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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4/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AF_BC_c34_634469.htm 美丽富饶的黑龙江省地处祖国

的东北边疆，土地面积45.4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一个半英国

或四个江苏省的大小。省名系由境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而得

名，简称“黑”。黑龙江省资源相对富集，生态环境良好，

地缘优势独特，农业基础雄厚，工业基础较好，基础设施已

具规模，科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继沿海开放与西部大开发

之后，2004年国家出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支持粮食主产

区等政策，为黑龙江省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概

况地形地貌 黑龙江省幅员辽阔，基本地貌特征是五山、一水

、一草、三分田，表现为南北两大山地，东西两大平原，山

势和缓，平原广阔。西北部大兴安岭山地、北部小兴安岭山

地、东南部张广才岭、老爷岭和完达山等山地构成全省的山

地骨架。山脉从西北和东南两向，对全省起屏障、闭合作用

。西南的嫩江、松花江南北斜贯穿本省。东北部三江平原、

西南部松嫩平原分别向我国内陆腹地和俄罗斯展开，形成了

便利的国内、国际联系。黑龙江省内的中俄边界线长达3038

公里，在我国沿边开放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具有其他省市无

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地理特征 黑龙江省是我国位置最北、纬

度最高的省份，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沿，南北跨中温带与

寒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黑龙江省地域辽阔，东起抚远

以东、乌苏里江注入黑龙江的汇流处（东经135°05＇），西

端至兴安岭北部的大林河源头以西（东经121°11＇），北起

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北纬53°33＇），南至东宁县的



南端（北纬43°25＇）。东西长930公里，南北相距约1120公

里。全省总面积45.4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7%，仅

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居全国第六位。行

政区划 黑龙江省现辖13个地市，其中12个省辖市，1个行政公

署65个县（市），其中19个县级市，46个县；931个乡（镇）

，其中458个乡，473个镇。历史沿革 黑龙江省历史悠久，早

在距今三至四万年的旧石器时期，此地就有人类活动。黑龙

江地区最早建立的地方政权是战国后期的夫余国。唐代设室

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和渤海都督府。契丹灭渤海后，一度

建东丹国。金代建都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

明代在东北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清初设宁古塔昂邦章京，

后移吉林，改称吉林将军，并增设黑龙江将军，分别管辖黑

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设有黑龙江

、嫩江、松江、合江、牡丹江五省，不久合为黑龙江、松江

两省。1954年合并为黑龙江省，省会设在哈尔滨市。人口与

民族 全省人口至2010年控制在4，234万人以内。我省是多民

族杂散居的边疆省份，除汉族以外，有49个少数民族计200余

万人，其中满、朝鲜、回、蒙古、达斡尔、锡伯、鄂伦春、

赫哲、鄂温克、柯尔克孜10个民族为世居民族。二．自然条

件土地资源 黑龙江省土质肥沃，地势平坦，耕地连片，水源

充足，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是世界著名的三

大黑土带之一。黑龙江省盛产大豆、小麦、玉米、马铃薯、

水稻等粮食作物以及甜菜、亚麻、烤烟等经济作物。黑龙江

省草原面积约6500万亩，草质优良，营养价值高，适于发展

畜牧业,其中松嫩草场是世界三大羊草地之一。黑龙江省的国

土面积广阔，工商建设用地后备资源充裕。矿产资源 黑龙江



省境内地貌类型多样，地质构造复杂，为各种矿产资源的形

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已发现的矿产有131种，其中已探明储量

的矿种有77种，储量居全国前十位的有41种，优势矿产资源9

种，以石油、煤炭、黄金、石墨最为著名，煤炭储量居东北

三省第一位。省内有1个油城，2个林城，4个煤城,共7个资源

型城市。水利资源 黑龙江省境内有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

江和绥芬河四大水系，现有湖泊、水库6000余个，水面达80

多万公顷，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918条。黑龙

江全长4,370公里，仅次于长江、黄河，列我国第三，是著名

的国际界河；松花江全长2,214公里，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

是黑龙江省境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省全省水资源总量652.1

亿立方米，居东北之首，水能总理论蕴藏量739.5万千瓦，可

能开发的水能资源装机容量603.2万千瓦。水能资源主要集中

在松花江一级支流牡丹江流域，其次分布在黑龙江一级支流

呼玛河、额穆尔河、库尔滨河以及嫩江干流等河流上，其余

的分布在汤旺河、绥芬河及其他一些中小河流上。绿色产业

资源 黑龙江省山清水秀，土净田洁，适于发展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黑龙江省政府确立了“打绿色牌，走

特色路”的发展战略，加快了绿色食品大省建设步伐。我省

绿色食品种植面积、产品总量和认证产品的数量均居全国第

一位，是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一批优势骨干企业

正在崛起。生物资源 黑龙江省是全国较大的林业省份之一，

全省林业经营总面积3126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8.9％。

有林地面积为2007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15亿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达43.6％，森林面积、森林总蓄积和木材产量均居全国

首位，是我国最重要的国有林区和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森



林树种达100余种，材质优良且经济价值较高的活立木50种，

用材树30余种。红松、落叶松、樟子松、水曲柳、黄菠萝、

胡桃楸是国内外少有的珍贵品种。莽莽林海，繁衍着种类众

多的珍禽异兽和千姿百态的野生植物。黑龙江省野生动物

达476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东北虎、丹顶

鹤、白鹤等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马鹿、黑熊

、天鹅等 67种。众多的江河湖沼和水库塘堤，栖息着上百种

观赏与食用鱼类，有兴凯湖的大白鱼、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

、以及内河中的“三花”、“五罗”等，水产资源多达105种

。土产山产资源有 1000多个品种，其中著名的药材有人参、

刺五加等。旅游资源 黑龙江省是全国生态示范省之一，有9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6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和37个国家级森

林公园。黑龙江省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四季分明，以大冰雪

、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大湖泊、现代大农业及火山地

貌、都市风光、少数民族风情及边境游著称，特别是世界第

二大高山堰塞湖的镜泊湖、世界三大冷泉之一的五大连池、

中俄界湖的兴凯湖更是举世闻名。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龙珠二龙山滑雪场、吉华长寿山滑雪场、华天乌吉密滑雪场

、日月峡滑雪场、黑河远东滑雪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

雕艺术博览会、冰灯艺术博览会等也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夏冬

旅游景点。黑龙江省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冰雪旅游基地和生态

旅游胜地，夏季避暑游、冬季冰雪游、沿边跨国游、民族风

情游为特色的旅游业快速发展。世界旅游组织专家把黑龙江

旅游形象定位于“黑龙江中国旅游酷省”。三．经济概况我

省至2010年的远景目标是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实现新的倍增，

达到3，240亿元3，660亿元，年均增长7.2%；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3000美元，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三次产业的比重调整

到11：50：39或10：50：40。农业 黑龙江省是全国重要的粮

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是全国耕地和土地后备资源最多的

省份，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形成了五大优势主导产业。优

质粮食产业，粮食产业一直是黑龙江省基础产业，大豆面积

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玉米、水稻面积和产量也居全国前列

。畜牧业，黑龙江省草原面积大、农作物秸秆丰富，发展畜

牧业潜力巨大，以奶牛为主的畜牧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奶

牛存栏和鲜奶产量均居全国首位，肉、蛋、奶产量大幅度增

长。工业 黑龙江省工业基础比较雄厚，是国家老工业基地。

建国初期25个大企业北迁我省，“一五”计划时期国家156项

重点建设工程22项在黑龙江，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开发大庆

油田和大、小兴安岭林区，八十年代以后又上一批电力、医

药、食品等项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形成了以重工业

为主体，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机械、冶金、电力、石化、

煤炭、森工、建材、医药、食品、轻工、纺织等为重点，门

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我国工业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黑龙江省的石油开采、飞机制造、工业机器人、大型连铸连

扎设备、大型发电机组等尖端技术，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有

的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内外贸易 黑龙江省依靠独特的

地缘优势，采取“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方针，敞开北

大门，现有25个国家一类口岸和9个边境互市贸易区，通过举

办出口商品交易会和经济贸易洽谈会等方式，积极发展同东

北亚，东南亚以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与毗邻的俄

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发展边境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四．科教

文化科教 近年来，黑龙江省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迅速并已逐渐成为推动全省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全省区域创新能力及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前列。文化 黑龙江

省既具有传统文化艺术，又有富于激情与 活力的文化氛围。 

全省文化、旅游、体育、娱乐设施进一步完善。卫生 全省医

疗水平明显提高。卫生保健体系逐步健全。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