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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编写出脏一套f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这是我国社会主

义四化建设的需要，是繁荣发展提济地理科学与教青事业的需要，

也是全国广大经济地理工作者的 。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分布规律前科学.在产布局是生产的

空间形式。任何社会生产总要落脚到特定的地区、地点。我国三

十多年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二只有在国家统一计划

盹指导下，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和各地区的条件与特点，把再生产

的各个环节、国民经济的银个部门、各个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合理的分布，并在地域上科学地进行组合，整个社会才能协调

地向前发展，取得最大的国民经就放益。我国幅员广酶f地区差异

性很大，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布置生产力，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

意义..这一点，近几年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拣识b 现在，中央对

拿国生产的战略布局已作出了决策，指明了方向，但具体落实，还

有许多工作要傲。对全国各省市‘区的国土资源状况、经济地理特

征.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等饲题的调查研究，摸清省惰，明确地、区优

势，就是落实全国战略布局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二应当说，这

些工作做得还不够，远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

建国三非多年末，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友展，我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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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编写出版了一批经济地
理书籍，但却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分省市区的经济地理著作，成为我

国经济地理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空白，急需加以填补。

热爱中华，振兴中华，首先就要了解中华，了解我们中华民族

赖以生存发展的这片国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一切都说明编写出版成套的、系统的、比较完善的省市区经

济地理著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在国家计委领导和国土局的关怀和支持下，"全国经济地理科

学与教膏研究会'在故理事长孙敬之教授的领导下二经过多方面的

准备，于1'982 年 10 月开始，先后组建了三+个分册编写小组，9f

展这项规模宏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也得到了中央教育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市区计委、统计局、有关业务部门和全国

许多高等院晴、科研机构曲重视与赞助，新华出版社在出版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全部承担了三十一个分册的出版任务。经过全国

哲学桂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审议批准，这牵丛书又以4中国经济

地理与战晴布局){多卷本〉这二课题，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哈J五坟蜘

问蠕赛聋点项目:

正是培么多单位‘领导和同志强国~:情关怀与事方赞助，为这套

丛书的编写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 f 

‘中国省市区;缉挤地理丛书昂，是区域性的经静地理系动j著作二

一个省市区~个分册，分别介绍各省市区生产分布演变的历史过

穰、生产分布现状和基本特点，分析、最响生芦分布发展变化的条

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省市区生产布局的基本经验，探讨今后发

展趋势，反映生产分布运动过程中的班律撞问题.'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在我国还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因此

难度就大。在编写过程中.，.备辅写组成员，1jfJJ;A以下五方面未提

在



/ 

高编写质量，

一是科学性。包括引用的资料数据要真实可靠，对经济地理

现状要描述清楚准确，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对现状形成的原因和

今后的发展趋势，要紧密联系诸条件给以科学的解释和阐述。

二是突出特点。包括突出经济地理的科学特点，突出各省市

区的特点。

三是实用性。从实际出发，提出分析、解决地区生产发展和布

局中的重大问题，力求对省市区国土开发、地区产监结构与布局的

调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吸收国内已有有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几方面

有所创新，这就是对省市区条件的评价和特点的分析，对省市区迫

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提出有一定依据的

看法;省内经济区域的综合分析.

这是丛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努力的方向。许多编写者为此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成效如何，还得请读者来鉴

庄、豆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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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辽宁省经济地理F是"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的一个分

册，是一本区域经济地理专著。它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辽宁

省生产分布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分析了影响生产分布发

展变化的自然、历史、社会经济等诸因素，实事才f是地反映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辽宁省经济建设、特别是生产力布局上的主

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生产力布局的进一步

调整和发展方向与基本途径，以及经济地理分区。

本书作为区域经济地理专著，在内容上着重于介绍、分析辽宁

经济地理状况，对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没有专门论述，而是将其贯穿

于全书分析和比较丰富的材料之中。由于本书作者多年从事经济

地理教学和经济地理研究，以及参加辽宁省农业区划、城市和工业

布局、人口研究、国土资源地图和国土规划、海岸带综合调查等国

家重点科研项目。因此，书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是明确的。

本书共分为五篇、二十三章。其中 z 第一、二、九、十章由张大

东执笔，第三、四、五、二十二章由赵宪尧执笔 z 第六、七、八、十五、

十六、十七章由王焕令执笔 z 第十一、十二、十二、十四、以及第二十

三章的一、三部分由梁喜新执笔: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以及

第二十二章的二、四部分由张耀尤执笔。书中的插图由张耀光、王
• 

1 

.'-' ..~ "，俨.



换令 i变计，刘.主珍、在、吉、孙莉莉清绘 c 全书由梁喜新、赵宪尧绕

稿。

本书的编写出成是在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统

一安排领导下进行的。这套丛书的主编孙敬之教授主持了这项研

究工作，营务编委况鸿璋、连亦同教授给予了指导，经济地理学

界的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近些年来，介绍研究辽宁经济发展变化的著作论文、报导和

多种年鉴的大量发表和出版，为本书提供了翔实可靠而系统的资

料F 并使本书得以公开出版c 但由毛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实践经验

有限，本书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错误，恳切希望专家和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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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总 t论
, ，号。》

\子迂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最南部，在东经 118。剖'中

125 0 46' 和北纬 38 043' ~48026' 之闹。丁地她辽拇流域，.dI肃、*

岛向西南伸展与山东半岛遥相对峙，背靠亚洲大陆，面向太平洋。

它的四邻是 z 东南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邻，东部

和东北部与吉林省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西南

部与坷北省相连，南部隔黄海和渤海与山东省相望。

全省面积为 145740 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5% ，在

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中面积是比较小的一个省。

全省有 13 个省辖市， 4 个县级市， 45 个县(区)， 392 个镇.

1985 年底人口 3686.2 万人，其中，市镇人口为 248 1. 1 万人，占

67.3% ，乡村人口 1205.1 万人，占 32.7% 。

全省有 40 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口最多，占 91.9% ，其次是

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和锡伯族等。在少数民族中以满族为

最多，占全省少数民族的 68.4% 。

辽宁是东北地区开发最早的省份。早在战国时期，这里称为

黯地，秦时置辽东郡和辽西郡，唐设安东都护府，元时改为辽阳路，

明时称辽东都司，清朝置奉天省， 1929 年改为辽宁省直至今日，体

现了人们期望辽词流域安定繁荣的愿望3 现在的辽宁省建制是

z 

剧. , • ,. '.刷、一.'" " .,. ~、，



1954 年由辽东、辽西二省合并取历史旧称而设置的。

辽宁省经济的发展史，如同辽宁省的开发历史一样，也是比枝

早的。但是，由于解放前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以及帝国主义的殖

民统治，不仅经济发展比较迟缓、落后，而且殖民地性经济特别显

著。 1948 年解放后，整个社会经济才得到了新生，一改过去落后

面貌。目前辽宁的社会经济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基本上建成了

以钢铁、机械、石油、化工为主体，基础比较雄厚的全国最大的重工

工基地。农业也得到了新发展，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地区之一，在对

外贸易土，培养和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1管睡火才上，‘以及传送新

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等方面，都起到1i现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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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生芹力布局的基准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资源，仇阳数

量和素质、14 社合徨挤技术基础等方面内睿。辽宁是我国生产力带

局基非条件比较良好的省份之→V!J 价‘争1

, :"r ..~ 

一、自然条件优越和自然资源丰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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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山地平原相间分布，山属与河诚、多呈西南......3，属也4是邸，具有

由酷地向海猝过渡的自然地理条件'

辽宁省地势大体自北向南，由东、西两制向!命都倾解iY tt东和

辽西均为海拔 80n 米左右的山地和 500 米以市的、丘陵，中部为

2DO 米~'F I句渤海缓缓倾斟的平原。姻果从L凌源西南沿北;纬~d l"

纬线横穿辽宁省，马鞭型的起伏甚为明显。!这耕地费使逗宁没部

分拥流为顺闹汩或切成横谷，呈辐合就水珉，询辽阔节瓣汇棠，在

海槟形成大面积洼地和宿痒，也使被梅葡来的翼事凤瞄辄入到竟

高的纬度。生壤和植被也受到东北南向由地丘陵的影响，。形成国

东向西有规律的变化di 大降微升的酶岸线与星罗棋布酶斟屿撞背

着复杂多样的海岸地貌。根据辽宁地势特点和地挽组合，大致可

分为三大区， 、，、\~

B 

鸟'每...句.'.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