚש Ṱ  ¢ᾙẅϐ͡ו

ᶚש ϸ ỌҠ ᾬו׆ ¡ Ѕ¡ ¡

¡ י ᾭ ҝשוᶚ ṓő ϖᾳ ḜḨ ᶚש

Ṱ ᾙẅו ᴧ ᾬ ẫ ő κ֑őбה ὶŠ

Ṱ ҝἪő ֺ ᶅ †ϖᾳỉῑ͡־Ậᾑ ᶚ Ậκ

֑¡ẫ őṤ бה┼ Ᾰ ᾑ ӊ ¡ӊ ¡ ₒ¢ 

Ḳ ş 

װ ᶚש  ōộᴈ Ŏ־ ֺ ӊΞἪ 3Ṥ ο

ᾳ Ḝשᶚ Ṱ ᾙẅϐ͡¢ 

ᶚש ϸ ỌҠ ᾬו׆ ¡ Ѕ¡ ¡

¡ י ᾭ ҝשוᶚ ṓő ϖᾳ Ḝשᶚ Ṱ

ᾙẅ ᴧ ᾬ ẫ ő κ֑őбה ὶŠשᶚ

ӊΞἪő ֺ ᶅ †ϖᾳỉῑ͡־Ậᾑ ᶚ Ậκ֑¡ẫ ő

Ṥ бה┼ Ᾰ ᾑ ӊ ¡ӊ ¡ ₒ¢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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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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  ᾳ Қẩ ᶚשו ᶚש¡

ἂ ´ ő µ Ἷ Ṿἀỉ ᶅ¶װ

ẵᴧőוꜝᵽװ ϸ Ḩו ᶚש Ṱ ᾙẅו

őф ϸ ו ¢ 

װ Ḳᶚ͡  Ḳ ş 

װ  ᾳ Қẩ ᶚשו ἂ ¡

ᶚש ἂ ᶚש¡´ ő µ Ἷ Ṿἀỉ

ᶅ¶װ ẵᴧőוꜝᵽװ ϸ ᶚשו

Ṱ ᾙẅ Šф ϸ ו őИ ỉῑ ầẵ

ᴧᾐהοҾ¢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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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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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ᵽװ Ḳᶚ͡  Ḳ ş 

װ  ᾳ Қẩ ᶚשו ἂ ¡

ᶚש ἂ ᶚש¡´ ő µ Ἷ Ṿἀỉ

ᶅ¶װ ẵᴧőוꜝᵽװ ϸ ᶚשו

Ṱ ᾙẅ Šф ϸ ו őИ ỉῑ ầẵ

ᴧᾐה‖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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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ᶚש  Ṱ ֺ ῁ᶚⅎש ᾀו ᵿ Ḏ

¢ ᾳ ᶚש ḜḨ ᶚש Ṱ ᾙẅו ֺᾜᾨ▲

ᾀ ↑ő♠ Ọ ⱳ¡ ᶚי őῒ ᶚש

Ṱ ו ὄ ¢ṷ ¡ᶅ ἀ ♠ ⱳ¡

џ ¡ ҁשᶚ ¢ 

Ḳ ş 

װ ᶚש  Ṱ ֺ ῁ᶚⅎש ᾀו ᵿ Ḏ

¢ ᾳ ᶚש Ḝשᶚ Ṱ ᾙẅ ֺᾜᾨ▲ ᾀ

↑ő Ọ ᶚ Ậ¡שᶚ ┼ⱳ¡ש ▲ ≈

ᶚש¡ ᶚי∏ ő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ō ¡ Ŏ¡ ו ō Ŏἀ ו 

ō ¡б ו ¡ Ŏ Ḝ ֺ ᶚ Ậ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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ᶚש ש ю¡κἹ¡ †¡צּ ᾭש ¡

 ¢י∏

ᾳ ᶚש Ḝ ᶚשֺ Ṱ ὄ

ϖᾳ Ḝ ὄ ẵὃőשᶚ Ṱ ᾙẅ ֺ ᶚש

┼ⱳ¡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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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ᾳ ᶚש Ḝᵓ ᶚש Ṱ ӊ

ӊҝᾥἀṽ ֮ו ¡Ṥ őṦ Ѕ ἀ‖ ¢ 

Ḳ ş 

װ ͼ  ᾳ ᶚש Ḝᵓ ᶚש Ṱ ӊ

ӊҝᾥἀṽ ֮ו ¡Ṥ ᾭשᶚ ҝỊőṦ Ѕ ἀ

‖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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ḜḨ ᶚש Ṱ ᾙẅו ϖᾳ ḜӊΞ е

ᶅџӘ¢ 

Ḳ ş 

װ ∞  ᶑϖ ẵᴧő ϸ ӊΞ ᾳ

Қẩ ᶚשו ἂ ᶚש¡ ἂ ᶚש¡´ őו

ᾳ ᶚש Ḝשᶚ Ṱ ᾙẅ ϖᾳ ḜӊΞ

е ᶅџӘ¢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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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ᵽװ   ᶑϖ ẵᴧő┴╪Ҥ֬ϸ ᾑ б͝

ẵᴧ ҝϸ őו ϖᾳ Ḝשᶚ Ṱ ᾙẅᴼԋ

Ḳ Š бḲ őו ϖᾳ Ḝ ∑ őИᵓ ầ

∏ ¢ 

ꜝő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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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װ ∞  ᶑϖ ẵᴧő ⅎ џ ¡ ᶚש

ṓ†ḤӊΞőᾑ ᶚש ֑ ᶑ ᶅ¡ᶅ ¡ᶅẵẵᴧ

őו ᾳ Ḝᾑ ϖᾳ Ḝ п ֖ ∑

őИ ⁹ ∏ ầ֮ ἀṤ ו Šẅҝᶕ őו ᶅ

∏ ¢ 

Ḳ ş 

ᵽװ  ᶑϖ ẵᴧő ⅎ џ ¡ ᶚש

ṓ†ḤӊΞőᾑ ᶚש ֑ ᶑ ᶅ¡ᶅ ¡ᶅẵẵᴧ

őו ᾳ Ḝᾑ ϖᾳ Ḝ п ֖

∑ őИ ⁹ ∏ ầ֮ ἀṤ ו Šẅҝᶕ őו ᶅ

∏ ¢ 

Ḳ ş 

条数序号改为“第二十一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内容无

改动。 

 

ᵽװ  Ḩ ᶚש Ṱ Ṱוᾙẅו ᶑϖ

װ őוᵽꜝẵᴧװ ֮ Ḳ ő ᶅṦ Әᶳ¢ 

Ḳ ş 

ᵽװ ᵽ ᶚש  Ṱ ᾙẅṰ ᶑϖ װ

őוᵽꜝẵᴧװ ֮ Ḳ ő ᶅṦ Әᶳ¢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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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ᵽװ  ϸ ᶚש ᾭ▄ őὒו ֺ

▄ ầ ▄ ϸ ו ầẵᴧ¢ 

ỉ е ϸו őф ϖ ו ầẵᴧ ¢ 

Ḳ ş 

ᵽװ  ϸ ᶚש ᾭ▄ őὒו ֺ

▄ ầ ▄ ϸ ו ầẵᴧ¢ 

ỉ е ¡ ϸו´ őф ϖ ו ầẵᴧ ¢ 

Ḳ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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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ᵽװ   Ẑ ἀ Ҫ еו  ¡ ¡ ᾀ ¡

֮ ¡ ō⁵בŎ¡ԝō Ŏ ᾭ ϸ

¡ ´ő ϸ ẫ ф ϖ ו ầẵᴧ ¢ 

ꜝő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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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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ᵽװ ᵽ  ϖ ṷв ¢ 

Ḳ ş 

ᵽװ  ϖ ṷв ¢ 

Ḳ ş 

条数序号改为“第二十五条”，属增加法条后顺延。内容无

改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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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