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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地名汉字译写规则汉字文化圈》 

 

编制说明 
 

 

 

行业标准项目名称：外语地名汉字译写规则汉字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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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行业标准名称：外语地名译音规则汉文化圈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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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行业标准名称：外语地名汉字译写规则汉字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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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单位：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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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  汉字文化圈》 

编制说明 

 

 

一、 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根据测科函[2017]35号《关于下达2017-2018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

计划的通知》，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牵头，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具

体负责起草《外语地名译音规则 汉文化圈语系》。 

2.目的和意义 

为配合我国提倡的“一带一路”蓝图在全球范围内顺利展开，2016年

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启动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工程。这

一工程的实施，将提高我国掌握全球资源布局、制定可持续发展决策的能

力,为实施 “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提

供重要保障。 

在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工程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

涉及外国地名的汉字译写问题。外国地名汉字译写正确性、统一性及规范

性不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

工作及文化、科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化和文字与我国发明的汉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地名译写亦存在着特殊的方式——必须用汉字对等的形译方法或意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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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翻译，而不能采用单一的音译方法。然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存在 

着一些违背语言学规定的翻译规则，主张以汉字译写其地名时应采用音译

方法的观点。一旦这些观点变为现实，这些国家地名的中文译名将采用与

现行译法完全不同的方法，必将造成地名翻译上的混乱。在这一背景下，

制定本标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3.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战略支援部队战场环境研究所、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黑

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自然

资源部重庆测绘院、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建筑大学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承担工作 

标准起草任务下达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与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

公司联合协作单位成立了起草组，人员分工见下表。 

序号 起草单位 起草人 任务分工 

1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张宏伟、杜晓、陈

利军、郑义、张俊

辉 
标准工作指导 

2 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李红、韩熙、平战

国、徐根才、司连

法、郑伟、贾晓林、

韩金好、杨洪泉、

李澜、张宁旭 

标准起草和修改 

3 战略支援部队战场环境研究所 李纲 标准内容审核 

4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张雪萍、尹彤 标准内容审核 

5 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 李锡伟 标准内容审核 

6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 石江南 标准内容审核 

7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 李永森 标准内容审核 

8 自然资源部重庆测绘院 左志进 标准内容审核 

9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徐永敏 标准内容审核 

10 北京建筑大学 蒋捷 标准内容审核 

5.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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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组，明确了技术负责人及分工，

确定了标准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对标准内容进行了策划，拟定了标准编

制提纲和计划。 

2017 年 11-12月，起草组开展了大量资料调研，搜集法规、专业文献

和相关标准，如译写内部规范、草稿、译音表及已出版的有关学术论文、

著作等。 

2018 年 1-4月，在原有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起草组根据调研的资料开

展了几次标准方案的讨论，经修改完善，于 2018年 4月完成标准草案的编

写。 

2018 年 5-10 月，起草组按“提出修改意见——汇总意见——修改草

案——开会讨论”顺序推进工作，经过与业内专家的沟通、座谈、技术交

流和征求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于 2018 年 10 月形成编

制说明和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11 月,组织了一次专家咨询会,根据其意见修改了本标准，并

行成了该标准的送审稿。 

2020 年 9月，通过了测绘行业审查会的审查，根据其意见修改了本标

准，并形成了该标准的报批稿。 

 

二、 编制原则和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本标准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的有关规定为依据，规范了

汉字文化圈地名汉字的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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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性。鉴于日本、朝鲜、韩国及越南同属汉字文化圈国家，对其

曾经使用或现在仍在使用汉字书写的地名一般予以沿用而不采用音译；对

原来以非汉字书写的地名，以音译为主。 

3)继承性。本标准的编写继承和参考了原有多年的工作基础，对原有

工作进行了凝练和提升。 

2.标准编制依据 

1)依据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草的《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GB/T 17693系列标准有关地名术语和定义的相关内容编制。 

2)依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的《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相关条款编

制。 

3)参考资料包括《世界地名译名词典》《东南亚地名译名手册》《语言

与姓名文化:东亚人名地名族名探源》《日本人名、地名汉字的中国读音》

《朝鲜·韩国行政区域地名便览》《越南地名汉字译写问题浅析》等专著及

论文。 

3.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主要包括范围、规范

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细则和附录。 

2)术语和定义主要引用了 GB/T 17693系列标准第一部分英语的术语和

定义。 

3)汉字文化圈地理专名、通名转写为汉字时，应以规范汉字书写。 

4)鉴于日语地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般应将其汉字还原为中文汉字

进行译写。 

5)朝鲜语地名的固有词地理专名宜意译，无法确定其含义的可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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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词和汉字词构成的地理专名，应按固有词和汉字词的方法译写。 

6)越南语地名的行政村或自然村名称中的通名，无论在专名后，应选

择意译，且按中文习惯置于专名之后；对于借用中国古代政区的通名的“郡”

及下辖于市、郡的“坊”均应予以沿用。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 

无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无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规范化的汉字文化圈地名汉字译写导则。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GB/T17693 系列标准），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和蒙古语。其后虽经修订，这一系列标准仅在上述八

大语种基础上增加了波斯语，并未涵盖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因此，亟需

制定汉字文化圈地名译写导则，以推动我国外语地名汉字译写的标准化进

程。 

本标准体例参照《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GB/T 17693 系列标准），

标准内容是对其涵盖区域的合理补充和拓展，与现行国家标准、法律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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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不存在任何矛盾或抵触。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汉字文化圈》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制定该标准使用方法和范围，并对这些地区已有的中文地名实行定

期发布，供社会使用和推广。 

2.在涉及该标准的地名翻译时,建议使用该标准指导工作,以免造成译

名不一的混乱情况。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标准名称的修改 

标准名称在立项时下达的是“外语地名译音规则 汉文化圈语系”，由

于“外语地名译音规则”不能完全体现该标准对于汉字文化圈地名转写和

发音用字两方面的规范，拟将“外语地名译音规则”的表达修改为“外语

地名汉字译写导则”，而且“汉文化圈语系”说法不正确，经过起草组讨论，

并征求行业内专家的意见，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

则 汉字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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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9月测绘行业审查会上，专家建议把标准名称改为“外语地名

汉字译写规则 汉字文化圈”。 

2.语言的选取 

汉字文化圈泛指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的区域，为世界文化圈概念

之一。本导则仅取其狭义地理属性，选择了历史曾经或现在仍在使用汉字，

文化及习俗与中国相近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语言作为导则的规范

对象。 

3.其他说明 

我们在编写《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汉字文化圈》标准时，邀请了

日语专家平战国、朝鲜语专家朴光海作为该项目的专家，他们提供了相应

语言的罗马转写表和汉字表。中国地图出版社和这些专家同时也参与了民

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日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朝鲜

语》的编写工作。我们在制定《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汉字文化圈》时，

参考和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日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 朝鲜语》相关内容，并邀请了地名所专家参与了标准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