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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地名管理条例相关配套制度的通知

渝民发〔2023〕7号

各区县（自治县）民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西部科学城重

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万盛经开区民政局：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重庆市地名管理条

例》，扎实做好地名管理工作，经市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各成

员单位同意，现将《重庆市地名命名更名工作规程》《重庆市标

准地名命名更名规范》《重庆市地名命名更名综合评估制度》《重

庆市地名管理专家论证制度》《重庆市地名管理意见征求制度》

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民政局

2023年 7月 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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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名命名更名工作规程

为进一步加强地名管理，提升服务水平，根据国务院《地名

管理条例》和《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制定如下地名

命名、更名工作规程。

一、申请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应按照本工

作规程向民政部门或有关部门提交地名命名、更名申请书，并根

据相关规定提交材料。

（一）申请人

1.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命名、更名，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的命名、更名，由所

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集镇、自然村（寨）

名称的命名、更名，由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

亦可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3.公园（以下称城市绿地）名称的命名，由建设单位在城市

绿地竣工投入使用前提出申请；城市绿地名称的更名，由所在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4.道、路、街、巷、地下通道名称的命名，由建设单位或所

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道、路、街、巷、地

下通道名称的更名，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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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5.开发区、园区名称的命名、更名，由筹备其成立的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提出申请；

6.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的命名，由建设单

位或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具有重要地理方

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的更名，由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提出申请；

7.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隧道、

索道、轨道、立交桥、水库、台、站、港、场、码头等交通运输、

水利、电力、通信、气象及其他设施名称的命名、更名，由有关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出申请；

8.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其他地理实体名称的命名、更

名，由有关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出申请；

9.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或地名不符合当地历史文化传统、公序

良俗要求的，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职权启

动地名的命名、更名程序的，由负责该地名审查的部门直接启动

命名、更名程序；

10.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认为符合

申请条件的其他情形，可以对相关地名命名、更名提出申请；

11.自然保护地、纪念设施、遗址的命名、更名申请，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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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申请地名命名、

更名应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包括下列材料：

1.命名、更名的方案及理由；

2.地理实体的位置、规模、性质等基本情况；

3.民政部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材料。

地名的命名、更名，应综合考虑社会影响、专业性、技术性

以及与群众生活的密切程度等因素，组织开展综合评估、专家论

证、征求意见并提交相关报告。

地名命名、更名的方案应具体可行、理由充分，所涉地理实

体的位置、规模、性质等应与实际情况相符。

申请人申请地名命名、更名，应如实向受理机关提交有关材

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受

理机关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

料的，申请人可以拒绝提供。

二、受理

（一）主体

1.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更名申请，由所在地区县（自治县）

民政部门受理；涉及两个以上区县（自治县）的，由市民政局受

理。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和道、路、街、巷、

地下通道、索道的命名、更名申请，由所在地区县（自治县）民

政部门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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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区、园区、广场的命名、更名申请，由批准成立的机

关或部门受理。

4.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和具有重要地理方

位意义的城镇内桥梁、隧道、轨道、立交桥的命名、更名申请，

由市、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受理。

5.城市绿地的命名、更名申请，由市、区县（自治县）城市

管理部门受理。

6.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地方铁路的更名申请，具有重要

地理方位意义的公路（及附属设施）、机场、台、站、港、场、

码头等交通运输设施的命名、更名申请，由市交通部门受理。

7.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水库等水利设施的命名、更名申

请，由市水利部门受理。

8.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电力、通信、气象等设施的命名、

更名申请，由市级有关部门受理。

9.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其他地理实体名称的命名、更名

申请，由市、区县（自治县）有关部门受理。

10.地名的命名、更名应由市级有关部门批准的，区县（自

治县）有关部门应告知申请人或将申请材料转交市级有关部门受

理。

11.地名的命名、更名应由市人民政府、国家有关部委或国

务院批准的，其申请由市级有关部门受理。

（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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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或有关部门收到地名命名、更名申请后，应对申请

材料进行核实，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申请符合规定的，应当受理；

2.申请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3.材料不完整的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 5日内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予以补正。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

起即视为受理。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

受理。

民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应出具加盖本行

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4.申请的地名命名、更名事项不属于本部门管理的，应当场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申请人有异议的，应在接到申请之

日起 1个工作日内转给其他有关部门，并将转交情况告知申请

人。

三、审查

民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应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受理的

申请材料实质内容进行审查，根据情况在 5个工作日内作出处

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作出不同意该申请的审查意见，

应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和途径。

1.认为该申请属于本部门管理的，应在 1个工作日内在地名

信息库和互联网地图上完成地名重名查询。民政部门应将地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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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库接口、技术标准和密码告知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有关部门需

要民政部门协助查重的，民政部门应在接到协助请求后 1个工作

日内完成查重。查重时间计入审查期限。

2.申请的地名名称符合《地名管理条例》《重庆市地名管理

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作出同意的审查

意见。需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批准

的，应将审查意见和申请材料报送本级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

市级有关部门。需要报请国家有关部委、国务院批准的，由市级

有关部门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再将有关材料报送批准机关。

3.申请的地名名称不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不利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不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或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作出不同意该申请的审查意见。

4.申请的地名名称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或属于“夸大其词”

“崇洋媚外”“怪异难懂”“重名同音”等不规范地名的，经单位负责人

同意后，作出不同意该申请的审查意见。

5.申请的地名名称用字不标准、不规范，地名的罗马字母拼

写未按国家规定规则拼写的，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作出不同意

该申请的审查意见。

6.命名、更名的方案及理由有瑕疵，地理实体的位置、规模、

性质等基本情况描述有误的，可以允许申请人补正。申请人不补

正的，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作出不同意该申请的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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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请的地名需要进行实地勘察的，民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

门应在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实地勘察，并将勘察结

论作为决策依据，同时应将勘察结论告知申请人。勘察期限不计

入审查期限。

8.申请的地名社会影响大、专业性强、技术性高，与群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应组织开展综合评估、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的，

民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应在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

关工作。该期限不计入审查期限。

四、批准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或市级有关部门应根据法定条件和

程序，在收到审查意见后 1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10个工

作日内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 10个工作日，并应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地名命名、

更名申请不需要下级机关审查的，批准部门应在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批准决定。1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处理

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个工作日，并

应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申请的地名名称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应依法作出批准

决定，并将批准决定告知申请人。

2.申请的地名名称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依法作出不予

批准决定，并将不予批准决定告知申请人。不予批准决定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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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

权利和途径。

3.申请的地名名称需要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批的，应将审查意

见和申请材料一并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批；需要报请国家有关部委

或国务院审批的，报请批准前应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

五、备案

1.地名命名、更名、废名后，由批准机关自批准之日起 15

日内按照下列规定报送备案：

（1）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报送国务院备案，备案材料由

市民政局径送民政部；

（2）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报送市人民政府

备案，备案材料由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径送市民政局；

（3）市、区县（自治县）有关部门批准的地名报送同级民

政部门备案。

2.报送备案应提交下列材料：

（1）批准机关出具的备案报告；

（2）地名命名、更名申请书（包括命名、更名的方案及理

由，地理实体的位置、规模、性质等基本情况）；

（3）地名命名、更名批复文件；

（4）备案承诺书；

（5）民政部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材料；

（6）地名命名、更名过程中，组织开展了综合评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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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征求意见的，应提交相关报告扫描件。

3.地名信息数据应一并报送备案：

（1）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由市民政局负责将地名信息

数据按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和市地名信息库填报格式要求入

库；

（2）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由区县（自治

县）民政部门负责将地名信息数据按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和市

地名信息库填报格式要求入库；

（3）市、区县（自治县）有关部门批准的地名，由审查部

门负责将地名信息数据按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和市地名信息库

填报格式要求入库。

六、公告

1.地名命名、更名、废名后，应在报送备案后及时向社会公

告：

（1）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自批准之日起 15日内，由市

民政局向社会公告；

（2）市级有关部门批准的地名，自报送备案之日起 15日内，

由市民政局向社会公告；

（3）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自批准之日起

15日内，由同级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

（4）区县（自治县）有关部门批准的地名，自报送备案之

日起 15日内，由同级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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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批准机关意愿，公告可由同级民政部门与批准机关联合

发布。

2.地名公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地名批准机关、

文号、批准日期，标准地名的汉字书写、罗马字母拼写，指称地

理实体的类别、位置、范围、规模，来历含义等。

3.地名公告应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和市地名信息库发布。

其他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地名发布系统及报刊杂志等可以转

发。

七、地名标志设置

1.地名标志的设置、维护和管理，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1）自然地理实体、行政区划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所在地、集镇、自然村（寨）以及乡村内道、路、街、巷的地名

标志，由所在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设置、维护和管理；

（2）城镇内道、路、街、巷、地下通道、人行天桥和公园、

广场的地名标志，由城市管理部门设置、维护和管理；

（3）自然保护地、开发区、园区，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

的住宅区、楼宇，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运输、水利、电

力、通信、气象等设施的地名标志，由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设置、维护和管理。

2.建设项目的地名标志，应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设置完

成；其他地名标志应自地名批准之日起 60日内设置完成。

3.地名标志的制作和设置，应按照国家标准执行，做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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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美观、醒目，适当体现当地风貌。地名标志的主要

内容应包括标准地名汉字的规范书写形式和汉语拼音字母的规

范拼写形式。

4.地名标志出现标示标准地名错误、缺字、缺画、模糊、破

损、安装错误、指位错误等情形的，负责设置、管理的部门应及

时维护。

八、附则

1.民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将工作规程、监督电话、联系地址

等汇集制作成服务小册，置放在服务窗口显著位置，供服务对象

免费使用。并在部门门户网站予以公布。

2.地名废名由原地名批准机关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

3.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的命名、更名具体

工作规程，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市民政局另行制定。

4.人行天桥的命名、更名由各区县（自治县）结合实际确定

受理、审核、批准机关。

5.行政区划的命名、更名，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

和民政部《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办理。自然保护地、

纪念设施、遗址名称的命名、更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重庆市地名命名更名报批意见表（道路街巷示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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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地名命名更名报批意见表（道路街巷类示范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现用名称 汉语拼音

拟命（更）名称 汉语拼音

类 别 所在辖区 区（县） 街（镇）

命名更名方案及理由

地名来历及含义

基本
情况

长 宽 走向

起 点 止 点

路面性质 道路等级

人行道宽 路侧业态

始建时间 建成时间

综合评估情况

专家论证情况

社会意见征求

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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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标准地名命名更名规范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地名工作，根据《地名管理条例》《重

庆市地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就标准地名命名、更名作如

下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一、地名的概念及类别

（一）地名概念

地名，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是实用性很强的一种社会文化

形态，是“个体地理实体”和“个体地域”的指称。

（二）地名类别

1.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如江、河、湖、溪、沟、滩、岛、泉、

湿地、洞、沱、湾、山、峡、岩、坪、塆、坎、坝等名称；

2.行政区划名称，如市、区、县、自治县、乡、镇、街道等

名称；

3.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集镇、自然村（寨）

名称；

4.公园、广场、自然保护地名称；

5.道、路、街、巷名称；

6.开发区、园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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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

8.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隧道、

索道、轨道、立交桥、人行天桥、水库、台、站、港、场、码头

等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气象及其他设施名称；

9.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其他地理实体名称。

（三）地名的构成

地名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反映地名的专有属性，

通名反映地名的类别属性。经依法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

如“嘉陵江”，“嘉陵”为专名，“江”为通名；“渝中区”，“渝中”

为专名，“区”为通名；“长安村”，“长安”为专名，“村”为通名；“幸

福广场”，“幸福”为专名，“广场”为通名；“渝航大道”，“渝航”为专

名，“大道”为通名；“西彭开发区”，“西彭”是专名，“开发区”是通

名；“曾家岩隧道”，“曾家岩”是专名，“隧道”是通名。

二、地名命名更名基本原则

地名管理应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县级以上行政区

划命名、更名，以及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

安全、外交、国防等重大事项的，应按照有关规定报党中央。乡

级、县级行政区划命名、更名，以及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涉

及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外交、国防等重大事项的，应按照有关

规定报市委。

地名管理应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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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护民族团结。

地名的命名、更名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反映当地地理、历史和文化特征，尊重当地群众意愿，方便生产

生活。

地名应保持相对稳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决定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

三、地名命名更名要求

（一）地名命名更名必须符合地名管理法规规定的要求

1.含义明确、健康，不违背公序良俗；

2.符合地理实体的实际地域、规模、性质等特征；

3.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避免使用生僻字；

4.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不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

5.不以外国人名、地名作地名；

6.不以企业名称或商标名称（包括简称、字号）作地名；

7.国内著名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本市范围内著名的自然地

理实体名称，全国范围内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不应重名，

并避免同音；

8.本市范围内的乡、镇、街道名称，同一个区县（自治县）

内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同一个建成区内的道

路街巷名称，同一个建成区内的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

区、楼宇名称，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

区、南岸区、北碚区、巴南区、渝北区范围内的同类地名，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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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名，并避免同音；跨行政区域的地理实体的名称应保持一致；

9.不以国内著名的自然地理实体、历史文化遗产遗址、超出

本行政区域范围的地理实体名称作行政区划专名；

10.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

气象等设施名称，一般应与所在地地名统一。

11.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二）地名命名更名还应符合下列有关要求

1.不得出现刻意夸大的地名

（1）专名或通名的含义远远超出地理实体实际地域、地位、

规模、功能等特征的地名；

（2）未经批准，随意使用“世界”“环球”“国际”“联合国”“万国”

“宇宙”“洲”“洋”“中国”“中华”“中央”“全国”等词语的地名；

（3）未经批准，随意使用“特区”“首府”等具有专属意义词语

的地名；

（4）通名层级混乱，刻意夸大地理实体功能的地名。

2.不得出现崇洋媚外的地名

（1）包含外国人名的地名，含有外国人名或其简称，容易

造成误解的地名（历史上已经存在、具有纪念意义或反映中外人

民友谊的地名除外）；

（2）包含外国地名的地名：含有外国地名或其简称，容易

造成误解的地名（地名用词含义符合汉语用词习惯、符合有关规

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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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外语词命名的地名：直接用外文命名的地名。用外

语词汉字译写形式命名的地名（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除外）。

3.不得出现怪异难懂的地名

（1）用字不规范的地名，纯粹用数字做专名且无特定含义

的地名；

（2）未经批准，随意使用汉字与数字组合且无实际含义的

地名。未经批准，专名中使用“·”“‐”等非文字符号的地名；

（3）含义怪诞离奇的地名，含义不符合公众认知，故弄玄

虚，难以理解的地名。未经批准，随意使用具有特定含义的词语，

容易产生歧义的地名。未经批准，随意使用拼音字母且无实际含

义的地名；

（4）含义低级庸俗的地名，含义不健康、有悖公序良俗的

地名；

（5）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地名，未经批准，随意使用“皇帝”

“皇庭”“御府”“王府”“相府”等古代帝王的称谓以及历史上的官衔名、

职位名、府邸名等词语的地名（具有特定历史、宗教背景的除外）。

（三）地名命名更名可以符合下列鼓励性要求

1.鼓励使用当地历史地名及其派生地名，保护和弘扬中华优

秀文化；

2.鼓励使用体现当地历史、地理、文化和时代特征的词语，

符合命名主题导向，增强地名的文化性、可识别性和时代性；

3.使用体现美好愿望的词语，表现健康积极向上，人民群众



重庆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民政局办公室发布

- 19 -

喜闻乐见的正面意义。

第二章 专名通名的使用

一、专名的使用

1.地名专名应具有一定的寓意，能充分反映历史、文化、民

俗和地理特征。

2.地名专名应用字规范、含义健康、使用方便，不使用繁体

字、异体字、自造字、生僻字、谐音字和有歧义或容易产生误解

的名词或词组作地名专名。

3.专名的字音应使用普通话读音，应朗朗上口、字形简单明

了，字义健康向上。如字音、字形、字义出现矛盾时，要统一音、

形、义后方可使用。

4.不使用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名称和具有特定政治意义标

志性建筑物名称作专名，不使用具有特定政治、民族、宗教含义

的词语作专名。

5.在少数民族聚集地使用该民族语言文字或其读音、译义作

为地名专名的，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该词语的本来意

思，不得侮辱、歧视少数民族。

6.不得出现外国文字（含大小写）、阿拉伯数字、标点及各

种符号等非通用语言文字。

7.不使用省会（首府、特别行政区）城市、计划单列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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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其他著名城市名称和国内著名自然地理实体名称、风景名

胜区名称作其他地名的专名（有其他意义的除外）。

8.不使用国际组织、国际公域地名或跨国自然地理实体名

称，亦不使用其谐音词语作专名。

9.以行政区划名称作地名专名时，必须经该行政区划所在地

政府同意。

10.通常情况下，专名不宜采用四个以上汉字。

二、通名的使用

1.通名的用词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不得使用庸俗性、歧视

性、方言性或口语化通名。

2.地名通名应名符其实，充分反映地名的属性，不应刻意夸

大或使用明显与相应地名要素尺度、等级等不相称的通名。

3.个体地名的构成中，地名通名不得重复使用。

4.新命名更名地名的通名，不得单独使用通名。

5.通名应置于其专名之后，通名与专名的位置不应倒置或夹

于专名语词之中。

6.通名使用时应符合当地民俗文化，谨慎用词，不宜使用非

本地适用的区域性通名。

7.不以“省”“市”“区”“州”“旗”“盟”“县”“乡”“镇”“街道”等我国特定

的行政区划名称作其它地名的通名（有其他意义的除外）。

8.新批准地名命名或地名更名情形下，通名不能省略。

9.不随意使用不规范的通名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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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街巷通名的使用

1.道、路、街、巷的地名通名使用名称为：大道、路（支路）、

街、巷。

2.道、路、街、巷的名称应尊重当地人民群众意愿和使用习

惯，应好找、易记、简洁明了，体现地方特色，方便使用。

3.建筑区域内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原则上不应命名，但是属

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

4.跨行政区域的道、路、街、巷名称应保持一致。道、路较

长的，可以十字路口、三岔路口、环岛、立交桥等明显地理特征

分段命名，但分段不宜过于频繁，亦不宜过短。

5.新命名道、路、街、巷应与区片功能定位和老路名保持和

谐统一。派生地名须与主地名在地缘上有直接、紧密的联系，两

者在地理指位上保持一致性。

6.平原和盆地以外的其他区域，不宜以“东”“南”“西”“北”“上”“中”

“下”“前”“后”“左”“右”等方位词命名道路街巷。

7.以“大道”作为通名的，应是城镇范围内的主要干道，路面

（包括车行道与人行道）宽度在 40米及以上的道路（渝东南、

渝东北地区不具备宽度要求的，可适当调整至 30米）。

8.以“路”“街”作通名的，路面（包括车行道与人行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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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米以上、不足 40米的道路。其中，以通行为主的称“路”，兼

具商业功能的称“街”。

9.用“支路”作通名时，必须要有与支路专名相同的路为前提，

并且支路应与同专名的路相连。同一道路派生的支路不宜超过三

条。

10.以“巷”作通名的，路面（包括车行道与人行道）宽度不足

10米的交通道路或生活便道。

11.“梯道”“步道”等作通名的，主要是供生活便道，不适用于

车行道。

第四章 桥梁通名的使用

1.全市范围内凡长江干流上新建的大桥，其桥名统一冠以“长

江”二字，如“XX长江大桥”。

2.嘉陵江干流上新建的大桥，其桥名统一冠以“嘉”字，如“嘉

X大桥”。

3.其他江、河干流上新建的大桥，其桥名统一为“XX（专名）

+江河名+大桥”，如“黄石彭溪河大桥”。

第五章 城市绿地通名的使用

城市绿地是指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具有一定规模，主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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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日常生活、工作、休闲环境有直接影响的绿地。城市绿地包

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和附属绿地。

1.公园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

景观、文教和应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

分为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和游园。

（1）综合公园是指内容丰富、适合开展各类户外活动，具

有完善的游憩和配套管理服务设施，原则上规模大于 10hm2的绿

地，一般以“公园”作为通名。

（2）社区公园是指用地独立，具有基本的游憩和服务设施，

主要为一定社区范围内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服务，原则上

规模大于 1hm2的绿地，一般以“社区公园”作为通名。

（3）专类公园是指具有特定内容和形式，有相应的游憩和

服务设施的绿地。根据功能类型，可以“遗址公园”“体育公园”“动

物园”“植物园”“游乐园”等作为通名。

（4）游园是指用地独立，规模较小或形状多样（带状游园

宽度宜大于 12m），方便居民就近进入，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绿

化占地比例大于或等于 65%的绿地，可以“游园”“园”作为通名。

2.防护绿地是指用地独立，具有卫生、隔离、安全、生态防

护功能，游人不宜进入的绿地。可以“绿地”“绿廊”“绿带”等作为通

名。

3.广场用地是指绿化占地比例大于或等于 35%，以游憩、纪

念、集会和应急避险等功能为主的城市公共活动场地，可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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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作为通名。

4.附属绿地是指附属于各类城市建设用地（除绿地与广场用

地）的绿化用地。一般情况下，可以“苑”“花园”“廊”“林”“圃”“小游

园”等作为通名。

第六章 附则

1.本规范解释权归市民政局和相关市级地名管理部门。

2.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命名更名的通名使

用规范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市民政局另行制定。其他的地名命

名更名通名规范，由市级有关部门会同市民政局结合实际予以补

充。

3.行政区划、自然保护地、纪念设施、遗址名称的命名更名

规范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中央部委或国务院直管部门对地名通

名专名使用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本规范自 2023年 7月 19日起实施。《重庆市地名专名与

通名使用规范》（渝民发〔2008〕168号）废止，市级有关部门

制定的其他规定与本规范不一致的，以本规范为准。

重庆市地名命名更名综合评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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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地名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根据《地名管理条

例》《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制定如下地名命名更名

综合评估制度。

一、适用范围

地名的命名、更名，应综合考虑社会影响、专业性、技术性

以及与群众生活的密切程度等因素，组织开展综合评估。主要包

括下列情形：

1.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命名、更名；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的命名、更名；

3.道、路、街、巷的更名；

4.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的更名；

5.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铁路、火车站、公路、机场、航

站楼、桥梁、隧道、索道、轨道及站点、立交桥等名称的更名；

6.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职权启动的地

名命名、更名；

7.纳入市、县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地名的更名；

8.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或市级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开展综

合评估的。

二、实施主体

1.地名命名、更名的综合评估由地名命名、更名申报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行组织或委托具有相应资



重庆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民政局办公室发布

- 26 -

质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实施。

2.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职权启动的地

名命名、更名程序的，地名命名、更名审查机构应委托具有相应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实施。

三、程序和内容

1.地名命名、更名综合评估应在地名命名、更名申请前或启

动前开展。审查、批准机关认为应开展综合评估而申报主体未开

展评估的，申请人应在地名审查或批准决定作出前完成综合评

估。

2.综合评估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地名命名、更名的方案

及理由；地理实体的位置、规模、性质等基本情况；地名命名、

更名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舆情可控性审查；事前、事中、

事后社会风险、网络舆情预测预警监控措施；社会各界意见征求

情况；专家论证情况；居民身份证件、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不

动产权属证书、营业执照、地名标志、交通标志、广告牌匾、网

络地图信息等变更方案。

3.综合评估报告应有区县（自治县）宣传、网信、公安、信

访等部门的意见，涉及居民身份证件、不动产权属证书、营业执

照、地名标志、交通标志、广告牌匾、网络地图信息变更的，其

主管部门也应出具意见。

四、评估运用

1.经综合评估，认为地名命名、更名方案合法、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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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程序正当，社会各界和专家普遍赞成的，社会风险等级低

的，可以启动地名命名、更名程序。

2.经综合评估，认为地名命名、更名不合法、不合理，或是

社会风险等级高、较高的，或是社会反响强烈、社会各界和专家

普遍反对的，应暂停地名命名、更名程序。

五、附则

1.行政区划的命名、更名的综合评估，按照国务院《行政区

划管理条例》和民政部《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办理。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命名、更名，还应遵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

3.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命名更名综合

评估具体操作规范，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市民政局另行制定。

重庆市地名管理专家论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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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地名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健全地名管

理科学决策机制，充分听取和吸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地

名管理条例》《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制定如下地名

管理专家论证制度。

一、专家组成

市、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应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建立统一

的地名管理专家组。

专家组应由熟悉当地文化、历史、地理、民俗、史志、语言

文字、法律等专家组成（也可吸纳基层地名工作者、地名爱好者

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管理需要专家论证的，应有少数民

族人士代表参加。

专家组成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党的领导，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素质，公正诚信、

廉洁自律;

（二）从事本专业领域工作一般应满 3年，具有相应专业水

平，并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

（三）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了解本地区历史演变、风俗文

化、地理特征和城市建设等状况；

（四）热心地名工作，熟悉与地名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

规范和标准。

地名专家采取个人申请和单位推荐两种方式。属单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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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事先征得被推荐人同意。

专家组组长从专家中推荐产生，专家组的日常工作由市、区

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区划地名处（科室）承担。

二、主要任务

专家组主要负责开展地名理论和应用研究，参与编制、审定

历史文化地名评定标准及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对重大地名命名、

更名进行论证，参与制订地名管理政策和地名方案，指导推行地

名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指导地名信息化建设，开展地名科普和

咨询活动，参与地名录、地名志、地名辞典及其它地名资料编纂

审定，参与地名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工作等。

三、论证范围及程序

（一）论证范围。涉及社会影响大、专业性强、技术性高以

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下列地名命名更名，应就其方案及

理由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程序正当性，名称的用字、汉

语拼音、含义、沿革来历、文化保护等组织专家论证。

1.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更名；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命名、更名；

3.道的命名，道、路、街、巷的更名；

4.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的更名；

5.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铁路、火车站、公路、机场、航

站楼、桥梁、隧道、索道、轨道及站点、立交桥等名称的命名、

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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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职权启动的地

名命名、更名；

7.纳入市、县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地名的更名；

8.市、县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编制；

9.地名方案编制；

10.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或市级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开展

专家论证的地名事项。

（二）论证程序

1.市、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承办处室（科）

制定专家论证方案，选定专家组及组长，提交论证事项，并向专

家组专家提供有关资料和文件。

2.专家组确定论证会的时间、地点，经专家组组长同意后，

下发会议通知书。

3.专家组应在召开论证会前 1个工作日向专家送交相关文件

和资料。

4.论证会议可采取线下、线上两种方式进行。被选入参与论

证会议的专家，因特殊原因不能到会的，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

形式反馈意见和建议，与其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具有同等效力。

5.论证会由专家组组长或专家组指定的专家主持，论证会议

应形成会议决定，作为地名管理决策参考。

6.参加论证的专家数应为单数，一般至少 7名。可根据论证

内容邀请相关乡镇（街道）、建设单位、管理单位、市民代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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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论证会旁听监督。

（三）期限

地名管理部门应在地名命名、更名申请受理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组织完成论证。

四、专家的权利义务

（一）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1.经邀请可以列席有关地名管理的专业会议、专题研讨会，

参与咨询论证活动；

2.根据需要可以按规定查阅地名相关文件资料；

3.可以独立提供论证意见和建议。

（二）专家应履行下列义务

1.公正、公平、客观和科学地进行咨询论证；

2.对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

务。不得泄露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信息。未经相关部门同意，不得私自泄漏论证的内容、过程

和结果等信息；

3.接受民政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专家组的监督和管理。

（三）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论证

1.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

2.收受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其他好处的；

3.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咨询论证工作任务，影响论证工作进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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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能胜任咨询论证工作的；

5.论证的事项与本人或所在单位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

正履行职责的，应回避而未回避的；

6.公开发表不利于论证事项言论，影响论证结果的；

7.因客观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咨询论证事务，本人提出申请

的。

五、附则

1.行政区划的命名、更名的专家论证，按照国务院《行政区

划管理条例》和民政部《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办理。

2.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命名更名专家

论证具体规范，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市民政局另行制定。

3.法律法规对专家论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重庆市地名管理意见征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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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健全地名管理科学决策机制，充分听取和吸纳社会

各界的意见建议，根据《地名管理条例》《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制定如下地名管理意见征求制度。

一、适用范围

涉及社会影响大、专业性强、技术性高，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下列地名管理活动，应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1.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更名；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命名、更名；

3.道的命名，道、路、街、巷的更名；

4.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的命名、更名；

5.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铁路、火车站、公路、机场、航

站楼、桥梁、隧道、索道、轨道及站点、立交桥等名称的命名、

更名；

6.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职权启动的地

名命名、更名；

7.纳入市、县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地名的更名；

8.市、县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的编制；

9.地名方案的编制；

10.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或市级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公开

征求社会意见的地名管理事项。

二、征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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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应将征求意见在区县（自治县）政府

网站、部门网站、当地主流平面媒体或其他新闻媒介公开发布。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命名、更名，还应在

所在村、社区显著位置张贴征求意见公告。

3.道的命名，道、路、街、巷的更名，还应在道、路、街、

巷主要途经区域张贴征求意见公告。

意见征求公示期应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三、主要内容

1.地名命名、更名的方案及理由；

2.地理实体的位置、规模、性质等基本情况；

3.地名更名涉及的身份证照、房屋预售许可证明、不动产权

属证书、地名标志、交通标志、互联网地图信息等变更方案；

4.地名文化保护方案措施；

5.意见收集方式、监督投诉电话、截至日期等信息；

6.其他征求意见单位认为应公开征求内容。

三、意见建议运用

公示期满后，应将征集的意见建议汇总整理，形成意见征求

报告，作为民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决策依据。

1.社会各界普遍赞成的，命名、更名合法、合理，程序正当

的，可以启动地名命名、更名程序。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的命名、更名，应征

得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同意方可启动地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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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程序。

3.道的命名，道、路、街、巷的更名，其主要途经区域居民

无明显反对意见方可启动地名命名、更名程序。

4.社会各界普遍反对或反对意见理由充分的，应暂停地名命

名更名程序。

四、附则

1.行政区划的命名、更名的意见征求，按照国务院《行政区

划管理条例》和民政部《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办理。

2.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命名更名的意

见征求具体操作规范，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市民政局另行制

定。

3.法律法规对地名管理社会意见征求另有规定，从其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