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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省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的北部，是全国纬度最高的省份。全

省土地总面积45．48万平方公里①，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8％，在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仅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居第六位。境内西、

北、东三面有逶迤起伏的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老爷岭两大山区，矿产种

类繁多，森林茂密；东北与西南为一望无际的三江、松嫩两大平原，其中有与

乌克兰、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相媲美的黑土地带，沃野千里，水源充足。黑龙

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4大水系的大小河川纵横交错，湖泊泡沼星罗

棋布。山地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24．7％，丘陵占35．8％，平原占37．0％，水

面和其它占2．5％。全省地处中温带至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土壤肥沃，黑

土、草甸土等宜农土壤占全省土壤总面积的43％。这里自然环境优越，土地资

源丰富，为发展工、农、林、牧、渔各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

黑龙江省土地开发较早，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但在19世纪中叶以

前进展缓慢，直到清末民初，土地开发才形成一定规模，在交通沿线建立一批

新垦区和城镇。黑龙江省土地的全面开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经

过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与建设，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

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煤炭、木材、石油、动力、机械生产基地，土地利

用率达80．8％。1993年全省土地总面积45．48万平方公里中，耕地890．83万公

顷，占19．6％(按省土地管理局调查资料数为1 176．98万公顷，占25．9％)；园

地·(果园等)4．25万公顷，占0．1％I林地2 291．02万公顷，占50．4％，其中有

林地1 79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9．5％；牧草地(指已用于放牧、割草的)243．67

万公顷，占5．4％；城乡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11．22万公顷，占2．5％；交通用地

45．0l万公顷，占1．0％；水域235．95万公顷，占5．1％，其中苇地26．60万公顷；

①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1993年土地详查汇总的全省土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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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未利用土地440．07万公顷，占9．6 oA，其中荒草地223．65万公顷，沼泽地198．82

万公顷。与1949年相比，1993年全省耕地面积增加l倍多，城乡居民点和工矿、

交通用地增加3倍多。

黑龙江省土地资源的特点：(1)土地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多，而土地自然生

产力低。全省耕地、林地面积均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首位，宜农荒

地居第二位。1993年全省人均耕地0．25公顷，人均林地0．49公顷。但是，受气

温低、热量少、降水量分布不均等地理环境影响，全省按年均温度和年均降水

量计算的单位面积生物生产量，仅及黄河流域的1／2左右，省内北部大、小兴

安岭地区又仅及省内南部地区的1／2左右，属全国土地自然生产力低值区。

(2)土地自然肥力高，而土地质量日渐退化。全省耕地中有82％是土层厚、有

机质含量高的黑土、黑钙土、草甸土等土壤，林地中80％左右是肥力较高的暗

棕壤。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普遍比南方一些省的土壤高l一3 oA。但是有相当一

部分土地由于经营粗放，用养失调，肥力逐步下降，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开垦初

期的8—12％下降到5％左右，现每年仍以0．05—0．1％的速度递减。(3)农、林、

牧区相对集中，而各区域的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农区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

江平原，林区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东部山区，牧区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

西部的草原地带。这一布局有利于发挥土地资源优势，集中进行长远建设，逐

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综合效益。但平原区垦殖率有的高达60％，而森林

覆盖率只有6％；山区森林覆盖率有的达70％，而那里还有大量的宜农、宜牧

土地未被开发利用。(4)荒地开发数量大，而城乡建设占用和因灾废弃的耕地

多。1949年到1993年全省累计开荒602．83万公顷，同期城乡建设、改林改牧以

及因灾弃耕而减少的耕地面积达281．77万公顷(年均6．40万公顷)，占开荒面积

的46．7％，纯增耕地只有321．06万公顷。．(5)尚有一定的待开发土地潜力，而

开发难度较大。1993年全省还有未利用土地440．07万公顷，其中可利用土地约

占2／3。此外，还有无林地171万公顷，可养殖水面17万多公顷。这些待开发

土地资源，为农林牧业的发展和用地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土地多

属难开发的土地，主要分布在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地方，质量较差，需要投入较

多的资金，采取防洪排涝、根治江河、乎整土地、水土保持，以及兴修道路、改

善交通条件等措施，方能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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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黑龙江地区土地开发历史悠久。但在漫长的古代，受地理环境、民族习俗、

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土地开发进展缓慢。

黑龙江地区土地开发始于原始农业。夏、商时代，、活动在牡丹江流域一带

的肃慎族，最先垦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并造屋建村，开始定居生活。当时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是生活在那里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共同财产，由氏族部

落共同使用。公元初年至6世纪，松嫩平原上的奴隶制国家夫余王国，以及公

元7至10世纪牡丹江上游的地方政权渤海国，土地都归统治者所有，王室、贵

族分别占有各个邑落的土地。由于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垦殖规模有所扩展。渤

海国后期，垦殖区域扩展到牡丹江、绥芬河、穆棱河流域和兴凯湖附近，以及

松嫩平原的广大地区，并在宁安一带发展了水田、柞蚕和果树生产，兴建了京

城府镇，开辟了通往各方面的道路。渤海国为契丹所灭，人口迫迁，土地荒芜。

公元10至12世纪，辽实行“以垦殖立国"的方针和皇帝、贵族领地制度。辽

兴宗曾在泰州(今泰来县塔子城)一带设有直辖领地——“窝笃盘斡鲁朵”，诸

王、外戚、大臣等也拥有自己的领地。辽的土地开发区域主要在阿什河流域和

松嫩平原，其中泰州、肇州(今肇东市八里城)一带农牧业相当发达，同时在

驻军地附近发展屯田，在城邑塞堡之间修道筑路。为迁置各族俘奴，辽在邻近

今黑龙江省南部的农安、扶余一带，设有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城)、宁江州

(今吉林省扶余境内)、宾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境内)等“投下州"，建有交易市

场，对当时黑龙江地区南部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公元12至13世纪，金代

实行“实内地’’的移民政策和“劝农"垦荒政策，实行土地国有、计口授地制

度，土地按奴隶主家族劳动力(含奴隶)或猛安谋克①户人口(含奴隶)和牛犋

数量的多少来分配，并征收实物税，故计口授地亦称牛犋税地。授田有限额，在

上京(今阿城市)一带最高为40犋，即不超过牛120头，奴隶1 000人，土地160

多顷(合今905．6公顷)。金代是黑龙江地区土地开发利用的兴盛时期，黑龙江、

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牡丹江、绥芬河、拉林河、呼兰河和阿什河沿岸的

①猛安谋克原为金常设的军事组织，也是军官的称号。谋克为百夫长，猛安为千夫长．金建国后。猛安谋克成为

地方的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组织，也是军事、行政长官的称号，一般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独立于州县之

外，直属各路府管辖。猛安谋克户，是指在猛安谋克统领下的户，一般专指女真族的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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