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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史和地方志本质上都属于史学学科，共同发挥“存史、资政、育人、护国”的作用。
2010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以“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为主题，探讨了中
国当代史与地方志编纂的密切关系，研讨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的重大问题
，总结了新中国地方志编纂的成就、经验和问题。
《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第十届国史学术年论文集》汇集了入选年会的优秀论文，为读者提
供了研究和编纂中国当代史与地方志的新视角，有助于推进中国当代史和地方志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深
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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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月红，1965年生于河南省淮阳县。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
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8年、1996年、1999年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获历史学学士、政治学
硕士和博士学位。
曾工作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2003年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
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史、名族史和国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代表著作有《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城市立法与公民参
与》（第一作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和平解放60年》白皮书的主要撰稿者。
曾获中国藏学“珠峰奖”（国家级）论文三等奖、国家民政部“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论文二等奖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论文三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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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加强中国当代史与地方志编纂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开幕词在第十届国史
学术年会上的致辞要重视并充分肯定革命在共和国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紧密合作，更上层楼——在
第十届国史史学术年会上的发言在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总结简论史与志的关系正确认识“史”与
“志”史志比较与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科学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源泉——读《中国地方志经
济资料汇编》胡乔木晚年对中共党史及地方志研究的理论贡献当代史与地方志工作科学结合必须解决
的几个问题探究——以广东实践为例略论地方志编纂与国史研究的关系——以陕西省地方志编纂成果
为例新编地方志编纂与当代史研究的互补与融合——以《深圳市志》编纂实践为例从《北京园林绿化
志》看1949～1976年首都的绿化建设以志研史——从《北京志·期刊志》看北京地区期刊的发展状况
及与国史的关系修志与编史交流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浅谈地方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地方史与地方志
简论新编地方志与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年鉴资料利用前景浅析对中国当代史学科建
设几个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对国史分期的指导意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当代史研究圈史主线与分期问题
再认识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中国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回顾与思考邓小平与新中国的首次普选新
形势下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若干思考扩权强县和省直管县改革的探析建国初期城市军管制度
的建立及军管会性质中央人民政府直辖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考“三五”、　“四五”时期对我国
经济与社会协凋发展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演变⋯⋯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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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切实提高年鉴编纂质量　　评价一部年鉴价值的高低，考察年鉴编纂机构和年鉴工作者业
绩的大小，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要看年鉴的质量如何。
我们编纂的年鉴能否得到认可和赞许，年鉴事业能否兴旺发达，也要看年鉴的质量怎么样。
因此，开展年鉴工作，无论怎样强调质量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年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多次要求各地提高编纂质量意识，出精品佳志。
各地年鉴编纂机构也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设计框架、策划选题，到征集稿件、
搜集资料，再到编辑加工、印刷出版，始终将质量意识贯穿于年鉴编纂的全过程。
只有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才能真正发挥这一信息载体，才能真正为世人所使用。
质量是一切研究者使用的前提条件。
　　（二）拓展年鉴创新思路，提高年鉴的实用性　　年鉴工作已经成为地方志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是地方志工作新的生长点。
提高年鉴的实用性，一是进一步提高年鉴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
年鉴多众手成书，资料来源广，数据事实记述复杂，为资料的使用带来不确定的因素较多。
所以年鉴工作者应尽可能地考证所记材料，确保准确无误，以免影响后世。
部门提供的资料不全面，关键数据缺失。
这就需要年鉴编辑具有良好的知识基础与敏锐的触角，通过编辑手段，保证资料的全面与准确。
二是扩大年鉴的信息量。
年鉴内容的充实，在于扩大有效信息容量，使年鉴载录的资料不仅量多面广，而且精当有深度。
通常的方法是加大“大、要、新、特”条目的分量，多载录实用性、知识性的信息资料，以人为本，
多反映民生问题。
三是增强年鉴的实用性。
四是加强年鉴的宣传工作。
年鉴界除加强年鉴的创新外，也应多加强宣传力度，使更多的人更多的学者使用年鉴，发挥年鉴的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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