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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牧交错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其数据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近３０年，相互独立的４次人口

普查都显示，该线西北５７％的国土面积承担着５．７％的人口。本研究基于新思路和ＧＩＳ平台将胡焕庸

线投射到农牧交错带后，可生成农牧交错线。研究结果为首次用ＧＩＳ表达的农牧交错线，始于黑龙江省

黑河市瑷珲区的中俄界河，经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等９个省（区）的

８４个县（市、旗），终于云南省腾冲市西南的中缅边界，总长度约５１３６ｋｍ；该线西北侧５３．３％的国土面积

承担着１６．８％的人口，东南侧４６．７％的国土面积承担着８３．２％的人口。本划分结果更准确，更具有生态和

社会意义，有利于将来国家各种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调研中的西部引水工程红旗河工程，其两侧连片的绿

洲有２０多万ｋｍ２，预计至少可开发出３亿亩良田，提供２亿人口的移民空间。综上所述，红旗河工程若实

施，中国西北部的人口，将从现在不足０．８亿人（总人口的５．７％）剧增到近３亿人（总人口的２１．４％），传统

的农牧交错带将发生重大位移，胡焕庸线这条延续了百年的所谓人口密度线也将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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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胡焕庸线与农牧交错带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围绕胡焕

庸线，提出了“该不该破？”“能不能破？”和“如何破？”的

“总理三问”［１］。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李总理再次发出了“胡

焕庸线怎么破？”之问［１］。２１世纪一带一路战略，中国

人以智慧、科技和财富，带着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将与

全世界共同发展。为了实现一带一路的憧憬，９６０万

ｋｍ２土地上的１４亿中国人，将有着怎样的担当？这就

是“总理三问”里反复提及“胡焕庸线该不该破、能不能

破、如何破”所含的深意。

中国的农牧交错线，肇始于青铜时代，发展于夏商

周，定型于秦汉。秦汉以后的２０００多年，农牧交错线

的气候干、湿交替，农牧交错线的地域和面积也呈现出

有限度的波动［２］。胡焕庸线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

冲，为大致东北－西南４５°走向的人口密度分界线，在

地理学、人文科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

价值。与农牧交错线的有限度波动一样，其内涵和形

式也在缓慢变化。胡焕庸线两侧土地人口近百年来的

变化，如表１所示。

１９３３年，胡焕庸先生依国土面积１１００万ｋｍ２（包

括外蒙古及其他清末失地。西北侧７００万ｋｍ２，东南侧

４００万ｋｍ２）、总人口４５８００万人（西北侧１８００万人，东

南侧４４０００万人），认为西北侧以６４％的国土面积承担

着４％的人口
［３］。１９８７年，胡焕庸先生依国土面积９６０

万ｋｍ２、总人口１０３１８８万人（１９８２年人口数），认为西北

侧以５７％的国土面积承担着５．６％的人口
［４］。

１９９１年与２００１年，刘长茂与刘泰洪，分别依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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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胡焕庸线两侧土地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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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总面积／

（万ｋｍ２）

总人口／

万人

线西北侧土地承担

人口比例

１９３３ １１００ ４５８００ ６４％的国土面积承担４％的人口

１９８７ ９６０ １０３１８８ ５７％的国土面积承担５．６％的人口

１９９１ ９６０ １１６００１ ５７％的国土面积承担５．７％的人口

２００１ ９６０ １２９５３３ ５７％的国土面积承担５．７％的人口

２０１４ ９６０ １３７０５４ ５７％的国土面积承担５．７％的人口

面积９６０万ｋｍ２、总人口１１６００１万人（１９９０年人口

数）与总人口１２９５３３万人（２０００年人口数），都认为西

北侧以５７％的国土面积承担着５．７％的人口
［５］；２０１３

年与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也提到，胡焕庸线西北侧以

５７％的国土面积只承担着５．７％的人口
［６］。

分析１９８７－２０１４年的人口数据，从表面上看，胡

焕庸线两侧承担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究其原因

可能为形式单调的直线分区、大范围的简单平均数掩

盖了各次计算之间的差异。

２　胡焕庸线与农牧交错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李文娟、张剑、陈全功等，在 ＧＩ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平台上，对胡焕庸线

进行了研究。将瑷珲—腾冲直线映射到 ＧＩＳ表达的

农牧交错带上，形成了农牧交错线（图１）。并依据农

牧交错线，重新划分了农、牧区，单个像元显示该地的

人口密度，累加计算农、牧区的总人口和土地总量［５］。

农牧交错线起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瑷珲区的中俄界

河，终于云南省腾冲市西南的中缅边界，其详细走向如

图１所示
［５］。

图１　农牧交错线走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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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牧交错线宛如游龙，从东北奔向西南，一路穿过

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和

云南等９个省（区）的８４个县（市、旗），总长度约５１３６

ｋｍ（表２）。

表２　农牧交错线分布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犳犪狉犿犻狀犵－狆犪狊狋狅狉犪犾犮狉狅狊狊犾犻狀犲

省（市、区） 县（市、旗） 长度／ｋｍ

黑龙江 黑河市、嫩江县 １１３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土默特右旗、赤峰市、阿鲁科尔沁

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扎鲁特旗、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鄂

托克前旗、鄂托克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牙克石市、扎兰屯市、鄂伦春自治旗、丰镇

市、卓资县、商都县、兴和县、凉城县、察哈尔右翼前旗、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

尔沁右翼中旗、太仆寺旗

２０１３

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 ３８７

陕西 定边县、吴起县 １１４

甘肃
兰州市、榆中县、白银市、靖远县、会宁县、华池县、庆城县、镇原县、文县、永靖县、合作

市、夏河县、临潭县、卓尼县、迭部县
７５６

宁夏 固原市、海原县、彭阳县、西吉县、同心县、中卫市 ２９９

青海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同仁县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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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省（市、区） 县（市、旗） 长度／ｋｍ

四川
马尔康市、松潘县、九寨沟县、黑水县、壤塘县、若尔盖县、雅江县、道孚县、炉霍县、新

龙县、理塘县、稻城县、平武县
９２４

云南 香格里拉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剑川县、云龙县、保山市、腾冲市 ４４８

　　农牧交错线的西北侧，５３．３％的国土面积承担着

１６．８％的人口；其东南侧，４６．７％的国土面积承担着

８３．２％的人口。农牧交错线第一次被定量和定位表

达，并利用空间插值方法制作了多种空间分辨率为

１ｋｍ的数据集，与仅划分人口密度的胡焕庸线相比，

农牧交错线包含更多的生态和社会信息，有利于国家

重大战略规划如西部大开发等的制定和执行。

３　农牧交错线与红旗河工程

农牧交错线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随着

人口的增加，西北干旱区农牧矛盾日益突出。而导致

该矛盾加剧，导致我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制约我国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西北干旱缺水的生态环境。

只有彻底解决西北的水资源问题，才能有力保障我国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均衡发展。

中国几千年来以农业经济为主，而水利正是农业

发展的命脉，水利兴则农业兴，农业兴则国家稳。我国

民间机构组织专家学者，正在探索一条现实可行、成本

较低和科学合理的西部调水线路—红旗河［７］。红旗河

工程，沿青藏高原边缘，以隧洞、明渠和水库等多种方

式，串联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

渡河、岷江、白龙江、渭河和黄河等１０条河流，经主河

道西藏易贡藏布、帕隆藏布（水位２５５８ｍ）—兰州—武

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和田—喀什（水位

１３００ｍ，水位落差１２５８ｍ，长度６１８８ｋｍ）和红延河

（甘肃通渭—宁夏同心—陕西榆林—延安）、漠北河（内

蒙古阿拉善右旗—阴山北坡—锡林郭勒—北京密云）、

春风河（甘肃玉门—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３

条支河，向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和北京等６省

市区输送自流水６００亿ｋｍ３。

调研中的西部引水工程红旗河工程，自流输水

６００亿ｋｍ３，相当于再添一条安澜天下的黄河。红旗

河工程两侧，连片的绿洲就有２０多万ｋｍ２，至少可开

发出３亿亩良田，至少可提供２亿人口的移民空间。

红旗河工程建成后，中国西北的人口，将从现在的不足

０．８亿（总人口的５．７％）剧增到近３亿（总人口的２１．

４％）。这条延续了近百年的人口密度线（胡焕庸线）将

发生改变。

总之，“总理三问”也许能找到答案暨：胡焕庸线应

该破，可以破，就像调研中的红旗河工程那样破！让占

３／５国土面积的西北半壁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西北

将凭借丰富的水利、光照、土地及人力资源，建成世界

上最大的现代化农业基地、现代化畜牧业基地，成为

亚、非、欧的肉、蛋、奶的供应基地，将大农业这个天、

地、人和谐发展的中国传统行业做到最佳。红旗河工

程着眼于大生态、大格局、大战略，是经济发展、文化融

合的如椽巨笔，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中国西

北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尤其是农业科研单位和农

业高等院校，在关乎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中，要为

红旗河工程及早地做好准备工作。

４　讨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之前的３０多年中，胡焕庸线一直无人问

津，担心它又会成为一条绑人的绳索。２１世纪初，对

中国农牧交错带的研究发现［５］，胡焕庸线不仅能表示

我国农区与牧区之间人口密度的对比，也与我国农区

与牧区之间的地理（如地形、地貌和高程）、气象（如降

水、积温和日照）、经济（三产收入和ＧＤＰ）和社会（民

族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分界线基本吻合，并指出胡焕

庸线具有内涵多样性、形式非唯一性和数据连续性的

特点。

自２０１３年８月，李克强总理提出胡焕庸线该不该

破、能不能破、如何破的问题后，众多顶尖科技人员对

“总理三问”，做出了积极回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基于区域规划、生态保

护和资源永续利用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和多年的实践，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将长期存在［７］。中国科学院遥感与

数字地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基于跨越式发展、国

际战略博弈和东西部统筹的深思，胡焕庸线应该破，可

以破，并给出了破解的５条思路和４条建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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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深入开展胡焕庸线研究工作的同时，也出

现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人认为胡焕庸线就是新经济、

新模式的分界线，也是财富的分界线，更是繁华与寂寥

的分界线。胡焕庸线很重要，但究其本质是一条人口

密度分界线，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有人认为我国

４００ｍｍ等降水量线（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

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古代农耕和游牧民族分界线、

八纵八横高铁网、春运迁徙路线、甚至ＱＱ腾讯同时在

线人数，都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胡焕庸线是一条连

接瑗辉（黑河）和腾冲的人口密度分界直线，虽与这么

多条弯弯曲曲的线大致平行或者基本重合。但是，胡

焕庸线并非等同于上述的各种分界线。社会的发展越

来越精细，更需要定位、定量的数字化成果。陈全功

等［２］在科学研究中很注重采用ＧＩＳ技术，很关注定位

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胡焕庸线、农牧交错带、农牧交

错线、南北分界带和南北分界线等顶级地学研究命题，

其定位和定量的数字化成果绝非一蹴而就；这些研究

结果，都有待后续研究的验证、商榷和修正［２，３，９－１５］。

我国的科技工作，还需要在方法论和哲学观上下

功夫。老学科要注意引入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农牧交错带的项目上百个，经费支

出十几亿元，但是农牧交错带究竟是怎样分布的、到底

有多大面积，众说纷纭［５，８－１３］。多年来在农牧交错带

上做规划，讲效益也缺乏科学依据。许多老先生说，数

字化的东西不容易看得懂；年轻学者说，ＧＩＳ的软硬件

都很熟悉，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老学科人才济济，硕

果累累，但人才和知识储备上容易出现断层现象。老

学科更要注意调整人才和知识结构，更要注意引入新

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

要重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协助和指导作用。从本

质上讲，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相同的思考和研究目标，

只不过在手段上有所区别。我国科技工作者应不断学

习，提高自己的哲学修养。现如今有许多与南北分界

有关的年均温、年降水、年积温、湿润度、月均温、无霜

期、相对湿度和海拔高度等数据资料。但若仅依据这

些数据去划分“南北”，而非将这些数据综合成一个“适

宜度指数”去划分“南北”，就会在科学研究中丧失整体

观。在科学研究中要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反对片

面、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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