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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出版一套f申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勤，这是我国桂会主

义困化建键~需要，是繁荣发展经济搞理科学与教育事业酶需要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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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学.生产布局是生产前

窒闰璐式0' 伍何社会生产总要落脚到精寇的地区、地点二我国主

十多年的实践说明，在桂会主义建撵过程中，只有在国家统~ff"娼

的指导下，棍噎生产隶属的要求和各地区的条件特点戴把西生芹

的各个环节、回民经挤购各个部门、每个生声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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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性会才能掉调:

跑向前发展，取得最夫曲国民经济效益.b 稳固幅员t:铜弘地区差异

性很大，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布置生产力昏，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

意义.这二点，近几年来已被越来越多的A所放识.现在，申央对

全国生产前战略布局已作出了决策，指明度方向F但具律事实"还

苟许多工作要做.对全国各省市区的国土资事状况、，锺静地理恃

征、产业结梅、发展战略等问题酶拥查研究2摸清省惰，明确地区优

势，就是落实全国战略布局的基础乓持和霎事环节，应当埠，这

些工作做得还不够，远不能带足实际的襄靡画，

建国三+多年末，瞄着社舍、主义建埠'事在摘战展且我国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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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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还投有一事完整的分省市区的经济地理著作，成为我

回经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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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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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对面的

准备.T 1982 年 10 月开始，先后组建了三十个分册编写小组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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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秤学院、各省市区计委、统计局-有关业劳部门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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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菇。经过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龙糊导小组的审议批哥哥.~.~套丛书是因 f中国ZS济
地理与战略布局M多卷本〉这一课题，列大哲学社者科学"六五'
间国家重点项目 .te 手

\E是这么多单位、领导和同志的热情英怀与多方赞助，为这莓

丛书捕编写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辜，是区域性的经济地理系列著作，

伊个省市匪一个分册，孙别介绍各省市区tf产分布捕变的历史进

程{生严分布现状和基本特点，分析影响生户分布发展受化的磊
件，，也错新中国成立脚省市霍伊布局椅躲经验，探讨夺后~'
展趋势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a丛k书，在我国还是旷4个开剧性的工作，因i店

难度幢大.在搞写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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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科学性。包括剖用的资料数据要真实可靠，对经济地理

现状要描述清楚准确，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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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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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亘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 E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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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地理，是《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 !:b f静，的

-个分册，是区域性的经济坊，理系列著作之一。本书介绍宁夏回

族自治区经济发展与生if布局的现状和特点，分析评价影响本区

生产发展和分布变化的条件及原因，总结基本经验，探讨今后的发

展趋势，为国土开发整治工作和经济建设提供具有一定科学依据

的建议和意见。本书填补了宁夏经济地理科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它对宁夏经济地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与经济地理知识的普及将

起促进作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胡兆量教授，北京师范犬学

$拥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连亦同教授，商务印书馆副编审周舜武

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还得到宁夏计委国土处、区经委、区财政 • 

厅、区乡镇企业局、区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区农业区划办、宁夏

大学地理系、银川九中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调查研究和搜

集资料过程中，自治区统计局、测绘局、煤炭厅、城乡建设厅及各

地、市计委和统计局等单位提供了犬量资料和图件。西北师范学

院郑宝喜教授，自治区计委国土处汪一鸣、姜有录、周特先、李岳

坤等同志，对书稿的修改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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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蓝玉瑛主编，李树棠、叶华任顾问。全书共四篇二十三

章，分"部门"和"分区"两犬部分，以"部门'为主。多章节的执笔人

如下 z 第一章蒋先吉，第二章马学恕s 第三章潘纪民 F 第四章李锦

平s 第五、六、十一章华锦如g 第七至十章文亦华，第十二至十九章

邵国安、孙攻F 第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型杜小华，第二十一章答国

庆。全书由蓝玉琪、杜小华、蒋允吉统稿。统计资料以 1985 年统

计年鉴为准。

由于编者对宁夏经济地理研究不深，水平有限，又缺乏编导经

验，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描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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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宁夏回攘自治l?f'简称宁，位于我国西北部，黄商就蠕申上带。

南也半部为甘肃省环鳝占:北半部跟内最古自捕区相毗邻，东部每拼西

省相连接。地理座标为北纬135 014' -r'S9023~" ，东经10"，1> 1'7"-

107 0捕'，南北:提 466 公且.~东西宽 50"':"250 公里-全区土地总面

积 6.614 万''*，湾公里。 1985年底总人口 414.6 万人 F'属中回族约

占1/3 ，是中属回族的主要聚居地区之「-， J 川 ,. . 5· 

ν 宁夏在春秋战辑时代为羌戎等少数民族榄枝地区LL寨‘汉时

属北地郡。南北朝时为饵.人赫连民所占据，建立大..胃，威舟辑

盹历虫点蕃盔的十六'国之如a 唐朝时，守夏属关冉道币在黄州(今

皇宫南暴西南〉设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ι北制协西漫主朝前所

在抽93 志灭西翼膊，置宁K蹄，立总管府，瑞膺?于甘肃得申书省斗明

设:r夏卫，情建宁夏府，民国成立，政J>1朔方道? "19b 年藤道，气成

立吱夏鲁btl中甸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54 年撤销宁夏譬沪将所

辖的大部分地区并入甘肃省。 1958 年 10 月，根据党的民革区域

自治政策，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宁夏省在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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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很大的变化3 民国时的宁夏省，包括以蒙古民族为主的阿拉

善旗和额济纳旗的广大地区，而回族比较集中，并与吴忠地区回族

有着密切联系的固原地区，则属于甘肃省管辖。

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界线，基本上符合民族分布的特点，同

时也充分考虑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把回族分布较集中和联系

较密切的地区，合成一个自治区，充分体现了回族人民当家作主的

愿望，有利于民族之阔的团结合作和经挤、文化的共同发展3

宁夏的行政区划，分为 2 个市、 2 个地区和 11 个县(表口。自

治区首府设在银川市。

宁夏区域虽小，但在地理上，自然和经济的过被性特征显著。

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露二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外流区和内流区、草

原布荒琪，都在这里变舍。·我国历虫上的农耕属族和带收民族，现

在的癖监区和幢业区也在这里分野。同

经北部平原，经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商水骂是

绿了干旱荒漠，形成千里沃野。汉唐时代就呈现出"谷稼殷辆... .•• 

牛马衔尾，群羊塞道'①，"贺兰山下果园威，塞北扭甫旧有名渺②的、

景象。南部丘陇山区，也曾为"水甘草卒"的收场二农收交错，半农

半艘，至今俩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历史上，随着东西部地区间贸易的开展，提宁夏成为华辑

中原地区与甘肃、 1:新疆之间往来商般的重要遭遇之一。黄河上的

舟椅，贺兰山下和腾棉里沙漠边际的驼鼠，曾经促进7宁夏与其抽

地区农亩产品的交换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反

动锋抬盼辑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地方l军阔的专制统
、1. .、

一 '‘ 

① 后汉书·西羌列传。

② 肩诗·韦蝙刊送j卢潘尚书之灵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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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使宁夏的农牧业停常不前，工业更无从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

得不到开发。宁夏与东部省区特别是括海省份相比，经济与文化

的差距越来越大。 1949 年共和国成立时，宁夏是全国工业最薄

弱、生产力最不发达的省区之一。

建国后，在中国共严党的领导下，经过 30 多年的奋斗，经济面

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增长，使宁夏平原这颗镶嵌在

我国内陆干旱荒原上的明珠，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绚丽夺目。

现代工业的兴起，丰富的煤炭资源的开发，在经济发展中已经形成

明显的优势。不仅带动→系列工业的发展，而且使宁夏正在成为

祖国大西北重要的能摞基地。各种交通线路的开辟，初步改变了

宁夏偏僻闭塞的状况，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同祖国各

地的联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化，宁夏在经济发展上同

括海省市有了较多的横向联系;同时，近几年同阿拉伯国家也有较

多的接触。今后，在扩大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方

面，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但也不能不看到，宁夏由于底子薄，起点低，虽然成绩显著，跟

兄弟省区相比，尚处于后进行列。丰富的资源，宽阔的土地，还有
• 

待进…步去开发。

今日的宁夏，正处于我国中部重点建设地区与西部开发地区

的过渡地带。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使宁夏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承

东启西的重要战略地位。将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向西部转

移，宁夏的这种战略地位，会显得更加突出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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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划表0985 年底〉
单位E 个

地、:市 县、 市 乡、 镇

市辖区

名称 数量 l 名 称 !数量 合计 镇 乡

全区 17 7 295 46 249 2488 

银
计 2 3 29 6 23 208 

银川市区 3 9 - 9 56 
}iI 永宁县 9 2 7 11 

市 弗兰县 11 4 7 81 

1 石
计 2 4 35 10 25 234 

嘴 石嘴山市区 4 8 一 8 63 
111 12 

E 

平罗 县 21 9 144 
市

陶v 乐 县 6 1 5 27 
‘一一一

银
计 7 109 22 87 810 

吴忠市 16 3 13 79 

官 南
青铜峡市 12 4 8 95 

中卫县 15 2 13 122 

地 中宁县 15 3 12 83 

灵武县 14 5 9专 ι87 

区 盐池县· 21 2 19 130 

同心县 、 16 3 13 214 
-"李

一一一二一

回 计 6 122 8 114 1186 

因原县 26 2 24 :::ß7 

原 海原县 24 1 23 162 

西吉县 26 2 24 289 

地 隆德县 21 1 20 245 

泾源县 6 一 6 63 

区 彭阳县 19 2 17 160 
--

资料来源: <198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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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幸 自然条件与自然资

一、地形特点及其评价

宁夏地处我国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南高

北低，南部是黄土地貌，以流水侵蚀为主;~t部以干旱事j蚀、风蚀地

貌为主，是内蒙古高原的-部分。撞内有较为高峻的山地和广泛

分布的丘陵，也有由于地层断陷又经黄河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还

有台地和沙丘。地表形态复杂多样，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

条件。

1.天然屏障与高原"绿岛"

宁夏有名的山地有贺兰山和六盘山。贺兰山绵亘于宁夏的西

北部，南北长 200 多公里，东西宽 15 ;...，60 公里。‘山地海拔多在
1600-3000 米，主峰达 3556 米。山势巍峨雄伟，既削弱了西北:寒

风的侵袭，又阻挡了腾格里tÞ模流抄的东移，成为银川平原的天然

屏障。 10中有丰富的煤炭等矿产资摞。山麓部分， 1500 米以下为

荒漠草原带; 1500 米以上出现覆盖度较大，草本植物生长较高的

山地草原及早生灌丛带。大约 2000 米以上，有以云杉、油松等为

主要成分的森林。森林带以上，有一定面积的高山灌丛草，甸带，是

较好的夏季牧场。贺兰山的山脊是我国荒摸草原与荒漠、季风区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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