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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概览

海南省简称“琼”，位于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隔北部湾与越南

相对，东面和南面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邻。省内的三沙市是

中国地理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含海域面积）、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区划。

海南别称琼崖、琼州，西元前 110年，中央政府在海南岛设置珠崖郡、儋耳郡，属交州

刺史管辖，标志着海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1988年 4月，海南从广东省划出，独立建省，

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海南经济特区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海南省的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全

国面积最大的省。全省陆地(主要包括海南岛和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总面积 3.54 万平方

公里，海域面积约 200万平方公里。

海南岛地处北纬 18°10’～20°10’，东经 108°37’～111°03’，岛屿轮廓形似一个

椭圆形大雪梨，长轴呈东北至西南向，长约 290公里，西北至东南宽约 180公里，面积 3.39

万平方公里，是国内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海岸线总长 1823公里，有大小港湾 68个，

周围负 5米至负 10米的等深地区达 2330.55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面积的 6.8%。

海南岛北与广东雷州半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约 18海里，是海南岛与大陆之间的“海上

走廊”，也是北部湾与南海之间的海运通道。从岛北的海口市至越南的海防市约 220海里，

从岛南的三亚港至菲律宾的马尼拉港航程约 650海里。

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海南岛东南面约 300海里的南海海面上。中沙群岛大部分淹没于

水下，仅黄岩岛露出水面。西沙群岛有岛屿 22座，陆地面积 8平方公里，其中永兴岛最大(2.13

平方公里)。南沙群岛位于南海的南部，是分布最广和暗礁、暗沙、暗滩最多的一组群岛，

陆地面积仅 2平方公里，其中曾母暗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

二、自然地理

（一）气候

海南岛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气候，素来有“天然大温室”的美称，这里长夏无冬，

年平均气温 22~27℃，大于或等于 10℃的积温为 8200℃，最冷的一月份温度仍达 17～24℃，

年光照为 1750～2650小时，光照率为 50%～60%，光温充足，光合潜力高。海南岛入春早，

升温快，日温差大，全年无霜冻，冬季温暖，稻可三熟，菜满四季，是中国南繁育种的理想

基地。

海南省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 1000毫米～2600毫米之间，年平均降水量为 1639毫米，

有明显的多雨季和少雨季。每年的 5～10月份是多雨季，总降水量达 1500毫米左右，占全

年总降水量的 70～90%，雨源主要有锋面雨、热雷雨和台风雨，每年 11月至翌年 4月为少

雨季节，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0～30%，少雨季节干旱常常发生。

（二）地形

海南岛四周低平，中间高耸，以五指山、鹦哥岭为隆起核心，向外围逐级下降。山地、

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形层状地貌，梯级结构明显。

海南岛的山脉多数在 500～800米之间，实际上是丘陵性低山地形。海拔超过 1000米的

山峰有 81座，成为绵延起伏在低丘陵之上的长垣，海拔超过 1500米的山峰有五指山、鹦哥

岭、俄鬃岭、猴弥岭、雅加大岭和吊罗山等。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这些大山大体上分三大山脉：五指山山脉位于海南岛中部，主峰海拔 1867.1 米，是海

南岛最高的山峰；鹦哥岭山脉位于五指山西北，主峰海拔 1811.6米。

（三）河流

海南岛地势中部高四周低，比较大的河流大都发源于中部山区，组成辐射状水系。全岛

独流入海的河流共 154条，其中水面超过 100平方公里的有 38条。南渡江、昌化江、万泉

河为海南岛三大河流，三条大河的流域面积占全岛面积的 47%。南渡江发源于白沙县南峰

山，斜贯岛北部，至海口市入海，全长 311公里；昌化江发源于琼中县空示岭，横贯海南岛

西部，至昌化港入海，全长 230公里；万泉河上游分南北两支，分别发源于琼中县五指山和

风门岭，两支流到琼海市龙江合口咀合流，至博鳌港入海，主流全长 163公里。

海南岛上自然形成的湖泊较少，人工水库居多，著名的有松涛水库、牛路岭水库、大广

坝水库和南丽湖等。

（四）自然资源

1、土地资源

海南岛是中国最大的“热带宝地”，土地总面积 344.2万公顷，占全国热带土地面积的

约 42.5%。可用于农、林、牧、渔的土地人均约 0.48 公顷。由于光、热、水等条件优越，

生物生长繁殖速率较温带和亚热带为优，农田终年可以种植，不少作物年可收获 2至 3次。

按适宜性划分，海南岛的土地资源可分为 7种类型：宜农地、宜胶地、宜热作地、宜林地、

宜牧地、水面地和其它用地。海南岛已开发利用的土地约 315.2万公顷，未被开发利用的土

地约 26万公顷，其中可用于大农业开发利用的约占 90%。海南土地后备资源较丰富，开发

潜力较大。

2016年海南省耕地面积为 7297.61平方公里。其中，一等地 1350.06平方公里占比 18.5%；

二等地 1579.93平方公里占比 21.65%；三等地 1461.71平方公里占比 20.03%；四等地 1655.83

平方公里占比 22.69%；五等地 703.49 平方公里占比 9.69%；六等地 546.59 平方公里占比

7.49%。与 2015年相比，耕地质量总体持平。

2、作物资源

粮食作物是海南种植业中面积最大、分布最广、产值最高的作物，主要有水稻、旱稻、

山兰坡稻、小麦，其次是番薯、木薯、芋头、玉米、高粱、粟、豆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

麻类、花生、芝麻、茶等；水果种类繁多，栽培和野生果类 29科、53属，栽培形成商品的

水果主要有菠萝、荔枝、龙眼、香蕉、大蕉、柑桔、芒果、西瓜、杨桃、菠萝蜜等；蔬菜有

120多个品种。

海南岛热带作物资源丰富，岛上原来生长有 3000多种热带植物，建国后，从国外引进

1000多种，并从国外野生资源中发掘出 1000多种有用植物进行栽培试验，均取得显著成绩。

栽培面积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热带作物主要有：橡胶、椰子、油棕、槟榔、胡椒、剑麻、

香茅、腰果、可可等。

3、植物资源

全省现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4622多种，占全国种类的 15%，其中海南特有种 491种系，

48种被列为国家 I、II级重点保护植物(第一批)。植物资源的最大藏量在热带森林植物群落

类型中，热带森林植被垂直分带明显，且具有混交、多层、异龄、常绿、干高、冠宽等特点。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热带森林主要分布于五指山、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等林区，其中五指山属未开

发的原始森林。热带森林以生产珍贵的热带木材而闻名全国，在 1400多种针阔叶树种中，

乔木达 800种，其中 458种被列为国家的商品材，属于特类木材的有花梨木、坡垒、子京、

荔枝、母生等 5种，一类材 34种，二类材 48种，三类材 119种，适于造船和制造名贵家具

的高级木材有 85种，珍稀树种 45 种。全省森林覆盖率为 62.1%，比 2015年增加 0.1个百

分点；森林面积为 480.36平方公里，比 2015年增加 0.75平方公里，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1.53

亿立方米，比 2015年增加 0.02亿立方米。全省国家级森林公园 9处，面积 1176.82平方公

里；省级森林公园 17处，面积 508.78平方公里；市县级森林公园 2处，面积 16.93平方公

里。

4、动物资源

全省有陆栖脊椎动物 660种，其中海南特有种 23种，123种被列入国家一、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一级保护动物有海南坡鹿、海南黑冠长臂猿、云豹、巨蜥、海南山鹧鸪等

18种。

5、水产资源

海南的海洋水产资源具有海洋渔场广、品种多、生长快和渔汛期长等特点，是中国发展

热带海洋渔业的理想之地。全省海洋渔场面积近 30万平方公里，可供养殖的沿海滩涂面积

2.57万公顷。海洋水产在 800种以上，鱼类就有 600多种，主要的海洋经济鱼类 40多种。

许多珍贵的海特产品种已在浅海养殖，可供人工养殖的浅海滩涂约 2.5万多公顷，养殖的经

济价值较高的鱼、虾、贝、澡类等 20 多种。海南岛的淡水鱼（不包括溯河性的鱼）有 15

科 57属 72种。海南还是中国理想的天然盐场，沿海港湾滩涂许多地方都可以晒盐，集中于

三亚至东方沿海数百里的弧形地带上。已建有莺歌海、东方、榆亚等大型盐场，其中莺歌海

盐场是中国南方少有的大盐场。

6、矿产资源

海南矿产资源种类较多。至 1991年，全国已探明有工业储量的 148种矿产中，海南已

探明具有一定开发利用价值的矿产 57种（若按工业用途可分为 65种）；探明有各级储量规

模的矿床 126个（含大型地下水源地 6处），其中大型矿床 31个，中型矿床 31个，小型矿

床 64个。在国内占有重要位置的优势矿产主要有玻璃石英砂、天然气、钛铁砂、锆英石、

蓝宝石、水晶、三水型铝土、油页岩、化肥灰岩、沸石等 10多种。其中，石碌铁矿的铁矿

储量约占全国富铁矿储量的 70%，品位居全国第一；钛矿储量占全国的 70%；锆英石储量

占全国的 60%。

7、水资源

全省总供水量 44.96亿立方米，比 2015年减少 1.12亿立方米，全省总用水量 44.96亿

立方米。

8、自然保护区

全省共建立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自然景观等自然保护区 49个，总面积为 27023平

方公里。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0个，面积 1541平方公里；省级自然保护区 22个，面积

25340平方公里；市县级自然保护区 17个，面积 142平方公里。全省陆地自然保护区 40个，

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 7个，陆地和海洋综合自然保护区 2个，自然保护区陆地面积共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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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地面积约 6.94%。

三、行政区划

截止 2015年 9 月止，海南省现有 27个市、县(区)，其中 4 个地级市、5 个县级市、4

个县、6 个自治县、8个区，218个乡镇(含街道办事处)，其中 21个乡、175个镇、22个街

道办事处。

地级市：海口市、三亚市、三沙市、儋州市

县级市：五指山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

县：定安县、屯昌县、澄迈县、临高县

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四、人口情况

（一）人口

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2016年全省人口出生率 14.57‰，死亡率 6.00‰，自

然增长率 8.57‰。全省年末常住人口 917.13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 56.78%。

（二）民族

海南省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其余民族是解放后迁入的干部、职工和移

民，分散于全省各地。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世居的黎、苗、回族，大多数聚居在中

部、南部的琼中、保亭、白沙、陵水、昌江等县和三亚市、五指山市；汉族人口主要聚集在

东北部、北部和沿海地区。

（三）方言

海南居民语言种类多，主要使用的方言有 10种。

1、海南话

狭义的海南方言，属汉藏语系汉语闽南方言。海南话使用最广泛、使用人数最多，全省有

500多万居民通用，主要分布在海口、琼山、文昌、琼海、万宁、定安、屯昌、澄迈等市县

的大部分地区和陵水、乐东、东方、昌江、三亚等市县的沿海一带地区。在不同地方，海南

话语音和声调有所不同，一般以文昌人的语音为标准口音。

2、黎话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系，有本地、美孚、加茂等 5个方言。全省黎族人民使用，主

要分布在琼中、保亭、陵水、白沙、东方、乐东、昌江等自治县和三亚市、五指山市。

3、临高话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比较接近壮语。约 50万居民使用，主要分布在临高县

境内和海口市郊西部的长流、荣山、新海、秀英等地区。

4、儋州话

属汉藏语系汉语粤语方言系统。40多万人使用，主要分布在儋州、昌江、东方等市县

的沿海一带地区。

5、军话

属汉藏语系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系统，是古代从大陆充军来海南岛的士兵和仕宦留下

的语言。10万多人使用，主要分布在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和三亚市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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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苗话

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主要在中部、南部地区各市县以及少数在其他县的约 5

万苗族居民中通用。

7、村话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约 6万人使用，主要分布在东方市、昌江县昌化江下游两岸。

8、回辉话

目前学术界认为属海南岛语系，是语群中的一个独特语言。据《琼州府志》记载，回辉

话是大约在宋、元朝期间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使用而流传下来的语言，当时汉人称之为“番语”。

世居的回族居民约 6000人使用，主要分布在三亚市回辉、回新 2个村，白沙县、万宁市少

数居民使用。

9、迈话

属粤语方言系统，比较接近广州话。是汉人使用的语言，但使用人数不多，分布不广泛，

目前只有三亚市市郊的崖城和水南一带居民使用。

10、疍家话

属粤语方言。仅三亚港附近的汉族居民使用。此外，还有三亚市、陵水县等沿海渔民使

用船上话，港口、铁路、矿山、国有农场职工使用白话、客家话、潮州话、浙江话、云南话、

福建话等。

海南话使用最广泛、使用人数最多，全省有 500多万居民通用，主要分布在海口、琼山、

文昌、琼海、万宁、定安、屯昌、澄迈等市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陵水、乐东、东方、昌江、三

亚等市县的沿海一带地区。在不同地方，海南话语音和声调有所不同，一般以文昌人的语音

为标准口音。

五、生态环境

2016年全年造林绿化面积 15.10万亩，比上年下降 24.8%。森林覆盖率 62.1%，比上年

提高 0.1 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8.3%。年末全省有自然保护区 49个，其中国

家级 10个，省级 22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270.23万公顷(含海洋保护区)，其中国家级 15.41

万公顷，省级 253.40万公顷。全年创建文明生态村 822 个，全省总数达到 17003 个，占全

省自然村的 80.7%。新建小康环保示范村 73个，累计达到 351个。

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 99.4%，比上年提高 1.5个百分点；其中优级

天数比例为 80.4%、良级天数比例为 19.0%，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0.56%，中度污染天数比

例为 0.02%，重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0.02%。轻度污染和中度污染主要污染物为臭氧，其次为

细颗粒物。全省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

分别为 5、9、31、18微克/立方米，臭氧特定百分位数平均浓度为 105微克/立方米，一氧

化碳特定百分位数平均浓度为 1.1毫克/立方米。全省各项污染物指标均达标，且远优于国家

二级标准。

深入开展城镇内河(湖)专项整治工作。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优良，水质总体优良率(达到

或好于Ⅲ类标准)为 90.1%。全省 91.8%河流断面、84.4%湖库点位水质符合或优于可作为集

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的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三大河流干流、主要

大中型湖库及大多数中小河流的水质保持优良状态，但个别湖库和中小河流局部河段水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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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污染。开展监测的 18 个市县 28 个城市(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6.4%，均符合国家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要求。

海南岛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绝大部分近岸海域处于清洁状态，一、二类海水占 97.7%，

98.6%的功能区测点符合水环境功能区管理目标的要求。洋浦经济开发区、东方工业园区和

老城经济开发区三大重点工业区及 20个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优良，保持一、

二类海水水质。西沙群岛近岸海域水质为优，均为一类海水。

年末全省有环境监测站 20个，其中国家一级站 1个，国家二级站 3个，国家三级站 16

个。环保监测人员 452人。

六、经济发展

（一）地区生产总值

初步核算，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3702.8亿元，比上年增长 7.8%。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855.82亿元，增长 5.3%；第二产业增加值 875.13 亿元，增长 6.5%；第三产

业增加值 1971.81亿元，增长 9.6%。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23.1：23.6：53.3。

（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按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0818元，按现行平均汇率计算为 6554

美元，比上年增长 6.9%。

（三）财政

全年全省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9.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其中，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627.7亿元，增长 8.7%。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41.49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6%。其中，教育支出 206.3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45亿

元，增长 5.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5.63亿元，增长 22.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00.75亿元，增长 13.9%；节能环保支出 29.19亿元，增长 25.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87.45

亿元，增长 25.6%；农林水支出 162.87亿元，增长 2.2%；交通运输支出 100.43亿元，增长

16.2%；住房保障支出 48.11亿元，增长 22.2%。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3355.4亿元，比上年增长 10.4%。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1704.00

亿元，增长 19.0%。全年施工项目 2979个，增长 4.6%；其中本年新开工项目 1163个，增

长 18.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51.72亿元，增长 21.2%；第二产业投资 322.84亿元，

下降 28.1%；第三产业投资 2980.84亿元，增长 17.0%。东部地区投资 2401.38 亿元，增长

17.3%；中部地区投资 191.18亿元，下降 2.1%；西部地区投资 762.84亿元，下降 4.2%。

全年 39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915亿元。西线高铁、屯昌至琼中高速公路通车，海口

江东大道（一期）基本建成，国电西南部电厂两台 35万千瓦机组、昌江核电 1号机组并网

运营，华信洋浦石油储备基地、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二期主体完工进入收尾阶段，海棠湾

索菲特度假酒店、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昌江棋子湾恒盛元酒店等五星级酒店基本完工。

琼中至五指山至乐东高速公路、文昌至博鳌高速公路、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博鳌机场、铺

前大桥开工建设。

（五）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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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 1.0%。其中，衣着上涨 3.7%，居八大类价

格之首；其次是医疗保健与个人用品上涨 3.2%。商品零售价格下降 0.2%，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上涨 1.6%，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下降 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10.2%，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下降 11.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下降 0.6%。

（六）房地产业和旅游业

全年全省房地产业完成增加值 306.75亿元，比上年增长 5.4%。全年房地产项目房屋

施工面积 8316.98万平方米，增长 10.1%；销售面积 1052.28万平方米，增长 4.8%；销售额

982.75 亿元，增长 5.1%。其中，纯商品房销售面积 991.32 万平方米，增长 8.9%；销售额

958.42亿元，增长 6.8%。

全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数 5335.6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1.4%；其中接待旅游

过夜人数 4492.09万人次，增长 10.6%。旅游总收入 572.49亿元，增长 13.0%。年末全省共

有挂牌星级宾馆 144家，其中五星级宾馆 26家，四星级宾馆 42家，三星级宾馆 64家。

七、历史人文

（一）文化节庆

每逢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在海南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将举行一年一度风情独具的府城元

宵换花节。

每年农历二月初九至十九，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和全省不少地方，举行一次为期四天

的冼夫人文化节（原称军坡节）。这是纪念冼夫人而举行的民间奉祀活动。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黎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和幸福的传统佳节。海南黎族、苗族都有欢

度“三月三”的习俗。

每年 3月下旬或 4月上旬（农历“三月三”期间）均举行海南国际椰子节，它是融旅游、

文化、民俗、体育、经贸于一体的大型旅游文化节庆活动。

每年中秋为儋州民间歌节。歌节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儋州山歌、调声对歌比赛和“赏月”

等项目。

每年十一月下旬举办的“海南岛欢乐节”。

另外海南的节日还有：文昌公期、万宁文灯节、南山长寿文化节、海南热带雨林节、三

亚国际啤酒节、三亚国际广告电视艺术节、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保亭七仙温泉嬉水节等。

海南岛重要赛事有：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世界小姐、

世界先生、斯诺克海口世界公开赛等。

（二）美食特产

椰子食品：椰子糖果、椰丝、椰花、椰子糖角、椰子糕、椰子酱等。

民族工艺品：牛角雕、藤器、海南红豆、木画、木雕、根雕、椰雕系列产品等。

金饰品和珠宝：条纹珠、金刚珠、佛珠、星月珠、琼珠、海水珍珠、天然水晶等。

热带果脯及鲜果：芭蕉、菠萝、菠萝蜜、橙子、番荔枝、番石榴、海南柚子、红毛丹、

黄皮、荔枝、青椰、糖棕、红椰、榴莲、龙眼、芒果、人参果、木瓜、香蕉、马来葡萄、杨

桃、腰果、山竹、柠檬、酸豆、蛋黄果、猴面包、西番莲、神秘果、橄榄、槟榔、莲雾等。

其他：咖啡、胡椒、牛肉干、鹿制品、海产干品、特色茶。

传统名菜：加积鸭、和乐蟹、东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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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吃：港门粉、曲口海鲜、石山羊、临高乳猪、陵水酸粉、海南粉、竹筒饭、椰子

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