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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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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华人民共和国[ZhOnghud R6nmin G6nghegu6] 简称中国。北纬03。51'〜53°34',东经73。附近〜135°05'。在 
本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东南面向海洋，西北深入亚洲内陆。国土最南端在海南省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以南，最北端 

着黑龙江省漠河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南北延伸5 500公里，占纬度近50。。国土最西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有恰县西帕米尔高原，最东端在黑龙江省抚远县以东黑龙江与其支流乌苏里江航道汇合处。东西相距5 200公里，跨 

举度60。。属世界标准时东5区至东9区，跨5个时区。目前全国统一采用北京所在的东8区时间，称“北京时 

尚”

中国领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陆地疆界长2万多公里。接壤的邻国有朝鲜、俄罗斯联邦、 
中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和 

毒南。海岸线总长3. 2万多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仑河口，长1.8万多公里。环绕中国大陆边 

缘的海，由北向南为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渤海为内海。广阔的大陆架上有6 536个岛屿，其中台湾岛最大，面 

积35 800平方公里；海南岛次之，面积32 000平方公里。领海宽度为12海里。隔海相望的国家有韩国、日本、菲律 

亭、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全国人口为119 850万人（未包括港、澳、台人口数），有56个民族，其中 

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1.96%,余依次为壮族、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藏族、布依族、 

廻族、朝鲜族、瑶族、白族、哈尼族、哈萨克族、黎族、傣族、畲族、傑傑族、伤佬族、拉祜族、东乡族、但族、水 
东、高山族、纳西族、羌族、土族、隹佬族、柯尔克孜族、景颇族、达斡尔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普米族、 

塔吉克族、阿昌族、怒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德昂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京族、基诺族、裕固族、保安族、 

「1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珞巴族。各民族不论大小，在政治上都享有平等权利。还有2 000 
多万人移居国外，获外籍，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为中国籍华侨。

中国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4 000多年。称谓和疆域屡有变迁。早在公元前21世纪出现的夏启凭借 

冬禹的基业建立的政权，始被尊为“天下共主”，被视为“天下之中”。夏的含义具有“大国”、“中心”的意义。“中 

甲” 一般仅指夏商王畿。春秋时，中原的诸侯国自称“诸华”、“诸夏”，合称“华夏”。周天子所居“国”（京师）即 

节“中国”，亦即“中央之国”。“中国”不仅具有“地域居中”的意义，亦指传统中华文化之所在。行周礼即被视为 

华夏，不行周礼被视为夷狄。秦虽统一中国，仍不免被视为夷狄，至汉朝已成为包有农耕和游牧民族在内的统一的多 

县族国家。魏晋南北朝，中原战乱，疆界变化大。北方、西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陆续内迁与华夏族融 

合。源于夏的“中国”又是法统的同义词。西晋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已离开传统的中心区，仍以西晋合法继承者自 

居，是真正的“中国”，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索虏”。而北方政权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当然自应是“中国”，东晋 

和南朝只不过是“岛夷”。这场争议直到隋统一才结束。“汉人”的称谓，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晚期，是居中原的少 

教民族对原内地人的贬称。唐代大漠南北尽入唐版图，更西扩至里海、兴都库什山，阿姆河以南，西域十六国设置羁 

縻都督府州，势力最远达波斯。9世纪西南有南诏建国，10世纪南诏亡，建大理国。北方有阿保机建契丹帝国，以白 

沟、山西长城与宋为界。宋袭五代十国后期范围。自唐以来据陕北河套的党项羌于11世纪建西夏国。后女真反辽建 

金国，与南宋议和成为北中国一大强国。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又一扩展时期。由于边境少数民族加入统一，疆域辽 

阔。当时中国分为蒙古高原诸部、西辽、金、西夏、吐蕃、大理和南宋。其后，铁木真在斡难河被奉为成吉思汗。大 

元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辽、金、元、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继入主中原。“汉人”之称，元代已包括契丹、西夏、女 

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深入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已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明朝后期，被西方称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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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北京市［Bdjmg Shi］简称京。中央直

争市。北纬39。28,〜41°05,,东经115°25'〜 
1,7。35'。在中国北部偏东，华北平原西北 

边缘。面积16 807平方公里。人口 1 049 
万，有汉、回、满、蒙古等民族。辖东城、西 

城、崇文、宣武4城区，朝阳、海淀、丰台、石 

本山4近郊区，房山、门头沟2远郊区，昌 

平、顺义、通县、大兴、平谷、怀柔、密云、延 

庆8县。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商周在今境出 

现蓟、度（度即燕）2方国。周武王封召公费 

于燕（今房山区境），封尧（一说黄帝）之后 

于蓟（今城区），后燕灭蓟，迁都于蓟。战国 

燕置5郡,今境分属渔阳（治渔阳，在今怀 
秦县）、上谷、右北平郡。秦始皇二十一年 

（公元前226年）于蓟增设广阳郡。西汉分 

属广阳国（治蓟，今城区）及涿、渔阳、上谷、 

右北平郡。东汉属幽州（治蓟）。建武十三 

手（公元37年）省广阳国入上谷郡。永元八 

年（公元96年）析置广阳郡（仍治蓟）。三国 

魏广阳郡改燕郡（后称燕国）；渔阳郡曾一 

度并入燕郡，后又分设;涿郡改范阳郡;上 

谷郡治徙居庸（今延庆县）。西晋末,今境分 

属燕（治蓟）、范阳国和上谷郡。十六国后赵 

分属燕、渔阳、范阳、上谷郡。北魏孝昌元年 

（公元525年）分属幽州燕、范阳、渔阳郡 

（渔阳郡治已南迁至今天津市武清县），安 

州密云、广阳郡和燕州上谷郡。东魏武定四 

年（公元546年）分属幽州燕、渔阳、范阳 

郡,东燕州（治昌平）昌平、上谷、循城郡， 

安州（治燕乐，在今密云县）密云、广阳、安 

乐郡。北齐末，分属幽州燕、渔阳、范阳郡， 

东燕州昌平郡和安州（治安市，在今密云 

县）安乐郡。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分 

属涿（治蓟）、安乐（治燕乐）、渔阳郡。唐属 

河北道，置幽州、檀州（治密云）。五代晋割 

燕云十六州于辽。辽会同元年（公元938 
年）升幽州为幽都府，立为南京，实为陪都。 

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改幽都府为析津 

府，南京亦称燕京。太平六年（公元1026 
年）分属南京道析津府（所领顺州、檀州、蓟 

州在今境）、西京道儒州、中京道北安州。宋 

从金赎回燕京改名燕山府，旋复归金，称燕 

京。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迁都至中都 

（原辽南京），今境分属中都路大兴府（治大 

兴，在今城区）、顺州（治温阳，今顺义县）、

通州（治潞、今通县），西京路德兴府，北京 

路临潢府。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年）改中 

都路置燕京路。元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 

废燕京路复置中都路。九年改中都名大都。 

二十一年废大兴府置大都路总管府（治大 

都），今境大部属之，怀柔县北部和延庆县 

东北部为上都路地。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年）改大都称北平，设北平府。永乐元 

年（公元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 

为顺天府。十九年迁都于此，改名京师，京 

师顺天府治大兴。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年）分属顺天府和宣府镇延庆直隶 

州。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 

政区多沿明制。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 
年）今境分属顺天、宣化、承德府和独石口 

厅。1913年废顺天府改置京兆地方。1917 
年分属京兆地方、直隶省及热河和察哈尔 

特别区。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置北平特 

别市;直隶省改河北省。今境远郊大部属河 

北省，延庆、怀柔、密云部分地区分属察哈 

尔、热河省。1930年北平特别市降设北平 

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遂改北平市为 

北京市。1956、1958年河北省昌平县和大 

兴、顺义、通县、房山、良乡、平谷、密云、怀 

柔、延庆诸县相继划入，遂成今境。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为山地，占 

总面积62%。西部山地称西山，属太行山 

余脉，由一系列东北一西南走向、大致 

平行的褶皱山脉组成，南北延伸200公里。 

平原边缘的低山区海拔200〜500米，中山 

区海拔1 000〜1 500米，全市最高峰东灵 

山海拔2 303米;北部山地称军都山，属燕 

山山脉，由镶嵌着燕落、十三陵等山间盆地 

的若干断块山组成，海拔800~1 000米。 

东南部为永定、潮白等河的冲积平原,占总 

面积38%,自西北向东南缓倾，大部海拔 

20〜60米，最低点在通县觅子店附近，海 

拔约8〜10米。年平均气温11〜12，C,1月 

平均气温一7 4C,7月平均气温25〜 
26C。年平均降水量626毫米。年径流总量 

26亿立方米。有大小河流200余条，主要 

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沟河 

五大河流，属海河流域。其中永定河斜贯市 

境西南部，是境内最大河流。山地土壤多呈 

垂直地带性分布，自高而低为山地草甸土 

一山地棕壤一山地褐土；由山麓至平原依 

次为褐土 一碳酸盐褐土、潮土和沼泽化土； 

局部低洼地区有盐土，近郊分布有水稻土 

和菜园土。植物种类繁多，计有维管束植物 

158科，759属，1 482种及151个变种和亚 

种。以禾本、豆、蔷薇等科为优势种。现有 

林地主要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以辽东 

栋林、栓皮栋林、櫥树林、油松林、侧柏林、 

杨桦林、杂木林和荆条、绣线菊等落叶阔叶 

灌丛、灌草丛等群落及果林、经济林为主。 

森林覆盖率33. 6%。野生动物有兽类40 
种，鸟类220种，爬行类16种，两栖类7 
种，鱼类60种。建有国家级西山、上方山、 

蟒山森林公园和松山自然保护区。已探明 

储量的矿藏有40余种，以煤、铁、石灰石、 

白云石最为丰富，次为大理石、花岗石及 

铜、锌、铅、金、银等有色金属。煤集中分布 

在西部门头沟区，铁在北部密云、怀柔山 

区，石灰石、白云石广泛分布在西、北部山 

地。农作物以小麦、水稻、玉米为主，尤以 

“京西稻”著名。在郊区建有蔬菜、蛋、禽、 

奶、生猪等生产基地。果品有苹果、梨、桃、 

葡萄、柿、栗等，以京白梨、大盖柿、香白杏、 

大扁（杏仁）、虎爪板栗最为有名。工业有 

149个门类，已形成以化工、机械、轻纺、冶 

金为四大支柱，轻工、印刷、电子、仪器仪 

表、食品、汽车等为主体的较完善的工业体 

系。是全国工业基地之一。大型工业区集 

中分布于市区边缘的八里庄一十里堡、大 

郊亭一堡头、双井、酒仙桥、建（国门）外、石 

景山、衙门口、大红门、长辛店、清河等地 

区，远郊的燕山、琉璃河及黄村、通州、顺 

义、昌平镇亦为重要工业城镇。近年来电子 

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科学及医学工 

程、新材料与新能源、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迅速。在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面积 

100平方公里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内分布最为集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丰台科技园区、八 

大处高科技园区等数十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亦在建设中。以商业、旅游服务业为主体的 

第三产业在全市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已达 

1/3。城区有西单、王府井、前门、建（国门） 

夕卜、朝（阳门）外、复（兴门）外等40个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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