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川志函〔2016〕27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关于印发《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方志类）初评暨省第十七次地方志优秀成果

评奖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通知

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暨地方志学会、省级各部门地方志机构：

现将《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方志类）初评

暨省第十七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印发你们，请于 2016年 5月 6日前将修改意见（重点针对评

奖标准）报送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作处。

（联系人：张 华；电话传真：028-86522554；邮箱：

sxzgzc123456@163.com）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2016年 4月 28日

mailto:12345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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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方志类）

初评暨省第十七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四川省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评奖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评审工

作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

进地方志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着力推出

代表四川水平的地方志成果，推动文化强省建设，促进四

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评奖范围

凡在四川省行政区域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2014 年

1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正式出版的地方志书、

旧志整理成果、译著及其他地方文献，公开发表或经新闻

出版部门批准的省级以上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志鉴论文等，

均属本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地方志优秀成果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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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社科奖”“地方志奖”）评奖范围；公开或内部出版的

各类年鉴，内部出版的地方志书、旧志整理成果、译著及

其他地方文献，可申报本次“地方志奖”评奖。

三、奖项设置

本次“地方志奖”设一等、二等、三等和优秀奖项，“社

科奖”初评推荐成果原则上在“地方志奖”最高奖项中产生。

四、评奖标准

参评成果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存史价值和应

用价值。

参评成果政治观点不正确或含有下列内容，取消获奖

资格，实行一票否决：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

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

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

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

教、迷信、赌博、暴力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法

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一）志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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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例结构评价（20 分）

⑴凡例中关于编纂志书的指导思想、原则、时空范围、

体裁、人物收录标准、资料来源、行文规范、特殊问题处

理等要求，清楚明确。（2 分）

⑵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体例科学、规范、

严谨，适合内容记述的要求。（5 分）

⑶体裁运用得当，以志为主。述——根据志种和内容

层次的不同，合理设置，概述事物发展全貌和特点等。记

——大事记选录大事得当，重要事项不漏，时间、地点、

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齐备；专记设置因事制宜，选

题严格，数量适度；编后记重点反映修志始末。志——门

类设置合理。纵述史实把握事物的发端、变化和现状，不

缺失主要事物、事物的主要方面和事物发展的重要阶段。

传——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为在本行政区域有重大影响者，

以及本籍人物在外地有重大影响者。图（照）——图（照）

注重典型性、资料性，从不同角度反映变化的情况；照片

无广告色彩；除人物传、人物简介外，无个人标准像。表

——设计合理，要素齐全，内容准确，不与正文简单重复。

录——附录的原始文献、补遗考订等资料具有重要存史价

值。（8 分）

⑷篇目设置符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基本要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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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类与社会分工、全志整体性与分志相对独立性的关系

处理妥当。（2 分）

⑸整体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归属得当，层次分明，

排列有序。类目的升格或降格，使用适当。（2 分）

⑹标题简明准确，题文相符，同一门类各级标题不重

复。（1 分）

2.内容资料评价（20 分）

⑴志书内容反映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或某一领域（行业）的历史和现状。记述社会主义时

期的内容，应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风貌，全面反映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程和成绩，正确反映历史发展

中的曲折和问题。（5 分）

⑵志书内容完整，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详略得

当，重点突出；反映事物基本特征，记述有深度；时代特

色、地方特色或行业特色鲜明。（5分）

⑶入志资料真实、准确。资料经过鉴别、考证、核实，

时间、地点、人物（单位）、事实、数据等准确；有歧义

但不可或缺的资料，诸说并存。（4分）

⑷入志资料全面、系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人物等方面或某一领域（行业）的资料齐全；反映

事物发生、发展过程的资料连贯、系统；人、事、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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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点、事件经过等要素齐备。（4 分）

⑸入志资料具有代表性、权威性，注重使用原始资料。

（2 分）

3.记述行文评价（30 分）

⑴使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不用总结报告、新闻

报道、文学作品、教科书、论文等写法。（3分）

⑵区域界限明确，以本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越境不

书。时间界限明确，不随意突破志书的上限和下限，严格

控制上溯或下延。部门志、专业志专业界限明确。（2 分）

⑶续修志书处理好与前志的衔接，注意对前志的拾遗

补缺、订讹正误。（1 分）

⑷恰当划分竖写单元，顺叙记事，重点反映事物兴衰

起伏，避免插叙、倒叙或记流水账；内容记述不机械重复，

交叉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记述。（6 分）

⑸人物传记述传主的生卒年月、籍贯（出生地）、主

要经历、典型事迹、个性特征、社会评价等；人物简介略

记人物履历及主要事迹，不面面俱到；人物表要素不缺。

在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以外记述人物，以事系人、

人随事出。记述人物准确、客观、公允。（2分）

⑹行文严谨、朴实、简洁、流畅。除引文和特殊情况

外，以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或变相第一人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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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⑺使用规范汉字，用词概念准确，符合现代汉语语法

规范。使用口语、方言、土语、俗语适当；不滥用时态助

词；慎用评价词语；不用模糊、空泛词句。时间、空间概

念表述准确具体，指代明确。（2 分）

⑻志书中同一名称、事实、数据、时间、量和单位、

术语的表述，前后一致；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

数字、量和单位的使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2 分）

⑼规范使用称谓。简称概念准确规范，不产生歧义；

不同时期的国家、团体、机构、职务等名称均用当时名称；

历史朝代名称使用规范的通称。今地名使用各级政府审定

的标准地名；历史地名使用当时名称，括注志书下限时名

称；涉及其他行政区域地名的，其行政隶属关系明确。人

物直书姓名，不冠褒贬词语，不在姓名后加身份词；必须

说明身份的，首次出现时在姓名前冠以职务（职称）。译

名准确规范。（3 分）

⑽统计数据的使用，符合国家统计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数据的定义、含义、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等清楚、

准确，不错用、滥用。（2 分）

⑾表格包括表序、表题、表体和必要的表注等。表题

的时间、范围、主体内容和表格性质等要素齐全。全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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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样式、编号统一。（2 分）

⑿图的制作规范，要素齐全，包括必要的图题、图例

和注记。照片主题明确，图像清晰，注明时间、地点、事

物、需要说明的人物的位置及时任职务等。文中图统一编

号。（2 分）

⒀注释符合学术规范，便于查找原文；注释形式全书

统一。引文和重要资料注明出处。（1 分）

4.装帧设计评价（15 分）

⑴封面构图新颖、庄重大方、富有特色，书名采用印

刷体，不用个人题签。（3 分）

⑵彩页主题突出、图像清晰、资料性强，文字说明规

范、精炼。（2 分）

⑶版面疏密得当，留白较少。分册出版的志书，整体

设计统一，形成系列。（3 分）

⑷各级标题设计合理，区别明显，美观大方。（2 分）

⑸文字、表格、随文插图等搭配得当，视觉效果较好。

（3 分）

⑹印刷质量较好，装订牢固结实，易于保存和翻阅。

（2 分）

5.检索系统评价（5 分）

⑴中、英文目录编排层次清晰，准确无误，便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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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⑵索引主题词有深度，编排合理，标引准确，检索方便。

（2 分）

6.校对质量评价（10 分）

抽查 5 万字，差错率低于四万分之一的为优秀（10 分）；

差错率高于四万分之一、低于二万分之一的为良好（8 分）；

差错率高于二万分之一、低于万分之一的为合格（6 分）；

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的为不合格，取消获奖资格，实行一

票否决。

（二）年 鉴

1.框架设计评价（20 分）

⑴框架设计涵盖年度内本行政区域或本行业的基本资

料，一二三次文献比例合理，综合情况、动态信息和参考

资料有机结合。（5 分）

⑵框架设计分类科学，类目划分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标准，兼顾社会实际分工、本行政区域或本行业特点，

体现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8 分）

⑶框架设计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各层次

标题简洁、准确、规范。（5 分）

⑷框架设计相对稳定，同时依据年度特点和事物变化

情况作调整，体现稳定和创新的有机统一。（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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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资料评价（20 分）

⑴年鉴内容主要辑录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或某一领域（行业）年度性基本情况，以

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料，一般不上溯下延。（3 分）

⑵入鉴资料应突出时代性、年度性和地方性，具有为

现实服务的价值与存史价值。（8 分）

⑶入鉴资料真实，人名、地名、时间、事实、数据、

图片、引文等准确。（4 分）

⑷年度内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料采用特载、特辑、专文、

专记或其他形式集中汇辑；图片选用注重典型性、资料性，

突出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成果和热点问题等；附录辑选内容

具有参考性、实用性和便览性。（3分）

⑸入鉴资料应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能正确反映事物

发展的脉络和轨迹。（2 分）

3.条目编写评价（30 分）

⑴有严谨条目设置标准和选材原则，选题选材注重资

料的有效性和完整性，条目题材新颖，主题鲜明，年度性、

资料性强；标题中心词突出，题文相符，精炼简约。（6 分）

⑵有统一的记述规范，综合性条目综合反映年度内各

个领域发展变化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具有高度的概括

性；单一性条目一事一条，基本要素齐全。大事记条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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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大事得当，重要事项不漏，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

结合，记述要素齐备；人物条目严格辑录标准，记述客观、

准确、公允。（8 分）

⑶有统一的记述程序要求，条目有效信息含量较大；

交叉记述同一事物，各有侧重。（4 分）

⑷使用记叙文、说明文等文体，顺叙记事，述而不论，

文风朴实，记述流畅。除引文和特载外，以第三人称记述，

不用第一人称或变相第一人称。（8分）

⑸使用规范汉字，用词概念准确，符合现代汉语语法

规范。使用口语、方言、土语、俗语适当；不滥用时态助

词；慎用评价词语；不用模糊、空泛词句。时间、空间概

念表述准确具体，指代明确。（2 分）

⑹使用规范、统一的简称和缩略语，同一名称、时间、

地点、事实、数据、量和单位、术语等的表述前后一致。

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数字、量和单位使用等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2 分）

4.装帧设计评价（15 分）

⑴封面构图新颖、庄重大方、富有特色，年鉴名称、

卷号醒目。（3 分）

⑵彩版主题突出、图像清晰、资料性强，文字说明规

范。（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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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版面疏密得当，信息容量较大，留白较少。（3 分）

⑷各级标题设计合理，区别明显，美观大方。（2 分）

⑸文字、表格、随文插图等搭配得当，视觉效果较好。

（3 分）

⑹印刷质量较好，装订牢固结实，易于保存和翻阅。

（2 分）

5.检索系统评价（5 分）

⑴目录编排层次清晰，详至条目，准确无误，便于检

索。（3 分）

⑵索引主题词有深度，编排合理，标引准确，检索方便。

（2 分）

6.校对质量评价（10 分）

抽查 5 万字，差错率低于四万分之一的为优秀（10 分）；

差错率高于四万分之一、低于二万分之一的为良好（8 分）；

差错率高于二万分之一、低于万分之一的为合格（6 分）；

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的为不合格，取消获奖资格，实行一

票否决。

（三）旧志整理成果

1.校勘标点评价（35 分）

⑴选择版式完好、内容翔实、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版

本作为底本（影印本底本应品相好、无虫蚀、无破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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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具佳，一般为初刻版本），优先考虑孤本和稀见本。（8

分）

⑵严格依据底本，采取校本与底本对校，结合理校，

把握宏观，本校微观。（8 分）

⑶校勘仅限于文字的脱、讹、衍、倒，不涉及底本所

述史实。（8 分）

⑷立例恰当，标准统一，断句准确。段落划分、长短

句式、大小字体、句首纪年、联合地名、人名职衔等处理

得当。（8分）

⑸标点符号的使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3 分）

2.注释正字评价（30 分）

⑴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能够阅读”的总体要求，

确定注释范围和对象，释文原则上不超过正文文字量的三

分之一。（6 分）

⑵注释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凡原本脱衍倒讹，确有

实据的，补改；凡疑有脱衍倒讹而无实据的，存疑。（8 分）

⑶注释一律用现代语体文，不以文言注文言或文白夹

杂。注释格式规范统一，无重复注释、相互注释现象。（4

分）

⑷注释注意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对底本所述史实进行

考证。（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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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文字使用规范通用的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转换

得当，古有今无、有繁无简文字严格按底本照排。（5 分）

⑹底本明显错字，允许迳改，以“原本作×”括注；注音

使用规范的汉语拼音，在生字后用括注。（3分）

3.装帧设计评价（15 分）

⑴封面设计古朴简约，装帧精美，体现旧志所志区域

文化内涵。（4 分）

⑵版面疏密得当，留白较少。分册整理出版的旧志，

整体设计统一，形成系列。（3 分）

⑶各级标题设计合理，区别明显，美观大方。（2 分）

⑷文字、表格、随文插图等搭配得当，视觉效果较好。

（4 分）

⑸印刷质量较好，装订牢固结实，易于保存和翻阅。

（2 分）

4.编辑检索评价（10 分）

⑴编辑说明、序言、目录齐全，或明确体例，或介绍

选择文献价值、史料取舍、版本流传情况和撰者生平，或

阐明旧志整理意图。（8 分）

⑵目录编排层次清晰，准确无误，便于检索。（2 分）

5.校对质量评价（10 分）

抽查 5 万字，差错率低于四万分之一的为优秀（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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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率高于四万分之一、低于二万分之一的为良好（8 分）；

差错率高于二万分之一、低于万分之一的为合格（6 分）；

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的为不合格，取消获奖资格，实行一

票否决。

（四）译著（含少数民族文字翻译）

1.选题评价（35 分）

⑴选题新颖、独特，能填补某项专业翻译方面的空白，

在方志系统有重大影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20 分）

⑵选题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现实性和针对性，

对解决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学科发展有重要参考价

值。（15）

2.译文质量评价（35 分）

⑴翻译难度大，译文质量高，译笔流畅。（15 分）

⑵译文能准确完整地再现原著内容，忠实于原文，对

原著思想和内容传达、诠释到位，并能再现原著的风格神

韵。（20）

3.装帧设计评价（20 分）

⑴封面构图富有特色，名称醒目。（6 分）

⑵彩页主题突出、图像清晰，文字说明规范。（3 分）

⑶版面疏密得当，信息容量较大，留白较少。（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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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标题、文字、表格、随文插图等搭配得当，视觉效

果较好。（6 分）

⑸印刷质量较好，装订牢固结实，易于保存和翻阅。

（2 分）

4.校对质量评价（10 分）

抽查 5 万字，差错率低于四万分之一的为优秀（10 分）；

差错率高于四万分之一、低于二万分之一的为良好（8 分）；

差错率高于二万分之一、低于万分之一的为合格（6 分）；

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的为不合格，取消获奖资格，实行一

票否决。

（五）其他地方文献

1.选题评价（20 分）

⑴选题的独特性，尤其是在抢救地方文献资料、发掘

地方特色文化方面有独到之处。（10 分）

⑵选题的实用性，或为资政提供参考，或为招商引资、

发展经济牵线搭桥，或为城市规划、工程设计、项目选址

提供便利，或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或为爱国主义教育提

供乡土教材等。（10 分）

2.内容资料评价（20 分）

⑴内容丰富，主要辑录反映某一领域或某一事项的基

本情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料。（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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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辑录资料具有时代性、地方

性和专业性。（8 分）

⑶资料真实，人名、地名、时间、事实、数据、图片、

引文等准确。（4 分）

3.结构表述评价（30 分）

⑴形式生动，体例规范，体裁运用得当，适合内容记

述的要求。（10 分）

⑵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归属得当；目次编排层次清

晰，准确无误，便于检索。（8 分）

⑶区域、时间、专业界限明确。（4 分）

⑷编辑说明详尽，有统一的表述规范，语言流畅。同

一名称、事实、数据、时间、量和单位、术语的表述前后

一致；数字、量和单位、标点符号的使用符合国家有关标

准的规定。（8 分）

4.装帧设计评价（20 分）

⑴封面构图富有特色，名称醒目。（6 分）

⑵彩页主题突出、图像清晰，文字说明规范。（3 分）

⑶版面疏密得当，信息容量较大，留白较少。（3 分）

⑷标题、文字、表格、随文插图等搭配得当，视觉效

果较好。（6 分）

⑸印刷质量较好，装订牢固结实，易于保存和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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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5.校对质量评价（10 分）

抽查 5 万字，差错率低于四万分之一的为优秀（10 分）；

差错率高于四万分之一、低于二万分之一的为良好（8 分）；

差错率高于二万分之一、低于万分之一的为合格（6 分）；

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的为不合格，取消获奖资格，实行一

票否决。

（六）论 文

1.选题评价（20 分）

⑴论文题目的新颖、独特和实用性，在理论和实践方

面的意义（对原有方志学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或某些新的认识、或重要的新观点）。（12 分）

⑵研究方法是否与题目内容、任务相适应，主要方法

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有无独创的先进方法与手段。（8

分）

2.结构评价（15 分）

⑴结构合理、层次清晰，逻辑性强，特别是讨论部分

的结构要适合于表达研究的成果内容。（9 分）

⑵格式规范，语言精炼。（6 分）

3.论点评价（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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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立论正确，观点鲜明，着眼解决地方志工作中的热

点和难点问题，对地方志事业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8 分）

⑵论点有一定理论性、科学性、创新性。（6 分）

⑶从学术水平、专业角度和社会影响看结论的正确性、

全面性和概括性。（6 分）

4.论据评价（20 分）

⑴引用的材料（事实）真实、准确、客观，来自科研

或编纂实践。（8 分）

⑵材料丰富、完备，有代表性，有说服力。（8 分）

⑶图表运用适合于论证需要，直观性和技巧性较强；

图表制作规范。（4 分）

5.论证评价（25 分）

⑴论证符合逻辑规律，论点与论据必须一致，推理方

法形式运用正确合理。（7 分）

⑵论证的中心突出并有一定深度，论证的问题范围与

研究范围相一致。（8 分）

⑶结合地方志专业理论对研究的问题与获取的材料进

行充分论述与分析，经概括形成观点、结论。（10 分）

五、成果申报（略）

六、评奖日程安排（略）

七、评奖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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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奖工作由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省地方志学会

组成的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地方志工

作办公室政策法规宣传处，负责评奖日常工作。

本实施细则由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解

释。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16年 4月 28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