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行政区划　指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根据宪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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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县（旗）、自治县（旗）、市；
（３）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４）旗、县、自治县（旗）分为
乡、民族乡、镇；（５）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旗）；（６）国
家在必要时设立的特别行政区。

国土　指一个主权国家管辖下的领土、领海和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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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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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用地面积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沿海红树林等
林木的土地面积，包括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未成林造林

地、迹地、苗圃等。

草地面积　指牧区和农区用于放牧牲畜或割草，植被盖
度在５％以上的草原、草坡、草山等面积。包括天然的和人工
种植或改良的草地面积。

森林资源　指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
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林木指树木和竹子。森林

指以乔木为主体的植物群落，是集生的乔木及与共同作用的

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土壤、气候等的总体。

活立木总蓄积量　指一定范围内土地上全部树木蓄积的
总量，包括森林蓄积、疏林蓄积、散生木蓄积和四旁树蓄积。

森林面积　指由乔木树种构成，郁闭度０．２以上（含０．
２）的林地或冠幅宽度１０米以上的林带的面积，即有林地面
积。森林面积包括天然起源和人工起源的针叶林面积、阔叶

林面积、针阔混交林面积和竹林面积，不包括灌木林地面积和

疏林地面积。

森林蓄积量　指一定森林面积上存在着的林木树干部分

的总材积。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资源总规模和水平

的基本指标之一，也是反映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衡量森林生

态环境优劣的重要依据。

森林覆盖率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
百分比。在计算森林覆盖率时，森林面积包括郁闭度０．２以
上的乔木林地面积和竹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

面积、农田林网以及四旁（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林木的覆

盖面积。森林覆盖率是反映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生态平衡

状况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为：

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１００％
水资源　水在自然界中以固体、液体和气态三种聚集状

态存在，分布于海洋、陆地（包括土壤）以及大气之中，通过水

循环形成水资源。水资源包括经人类控制并直接可供灌溉、

发电、给水、航运、养殖等用途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江河、

湖泊、井、泉、潮汐、港湾和养殖水域等。水资源是发展国民经

济不可缺少的重要自然资源。

地表水和地下水　陆地上的水因空间分布不同，可以分
为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表水指分别存在于河流、湖泊、沼泽、

冰川和冰盖等水体中水分的总称，又称陆地水。地下水指储

存在地面以下饱和岩土孔隙、裂隙及溶洞中的水。

矿产资源　矿产指由地质作用形成，富集于地壳中或出
露于地表达到工农业利用要求的有用矿物。矿产是一种重要

的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

一个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作为这个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

矿产保有储量　指探明的矿产储量（包括工业储量和远
景储量），扣除已开采部分和地下损失量后的年末实有储量，

是反映国家矿产资源现状的重要指标。

气温　指空气的温度，我国一般以摄氏度（０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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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湿度　指空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当时气温下的饱合水

气压之比。其统计方法与气温相同。

降水量　指从天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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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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