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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通>>2000 版多媒体光盘之特点

·合法性:(甘肃通》多媒体光盘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共

甘肃省委办公厅和中共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主持编制的一种

电子出版物。

·先进性:(甘肃通》多媒体光盘，是一项高技术的信息系统工程，
独具特色的信息载体。信息量大、形式多样、有声有色、图文并

茂、检索快捷、携带方便。

·广泛性:(甘肃通》多媒体光盘将通过政府部门和有关会议发送;
通过新华书店、电子图书市场面向海内外发行。

·及时性:(甘肃通》多媒体光盘，每年定期出版，在国际互联网上
每天 24 小时进行不断的信息传递和交流。

·长期性:人编《甘肃通》多媒体光盘的资料，将长期刊载，如需对
资料的内容修改和补充，可与本编辑部联系。

版权

《甘肃通》多媒体光盘(网站)及《甘肃通》概览中所含的任何图
像、图片、动画、文字和附加程序均受著作权法及国际版权条约条

款保护，不得复制、翻录。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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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配置
586/P200 以上电脑

16 倍速以上光驱

32MB 以上内存

声卡、音箱

中文 WINDOWS98

640 x480 屏幕分辩率

16bit 色彩模式

安装指南
(1)本光盘支持自动运行，元需安装，如果您的计算机不能支持自动

运行，请执行光盘根目录下 gst. exe 文件。

(2)WINDOWS95 用户请确定您安装了 IE4.0 以上的浏览器。

(3)如遇部分显示问题，请升级您的 WINDOWS 或 IE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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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概况

自然概况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位于我国的地理中心，介于北纬 32"3 1 '一 42"57' 、东

经 92013'一 108046'之间。东接陕西，东北与宁夏毗邻，南邻四川，西连青海、新

疆，北靠内蒙，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攘.总面积 45.4 万平方公里。全省设 14

个地区(州、市) ， 86 个县(市、区) ，省会兰州。

甘肃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类型齐全，交错分

布，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呈狭长状，东西长 1655 公里，南北宽 530 公

里，边界线长为 87∞公里。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0% 以上，西

北部的大片戈壁和沙漠，约占 14.99% 。复杂的地貌形态可分为各具特色的六

大地形区域:

陇南山地。这一区域大致包括渭水以商， 1胳潭、迭部一线以东的山区，为秦E … ………黝………山峭叫叩地帆阳和阳丘
西高东低，绿山对峙，溪流激荡，峰锐坡陡，南疆的"纤秀北国的"租矿在这

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陇中黄土高原。位于本省中部和东部，东起甘陕省界，西至乌稍岭麓。耕

地面狈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70% 。有丰富的石油、煤炭资源，黄河从这里穿流

甘肃通 而过，造就了不少险滩峡谷。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水电站，把无穷无尽的动

ι…这块土地焕发它的…它昔日的贫困
甘南高原。它是"世界屋脊"一一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一隅，地势高耸，平均

海拔超过 3∞0 米，是典型的高原区，这里尊滩宽广，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是本

省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

河西走廊。位于于祁连山以北，走廊北山以酶，东起乌精岭，西迄甘新交

界，是块自东向南、由南而北倾斜的狭长地带。海拔在 1∞。一15∞米之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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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戈壁绿洲。有着发展农业的广阔前景，是甘肃主要的商品粮基地。

祁连山地。在河西走廊以商，长达 10∞多公里，囱一系列平行山岭和山间

盆地组成。面积 7 万多平方公里，大部分海拔在 3500 米以上，终年积雪，冰川遥

远，是河西走廊的天然固体水库。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荒漠、草场、森林、冰雪，组

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画面。

北山山地。位于河西走廊以北，主要包括北山.(马崇山、合黎山和龙首山

等) .为一系列断续的中山。东西长 1∞0 多公里，海拔在 10∞-3600 米，人们习

惯称之为北山山地，这里地近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多风沙，山岩裸露，

荒漠连片，人烟虽然稀少，却能领略"大漠孤烟直.*洞落日园"的塞外风光。

甘肃是个多山的省份，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主要山脉有祁连山、陇山

(即六盘山)、峨山、阿尔金山、马鬓山、合黎山、龙首山、西倾山 、子午岭等。省内

的森林资源多集中在这些山区，大多数河流都从这些山脉发源。

甘肃深居西北内陆.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属大陆性很强的温带季风气

候。冬季寒冷漫长，春夏季界线不分明，夏季短促，气温高，秋季降温快。各地海

拔不同，气温差别较大，日照充足，日温差大。

甘肃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从陇东高原到河西走廊，从北山山地到陇

南山区，分布着山地、丘陵、高原、平)1/ 、荒漠、戈壁、森林、草原、绿洲、沼泽、冰川

等。 适于种植的农业土攘多达 15 种，人均耕地 2. 17 亩，草场面积 2. 50 亿亩，

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 36.57% .为全国第五大牧区，草地面积广，水草质量好。

林地面积 7731 万亩.木材蓄积量近 2亿立方米。近年来，人工造林面积逐年扩

大，育用结合已初见成效。

甘肃是全国中药材主要产区之一，有野生药材 951 种，居全国第二，已经

营 450 多种，主要有当归、大黄、党参、甘草、红琵、黄高、贝母、天麻、杜仲、灵芝、

冬虫夏草等。其中"眠当"、"文党"产量大.质量好，是闻名中外的出口药材，仅当

归一项，在国内市场年平均供应量达 5∞多万公斤。本省丰富的药材资源为甘

肃发展医药工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甘肃有野生动物 650 种，鸟类 441 种，属于国家保护的稀有珍禽异兽 20

多种，其中属一类保护的有 32 种，二类保护的有 36 种，三类保护的有近 50

种。主要分布在陇南山区、河西走廊、祁连山区以及甘南高原的森林地带。陇南

地区的野生动物，以大熊猫、金丝猴最为珍贵。甘肃水资源主要分属黄河、长

江、内陆洞 3 个流城、9 个水系。全省河流年总径流量 ω3 亿立方米，其中 1 亿

立方米以上的河流有 78 条。全省已建成水电站 29 座 ， 黄洞上游的刘家峡、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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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峡、八盘峡水电站和自龙江的碧口水电站， J总装机容量达 212.5 万千瓦，全

省总装机容量已超过 300 万千瓦，年发电量达 235.65 亿度。

甘肃是我国矿产资源大省之一，尤以有色和稀贵金属为最。截止目前，全

省已发现 145 种有用矿产 .25∞多处矿产地。探明 D级以上储量的矿产达 82

种，产地 470 多处，其中大型矿床 51 处，中型 128 处。列全国前 10 位的有 46

种，其中镰、钻、铅族、砸、铸型粘土和饰面蛇纹岩等 11 种的储量居全国首位，

铮、俗、铜、锦、重晶石、菱续矿等 15 种分列全国 2-5 位，具明显优势。对经济

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 45 种常用非金属矿产.除铝土矿、棚、金刚石和硅藻土等

外，我省均探明有一定储量，石油、错、饥、镰、铜、铅铐、钻、鸽、锐、金、萤石、硫、

水泥灰岩等近 20 种矿产的人均占有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倍以上。丰富的

矿产资源为我省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总人口在少数民族中.世居

本省人口在千人以上的有回、藏、东乡、土、裕团、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

等 10 个少数民族。此外，还有 30 个少数民族成份。东乡、裕固、保安为 3 个特

有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占我国该民族人口的比重为 85.14% 、 96.8% 和

92.2%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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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沧桑
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地处我国版图的中心向西北部作带状延伸，长约

14∞余公里。东邻陕西省，西连青海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靠四川省，北接

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界。

甘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华池县赵家岔衬洞洞沟和河西弱水

阶地旧石器的发现，说明远在一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劳

动、生息在这里的一些河谷台地上，创造着辉煌灿烂的远古文化。在新石器时

代，从陇东到洞酒，从陇南到肃北，到处都有原始先民们活动的遗址。距今 70∞

到 sooo 多年前的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所发现的殿堂式建筑群，烧制陶器的窑

址，彩绘鲜丽的陶器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表明这时期的甘肃居民，巳创造出

了使人惊叹的古代文明。1923 年首先于临挑县马家窑发现的马家窑文化(甘肃

型仰韶文化)，是我国黄河上游母系民族文化的代表，在省境内分布广泛，前后

继承，反映了距今 so∞年到 4000 年前甘肃地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

会过渡的发展阶段和先民们从事原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情况，不仅说明以

农业为主兼及畜牧、渔猎和采集的多种经营，已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特色，

而且出土的数量庞大、造型精美、色彩鲜艳的彩绘陶器，表现了甘肃先民高超

的技艺，堪称祖国的瑰宝，并使甘肃赢得了"影陶之乡"的美称。距今约 4∞0 年

左右，甘肃境内的先民们又创造了齐家文化，这是我国黄河上游父系民族文化

的代表，由于 1924 年首先发现于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黄河以东。

当时先民们已掌握了冶炼红铜、青锅的技术，使用铜器.有了剩余产品，出现了

商品交换和贫富分化，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此外，在挑河谷地，还有辛匈文化、

寺洼文化等遗存。在河西走廊，也发现了民勤沙并文化，山丹四坝文化，玉门火

烧沟文化，反映了河西先民以原始牧业和渔猎为主，由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

会早期发展的情况。

相传甘肃是伏裁、女娟和黄帝的故乡，甘肃被称为"楼、轩桑梓"。史籍记载:

"太吴伏截氏生于成纪即今秦安县北部。传其孕十二岁而生，故命名诞生地

为"成纪"，这是甘肃最早见于史籍的地名。伏截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类万物之惰，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女娟乃母系氏族首领，据传是伏毅同母之

女弟 i也诞生于成纪(今秦安县凤尾树村)。据司马贞〈三皇本纪)，伏援、女娟就

是"龙的传人"的始祖。黄帝，姓公孙，名轩辙。据《水经注》记载"黄帝生于天水，

在上却城东七十里"的轩橡谷(今北道区街子乡 )0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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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闻广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见之"。至今峻嗣山有问道宫(黄帝问道处) 、

望驾山(以望黄帝驾临处)等古迹。黄帝并曾"西济狈石，涉流沙，登于昆仑"飞。五

帝中之额项离阳氏也"西至于流沙

北，一说在敦煌)λ。这进一步说明甘肃为华夏古丈明的发祥地之一。

甘肃古为"雍梁之地"。相传夏禹~J天下为丸州，甘肃境内分属雍州西部和

梁州北部。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早在商周时期，甘肃境地居住

着许多戎族部落。因此古代甘肃被称为"西戎之地"或"戎羌之地"。

古代甘肃又称作"秦凉之地"。商时，秦族定居在今甘肃札县东北，原为"西

戎之人"。前 688 年(秦武公十年) .吞并却戎、冀戎、设部县(今天水市)、冀县(今

甘谷县)二县，这是我省也是我国置县之始。前 279 年和前 272 年，秦昭王先后

设置陇西郡(治今临挑县)和北地郡(治今庆阳县西南)。并开始修筑西起l恪泌

的长城。接着矛头东向，攻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可见甘肃是秦的发祥地。汉承秦制，并开发

河西，置四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 年) .分全国为 13 刺史部，今甘肃省境除

陇南地区一部分外，概腐凉州刺史部，包括今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共辖 10 郡

123 县(道) .州治龙城(今秦安县陇城镇).基本上确立了甘肃政区的雏形。甘肃

省政区奠定于两汉。延至西晋，今甘肃黄河以东地由秦州(治天水)管辖，以西由

凉州管辖。这就是省境世称"秦凉之地"的由来。

古代甘肃境地，是中国陆地交通的必经通道和重要门户，闻名世界的"丝

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全境，被称为"丝路孔道"。位于黄河以西，祁连山地以北，

北山之商，长约千余公里，宽仅几公里至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是中西往来必

经孔道，因称"河西走廊"。

甘肃，古称"陇西"、"陇右"。古代以西为右，故名"陇右"。所以从那时起陇

右"即成为甘肃省的特称，简称"陇"。陇山，是指自六盘山南到渭洞的离北走向

的山脉，全长约 120 公里，主峰六盘山海拔 2945 米。陇山突起耸立于关中平原

西部，是渭?可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因此"陇"名。其很长地段呈现为平缓的

侧坡，所以又有"陇阪"、"陇抵"之称。登上陇山，东顾秦川如带，西望陇阪九回，

是古代著名关塞。陇右地处我国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会地

带，总体表现为山地型高原地貌，大部分地面在第二级阶地上，海拔 1∞0 米以

上，黄土厚度达 50 米以上，俗称"陇原"。陇山又将其分为三部分:陇山以西、乌

鞠岭以东的黄土高原地区，称陇西黄土高原，简称"陇西又称"陇中陇山以

东之庆阳地区和平凉地区大部 J属陇东黄土高原，习称"陇东陇山之商，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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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西走向的西秦岭山地和山间盆地，包括陇南地区和天水市 、 甘南州的部分

地区，俗称"陇商"。 合称"三陇"。因此，人们也将"三陇"作为甘肃的代称。

"甘肃"作为一个名称词，出现于北宋西夏时期。西魏时始改张掖郡为甘州，

以境内之甘峻(泼)山得名;隋时改酒泉郡为肃州。"甘肃"一名，乃合甘州、肃州

首字而得。甘肃省的正式设置始于元代。但建置和行政区划的完成实在清代。

新民主主义时期，地处甘肃省陇东的庆阳地区大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

宁边区"(陕甘宁省，由地处三省边缘交界一带而得名)的一部分。 1949 年 7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甘肃境内。 28 日解放平凉，8 月 3 日解放酒泉， 12 月 29 日

解放武都。8 月，即成立了甘肃行政公署，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建立甘肃省人民政府。1950 年 1 月 8 日在兰州

市隆重举行T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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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甘肃省鼓励引导外商投资
若干政策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1998 年 7 月 15 日发布)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促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及其它按国家法律规定由外商投资设立的企业(以下

简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省的发展.根据国家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和鼓励外商

投资的有关法规规定，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特哥哥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香港、澳门、台湾的投资者和华侨在甘肃省境内投

资设立的企业及其它外国公司、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外商)在甘肃

省境内投资设立的企业。

二、外商投资方式

第三条外商可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投资:

(一)举办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

(二)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

(三)举办股份制企业;

(四)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件装配;

(五)购买、参股、承包和租赁经营省内国有、集体、私营企业:

(六)购买房地产;

(七)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发经营;

(八)举办"建设一经营一移交(SOT)"项目;

(丸)共同投资，建立专项建设基金或投资公司;

(十)"无追索"融资或不增加债务和其它投资方式;

(十一)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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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商投资产业导向
第四条 外商可以举办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所允许的任何产

业项目。并特别鼓励外商投资于农业综合开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社会公益

性事业和高、新科技产品开发及其它新兴产业。

(一)农业综合开发

1 、共同建设经营农田水利灌溉工程;

2、节水农业、中低产因改造及荒山、荒地开发;

3、建设经营优良品种培育基地和先进的农业示范基地;

4、建设经营农、林、牧、渔新产品;

5、建设经营农副产品保鲜及加工。

(二)能源、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

1 、建设经营火力和水力发电站;

2、建设经营高等级公路;

3、共同建设先进通信设施;

4、共同建设经营民航机场;

5、共同建设经营甘肃境内铁路及地方铁路、城市地铁及其它交通设施;

6、土地连片开发及其配套设施;

7、经批准的城市其它基础设施建设。

(三)矿产品开采、冶炼、和加工

1、有色金属及系列产品开发和生产;

2、黑色金属及系列产品开发和生产;

3、非金属矿产品开发和生产。

(四)石油、石油化工及化学工业

1、化肥及高效安全的农业生产;

2、聚氯乙烯树脂、乙烯及副产品综合利用;

3、工程塑料及塑料合金、合成橡胶和精细化工;

4、经批准的其它石泊化工产品生产。

(五)新兴产业

l 、微电子技术;

2、新材料;

3、生物工程技术;

4、信息、通信系统网络技术;

5、同位素、辐射及激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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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节约能源开发技术;

7、资源再生及综合利用技术;

8、环境污染治理工程及监测和治理技术。

(六)产品出口企业和技术先进企业

(七)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www.~to.ng. CO!D 

外商可采用多种方式参与对全省范围的现有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的技

术改造，可以参与对一个车间、一个产品的嫁接改造和整厂的改造乃至全行业

的嫁接改造和购买股权;

(八)医疗、卫生、教育、体育、及其它公益性事业

l 、建设经营医院;

2、合作开办除义务教育之外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3 、共同开发经营文化产业;

4、建设经营卫生防疫项目;

5、建设经营体育场馆;

6、经批准的科学研究、新技术开发试验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

(九)旅游服务业

1 、历史遗迹和旅游景点的开发;

2、旅游设施的建设与经营;

3、旅游产品的开发;

4、旅行社。

『……卢商投资子兰州市区和兰州离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兰州连海经济开发区、白银经

(十)经省政府批准的其它产业。

四、外商投资地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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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开发区、敦煌旅游经济开发区、金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成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陇西文峰经济技术开发区、临夏商贸经济开发区等国家

和省级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并鼓励外商举办开发区或技术园区。

第六条 根据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向中西部倾斜的方针，经批准外商可在

兰州市区和开发区内举办金融保险、商业零售、对外贸易企业，及其它{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列为限制类的项目。

五、外商投资优惠政策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享有以下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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