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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北省位于伟大程医北部，地处华北平票。它东临渤海湾，西

琦太行山，环抱京津，是我望重要的东部沿海省份。

泻北这芹古老的土地，是中华民族的发洋地之一，有着悠久的

百史和她烂的文化，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刹住越的自然条件，有

发展经辟的独特镜势。

作为沿海大省，湾北理应为中华民族的摄兴，为社会主义现代

住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薪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立人民

在又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

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有了长足的

进步，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河北的

综合经济实力与沿海大省的地位还不相称。为了抢掠机遇，加快发

展，省委、省政府棋定了《河北经济振兴大纲》。萤照大纲的要求，

今后河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标是建设经济强省，实王军位次前移，推

动社会全面进步，力争本世纪末跻身全国五大经济强省之药，从而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实现这一光荣而又琅巨的任务，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

进行深入的省情研究和持续的省情宣传教育。

省需是一个省自熬、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靖多方面情况

的综合支琪。了解、研究和捏握省情，是认识、思考、解决一个省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起点和根据。离开了这一点，就难以做到解放思

握，实事求是，把-个省的事情办好。毛泽东自志说过，认清中国

的国情，乃是认清-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摄据。邓小平同志指出，中

国的事靖要按照中富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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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过去经历了很多曲折，银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政离了自己的实露

情况。因此，省情的教育如同国情的教育一样，实贡上是党的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不懈地主1\下去。要把河

北的省靖全面地、系统地、如实地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作

分嚣，使他的了解河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侥势和劣势，茵1隘的机遇

和挑战，既对河北的未来充满信告，又能够正视现实、立足现实，从

而为振兴河北、建设经济强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为了给省情教育与宣传提供教材，河北省教育委员会每织有关

方面的专家、学者 20 余人，精心撰写了《河北省情模览))，作为省

内高等学技思想品德课如影势教育课的辅助教材，同时也作为户大

读者了解研究海北情况的参考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河北省情概宽》出版问世的时侯，我谨表示贺忱。

刘千字田

1993 年 7 丹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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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河北的资源系统

第一节 优越南有段的自然资源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人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不断地从自然界

获瑕英才富的历史。人类在处理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摞

的关系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发震道路。当今世界，摒弃"主宰自

然"的陈腐资摞观、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共进"的薪资、摞现已成为

人们的共识。

这一新的资摞观认为:人是自然资源系统的重要E子，而不是

强立于系统之外的"征服者"，人与自然资漂梧互影响、相互制约，

共同梅成对立统一体的两个侧面: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合建利用自

然资摞、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广阔前景，但自然资漂在员与量诸方

面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并不以人的主现意志为转移;人与自然资

源必须协调共进。要在科技进步支持下，坚持节约利用、综合利用

和永续利用原则，保证自然资源供给的稳定性、有效性和再生性，做

到资源开发、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强化经济住自然资摞与生态

性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统一。同时，担握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

的生产结梅、适宜的消费水平，以建立资摞稳定、永续利用、经济

发展、生活舒适、社会安定的和谐高效的人类与自然资源体系。

上述新的资摞豆豆将是评述河北省自然资源系统校况的基本准

则，也道该或为今后河北省自然资漂系统利用与管理的基本准期。河

北省位于祖国的东部、中纬度地带，境内山川并存、海陆兼备，蕴

育了类型较齐全、数量较丰厚的自然资源。悠久的发展历史，使河

立人民在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漂方面极累了丰富经验。但由于自然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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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的市j约.再加上不合理科璋的历史积累，在自然资源的不

少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如何发挥结势，弥补不足，挺进主省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是每一个河北建设者都不能不关注的焦点之一。

-、宝贵的土地资漂

"土地"是人类最宝贵、最基本的自费资源。英国古典主义经济

学家威廉. Wê弟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最形

象地概括出了土地对于人类的意义。土地是地球陆地表层各种自然

要素(包括地貌、土壤、水文、植楼等〉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所形

成的历史自然经济综合体。土地的用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00: 一方

噩土地是人类居住、工业生产、城市与乡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承载

体。没有土地，人类的上述活动都无法进行。另→方面土地是农业

的基本生产资料，农作物、树木、校草的生长都需要直接从具有肥

力的土地中股牧养分和水分，部土地直接参与了农作物等的生产过

程。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人类巳经把单位面积上的农作物产量提

高了数倍，但仍然没有改变土地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这一事实。保

护耕地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再生性、有阪性、位置的不可移动性是土地资源的基本特性。再

生性是撞土站在一定限度内具有自我恢复能力，它是土地德环利用

的基础;有酸性是指-个区域内土地数量是有限的，它表明了土地

的宝贵;位置的不可移动性是指土地不能象有些自然资摞(如矿产

资源〉那样可从这外输入，土地是不可移动的，它进→步表明了土

地的宝贵。

(一)汗北省、土地资潺的基本特点

?可北省总土地面较 188041.49 平方公里(折合 28206.22 万亩) ，、

约占全国总土地富积的1. 93%。人均土堆 4.58 言。全省土地资摞及

其利用的特点是:

1.土地类型多样，质量差异明壶，形成了类型齐全的土地利用

.2. 



结掏。

河北省大地貌类型齐全，平原、盆地、山地、高原并存，因者

雷积分别占全省总面积的 37.9% 、 12.2% 、 32.0%和 16.9% 。在这

些大地貌类型基础上，形成了多样的土地类型(约 200 余种〉。这些

土地类型的贡量差异费显，平原、盆地以宜农土地为主，白地以宣

林土地为主，高原以宜牧土地为主。在上述土地资摞的自然基础制

约下，形成了类型齐全的土地利用结构，其基本状况 0990 年〉是:

耕地 z 面积 70234.33 平方公里〈折合 10535.15 万亩) ，占总土地面

积的 37.35 %。人均耕地1. 71 亩。望地z 苗和、 4352.49 平方公望

(折合 652.87 万亩)，占 2.31%。林地 z 面积 34354. 67 平方公里

(折合 5153.20 万富) ，占 18.27%。牧草地 z 噩积 28963.27 平方公

里(折合 4344.49 万亩) ，占 15.4%。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

12185.41 平方公里(折合 1827.81 万吉) ，占 6.48%。交通用地:面

积 3514. 22 平方公里〈括合 527. 13 万亩) ，占1. 87% 。水域:西朝

9715.90 平方公里(折合 1457.39 万亩) ，占 5.17% 。未被利用土地;

噩积 2472 1. 21 平方公里(折合 3708.18 万亩) ，占 13.15% 。其中，

可以利用尚待开发的土地，约占未利用土地的 85% 。

土地资摞的这一特点，为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农

业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 垦噩率高，耕地外延开发潜力小，林草地外延开发余地较大

河北省土地垦蕴率为 37.35%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十余个百

分点。虽纸于邻近的天津市、山东省、海南省，却离于北京市、辽

宁省、山西省。由于高垦瑾率，宜农土地基本开垦黯尽。今后耕地

外延开发的潜力很小，约有 300 万亩左右，旦地块小而分散，开垦

难度大。但林草地外延开发的余地较大，约有 3300 余万亩。这一特

点表明了河北省耕地之宝贵，也迫使人的在耕地开发上必须走以内

涵开发为主的道路。

3. 土地资露及其科用地域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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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平原、山地、高原等大地貌类型的差异，形成了土地类

型结合及质量的地域差异，进商形成了土地利用结掏的地域差异。坝、

上离京区以宜牧土地为主，草场集中，耕地少且多旱地，土地和i用

以牧业为主，农牧结合，形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景观。太

行山、燕山 LÙ这以宜林土地为主，是全省林地的集中分布区，耕地

少且多为旱地、坡地，土地和j南以林果业为主，林牧农结合，形成 A

了森林繁茂、果树飘香的山 IK景难。海北平原以宜农土地为主，耕

地集中且多水浇地，垦蕴率高达 64% ，是全省粮悔?自生产基地，土

地科用以种植业为主， J在或了自块规则、渠道纵横的平原农业景观。

土地资源的这一特点为省内各俱特色的区域发展提供了基陆 c

(二)河;Jt;画、土地资漂优势、潜力与问题

1. 佳势与潜力

(1)平地即离贯量土地比例高是湾北省土地资摞最突出的比较

优势。 闯北省高原、山地、盆地的比例分别比全匮平均数少 9.1% 、

10.1%和 6.7% ，唯有平原比全国比例高 25.9% 。平原土地多为高

质量的宜农边，正由于此，在人口密度高于全雷平均数三倍的条件

下，粮食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棉花、油料总产分别屠全国第 3 位

和第 7 位。也正是由于此，据湖算，到本世纪末，全省土地人口承

载量尚有 30~40 万人的承载潜力 o

(2) 耕地内涵开发前景广阔，是河北省土地资源最突出的潜力。

河北省虽平原比例大，但吕能离产围比例较f霞，仅占耕地的 28%左

右，中每产自占 72%左右。其中年亩产 200~400 公斤的中产田占

34% ，年亩产 200 公斤以下的低产田占 38%。面积广大的河北低平

原区是中惊产围的集中分布区。产量不高的主要限制因子是水源不

足，其次是土地理力差。今后蹬着高水北谓等跨掩域调水工程的实

施. 7](摞不足的问题可望得到解决，耕地内撞开发的潜力可望变为

现实生产力。这一潜力的开发将对缓解河北省吕渐尖锐的人地矛盾，

特别是人粮矛盾，有着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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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资摞利用的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在拣!自资源观的支配下，使土地资源利用积累

了许多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主要问题

有:

(1)土地供需矛盾突出，人均耕地减少较快，耕地后备资摞不

足。 河北省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仅及全国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林

地、牧草地、水域比偶分别为全盟平均水平的 42% 、 18%和 7% ，均

处较低水平，与世界人均土地资漉量相差更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平

均每年用于交通、水利、工矿及城乡建设的土地 43.8 万亩，其中占

耕地 26.45 万亩。四十年共用土地约 1952 万亩.其中共占耕地 1058

万亩。全省人口员自由 1949 年的 3086 万人，增至 1990 年的 6158.88

万人，人均土地和耕地分别由 9. 14 亩和 3.53 吉薛至 4.58 亩和

1. 71 亩。可见当今省内人地矛暑特别是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己 5渐尖

锐。并且耕地远备资源己所剩j无几，大境模补充耕地已不可能，使

人地矛盾的解决困难重重。

(2) 节约用地班念差，乱占、琅费土地现象假然存在。<(土

地管理法》虽已颁布实施，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在捷用土地上缺乏

法制观念，珍惜土地的思想尚未真正树立。一些地方擅自占地、非

法买卖或转让土地、琅费和荒芜土地现象，仍时有发生。芫外，全

省城乡居民点人均用地、普遍高于国家提定的用地定额指挥。

(3) 土地和j谓不合理，导致相当数量的土地震量下降、生态环

境变劣。 由于自然条件和人类利用不合理西方E原因，河北省出

现了严重的土地问题，主要有:土地干旱、土地肥力下降、水土流

失、土地沙生，土地盐酸化和土地污染。土地干旱面积 5733 万亩，

占全省耕地的一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 58.46 万亩，占全省土地雷

积的 21% ;土地沙化E积 1369 万亩，土地盐碱威胁面积 929 万亩。

上述土地生态问题主要集中分布在土地生态环境脆弱旦不合理利用

严重的坝主高原、太行山、燕山山地和河北低平原。土地污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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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分布在城镇及大型工矿周围。上述土地生态问题的出现不但直

接造成土地质量下棒、生产力降饭，而且导致人类生活质量的下降。

这些问题的治理将是十分艰难的 c

(三〉河北省、土地资源利用、管理对革

河北省土地资源扶况表明 z 优势、潜力与闰题并存、压力与机

遇窝在台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摞效能造福人民警在土撞资摞利

用、管理上应采取下述对策:

1.旗帜鲜晓地进行新的土地观教育，使每个公民真正树立"人

地和谱"、"珍惜土地"、"开发与保护并举"等新的土地意识。

2. 全E贯匍"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丹、"汁如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贯"、"环境保护"等

基本居策，从人和地两个方面入手，解决日渐尖锐的人地矛盾。

3. 增加土地投入、开源与节流并举。增加投入是开摞的前提，技

人主要是资金和科技的投入 p 开源是指耕地应以内温开发为主，其

它方面的农业用地也在内涵与外廷开发并举，并应下大力气解决已

经出现的土地生态问题，以增强土地资摞系统的整体后劲。节流主

要是强化各类建设用艳的内揭开发，新增各类建设思地应尽量少占

耕地。

4. 因地制宜，建设备镇特色的区域土地资摞利扉体系。坡上高

原区应在"发展自给性农业、商品性牧业、保护'庄林业"方针指导

下，谓整大农业用地结构，加强生态建设。由区要在"自给性农业、

商品性果品业、保护与商品性林业"方针指导下，调整大农业用地

结构，如强基本农田建设和水土保持建设。平原区应建成全省模棉

油生产基地，走tJt质高效农业之路，主E强以农田林网为主的生态建

设 z 在节约耕地的前提下，却强城镇体系建设，发挥其全省经济核

心作'用。 f苦海地区应如强海水养疆和海盐生产用地规模，窍时加强

以港口为核心的交逼设撞建设，使之成为全部才外开放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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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珍贵的水资嚣

水资源通常是捂陆地上的泼水资漂，在与人类患怠相关，是人

类不能离开须夷的重要物质。水的理途卡分广泛。它是工农业生产

不可缺少的物贡基础，井有发电、就运、养碴之功能。人官]维持生

命的基本消费离不开水，人们体葱、娱乐等高层次消费也离不开水，

水还有谓节空气、净化环境的生态功能。

再生性和有眼性是水资源的重要特哇。在全球水循环过程中，人

类可以重复科用水资摞s 但在一个区域在一定时在内的水资摞又是

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水资源决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北大地的水曾雕王军了群出，留下了太

仔、燕山的雄伟 s 曾塑造了平原，留下了沃野千里。更孕育了"多

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精搏。历史的长湾流至今天，一个振聋发赣
的声音在叫醒人们 E 水荒:据统计，河北省人口占全国i 5%，耕地占

全噩 6.67% .南地表水资摞仅占全国 0.65% 。人均占有量为全国平

均谊的八分之一，亩均占有量为全国平均值的十分之一，是全国人

均亩均水量最少的省份之一，与世界的平均水平差距更远。

(一〉河边J高水资漂及其利用的基本状况

1.水资源状况

河北省河流文多数属海、澡河水系，张家口坝上高原有部分内

陆河水系，承德地区东部有部分羁辽河水系。全省自产水资摞总量

多年平均为 267.96 名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摞为 151. 6 亿立方米 z

地下水资镇 116.36 1乙立方米。由于工程条件能限髓，全省水资摞可

和i用量，在平水年(保证率 50%) 为 2171，乙立方米 z 在偏桔年(保

证率 75%) 为 1761乙立方米。水资摞平均可利用率达 81% 。

全省水资摞日才离变化前特点是，年内分配比较集中，年际变化

较大。全省各主要河攘的水量，一般年份有 60%产生于 6-9 月锈 F

全省众多河流最大年径流量与最小年径流量之比平均为 13 0 年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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