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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编写出版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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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繁荣发展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的需

要，也是全国广大经济地理工作者的多年愿望。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分布规律的科学。生产布局是生产的

空间形式.任何社会生产总要落脚到特定的地区、地点。我国30

多年的实践说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有在国家统一计

划的指导下，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和各地区的条件、特点，把再

生产的各个环节、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生产要素，在全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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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我国幅员广

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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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识。现在，中央对全国生产的战略布局已作出了决策，指明了方

向，但具体落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全国各省市区的国土资

源状况、经济地理特征、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调查研L

究，摸清省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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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这些工作做得还不够，远不能满足实际二

的要求.

1 

叮…町卢-叶斗 - -唰-、，咱民 一可由--牛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jbp?仨

建国 30 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经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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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经济地理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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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与教育研究会"在故理事长孙敬之教授的领导下，经过多方

面的准备，于1982年10月开始，先后组建了 30 个分册编写小

=组，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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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机构的重视与赞助，新华出版社

在出版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全部承担了31个分册的出版任务。

1经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审议批准a 这套丛书又以

《中国经济地理与战略布局)) (多卷本〉这一课题，列入哲学社会

，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

正是这么多单位、领导和同志的热情关怀与多方赞助，为这

套丛书的编写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省市区电济地理丛书))，是区域性的经挠地理系列著

作，一个省市民J个分册，分别介绍各省市区生产分布横蛮的历

…史过程、生产分布现状和基本恃点，分析影响生产分布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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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性问题。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在我国还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国

.2 



此难度较丸.在编写过程中，各编写组成员，努力从以下三方面

来提高编写质量z

一是科学性。包括引用的资料数据要真实可靠s 对经济地理"

现状要描述清楚准确，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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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产业结构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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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创新，这就是对省市区条件的评价和特点的分析F 对省市

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提出有一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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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更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编辑委员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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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地理》是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

:究会组织和国家计委国土司资助、批准编写的《中国省市区经济

千地理丛书》之一。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证了近四十年、特

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新疆资源与环境条件新特点、新问题，以及工

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城镇建设的新成就及新格局 F 并对经济发

-展战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谢香方

〈研究员〉、孙荣章〈副研究员〉、Jis慧兰〈副研究员〉、毛宝

，梯〈功理研究员) ，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系钱云〈副教授) ，新疆

林科院孙万忠〈副研究员〉和新疆水产局姜正炎〈高级工程师〉

等同志。孙荣幸编写了第七、八、九、十和第二十八章s 钱云编

写了第十八、二十七章，毛宝梯编写了第二十二、二十二、二十

四章，孙万忠编写了第六章，第二十六章均谢香方与鄙慧兰合

绵，其余各章为谢香方编写。全书由谢香方统稿，李锡纯〈新疆

国土整治农业区划局局长〉、孙荣章协助修改定稿。书中插图由

谢香方、孙荣幸编制，王淑萍清绘。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不少部门、学者及业务单位负责同志的大

为支持和帮功。原新疆地理研究所陈汝国副研究员和原新疆大学

1 



地理系李文生副教授提供了部份研究材料z 新疆地理研究所周班4

一帮助整理资料与计算和清稿工作，该所的崔晓林、傅小峰同志.

也参加了资料整理和计算。自治区计委、统计局、国土整治农业

区划局和生产建设兵团提供了大量统计资料。本书颐问原自治区

建委副主任、原自治区党委顾问委员会委员、自治区流域规划委

员会副主任申王昆经常过问本书的编写工作。初稿完成后，自治、

区统计局综合处杨思铮处长详细审阅了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

意见，自治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原自治区农科院院长冯兆

蛊研究员、新疆地理研究所杨利普研究员、自治区计委综合处陈

博文处长亦对书稿提出了部份修改意见。《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E

丛书》常务编委郑宝喜教授也参与了本书的修改定稿工作。在此，

特向以上有关部门、单位和学者、教授及支持帮助编写本书的有.

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缺点甚至错误在所难免。均此，

热诚地欢迎地学和经济界学者、专家以及理论、实际工作者和r

大读者批评指正。

2 

《新疆罐吾尔自治区经济地理》编者

1989年11月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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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总 论

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桥事

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面积164.45万平方公里，为我国

最大的省区。位属东经73 0 32' .....90 0 21' 和北纬34 0 22' .....49 0 33' 之

间，处于我国的西北边疆。东部和南部与我国的甘肃、青海、西e

藏等三省区接壤，从西南至东北，分别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

忏、苏联和蒙古等国为邻，国境线长达5390多公里 o

新疆开发历史悠久。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和汉武帝元狞四年〈公元前119年)，曾两次派张毒出使西

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沟通了我国中原与西域各地

之间的联系。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汉宜帝地节

二年(公元前68年〉间，汉朝中央政府除报李广利、常惠、郑吉

等率兵协助西域各城邦抗击匈奴侵扰外，在轮台、渠犁设立使者

技尉，开展屯田，为建立西域统一的地方政权作了不少前期工作。

扭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摔率众归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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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为归德侯〉后，整个西域正式列为中国版圈。神爵三年〈公元

前59年) ，西域都护府在鸟垒〈今轮台附近〉宣告成立。郑吉为

第一任都护，统管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

我国在西域统一的地方政权建立后，虽经多次曲折反复的发

展过程。但从总的趋势看，一直为我国管辖。唐朝在新疆东部实

行州、县、乡、里制度，如设置伊州(哈密〉、西州(吐鲁番〉与

，庭州(吉木萨尔)等。在其余地区则实行都护府、都督府、州制，

如设安西都护府(初建于吐鲁番，后迂至龟蕴)，北庭都护府(驻

吉木萨尔)，前者管天山以南，后者管天山以北，西部达至中亚

地区。清朝在平寇准噶尔班乱后，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统管全

疆军政事务。伊犁将军以下设都统、参赞、办事、协办、领队等

F大臣，分驻各地管理各辖境内的地区事务。当时伊犁将军管辖的

-范围，除南 ，也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广大地区。进

入19世纪40-50年代后，由于沙俄侵略，使新疆丧失了大片领

土。到19世纪末期，我国清朝政府为了巩固领土、反击侵略、恢

复与发展经济，在新疆建立行省〈请光绪十年，即公元1884年) , 

-省会设在迫化(乌鲁木齐儿 1933年全疆共设9个行政区，下设57

个县， 4个设治局。到1943年，全疆行政区{后又改为专员公署〉

增加到10个〈新增莎车) ，县77个。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

曲多民族聚居特点，在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国家宪法的

指导下， 1953年在新疆成立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1955

年9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1 次会议决议"撤销新疆

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

副域"。当月 21 日，原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通过了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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