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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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

十多年的实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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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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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

建国三十多年来，隔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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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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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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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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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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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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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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今后发

展趋势，反映生产分布运动过程中的规律性问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在我国还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因此

难度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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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括引用的资料数据要真实可靠，对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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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要描述清楚准确，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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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者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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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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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B编辑委员会

1984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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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廿肃省经济地理》的编写工作是在国家计委领导和国土局的

关怀支持下，在"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究会"组织领导，以及

甘肃省计委领导与综合处的关怀支持下进行的。 1982年 12月成立

编写小组。省计委副主任李永彬为编写组顾问。第一、二、六、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章、由西北师范学院

郑宝喜编写 p 第三、四章、由省统计局潘琛编写 p 第五、十三章，由省

统计局张祖韬编写;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

十五、二十六章，由西北师范学院孙永清编写 F 第二十一、二十二

章由西北师范学院秦福明编写 F 第二十三章，由省城市建设局王规

心与黄明炽编写。书中插图由西北师范学院李希平编图，邸泽民

请绘。由郑宝喜任主编，潘琛与省计委朱作勇任副主编。省计委副

主任魏武峰，省农业区划委员会自焕章，省计委综合处郭鲁新，兰

州大学鲜肖庆、蔡光柏、省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李存良，青海社会

科学院李高泉，省计委国土处陈延成等同志对本书提供宝贵意见。

由于作者科学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书中还有不少缺点、

错误，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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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绪
，2『--12 

述

省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邻陕西，西连青海、新疆，北接宁

夏、内蒙古，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界，南靠四川省，地处我国东部

沿海与西部边远地区的中间地带，处于开发大西北"承东启西"的战

略地位，是开发大西北的纽带，是我国西北重要的建设基地。

甘肃省面积 454 ， 000 平方公里，次于新疆、青海、四川等省、

区，居全国第七位，是我国土地面积较大的省分之一。人口

19， 569 ， 261人。，居全国第二十一位。本省民族以汉族为主，约占

全省总人口的92.05%。各兄弟民族占总人口的7.95%，是我国多

民族的省区之一。在甘肃省的少数民族中，人数在 2， 000 人以上的

有团、藏、东乡、土、裕固、满、保安、撒拉、蒙古、哈萨克等十个民族。

全省 1983 年的行政区划，有 3 个省辖市(兰州市、嘉峪关市与

金昌市)， 8 个地区，两个白白州。有 4 个地区和自治州辖市(玉门

市、天水市、平凉市与临夏市)。有 65 个县和 7 个自治县， 6 个市

辖区、兰州是全省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

一

①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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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1 以上行政区 1983 

名称 所属县、市、区 所属自治县

、咽。中、呆兰三县城关、七
、西园、红古、自银六区

、临桃、泪源、陇西、通渭、会宁、
县

市、华亭、庄浪崇倍、灵台、泾|
l、静宁县

阳、宁县、合水、华池、环县、
宁县

定西地区

平凉地区

a:阳地区

一一一-…

-一一-

天水市、天水、两当、阻霄、问柏
县、武山、甘谷、秦安、漳县、清TKlri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蜗县、康县、文县、岩昌、峨县、

天水地区

←-一-
武都地区

甘南藏族自治 、玛曲、迭部、卓尼、 l胳潭、

河广政和乐康夏恼市夏
县治由

同
族团夏除

山
山

区 古浪、民勤、景泰县、

张掖、高台、!胳津、山丹、民乐县

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
族、东乡族、撒拉族自
县

一- -一

泉地区 玉门市、酒泉、金塔、安西、敦煌县

时
二
些

张掖地区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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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幸 自然条件特点及其经济评价

处我国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

从东南到西北呈-狭长的形扰，长约 1， 400 多公里，东南部属于我

国东部湿润区，具有温润区的特征，西北部位于中国西部干旱区，

具有干旱区的特征。境内山脉重迭，河谷纵横，经纬跨度较大，不

仅地区性气候差别大，而且局部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条件也较

复杂，使本省动物、植蜘资源与矿产资源丰富多样。

一、地势地貌特点与评价

( )地势高、相对

地势较高，全省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 1 ， 000 米以上，是

我国海拔较高的省、区之一。甘南的阿尼玛卿山、西倾山以及河西

的祁连山地等，海拔超过 4 ， 000 米以上，祁连山峰最高达5， 564米。

海拔 1， 000 米以下地带，主要分布在靠近四川与陕西的河谷地带，

河西走廊西部靠近新疆的原哈拉翻一带，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5%。 低处在陇南的白亢江于流的罐子沟一带〈与四川交界

s 



• 

处) ，为 550 米以上。省内

表 2 甘肃省地

与最高的海拔高差达 5 ， 000 米。

级与面貌比较表

面
积

面积百分比(%> 备 注

地势高度
• 

<1 ， 000米 5 
山地的部分低谷，淫、河谷地及
部低地

v 

1 ， 000-2 ， 000米 60 河东及河西广大地区

河东及河西地区的山地>2， 000米 35 
• 

注g 本表根据甘肃省综合农业区划数字编制。

高度与水、热条件有重要关系，对森林、草场与作物布局

有重要影响。河西走廊棉花种植上限在 1 ， 500 米;陇东地区玉米

上限约 1 ， 800 米。甘南地区春小麦种植上限约为 2， 900 米。六十

表 3 农 带表

海拔高度〈米) I >10'C积温|作物|熟创
, 

林木

木、冷杉.华山松、漆、
1, 800 - 2, 200i1 , 500 - 2, 一作物

1,500-1 , , 500 - 3, 00 
麦、玉米
麦

熟
青杠、除.核桃.漆、华
松、五角枫

1, 200-1 , 3, 玉米、小麦、
奔麦

、

850 -1 , 200险， 500-4 ，
麦、黄

玉米、水
一
二
-
一

』
年

、棕榈、毛竹、棒、江青
、柿、核桃

、茶、棕榈、水杉、
、，间漆、油600-850泪， 000-4 ， 50 :蒜、l一年二

注:本表引自缪堵俊z"从甘肃的农业气候特点谈农业布局 ，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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