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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出版一套‘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这悬我国社会主

义四化建设的需要，是繁荣发展经挤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的需要，

也是全国广大经济尴理工作者的多年愿望。

再再日'咱惶T是研究生声分布规律的科学。生产布局是生芹的

空间形式.任何社会生产总要落脚到特寇的地区、地点。我国三

，十多年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有在国家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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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各个环节、国民肇挤的各个部门、各个生产要素，在全国拖围内

进行舍理的分布，并在地域上科学地进行组合，整个社会才能协调

地向前集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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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呆有特殊重董事的战略

意义。这-点，近几年来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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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策，指明τ方肉，但具体蓓宴，还
牛

有许多王作要傲。对金国各省市区的国土资摞状况、经济』槐理螃

征、P业结构、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调查研究，摸清省i捕，属确捣PE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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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费

工作做得还不够，远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

建国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珑高血陶集展，我国前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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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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地理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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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组建了三十个分册编写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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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承担了三十一个分册的出版任务。经过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审议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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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是区域性的经济地理系列著作，

一个省市区一个分册，分别介绍各省市区生产分布演变的历史过

程、生产分布现状和基本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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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飞才今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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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丛书，在我国还是二个开创性的工作，因此

难度被束b 在编写过程中，各编写组成员，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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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编写质量E

一是科学性。包括引用的资料数据要真实可靠，对经济地理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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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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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更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4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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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南省经济地理，为 f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基书，中的一个

分册，是云南省"六五"计划中国土研究的课题。本书综合系统地

阐述了云南经济发展与生产布局的自然条件、社会基础和现状特

征等，对·云南今后的经济发展及其有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

探讨，为国家加速犬西南的开发与建设，为省区编制国土规划及经

济发展战略规划，提供了基础材料。本书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态度，探索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云南边疆问题。全书分总论和分区两部分，以

总论为主，并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云南省内经济区划分

提出了初步意见。本书大部分数据采用 1984 资料，地图的底图由

省测绘局提供。 , 

本书由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究会和云南省国土经济研

究会组织力量编写。由张怀渝担任主编，毕道霖、李宏国、胡桐元

担任副主编。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有(按姓氏笔划为序):广

家治、王文富、王光汉、王治平、王荣生、廿巧林、叶光裕、玉景龙、冯

道慧、刘文蔚、刘玉坷、刘振萌、刘瑞斌、吕培炎、李玉龙、李 圭、李

宏国、李建散、李淳棒、李 楠、李德恭、毕道霖、张宏道、张怀渝、张

根娟、张端富、陈忠暖、何晓瑞、沈康达、郑幼炯、杨志民、周 哲、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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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元津、姚宗文、钟建廷、胡桐元、郝裕城、钱恩尧、桓树伍、席素芬、

彭永举、谢兴国、雷乐礼、赫维人。书中插图由吴景孟、沈康达绘制‘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刘再兴教授、连亦同副教授，西

南师范犬学刘清泉教授的指导、支持与帮助。还得到了云南省计

委、统计局、国土点、云南!即大、省经?济嗨邂所和有关厅局的大力支

持。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本书内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难

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欢迎1:大读者多加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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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 西南边疆，是我国应个内陆边疆睿区之节5挚

纬度为东经97: 031' 39".......1，0 6 0 11'41" ，北纬U苔':az#~2~~1配，导仁

东西榄踌864.9 公里，南北纵蔚990公里。典回归钱横贯本省事膏，

基本上属if低纬磨酶山区省份。全省雨飘 39.4 万平方公里更占企

国总面积的4%"仅次于新疆、西藏、青海;如磐龙江(，\!I回)"、拉肃、商擎

古等省区，届全国第八位。 1985年藏有点同3!()ß万J..，.~

区第十四位。

云酶东部同广西拉族自治区及贵州省亦相EJ北部与四川帽嚷，

西北耻邻西藏自治区，商部和南部分骨J同蝠甸、奉挝v越靡搜身dj量

商，内地地区属T.祖国的大后方·ι 西藏如

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云南省与邻国陆地掉屏线长3~1公里，

其中 z 中缅边界 1997 公里，中老边界 SQO公且"中越边界 HO 公

里。全省有边界县 21 个.云南历虫上扼古代西南蝇丝绸左路"之薯

忡，同东南犀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家螃往来，

通向东南亚地区的门户。 川一

号，

‘ 一号 , 

''''1 , 

云南是我国自然条件是复杂的费医之一，又是忖个4费摞末

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优越的自然基础，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

限制因素~ ，全省以山原地形为主，山地、高庵占金省丽飘的 94% .. 

• 一一一一一一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北向甫呈阶梯型下降。省内最高点为梅里

雪山的卡格博峰，海拔 6740 米，最低处为河口县境内的元江出境

处，海拔 76.4 米，高差达 6663.6 米。山地高原间分布着众多的山

间盆地与商谷地，云南通称为坝子，它们是高原上高产农业基地和

大小城镇、居民点集中的地域。金省有 1 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

1400 多个，面积约 2.4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6%。云南东、西

部分属不同的地貌区域，元江以东，为冀东、滇中高原，高原面波状、

起伏，散布有大小不等的断陷湖盆，其东部、东南部石灰岩地区，发

存着各种岩带地貌，路南有林等自然奇观闻名于世 F TU江以西为著

名的横断山系纵谷区，其北部‘三江地区"是青藏高原的甫菇，山势

雄伟，云岭中都有较为平坦的山顶面，并有较大的陷落盆地F 横断

出系南部及其余脉，山势渐缓，并呈帚状散开，谷地展宽，低热坷谷

盆地为大西南的热带宝地。由于云南所处地理纬度、海陆位置和

带点的影响与制约，全省属亚热带、热带干湿季分明的高原季

风气候，冬半年主要盛行大陆季风，形成干季，夏半年分别受惺润

的西南和东南海洋季风的控制，为雨季 J 由于境内海拔高差悬殊，

地形复杂，各种气候类型交错分布，"立体气候"探刻地影响着农业

和揭及经济发展扩根据因地制宜布局农业生产的需要，全省土地

犬致划分为3 个T高度层z 中暖层面积最大，这里是云南主要的烤

烟、袖菜、商品粮、农区收业、水产业及城郊农业发达地区 s 低热层

攻之，以甘廉、茶叶、紫胶、橡胶及热带经济作物与经济林为主的

"锦区'经挤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西双版纳、德宏等热带区域是我国

重要的橡胶和热作基地之-;高寒层主要分布在摸西北和演东北，

林业(横西北的用材林和滇东北的经济林、果林人牧业、药材等，是

主要的农业优势。

'云南本系众多j有金tþ江〈长江水系人甫盘江(珠江水系)，元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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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澜沧江、怒江及伊洛瓦底江上游〈拽龙江、龙川江〉六大水系，其

中金沙江、南盘江、元江、澜沧江注入太平洋s怒江、龙川江、太盈江

流入印度洋。云南河流具有季节性河流的特征，流量大，水位季节

变化大，又具有山区河流的性质，比降大，水流急，多险攘，水能资

源丰富。韧步估算，云南水能总蕴藏量在 1 亿千瓦以上，约占全国

总蕴藏量的15.~%，仅改于四川、西藏，居全国第三位。但目前已

开发的水能资源十分有限。今后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ι全省 40 多

个大小湖泊是高原上的"明珠"，摸池、再海、抚f由 1朗等较大

灌溉、供水、渔业、发电、航运、旅游、环境生态等多种效益，但需重

视综合开发与保护治理。全省水资源丰富，但干枯季节分明，地域

分布不平衡，加上地形复杂，水利建设主程艰巨，随着工农业生产

和城镇居民点需水量的不断增加，进-步开发与合理利

已日益成为重要课题。 , 

云南是动古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省份，素有吃植物

王国"、"动物玉圃'、"有鱼金属王国"和"药材之乡"之称。全省有

高等植物 18000 多种，-占全国种子植物的一半以上，.其中可供工

业、农业、林业、医药利用的达 3000 多种z有林地面秧1.42亿亩，占

全省总面棋的 24.9%，每人平均 4.3 亩，高于全国平均 2 亩的水

平 1倍以上。据 1975 年资料，全省森林蓄积量为 9.88 亿立方米，

占全国森林总蓄积量曲 10.4%，居全国第四位，人均占有声。立方

米，约相当于全国人均占有 10.2 立方米的 2 倍。云南野生动物种

类之多，堪称全国之冠，仅脊椎动物种数即达 1633 种，占全国种数

曲 54.9%，其中哺乳类 259 种，占全国 55.11%，鸟类 776 种，占全

国 65.43%，爬行类 145 种，古 45.6%，两栖类 92 种，占43.81% ，

淡水鱼类 366 种，占垂5.7，5%φ 在这些野生动物资据中，珍稀动物

就多，如鱼类申有 5 种、 40属、244种是云南特有的，在蜂猴、澳金丝

.1. 

一一一--一唱……一一

• 



• 

,,, 

野象、野牛二长臀猿、印支虎、犀鸟、自尾捕虹雄等 37 种国家}

类保护动物，占全国的 38% ，有熊猴、赫猴、灰叶猴、穿山甲:，'.、 11'

熊猫、绿孔雀、螃蛇等 42 种国家主樊保护动11，占全国的46%。去

荣，成矿余件优越，矿产资摞丰富。截至 198'4年ib

巴发现各类矿产 155 种，已探明储量的 86 种，其中，储量居全国第

甘佳的有z铺'、僻、帽、错‘饵、钝等 6 种F居第二位畸有t 锡4镰、糖、

锢、铅旗、棉盐‘岩盐辖 7.种，居第三位的有，铜、晴、芒硝i部-萤虫

Jf是在等 7:柿，居第四至十位睛也睿 32 种，煤炭保持储量
170.2亿吨，在南方各省中居第二位。

云南'tt独特的高原炖光，熟带、亚热带，的边疆凤楠，多彩多姿

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文物古趣闻名于梅内外，旅

常丰富。各地、州、市、县都有风景名胜点，都有开发成为

不同类型旅攒区的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为云南大规

，奠定了坚实能蜘殷基础。云南是祖

国睁J块宝蝠，若甫资源前开发，不仅关系本省副经拚发展，对开

发大酋南，巩固和繁荣西南边疆，为全国提供能源和替羹唱'质财

富e都带着十分重要曲意义。 、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据 1982 年人口菁聋统计，金回5盹e 
个民族中，云南有4崎s个二其中人口在 4崎00ωoλ以1主主曲，除汉族外，有z

彝、白、晗尼、壮

朗禽菁米、怒、阿昌、德昂、基诺、蒙古、布依、独龙和水族等 24 个少

数民族。此外，还有尚来确定族系的普聪，人和克木人等。少数民

族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 1/3 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 1/7强。全省

17个地、州.市和 128 个县(市、医)，均有多个民族藏居。多民族蹄

特点和民族发展的差异，形成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殊的

社会原因。 、山植、民族三大特点，是云南的基本省情，是影响

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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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云南是古λ类由发源地之一，元谋猿人远较著名的北京猿人

和陕西的蓝回猿λ为早。公元前 286 年左右，楚国将军庄野率军

进入云南E征服了以"琪'为首的"靡莫之属"各部族二统一了澳地地

区，自立为滇王。这是内地人民大规模开发云南的开始。公元前

221 年以后，云南是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份.

晋王朝把原来属于益州的建宁、兴吉、去南、永昌 4 郡划出来设立'

钊比这是第一扶拖云甫作为中央直接统治的一夫行政区~J1J弗垂
国 19 个师之一。;公元何7 年，唐王朝扶植南语王统}离海地区，;以
后甫诏的疆城曾扩展至云南全境。元代，为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

方割据势力， jf式在云南建立行中书省}是全国的11 个行中书臂

之一，把云南直接置于中央政权前统治之下，并将政治中，b曲大理.

迁至中庆〈今昆明)，从此，云南便正式作为行省一载曲机梅了。明

清时期，在元代行中书省的基础上，改路为府，更置州县，推行"现

土归流"政策，积极经营开发边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云南

的统治。
、飞
、~

建国前，云南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建国后，经过 6个五年计划千

的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云南这一

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建立起来，经济和文化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在

工业方面，固定资产原值比 1949 年增长 100 倍，燥、电、钢铁、ι有

色金属、机械制道、纺织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几倍、兀十倍甚至上百

倍的增长，井新建了电子、森工、建材、农机、化，主等新曲Z业部J门， 4

全省工业总产值 1984 年达'104.96 亿元，为 1949 年 1.86 亿元前

56.4 倍，在农业方面，先后建成了各类大、中、小型水利设施蹄万

多件，设计总控水量 100 多亿立方米，·农固有效灌概面积扩大到

1442万亩，为'1949 年的 4.1 倍，农业机械从无到有，到 1984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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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总动力 554 万马力，农业总产值由 1949 年的 16.12亿元，增

长到 1984 年的 80.51 亿元，增长 375.8%，粮食产量由 1949 年的

78.6亿斤，发展到 1984 年的 201 亿斤，增长155.7%; 在交通运输

方面，铁路通车里程由 1949 年的 656 公里，增加到 1679 公里，建

成了贵昆、成昆铁路，大大改善了云南与内地的交通运输状况，公

路通车里程由解放韧期的 2783 公里增加到 4.66 万公里，实现了

县县通公路， 97%的区和一半多的乡也通了公路，这对改变云南封

闭落后面貌，特别是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吃、穿、

用、住的水平太太提高， 1984年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分别为1950

年的 10.1 倍、 43.1倍、8.ß倍。所有这些成就，为云南继续前进奠

寇了基础。但总的说来，云南仍属经济、文化落后的省份，与兄弟

省区相比差距还很大。农业总产值人均占有 270 元，比全国平均

水平少 73 元，居全国倒数第三位，粮食产量人均只有 673 斤，比全

国 1983 年少 86 斤，低11% ，轻工业产值人均 152 元，比全国 198.3

年水平少 148 元，居全国第 25 Ül;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占总人口

的比重比全国低 0.27%，高中低 3.8%，初中低 7.6%，小学低

6.1%，还有文盲半戈盲(12 岁以上)1097.9 万人，占总人口的

33.7%，比全国比重高10.2% J此外，地区经济左展不平衡，工农业

生产内部结梅不合理，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很低，科学技术发展缓

慢，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等，也都是云南经蔷文化落后的表现。丰富

的各类自然资源和落后的经济文化现状，说明云南今后发展的潜

力很大.在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在全省 3300 多

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云南这块国土，将会为开发大西南，加

速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到 1985 年 6 月止，全省行政区划分为 z 昆明、东JJ' 2 个省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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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昭通、曲靖、玉溪、思茅、保山、丽江、 l脂沧等 7 个地区，楚雄彝族

自治州、红河哈尼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保健族自

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等 8 个自治州， 9 个地、州辖市， 4 个市辖

区， 27 个民族自治县， 88 个县，计 128 个县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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