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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1993 年 9 月 2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2 年 9 月 20 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各族
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原
则，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提倡和鼓
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自治区改革开
放和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服务，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
和共同繁荣。

第三条 加强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管理和科学研究，促
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对文字的改革和改进，应遵循语言本身的发展规律，尊重本民
族多数群众的意愿，慎重、稳妥地进行。

第四条 对于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按照有利于
本民族发展繁荣和自愿选择的原则，慎重、妥善处理其文字问题。
已选用其他民族文字的，应当尊重本民族的意愿，予以肯定。

第五条 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负责全区语言文字
管理工作。自治州（地、市）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和县（市）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语言文字的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语言文字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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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对在语言文字工
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管理

第七条 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同时使用维吾尔、汉
两种语言文字；根据需要，也可以同时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
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在使用自治区通用的维吾
尔、汉语言文字的同时，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也
可以根据需要，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时使
用几种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
文字为主。

第八条 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公章、门牌、证件和印有单
位名称的信封，以及自治区境内上报下发的各种公文、函件，都应
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发行的学习材料和宣传品
应根据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

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同时使用时，应当大小相称，用字规范，其
排列顺序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公共场所、公用设施以及从事公共服务，凡需要使用
文字的名称标牌、公益广告、界牌、指路标志、交通标志和车辆上印
写的单位名称、安全标语，区内生产并在区内销售的产品的名称、
说明书等，都应当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

第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召开会议，根据与会人
员情况，使用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重要会议的会标应当同时使
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招生、招工、招干
和技术考核、职称评定、晋级时，必须同时或分别使用当地通用的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应考人员或参与人员可以自愿选
用其中的一种语言文字。国家或自治区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各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
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
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检察案件，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
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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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应当根据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
第十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司法机关、人民团体在受理或接待

各民族公民来信、来访时，应当使用来信来访者通晓的语言文字进
行答复和处理问题，或为他们翻译。其工作人员对以自己不通晓
的文字书写的信函、批件和其他材料，应当及时处理，不得积压或
拖延。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促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
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古籍整理等项事业的发
展。教学、广播、文艺演出、教材、报刊、图书、电影、电视必须使用
规范的语言文字。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科技人员、文艺
工作者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从事科学研究、发明创造、撰写论文、
著述，进行文艺创作和演出。

第十六条 邮政、金融等部门应当做好少数民族文字邮件的
收寄、投递和信贷、储蓄等工作。

第三章 语言文字的学习和翻译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教育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
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
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汉语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十八条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授课的中、小学校，在加强
本民族语言文字基础教育的同时，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汉语课程，
有条件的可以提前开设，搞好汉语教学，逐步使少数民族学生高中
毕业时达到民汉语兼通。

大中专院校应当加强民汉双语教学，培养双语人才。
第十九条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用汉语授课的中、小学校，可

以适当开设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课。
第二十条 少数民族学生可以上用汉语授课的小学、中学，汉

族学生也可以上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中学。学校应当支
持和接收。

第二十一条 商业、邮电、交通、卫生、金融、税务、工商、公安
等部门，应当对工作人员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培训，使他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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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并运用当地通用的语言为各族公民服务。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必须重视和加强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
第二十三条 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和汉文、外文图书的翻

译工作，促进自治区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
第二十四条 以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

主持人、影视话剧演员、教师、编译等有关人员应当达到自治区规
定的语言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标准的，应当进行培训。

第二十五条 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当采取各种形
式，积极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编辑、教学、科研人员和管
理人才。

第二十六条 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工作者属于专业技术人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职称，享受专业技术人员待遇。

第四章 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和规范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科学研究，制
定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标准语、正字法、正音法等方面的规定。

自治区民族语言名词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根据不同语种、不
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分别成立专业组，开展少数民族
语言名词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审定工作。

第二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必须使用经自治
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审定并公布的正字法、正音法、名词术语、人
名、地名，执行有关语言文字的规定。

凡以少数民族语言称谓的人名、地名的汉字译写，应当根据自
治区有关规定译写。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力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和规范汉字。各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普通话和规范
汉字的推广应用。

使用汉字应当以国家发布的简化字、常用字、通用字表和异体
字、异形词整理表为标准。不得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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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公章、门
牌、证件和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未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
汉字的，或者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同时使用时大小不相称、用字不规
范，以及排列顺序未按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的，由语言文
字工作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可
处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公用设施的名称标
牌和使用文字的公益广告、界牌、指路标志、交通标志，未同时使用
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汉字的，由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予以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可处以 500 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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