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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

（一）地理概况

陕西省简称“陕”或“秦”，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地处东经 105°29′~111°15′,北纬

31°42′~39°35′之间。东邻山西、河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陕西、重庆、湖北，北接内蒙

古，居于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位置。中国大地原点在陕西省泾阳县永

乐镇。全省总面积为 20.58万平方公里。

陕西地域狭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有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形。南北长

约 870公里，东西宽 200至 500公里。从北到南可以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三

个地貌区。其中高原 926万公顷，山地面积为 741万公顷，平原面积 391万公顷。主要山脉

有秦岭、大巴山等。秦岭在陕西境内有许多闻名全国的峰岭，如华山、太白山、终南山、骊

山。

（二）陕西气候

陕西横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气候差异较大。陕南属北亚热带气候，关中及陕北大部属暖

温带气候，陕北北部长城沿线属中温带气候。其总特点是：春暖干燥，降水较少，气温回升

快而不稳定，多风沙天气；夏季炎热多雨，间有伏旱；秋季凉爽较湿润，气温下降快；冬季

寒冷干燥，气温低，雨雪稀少。全省年平均气温 13.7℃，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递减：陕北

7℃~12℃，关中 12℃~14℃，陕南 14℃~16℃。1月平均气温-11℃~3.5℃，7月平均气温是

21℃~28℃，无霜期 160~250天，极端最低气温是-32.7℃，极端最高气温 42.8℃。年平均降

水量 340~1240毫米。降水南多北少，陕南为湿润区，关中为半湿润区，陕北为半干旱区。

（三）自然资源

矿藏资源。陕西地质成矿条件优越，陕北蕴藏优质煤、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关中有煤、

钼、非金属建材、地热等矿产；陕南出产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及各类非金属矿产。

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38种（含亚矿种），已查明有资源储量的矿产 94种。

水资源。陕西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全省平均年降水量 702.1毫米，水资源总量 416.49

亿立方米。全省最大年水资源量可达 847亿立方米，最小年只有 168亿立方米，丰枯比在

3.0以上。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时间分布上，全省年降雨量的 60%～70%集中在 7～

10月份，往往造成汛期洪水成灾，春夏两季旱情多发；地域分布上，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

面积占全省的 36.7%，水资源量占到全省总量的 71%；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面积占全省的

63.3%，水资源量仅占全省的 29%。

土地资源。陕西地带性自然土壤包括粟钙土、黑垆土、褐土、黄褐土和棕壤等，由于长

期耕种和自然力的侵蚀，已演变成复杂多样的农业土壤。全省农业用地(耕地、林地、园地、

牧草地)2772万亩，未利用土地 150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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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人文

（一）历史沿革

1、人类发源地之一

陕西是人类先祖的发源地之一。早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蓝田猿人”就在关中平原的

灞河上游繁衍生息，用旧石器为工具，与大自然作斗争。到距今三四万年时，关中地区的原

始人类逐步进入氏族公社时期，他们活动在西安附近和整个渭河流域。西安东郊半坡村遗址，

原是六七千年前母系公社的一座村落。半坡人以渔猎和农耕为生，会制造很多精巧的石质工

具，有了纺织和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会建筑能抵御风寒的房屋，身穿衣服，生活在组织的公

社之中。大约又过了一两千年，西安附近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渐发展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沣河

流域发现有许多这个时期的遗址。这时的人类已使用木耒和石镰等新式工具，使农业生产向

前进了一大步，畜牧业也有了发展，并且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我们的祖先就是在这块土地

上辛勤劳动，改造自然，一步步地揭开了古代文明历史的序幕。

2、古代政治中心（周）

周人原是活动于关中西部的一个部族。相传周的祖先后稷被舜分封在武功。泾河流域的

彬县、旬邑一带，也是周人活动的一个中心。到古父公时，他们由旬邑迁居岐山南的周原，

营建宗庙城廓，开荒种地，还设立官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周国，首都就在岐山、扶风之

间。到周文王时，周国迅速发展，攻灭了附近许多小国，并进一步在沣河西岸修建了丰京(今

长安县马王村附近)。公元前 1121年，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武王又在沣河东岸修建

了镐京(今长安县斗门镇附近)。丰、镐共同作为周王朝的首都，历时 360余年。这是古代在

关中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全国政治中心和大城市。“陕西”这个名称，也是在西周初年出现的。

周武王的胞弟周公和大臣召公的封邑以陕原(今河南陕县境内)为界，陕原以东属召公管辖，

陕原以西属周公管辖，后人因称陕原以西地区为“陕西”。

3、古代政治中心（秦）

春秋战国时期，陕西为秦国的治地，所以陕西又被简称“秦”。秦人的祖先最早活动在今

甘肃省清水县一带。公元前 677年，秦人在关中的雍城(今凤翔县城南)建都。公元前 383年，

迁都栎阳(今临潼县武家屯)。公元前 350年，又迁都咸阳(今咸阳市长陵车站附近一带)。公

元前 221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王朝建立。咸阳便成为当时全国

的首都。

4、古代政治中心（汉）

公元前 202年，刘邦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因咸阳已被项羽焚烧一空，汉王朝最初驻

在秦的旧都栎阳。到公元前 200～198年，长乐、未央两座宫殿相继修好，刘邦搬进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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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时又征调民工，修了外廓城(在今西安市西北 10余里处)。从汉高祖起，未央宫作为

西汉国家政府所在地，历时 214年。

西汉以后，又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 7个王朝相继在汉都城

建过都。其间，赫连勃勃称大夏王，建都在统万城(今靖边县长城外白城子)。

5、古代政治中心（唐）

公元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第二年，隋创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新都城(今西安市区所在

地)，当时名“大兴城”。 在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涛中，太原留守李渊在其次子李世民的策动

下反隋。公元 618年，李渊称帝，建立了唐王朝。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元年到贞观二十二

年(公元 627～649年)，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贞观之治”。整个唐帝国也成为我

国历代王朝中最强盛的一个。唐王朝历时近 300年。当时的长安，城周长 35.5公里，人口

100万，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上著名的大城市。

在封建社会中，都城是全国封建势力的中心，历代农民起义军也都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个

中心。如汉末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军，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军，明末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

都曾攻入长安，并在这里建立过短暂的农民政权。

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唐王朝摇摇欲坠。公元 904年，大军阀朱温胁迫唐昭宗

迁都到洛阳。还拆毁长安宫殿建筑，将木料顺渭水、黄河而下漂往洛阳。此后，长安这座历

史名城被彻底破坏，陕西也就不再是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了。

6、丝绸之路

公元前 139年和公元前 115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享誉中外的“丝绸

之路”。西汉每年派出的使者和西域各国来朝的使者、商人相望于道，络绎不绝。当时最使

商人感兴趣的是中国的丝绸，他们称中国的丝绸为“大也波儿”，意思是“和真的一样”，

把中国称之为“丝国”。用中国丝绸制成的衣服，光辉夺目。西域各国王公贵族都争先恐后的

购买中国丝绸，以显荣耀。因而商人们的丝绸生意日益红火，汉朝通往中亚各国的商路因而

也成了商人们进货的必经之路，人们均称这条商路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是：从汉朝的长安出发，向西经甘肃的河西走廊，至敦煌以西

分为三道：沿昆仑山北麓的楼兰、于阗、莎车、疏勒，到大夏、身毒等国，为之南道；沿天

南麓的焉耆、龟兹(库车)经疏勒，到大宛、大秦诸国为之中道；沿天山北麓的车师、乌孙，

到康居、奄蔡等国为之北道。

汉武帝为了联合西域各国一致抵抗匈奴，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使者到西域各国。同时

西域各国也派使者前来汉朝朝拜。这对双方都大有益处。西汉从西域各国得到了葡萄、石榴、

西瓜、大葱、胡萝卜、蚕豆、黄瓜之类的东西，尤其是高头大马，让西汉武帝甚是欢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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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丝绸、漆器、玉器、铜器等精美工艺品和打井、冶铁技术先后都传到了西域。这样一

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共同发展，对于我国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远影响。

（二）文化艺术

陕西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周族是陕西关中一个古老的部族，周

人以周原（宝鸡）为活动中心后，就有了文字记事，把卜辞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在骨片

上，后来又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周代的古阴阳历，就是中国最早的历法。

秦阿房宫、秦始皇陵、汉阳陵、乾陵、桥陵等都记录印证了陕西古代文化，其中已开发

的秦始皇兵马俑坑，就展现了一个巨大地下雕塑艺术宝库，反映出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是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1、陕北塞外

陕北是中国现代革命圣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过 13年，

留下了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陕北革命精神。

境内的革命文物达 140多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延安市区内的凤凰山旧址、杨家岭旧址、

枣园旧址、王家坪旧址、子长县瓦窑堡（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等国家级保护文物。

省级革命文物有：延安市区内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南泥湾旧址，吴起县、志丹县、子长

县、安塞县革命旧址、旧居、刘志丹陵园、谢子长陵园、洛川县冯家村“洛川政治局会议旧

址”等。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

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

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变迁的

活剧。陕北成为中原华夏民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形成了以汉

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

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

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战国时代秦国大将蒙恬，秦朝时代秦始皇长子扶苏都曾经驻守这里，并且修筑长城，留

下了中国古代边防的丰富的历史和人文遗迹；而作为革命圣地，陕北又是新中国的发祥地和

革命精神的象征。

2、关中中原

西秦文化，是中国西部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上古时代蓝田猿人，到中华文明的发

源华胥古国，再到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三皇”，从半坡的仰韶文化到西周定都丰镐、秦

王朝的建立、汉隋唐帝国的延续，再至近代的西安事变，一直到国家在西安宣布实施西部大

开发。

3、陕南楚蜀

中部和西部为蜀文化，东部为秦、楚文化；是汉族重要的发祥地。刘邦曾被封为汉中王，

汉朝因此得名，汉族也因此得名。刘备曾在汉中称王，因此刘备政权被称作“蜀汉”。

陕西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大约在 80~120万年前，关中地区的

蓝田猿人和陕南汉中龙岗寺人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开始制造和使用一些原始的工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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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和狩猎鸟兽。龙岗寺旧石器在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 120万年以上（见

《人民日报》1992年 2月 10 日第四版），早于蓝田猿猴人遗址，是迄今发现陕西最早的旧

石器文化，龙岗寺旧石器遗址被誉为是“亚洲三大旧石器遗址之一”。

三、经济发展

2010年陕西 GDP总量居全国 16位（由 2005年的 20位提升至 2010的 16位），正式跨

入中国“万亿省份俱乐部”。

2012年陕西 GDP总量为 14457.84亿元，较上年增速 15.51%。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6.2%，

居西部第一。在全国排名 16位，连续 1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均 GDP为 38608元人民币，

合 6204美元（2012年末）继续领跑西部，人均 GDP（接近湖北省 38642元）居全国 14位。

2014年，陕西省完成生产总值 17689.94亿元，比上年增长 9.7%；人均生产总值 46929

元。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8709.69亿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366元；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93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