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紧接着，中央召开扶贫

工作会议，并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在全国范围内确

定了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予以重点帮扶，

并确定了一个部委定点联系一个片区的工作机制。同时强调全党全社会要深刻认识

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更

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扎扎实实地做好扶贫开发各项工作，确保

2020 年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滇西边境山区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该区域国土面积 20.9

万平方千米，包括云南省保山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 10 州市的集中连片 61 个特殊困难县市区。滇西边境山

区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区域内居住着多个特有少数民族和跨境民族，是

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是长江、澜沧江、怒江水源保护地和我国重要

的生态功能区，也是中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言，地位极为特殊十

分重要。片区内包含 48 个民族区域自治县、22 个边境县、45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集贫困、边疆、民族、山区为一体，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中边境县数量和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片区，扶

贫开发与区域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教育部作为定点联系滇西边境片区的单位，高度重视滇西山区的区域发展和扶

贫开发工作。教育部领导多次带队深入边境山区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深入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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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工作总体方案》。该方案对滇

西边境山区资源丰富而教育落后这一点状况，围绕重点解决素质型贫困这一难题，

着力探索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片区区域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将滇西边境

山区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开发扶贫示范区。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工作

总体方案》，教育部及时制定了支持滇西边境山区和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行动计

划；组建了滇西产业—教育联盟，成立了云南校企合作促进会；开通了滇西开发网；

实施了滇西 10 州市干部挂职联系制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滇西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滇

西边境山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综合性机构。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使滇西边境山区的

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更好地服务于滇西边境山区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工作，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

滇西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要求，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方面力量，

对滇西边境山区进行更大规模和更为全面的调查研究。“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就

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系包含绿春县、金平县、河口县、澜沧县、

江城县、孟连县、西盟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腾冲市、龙陵县、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瑞丽市、福贡县、泸水县、贡山县、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等 22 个边境

县市分卷。各卷主要内容有地方社会与文化、经济与特色产业开发、资源环境与特

色能源开发、教育发展、沿边开放开发等，目的是全面反映滇西边境县市情况，宣

传和介绍滇西，探索滇西边境县市发展路子，为国家扶贫开发和决策咨询服务。

本书系研究项目是在教育部、云南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扶贫办的关心下

开展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滇西边境各县市县委县政府及教育部滇西挂职干部的大

力支持，经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推介，列入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在此，谨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滇西边境山区

的发展一定会取得辉煌成绩，滇西边境山区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我们也将不断努

力，争取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服务于国家扶贫开发战略，有更多的成果反映滇西

边境山区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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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缘与区位

第一节  地缘区域概况

一、自然地理及交通

芒 市 位 于 云 南 省 西 部 ，德 宏 傣 族 景

颇族自治州东南部，其东部及东北部与保

山 市 龙 陵 县 相 接 ，西 南 连 瑞 丽 市 ，西 部

及西北部与梁河县、陇川县隔龙江相望，

南 与 缅 甸 交 界 ，国 境 线 长 68 . 2 3千 米 。芒

市 处 东 经 9 8° 0 1′ ～ 9 8° 4 4′ ，北 纬

24° 05′～ 24° 39′之间，与北回归线相

邻，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森林覆盖面广，

水量丰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总面积 2987

平方千米，其中东西长约 71 千米，南北宽

约 62 千米，山地与宽谷盆地相间，其中山

地占 74%，坝区占 26%。芒市属藏滇地槽褶

皱系横断山地槽褶皱带的一部分，坝区海拔

在 700 ～ 1000 米之间。区域最低点为曼辛河

口，海拔为 528 米；最高点为箐口山，海拔

为 2889 米。

芒市地貌特征素有“两山两坝两河”的

简称。所谓“两山”，是高黎贡山余脉大尖山、

背阴山，从东北部的龙陵县分两支入境，位

于县城的东部和西部；“两坝”分别为芒市

坝和遮放坝；而“两河”则指芒市大河和龙江。

此外，在山地之间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宽河

谷地带，称为“勐”或“坝”，如芒海坝等。

区域内分布大小地热资源 16 处，其中泉群 8

处，总面积为 448 万亩，其中水域面积 3.2 万亩，

陆地面积 444.8 万亩。地貌类型有山地、山岳

台地、盆地三种类型，其中山地面积为 241.9

万亩，占陆地总面积的 54%；山岳台地面积

为 139.8 万亩；盆地面积比重最小，包含芒市

坝、遮放坝、芒海坝、曼辛坝和万马河坝等，

共计 66.3 万亩。土壤类型有 9 个土类，16 个

亚类，35 个土属，58 个土种，主要有砖红壤（面

积约 260.2 万亩 )、黄壤（面积约 26 万亩）、

棕壤（面积约 1.8 万亩）及紫色土壤（面积约

7.6 万亩），山地土壤缺磷，偏酸性。

芒市市政府所在地勐焕，陆距省会昆明

649 千米，空距 427 千米，同时也是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是中缅交流的重

要窗口和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国际门

户和区域中心，素有“咖啡之都” “黎明之城” 

“中国石斛之乡” “中国傣菜·景颇菜美食

之乡”之称。2012年，芒市被评“国家卫生

城市”，2013 年又获 “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二、历史沿革及建制

芒市， 古代称之为“滇越乘象国”地。

西汉为不韦县，属益州郡。东汉永平十二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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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划入哀牢县，属永昌郡。三国蜀汉时沿

袭旧制。西晋泰始七年（271 年）属宁州辖地。

芒市，唐代称为“茫施”。唐樊绰的《云

南志》载：“茫施，茫蛮部落。”“茫是其

君之号，蛮呼茫诏”。茫施，德昂语意为德

昂族首领名，后为部落名称。蛮为傣语村寨（部

落），诏者傣族首领。“蛮”后来写作“芒”，

施（社）谓之虎，“茫施”意为“虎寨”。可见，

早在唐代，芒市就已经是傣族、德昂族等多

民族先民共同生活的地方。其地名，既有各

民族的文化元素，同时又是各民族共同的家

园之称。

唐初，以芒市为中心称些罗城，属齿部，

隶属剑南道姚州都督管辖。贞元十年（794 年）

年茫施属永昌节度地。宋大理国时，易名怒谋，

属永昌府，为金齿白夷地。元朝中统二年（1261

年），在金齿地设安抚司，属贺天爵安抚使

管辖。至元十年（1273 年）分金齿司地为“路”，

今县城划入东路地区。翌年（1274年），东

路改名镇康路。至元十三年（1276年）从镇

康路划出，设茫施路，隶属金宣抚司六路总

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废茫施路，

置茫施府，隶云南承宣布政司。正统八年（1443

年）改置芒市御夷长官司，属金齿军民指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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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体育运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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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隶云南布政司，刀放革随征缅酋有功，经王

骥提授芒市长官司之职。万历十三年（1585 年）

在遮放地区置遮放副宣抚司。崇祯十三年（1640

年）芒市御夷长官司升格置为芒市安抚司。清

初属永昌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改属龙

陵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置勐板土千总（今

芒牛坝一带），属龙陵厅管辖。民国二年（1913年）

划芒市、勐卯两司为芒板弹压委员辖地，划遮放、

勐板两司为遮卯弹压委员辖地，均隶属滇西道

观察使。民国四年（1915 年）改划芒遮板三司

地为芒遮板行政区，属腾越道尹，公署设在勐

戛。后废道制，改属第一殖边督办公署。民国

二十一年（1932 年）改为芒遮板设治局（准县

级）。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改设潞西设治局，

因以芒市位于怒江以西的方位关系而得名，局

署仍在勐戛。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11 月始

设区、乡（镇），与土司制度原设合一，共设 3

区 24 乡 4 镇。1949 年 3 月潞西设治局从勐戛迁

入芒市， 8 月改为县治，县名仍为“潞西县”，

隶属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芒市土司代

办、设治局长方克胜任县长，治所设在芒市。

1950 年 4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第 14 军 41 师 121 团进驻芒市，潞西解放。2010

年7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潞西市更名为芒市。

据 2012 年统计，芒市下辖芒市镇、风平镇、遮

放镇、勐戛镇、芒海镇、轩岗乡、江东乡、五

岔路乡、三台山乡、西山乡、中山乡等 11 个

乡镇及 1 个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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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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