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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自然资源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行政区划  指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根据有关法规规

定，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
辖市；(2)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3)自治
州分为县、自治县、市；(4)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5)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6)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的特
别行政区。  

自然资源  指人类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
和生活的物质资源。自然资源一般可以分成可再生资源和非

再生资源两大类。可再生资源指在较短时间内可以再生、可

以循环利用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

物资源和海洋资源等。非再生资源指在使用后不能再生的资

源，包括矿产资源和地热能源。  
土地资源  土地指陆地的表层部分，它主要由岩石、岩

石的风化物和土壤构成。土地资源按利用类型可以分为农用

地、建筑用地和未利用地。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

牧草地和水面。建筑用地包括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

和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地指农用地和建筑用地以外的土

地，包括滩涂、荒漠、戈壁、冰川和石山等。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价

值的，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已发现矿种有 170 多种，按其特点
和用途，可分为能源矿产(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地热)、
金属矿产(如铁矿、锰矿、铜矿、铅矿、铝土矿)、非金属矿
产(如金刚石、石灰岩、粘土)和水气矿产(如地下水、矿泉水、
二氧化碳气)四大类。其中：金属矿产按其物质成份和性质又

可分为：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贵金属矿产、稀有

金属矿产、稀土金属矿产、分散元素金属矿产六类。 
气候  指地球与大气之间长期能量交换与质量交换所

形成的一种自然环境状态，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气候既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环境要素之一，又是供给人类生

活和生产的重要资源。气温、降水、湿度等气象要素的多年

平均值是用来描述一个地区气候状况的主要参数，而各种气

象要素某年、某月的平均值(或总量)则可以反映出该时期天
气气候状况的重要特征。  

气温  指空气的温度，我国一般以摄氏度(℃)为单位表
示。气象观测的温度表是放在离地面约 1.5 米处通风良好的
百叶箱里测量的，因此，通常说的气温指的是离地面 1.5 米
处百叶箱中的温度。其统计计算方法为：  

月平均气温是将全月各日的平均气温相加，除以该月的

天数而得。 
年平均气温是将 12个月的月平均气温累加后除以 12而

得。 
降水量  指从天空降落到地面的液态或固态(经融化后)

水，未经蒸发、渗透、流失而在地面上积聚的深度。其统计

计算方法为：  
月降水量是将全月各日的降水量累加而得。 
年降水量是将 12 个月的月降水量累加而得。 
日照时数  指太阳实际照射地面的时间。其统计方法与

降水量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