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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云南省情》

内容概要

　　《新编云南省情》是一部系统反映云南基本情况的资料工具书。分12篇、119苹和17个地州币情及
附篇。第一篇《综述》，4章，介绍云南的地理、历史、行政区划和人口；第二篇《民族'宗教》，4章
，简介云南包括汉族在内的26个民族的由来、发展，建国后民族地区的建设成就及宗教情况；第三篇
《体制改革》，7章，是按照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
农村、国有企业、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叙述改革开放17年来云南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第四篇《对外开放》，9章，对云南对外开放的历史和现状，以
及云南的对外交往和对外经贸工作，都分别简要作了介绍；第五篇《经济建设》，44章，分门别类展
示了云南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情况和现状；第六篇《社会发展》，20章，分别简介社会事业建设的
各个方面，突出了教育为本、科技兴滇的思想；第七篇《“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2章，对
“八五”计划执行情况作了综合分析，提出了“九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措施和到2010年的展望
；第八篇《民主法制》，10章，简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云南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对
云南的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作了简要的介绍；第九篇《精神文明建设》
，6章，从科学理论、舆论导向、先进思想、文艺作品4个方面简介了云南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成就、经验和问题，提出了今后任务；第十篇《党的建设》，6章，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统战工作等方面，简介云南开展党的建设的历程和今后的努力方向；第十
一篇《领导机关·政党团体》，7章，介绍中共云南省委、省纪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5大机关
，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基本情况。第十二篇《地州市情》，分别介绍云南17个地州市的概况
。《附篇》，有云南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统计指标、“18生物资源开发工程”简介等8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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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编例第一篇 综述第一章 自然概况第一节 地理一 位置面积二 地形地貌云南省坝区面积较大的县（区
）表云南省主要山峰表云南省主要湖泊水文特征值表第二节 气候一 类型二 特点第三节 资源一 土地二 
森林三 野生植物四 野生动物五 矿产六 水和水能云南省六大水系水文特征表七 气象八 地热九 旅游第
四节 自然灾害一 农业主要自然灾害二 地震灾害1951-1996年上半年云南省重大地震灾害损失情况表三 
滑坡、泥石流灾害第二章 行政区划沿革第一节 历史沿革第二节 建国后行政区划的变动一 昆明市二 东
川市三 昭通地区四 曲靖地区五 楚雄彝族自治州六 玉溪地区七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八 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九 思茅地区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十一 大理白族自治州十二 保山地区十三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十四 丽江地区十五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十六 迪庆藏族自治州十七 临沧地区第三节 行政区划现
状1996年云南省行政区划统计表第三章 历史发展概略第一节 上古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梗概一 远古时期
二 战国时期三 秦汉时期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 隋唐时期第二节 中古时期社会经济状况一 宋元时期二 
明清时期第三节 近代社会经济概述一 清朝后期二 民国时期第四章 人口第一节 人口发展概况一 建国前
人口发展简述二 建国后人口增长概况第二节 人口现状一 人口分布二 人口性别、年龄构成三 人口文化
素质第三节 人口的出生、死亡状况及寿命一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状况云南省人口出生、死亡和自然
增长率的变化表二 平均预期寿命第四节 少数民族人口一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情况二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
三 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第五节 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一 至2010年人口发展趋势二 劳动力结构、就学
状况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二篇　民族宗教第五章 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26个民族简
介一 汉族二 彝族三 白族四 哈尼族五 壮族六 傣族七 苗族八 傈僳族九 回族十 拉祜族十一 佤族十二 纳
西族十三 瑶族十四 藏族十五 景颇族十六 布朗族十七 普米族十八 怒族十九 阿昌族二十 德昂族二十一 
基诺族二十二 蒙古族二十三 布依族二十四 独龙族二十五 水族二十六 满族云南省各民族主要节日简表
第三节 民族关系特点第六章 民族区域自治第一节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第二节 民族区
域自治的建立和发展一 创建阶段二 曲折发展阶段三 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云南省民族自治地方一览表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第三篇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四篇 对外开放第五篇 经济建设第六
篇 社会发展第七篇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第八篇 民主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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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怒江又名潞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自西藏进入云南，穿越怒江、保山、临沧、德
宏4个地州，从潞西县入缅甸名为萨尔温江，在云南境内干流长54.7 公里。怒江进入云南境内后，奔流
于怒山和高黎贡山之间，山高谷深，声如怒吼，故称“怒江”；其上段支流多为高黎贡山和怒山的融
雪溪流，飞瀑高悬，直泻千尺，蔚为壮观。　　澜沧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北麓，自西藏进入
云南，经迪庆、怒江、大理、保山、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州，由勐腊县出境人老挝后称湄公河
。澜沧江在云南境内的干流长1170公里，主要支流有黑惠江（中游段叫漾濞江）、威远江、补远江（
罗梭江）、流沙河等。　　金沙江古称丽水，为长江上游，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中段，自古
以盛产金沙而得名。上游叫通天河；从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至四川宜宾岷江口一段叫金沙江，全
长2308公里；宜宾以下称长江。金沙江自川、藏交界处人云南，在省内河长1560公里。金沙江南流至
丽江石鼓突然折向北去，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江水切穿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深切为坡陡
谷深的大峡谷--“虎跳涧”峡谷，水如万马奔腾，空谷雷鸣，声传数里之外。江水再自北向南流而转
东，进入滇中高原、滇东北与四川西南山地之间。金沙江右岸云南境内的支流有龙川江、普渡河、牛
栏江和横江等10余条。　　.一红河发源于云南，它在云南境内有两大支流：一为元江，一为李仙江。
元江有东西两源，东源出自祥云县，西源出自巍山r县-两源汇合后称礼社江，向东南流人元江县境始
称元江。流域多红色的沙页岩地层，水呈红色，故又称红河。流经楚雄、玉溪、红河3个地州，由河
口县流人越南。元江在云南境内淦长692公里。李仙江发源于南涧县，流经景东、镇沅、墨江、普洱等
县，在江城县流入越南。李仙江在云南境内全长488公里。此外，红河水系在云南境内还有盘龙河、普
梅江（又名八戛河）两条支流，分别流人越南后注入红河。　　珠江上游是北盘江和南盘江。北盘江
源于贵州境内。南盘江发源于云南曲靖市马雄山，是珠江正源，流经曲靖、玉溪地区和红河、文山两
州，在罗平县入广西，和北盘江汇合后称红水河。云南境内南盘江长677公里，主要支流有甸溪河、曲
江、泸江、黄泥河、清水江。　　云南的河流大都是六大水系的源头或上游，在高山峡谷间奔驰，水
流湍急，礁石横阻，河床落差极大。水量又为气候变化所制约，雨季来临，洪水猛涨；雨季一过，流
量大减。所以，云南江河虽然多而流长’，但除了某些江河在平缓地区可通船舶（如水富县水富港可
以利用金沙江航行到上海港，从思茅港可沿澜沧江一湄公河航行到东南亚各国）外，大都没有舟楫之
便；各条江河两岸之间距离狭窄，基本上没有开阔的淤积平原，所以又难收农业之利。但云南江河蕴
藏丰富的水能资源，可拦河筑坝，修建电站，提供大量廉价动力。　　云南受断层作用，多断层陷落
湖，是西南4省区中淡水湖泊最多的地方。大小湖泊共计30余个，总面积约106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
积的0.2 8％，集水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总蓄水量约300亿立方米。滇东较大的湖泊有滇池、抚仙湖、
阳宗海、杞麓湖及星云湖等；滇西最大的湖泊是洱海，此外还有程海、泸沽湖（位于川、滇交界处，
为两省共有）、剑湖、茈碧湖等；滇南主要有异龙湖、长桥海、大屯海等。大多数湖泊平均深度在20
米以下，超过20米的只有抚仙湖、阳宗海、程海和泸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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