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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简要说明简要说明简要说明

一、本篇资料综合反映江门市行政区划、自然资源的情况。

二、本篇资料主要由江门市统计局综合核算与统计分析科根据江门市各有关部门提供

的数据加工、整理而成。

三、资料来源：

行政区划情况资料，来源于民政局。

土地情况资料，来源于国土资源局。

气象情况资料，来源于气象局。

森林资源资料，来源于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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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行政区划行政区划行政区划行政区划

（2012 年） 单位：个

市、区别 镇

街 道

办 事 处

村 民

委 员 会

居 民

委 员 会

全 市 61 17 1051 265

市 区 13 12 285 138

蓬 江 区 3 6 56 84

江 海 区 0 5 36 23

新 会 区 10 1 193 31

台 山 市 16 1 277 37

开 平 市 13 2 226 41

鹤 山 市 9 1 112 26

恩 平 市 10 1 15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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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222 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

市别

土地面积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2012 年 2000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全市 9505.42 415 435 442 449 459 468 470 472

蓬江 321.97 1082 1860 1944 2037 2135 2236 2243 2257

江海 109.16 1705 1717 1832 1970 2095 2331 2340 2354

新会 1354.71 672 568 577 588 616 627 629 632

台山 3286.30 289 298 295 292 290 287 287 288

开平 1656.94 403 406 408 412 417 421 422 423

鹤山 1082.73 375 427 433 441 450 457 459 460

恩平 1693.60 274 275 278 281 287 291 292 293

注：1、2009 年起，人口密度按调整后的土地面积数据计算。2、2006 年起，人口密度按调整后的年末常

住人口计算。

1111————3333 气候情况气候情况气候情况气候情况

地区

年平均气温(摄氏度) 年降雨量(毫米) 年日照量(小时)

2011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2 年

全 市 22.2 22.7 1469.0 2333.9 1886.2 1591.5

新会区 22.3 22.6 1554.6 2482.3 1813.3 1471.6

台山市 22.0 22.7 1437.6 2109.9 2033.5 1764.4

开平市 22.0 22.4 1091.9 2288.3 1834.5 1522.0

鹤山市 22.4 22.7 1408.8 1867.8 1866.0 1493.5

恩平市 22.3 22.6 1852.0 2727.3 1883.5 1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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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4444 森林资源情况森林资源情况森林资源情况森林资源情况
（2012 年）

指标
活立木蓄积量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

（%）

森林面积

（千公顷）

森林蓄积量

（万立方米）

全 市 1831.7 43.7 411.8 1731.6

蓬江区 71.3 32.0 9.8 67.3

江海区 8.8 11.6 1.2 7.1

新会区 225.6 35.0 42.9 197.9

台山市 620.3 50.5 136.7 586.1

开平市 284.4 41.5 63.6 263.6

鹤山市 265.0 54.6 49.7 255.1

恩平市 225.4 46.9 66.9 223.8

市直属国有林场 131.0 81.12 41.0 130.7

注：森林覆盖率，是指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森林面积与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此表中森林面积为有林地+国

家规定灌木+四旁林木面积；但是竹林和国家规定灌木无蓄积，四旁林木蓄积无法统计，故森林蓄积量为

有林地中的乔木林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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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指 标 解 释常 用 指 标 解 释常 用 指 标 解 释常 用 指 标 解 释

行政区划及自然资源

行政区划 指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根据宪法规定，行政区域划分如下：⑴全国分

为省、自治区、直辖市；⑵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⑶自治州分为县、

自治县、市；⑷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⑸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⑹国

家在必要时设立的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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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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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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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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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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覆盖率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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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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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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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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