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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方志学》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方志学》体现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和统领新编地方志工作；体现中国特有的
地方志文化必须客观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记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这一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记述十三亿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经历的不平凡的征途；体现
加强方志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做好学科建设和各项基础工作，争取尽早形成较为科学的、完
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和方志学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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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方志学》

作者简介

　　曹子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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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方志学》

书籍目录

导论 中国现代方志学是当代中国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第一章 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创建　第一节 中国现
代方志学的历史继承　　一、中国修志历史悠久　　二、中国志书名品佳作众多　　三、中国修志理
论基础深厚　　四、中国修志充分发挥社会作用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方志学的现实依据　　一、新一轮
修志实践呼唤方志学理论创新与丰富　　二、方志队伍水平能力需有新的提高　　三、国家对地方志
工作发展的政策规定　　四、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国方志的倡导第二章 中国现代方志学的理论基础
基本特征和学科地位　第一节 方志概述　　一、方志定义　　二、方志演进　　三、方志种类　　四
、方志属性　　五、方志功能　　六、方志特征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方志学的理论基础　　　一、指导
思想　　二、编纂原则　　三、事业建设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基本特征　　一、现代方志学研
究对象　　二、现代方志学的价值　第四节 中国现代方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一、与地理学
的关系　　二、与历史学的关系　　三、与文献学的关系　　四、与社会学的关系　　五、与经济学
的关系　　六、与文化学的关系　　七、与政治学的关系　　八、与城市学的关系　　九、与自然科
学的关系第三章 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结构体系　第一节 学科理论体系　　一、方
志政治理论　　二、方志基础理论　　三、方志应用理论　　四、“方志三个理论”形成一个系统完
整的学科理论体系　第二节 学科结构体系　　一、方志政治理论即方志政治学　　二、方志基础理论
即方志基础学　　三、方志应用理论即方志应用学　第三节 牢牢把握现代方志学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
而不断发展丰富第一篇 中国现代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一章 历代方志撰修与研究　　第一节 春秋
战国时期　　第二节 秦汉隋唐时期　　第三节 宋元时期　　第四节 明清时期　　第五节 民国时期　
第二章 新中国方志纂修与方志事业发展　　第一节 新中国方志事业的兴起　　第二节 方志事业发展
的新阶段　　第三节 新一轮方志纂修启动　第三章 方志撰修体裁与编撰程序　　第一节 撰修体裁　
　第二节 编撰特色要求　　第三节 成志程序　第四章 各类志书撰修　第五章 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
与运用　第六章 方志篇目设计　第七章 方志比较研究的原理与作用　第八章 志书质量标准　第九章 
方志事业的组织与管理第二篇 中国现代方志学应用理论研究　第一章 方志应用理论建设　第二章 方
志专业教育的培训　第三章 方志信息化工程建设　第四章 方志与年鉴及方志文化产业在继承与创新
中发展 构建现代方志新学说（代后记）主要参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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