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关系研究

1. 本文概述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内不同民族之间

的关系，分析其历史背景、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临夏回族自

治州作为中国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区域，其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关

系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文章首先回顾了临夏地区的历史

沿革，特别是各民族如何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展其独特的文

化特征和社会结构。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详细描述了当前

临夏回族自治州内各民族间的互动模式、文化交流情况以及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挑战。文章还着重分析了政策导向、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等

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民族和谐、加强民

族团结的策略建议。通过对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关系的全面研究，本

文期望为其他多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2. 临夏州民族构成与分布特征

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南部，是一个多民族

聚居的地区。该州的民族构成复杂多样，以回族为主体，同时还包括

汉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

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



临夏州的民族构成中，回族占据绝对多数，约占全州总人口的

56。汉族是第二大民族，约占总人口的 30。东乡族、保安族、撒拉

族等少数民族也占有一定比例。这种多元的民族构成是临夏州的一大

特色，也是研究该地区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临夏州，各民族的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回族主

要分布在州内的各个县（市），特别是在临夏市、广河县、和政县等

地。汉族则广泛分布于全州各地，尤其是在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则主要聚居在特定的乡镇和村庄。

临夏州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

影响的关系。不同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

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交流和融合。例如，回族和汉族在农业生产、手

工业、商业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服饰、

饮食习惯等方面也相互借鉴、融合。

临夏州的民族关系总体上和谐稳定。各民族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交

往和合作关系，共同维护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由于历史、经济、文

化等因素的影响，民族之间仍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问题。加强民族关系

的研究，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与合作，对于维护临夏州的社会稳定和民

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而言，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民族构成复杂多样，各民族在地理

分布、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特征。研究临夏州的

民族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也

对维护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历史脉络下的临夏民族关系演变

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中国甘肃省的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

的地区，其中回族人口占比较大。其民族关系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中

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也体现了历史变迁下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

早在宋元时期，临夏地区就已经有回族先民定居，他们与当地的

汉族、藏族等民族共同生活，相互依存。明朝时期，随着回族人口的

增加和迁移，临夏地区的民族关系逐渐复杂化。清朝至民国时期，由

于战乱和政治变革，临夏地区的民族关系经历了多次波动和调整。新

中国成立后，临夏地区的民族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民族工作，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各民族之间

的团结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临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民族关系

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相互了解和尊重的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资

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也带来了一些民族矛盾和冲突。但总体而言，临



夏地区的民族关系保持了和谐稳定的态势。



当前，临夏回族自治州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全球化、

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谐，推动经

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未来，临夏地

区需要继续加强民族工作，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动各民族之间

的交流合作，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临夏州民族经济互动与协同发展

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

的地区，其中回族占有较大比例。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经

历了复杂的演变，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经济互动与协同发展模式。本节

将重点探讨临夏州不同民族在经济领域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促

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临夏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往的重要地区。历史上，这里是丝

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在此交流贸易，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和

经济交流。尤其是回族，以其独特的商业传统和广泛的商业网络，在

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汉族、藏族、东乡族等其他

民族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民族在农业、手工业、旅游业等产业中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例如，在农业方面，不同民族共同参与耕作、种植和销售，共享农业

技术和发展成果。在手工业方面，回族擅长的小商品生产和销售，与

其他民族的手工艺品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

临夏州的民族商业交流历史悠久，各民族通过市场交易、商业合

作等方式，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回族，以其商业

传统和广泛的人际网络，在地区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临夏州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各民族通过共同开发文

化旅游项目，如民族节庆、民俗体验等，吸引了大量游客，促进了地

区经济的发展。

尽管临夏州的民族经济互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仍然存在。同时，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经济竞争也可能加剧。

这些挑战也为临夏州提供了发展的机遇。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优

化资源配置、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进一步推动各民族的共

同发展。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民族经济互动与协同发展，不仅体现了各民族

在经济领域的紧密合作，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面对挑战与机遇，

临夏州应继续推动民族经济的深入合作，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5. 民族教育与文化交流互鉴



临夏回族自治州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其民族教育在维护民族团

结、促进文化多样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当前，州内民族教育体系已

初步形成，涵盖了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特别是对于回族等

少数民族，州政府特别重视其语言、文化和宗教教育的传承与发展。

学校教育中，不仅注重汉语教学，也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如回

族语言课程在各级学校中的设置。

文化交流是增进民族间理解和团结的重要途径。临夏回族自治州

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一方面，州内定期举办各类文化

节庆活动，如回族文化展览、民族艺术表演等，展示各民族文化的独

特魅力。另一方面，州政府鼓励和支持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项目，如与

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以及与国内外文化机构的合作。

通过多年的努力，临夏回族自治州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交流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和文

化素养，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文化交流互鉴在增强

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也为地区的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临夏回族自治州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交流互鉴方面仍面临一些挑

战。例如，教育资源在城乡、不同民族间的分配不均，部分民族文化

传承面临困难，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同质化的压力等。未来，州政

府需要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同时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如互联网和新媒体，拓宽文化交流的渠道，以促进

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本段落旨在全面展现临夏回族自治州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交流互

鉴方面的现状、策略、成就以及未来展望，以期为该地区的民族关系

和谐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6. 宗教信仰与和谐共处

宗教信仰是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多民族聚

居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在这个区域，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

包括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等。这些宗教的存在不仅反映

了当地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间的相互关

系和社会和谐。

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教是最主要的宗教，特别是在回族和

东乡族等民族中具有深厚的信仰基础。伊斯兰教的教义强调公正、仁

爱和对他人的尊重，这些价值观在促进不同民族间的和谐共处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例如，伊斯兰教的“五功”（信仰、礼拜、斋戒、天

课和朝觐）不仅是穆斯林个人的修行，也是社区团结和互助的重要体

现。



与此同时，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也在该地区拥有一定

的信众。这些宗教的信众虽然在数量上不及穆斯林，但他们的存在同

样为当地的文化多样性和宗教和谐做出了贡献。通过各种宗教节日和

活动，不同信仰的人们有机会相互了解和尊重，从而加深了民族间的

理解和友谊。

为维护宗教和谐，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府

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和保护各种宗教的合法权益。通过开展宗

教知识普及和文化交流活动，增强了不同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和尊重。政府还鼓励宗教领袖和信众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以实

际行动促进社会和谐。

宗教信仰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

宗教的桥梁作用，不同民族的人们得以相互理解和尊重，共同维护着

这片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土地。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继续加强宗教和

谐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

7. 民族政策与自治行政实践

临夏回族自治州，作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民族政策

与自治行政实践不仅关乎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更是国家民族政策的

重要体现。



在民族政策方面，临夏回族自治州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旨在促进民族

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政策措施，州政府确保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个领域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例如，在教育领域，临夏州积

极推广双语教育，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又

为他们提供了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从而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自治行政实践方面，临夏回族自治州充分利用自治权，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地区特点的政策措施。在经济发展方面，

州政府依托本地的民族特色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如

民族手工艺品、民族医药等，不仅增加了民族群众的收入，也丰富了

地区的经济形态。在社会治理方面，临夏州注重发挥民族宗教界人士

的作用，通过他们参与调解民族矛盾，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临夏回族自治州还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其他地区

的成功经验，不断提升本地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通过与周边地区的

合作，临夏州不仅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互鉴，也为地区的长远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民族政策与自治行政实践，既体现了国家对民

族地区的关心与支持，也展现了当地政府和各族群众共同维护民族团



结、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和积极行动。

8.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与社会治理创新



临夏回族自治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历来重视民族团结与

进步。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州政府紧密结合当地实际，

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目标。

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临夏回族自治州通过举办民族文

化节、民族运动会等活动，增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同时，加

强民族团结教育，将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融入到学校教育、社区文化

等多个层面，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在社会治理方面，临夏回族自治州注重发挥各民族在社区治理中

的积极作用，推动形成各民族共同参与、协商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

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智慧化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

治理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结合，不仅促进了民族

间的和谐共处，也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民族团

结的推动下，社会治理创新更加贴合实际、更加富有成效，为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临夏回族自治州将继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推动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携手前进，共同

谱写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同时，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不断



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9. 民族关系现状评估与问题挑战



描述临夏回族自治州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积极表现，如不同民族间

的和谐共处、文化交流、以及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

探讨经济发展对改善民族关系的影响，包括就业机会的均等分配、

资源公平利用等方面。

讨论教育体系在促进民族理解和尊重方面的作用，如多民族文化

教育、语言政策等。

描述不同民族间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障碍，如语言、习俗和信

仰差异。

评估当前社会政策在促进民族关系方面的有效性，包括政策制定

和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强调教育在促进民族理解和尊重中的重要性，提出加强多元文化

教育的措施。

10. 对策建议与展望

总结研究发现：回顾研究的主要发现，特别是关于临夏回族自治

州民族关系的现状、挑战和机遇。

对策建议：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这些对策应旨

在促进不同民族间的和谐、理解和尊重，同时解决研究中识别的具体

问题。



展望未来：对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潜在

机遇进行展望。这可能包括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如

何利用这些机遇来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实施策略：提出实施这些建议的策略和方法，包括政策制定、社

区参与、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

持续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持续研究对于理解和改善临夏回族自治

州民族关系的重要性。

在《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关系研究》文章的“ 对策建议与展望”

段落中，我们首先总结了研究的主要发现。研究发现，临夏回族自治

州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民族关系总体和谐，但仍存在一些

挑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

不足等问题。

经济发展策略：制定和实施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经济发展策略。

重点在于支持民族特色产业的发展，提高各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减

少民族间经济差距。

教育资源均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确保各民族地区特别是偏远

民族地区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加强民族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鼓励和支

持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通过民族文化节、民族艺术表演等形式，增

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尊重。

社会政策调整：调整和完善社会政策，确保各民族享有平等的社

会权益。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解读，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加强社区参与和交流：鼓励各民族社区参与地方治理，促进民族

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社区活动、文化交流等方式，增进民族间的相

互了解和友谊。

展望未来，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关系的持续和谐与进步，需要各

方的共同努力。我们预测，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实施，民族间的经

济、文化差距将逐步缩小，民族关系将进一步和谐。同时，我们也看

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新的挑战和机遇将不断出现。持续的研

究和适应性的政策调整是必要的。

通过综合对策的实施和未来的持续努力，我们相信临夏回族自治

州将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稳定和繁荣的多民族社会。

11. 结论

根据您提供的主题，我将为您构建一个关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民

族关系研究》文章的“ 结论”段落的示例。这个结论是基于假设性

的研究和分析，旨在提供一个可能的结论结构，并不代表实际的研究



结果。



在对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可以

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临夏回族自治州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

民族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存在一定的民族差异

和矛盾，但各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良好传统。

文化多样性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大特色，也是促进民族关系和

谐的重要因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在相互交流与融合中，不仅

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也为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保护和发扬各民族文化，是维护民族关系和谐的关键措施之一。

再次，教育在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和普及民族政策知识，可以有效提高民众对民族问

题的认识和理解，减少误解和偏见，从而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民族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政府应当坚持

公平公正的原则，确保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平等的

权利和机会。同时，应当注重解决民族矛盾和冲突，通过对话和协商，

寻求共识，实现共赢。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研究显示，通过文化保护、教育普及

和政策支持等措施，可以有效促进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为地区的长治

久安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未来的研究应当继续关注民

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探索更多促进民族和谐的方法和途径，为构建更

加和谐的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资料：

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南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

民族文化。近年来，临夏回族自治州依托自身优势，积极发展特色经

济，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将探讨临夏回族自治州特色经济的发展现

状、重要措施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

临夏回族自治州生产总值逐年增长，人均收入不断提高。2020

年，全州生产总值达到 5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元左右，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与周边地区相比，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经济发展仍存在一

定差距。

临夏回族自治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黄河三峡、炳灵寺石

窟、松鸣岩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大对旅游业的投

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预计未来，旅游业将成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重要支柱产业。

临夏回族自治州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河州文



化等。当地政府重视文化传承与发展，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方

式，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目前，临夏回族自治州已建成多个文化产

业园，涉及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文艺演出等领域。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气候适宜中药材种植，当地盛产多种中药材，

如当归、大黄、党参等。为了推动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给予

政策扶持，加大对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建设力度，提高中药材种植技术

水平。随着中药材市场的不断扩大，中药材种植将成为临夏回族自治

州的重要特色产业之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支持特色经济发展。

在旅游业方面，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加大对

旅游业的投入力度；在文化产业方面，政府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在中药材种植方面，政

府制定了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鼓励农民种植中药材，提高种植效益。

为了推动特色经济的发展，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加大了对重点产

业的资金投入。在旅游业方面，政府投资建设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旅

游景区品质；在文化产业方面，政府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

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在中药材种植方面，政府加大对

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的投入，提高中药材种植技术水平。

临夏回族自治州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政府通过制定人才政策、

加强人才培训、设立人才奖励等方式，吸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参与特

色经济发展。同时，政府还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

共同培养专业人才，提高特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临夏回族自治州将继续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拓展特色产业领域。

在旅游业方面，将加大对新兴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如生态旅游、文

化旅游等；在文化产业方面，将推动文化产业与科技、金融等产业的

融合发展，提升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在中药材种植方面，将加大对新

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中药材种植效益。

临夏回族自治州将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通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推动旅游、文化、中药材等特色产业

联动发展。同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通，提高区域通达性，为特色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临夏回族自治州将注重特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旅游业方面，

加强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推动旅游业的绿色发展；在文化产业

方面，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在中

药材种植方面，注重生态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中药材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临夏回族自治州特色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诸多

挑战和机遇。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重要措施的实施，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特色产业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未来，临夏回族自治

州将继续拓展特色产业领域，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使特

色经济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河州，是甘肃省辖自治州，全国两个回族

自治州和甘肃两个民族自治州之一，成立于 1956年 11月。截至 2021

年 5月，全州总面积 8169平方公里，辖 1个县级市、7个县。州内

有回、汉、东乡、保安、撒拉等 42个民族，东乡族和保安族是以临

夏为主要聚居区的甘肃特有少数民族。 截至 2022年末，临夏回族自

治州常住人口 40万人。

临夏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甘肃省中部西南面，黄河上游，是古丝

绸之路南道要冲、唐蕃古道重镇、茶马互市中心，是文成公主进藏的

途经之地，素有“西部旱码头”、“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美誉。

临夏紧靠兰州、毗邻藏区，是内地连接藏区的重要经济通道，2019

年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经商务工的临夏籍人员达 30多万人，

成为藏区与内地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临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早在 5000多年以前就有先

民居住，自秦汉以来就设县、置州、建郡，古称枹罕，后改称河州。

是我国新石器文化最集中、考古发掘最多的地区之一。马家窑文化、

半山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因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彩

陶王”出土于临夏，被誉为“中国彩陶之乡”。有世界文化遗产炳灵

寺石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花儿”，被誉为“中国花儿之

乡”。



 2022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区生产总值 6亿元，比上年增长

0%。

西汉初，境内有大夏县、枹罕县、白石县，属陇西郡；昭帝始元

六年（前 81年），置金城郡，枹罕县、白石县属之；神爵二年（前

60年），在今积石关内黄河南置河关县，属金城郡；东汉建武十二

年（36年），省金城郡入陇西，枹罕、大夏、白石、河关县属之；

中平元年（184年），枹罕宋建割据自立，建元置百官，号“河首平

汉王”；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遣夏侯渊讨伐，平枹罕城。

三国时，属魏国。初辖于秦州陇西郡，后分置凉州，枹罕、大夏

属雍州陇西郡，今州黄河以北地域及湟水下游一部属凉州金城郡。

西晋初，属秦州陇西郡；永宁中期，分西平郡界置晋兴郡（今青

海省民和县）。



十六国时，前凉张骏太元二十一年（344年），分凉州东界六郡

置河州，是今州地内设州一级建制之始；前秦苻坚建元七年（371

年），设河州，治枹罕；西秦乞伏乾归太初二年（389年），设北河

州，治枹罕；后秦弘始二年（400年），姚兴攻西秦取枹罕，亦设河

州于枹罕，仍归乞伏氏统辖；西秦更始九年（409年），乾归复夺地

兴国；乞伏炽磐永康元年（412 年），西秦徙都谭郊，后移都枹罕；

乞伏暮末永弘四年（431年），为夏赫连定所灭，地遂入吐谷浑；北

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置枹罕镇；太和十六年（492年），改置

枹罕镇为河州；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以西道空虚，置河州总

管府；保定五年（565年），移总管府于洮州，未几还治河州，旋废。

隋朝，初设枹罕郡；开皇三年（583年）改为河州；大业二年

（606年）并省州、县，后复改州为郡；隋末为金城校尉薛举所据。

唐代，武德元年（618年），改置河州，属陇右道；开元二年

（714年），归鄯州节度使统辖；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安乡郡；

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河州；宝应元年（762年），为吐蕃属地，

仍称河州。

北宋，初为河湟唃厮啰政权所辖；熙宁五年（1072年）置熙河

路；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取河州，属熙河路经略安抚司。

金朝，天会九年（1131年），为河州；皇统二年（1142年），



属熙秦路总管府；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改熙秦路总管府为临

洮路，仍属之。

元代，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7 年），属陕西行中书省巩昌路；

宪宗三年（1253年），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宣政院；

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年），改为河州路，划归吐蕃等处宣慰使司

统辖。



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置河州卫，受辖于陕西都司西安

行都卫；洪武六年（1373年），置河州，隶陕西行中书省；洪武七

年（1374 年），西安行都卫移治河州，河州卫仍属之，另辖朵甘卫、

乌斯藏卫（今西藏及四川西南部）；洪武九年（1376年），西安行

都卫废，后复设，移治甘州（今张掖）；洪武十年（1377年），改

置为军民指挥使司，治事河州城，统管军民；成化九年（1473年）

十二月，复置河州，属临洮府 ；河州军民指挥使司改为河州卫，隶

于陕西都指挥使司。

清代，初期州、卫并存，州属甘肃行省，卫隶陕西都指挥使司；

康熙三年（1664年），州属陕西右布政使司临洮府；雍正四年（1726

年），裁撤河州卫；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移临洮府驻兰州，

遂名兰州府，河州属之。

民国二年（1913年），府、州制废，改置为导河县，属甘肃省

兰山道；民国十六年（1927年），废道改区，属兰山区；民国十七

年（1928年），更名临夏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设临夏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治临夏县（今临夏市）；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改为甘肃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裁撤临夏警备司令部，改称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

署。



1949 年 8 月 22 日临夏解放。同年设临夏专区，专署驻临夏县，

辖临夏（驻韩家集）、和政、夏河、宁定、永靖（驻莲花城）、康乐

（驻辛集）、洮沙、临洮等 8县。

1950 年，由临夏县城区设临夏市，专署驻临夏市；撤销洮沙县，

并入临洮县，并将临洮县划归定西专区；由临夏、和政、宁定、永靖

4县部分地区设立东乡自治区（9月 25日），驻锁南坝；原岷县专区

所属临潭县划入临夏专区。辖 1市、6县、1自治区。

1953年，临夏市改为省辖市；宁定县改设广通回族自治区；将

临潭县划归甘南藏族自治州；东乡自治区改为东乡族自治区。临夏专

区辖 5县、2自治区。

1955年，广通回族自治区改设广通回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区

改设东乡族自治县。临夏专区辖 4县、2自治县。

1956年撤销临夏专区，设立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州人民委员

会驻临夏市。将临夏市和临夏、和政、永靖、康乐 4县及东乡族自治

县、广通回族自治县划归临夏回族自治州；广通回族自治县改设为广

通县。辖 1市、5县、1自治县。11月 19日，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

1958年撤销永靖、临夏 2县，并入临夏市；撤销广河、康乐 2

县，并入和政县；全州辖 1市、1县、1自治县。

1961年，恢复临夏（驻韩家集）、康乐、永靖（驻莲花城）、



广河（驻太子寺）4县；全州辖 1市、5县、1自治县。



1973年撤销临夏市，并入临夏县。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驻临夏

县。临夏县驻地由韩家集迁城关。临夏回族自治州辖临夏、永靖（驻

小川）、和政、康乐、广河（驻太子寺）5县及东乡族自治县（驻锁

南坝）。

1983年，恢复临夏市（县级），以临夏县的城关镇和城关、南

龙、折桥、枹罕 4个公社为临夏市行政区域。临夏县人民政府驻地迁

至韩家集。

截至 2013年 3月，临夏州下辖有 1个县级市、5个县、2个民族

县。

临夏州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中部西南面。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2′41─103′40，北纬 34′57─ 36′12之间。 东临洮河与定西市

相望，西倚积石山与青海省毗邻， 南靠太子山与甘南藏族自治州搭

界，北濒湟水与兰州市接壤。 全州总面积 8169平方公里。

临夏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中原农区与西部牧区的过渡地带，

境内山谷多，平地少，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由西南向东北递降，呈

倾斜盆地状态，平均海拔 2000米。

临夏州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半干旱气候，西南部山区高寒阴湿，东

北部干旱，河谷平川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年均气

温 3℃，最高气温 5℃，最低气温零下 8℃；年均降雨量 537毫米，



蒸发量 1198至 1745毫米；年均日照时数 23小时；无霜期 137天。



临夏全境属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

和生态安全屏障。黄河自西北入境贯穿临夏北部、流长 124公里，境

内有洮河、大夏河、湟水河等黄河一级支流 6条、二级三级支流 18

条，著名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三大电站库区均在州内，保护生

态环境，遏制水土流失，对于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截至 2013 年，临夏州境内已发现的矿产资源达 43 种。主要是：

金属矿产 17种（铁、锰、铬、铜、镍、铅、锌、钨、钼、锑、金、

银、铂、钽、铌、铍、磷钇）；能源矿产 2种（煤、泥炭）；非金属

矿产 24种（重晶石、蛇纹岩、硼、磷、砷、盐、钾长石、萤石、白

云岩、硅石、耐火粘土、花岗岩、水泥灰岩、饰面大理岩、石膏、滑

石、沸石、硅灰石、方解石、玄武岩、辉绿岩、砖瓦粘土、闪长岩、

建筑砂石）。发现矿产地 87处，其中：大型矿床 2处、中型矿床 3

处、小型矿床 17处、矿点 44处、矿化点 21处。

截至 2013年，临夏州境内水资源总量 336亿立方米。其中过境

水 324亿立方米，多年平均自产地表水资源总量 15亿立方米，年平

均降水量 516毫米。河流落差集中，水能理论蕴藏量 5万千瓦，可开

发装机容量 32万千瓦。

2019年末，临夏州常住人口为 14万人，比上年净增



 26万人。城镇人口 7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5‰，人口死亡率为

8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1‰，城镇化率为 04%，比上年提高 02 个

百分点。

截至 2021年 4月，临夏州户籍人口 7万人，常住人口 1万人。

有 123个乡镇、7个街道办、1111个行政村、97个社区。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年 11月 1日零时，临夏回

族自治州市常住人口为 2109750人。

截至 2022年末，临夏回族自治州常住人口 40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 74万人。城镇人口 8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42万人；乡村人口 53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68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州常住人口的比重（城

镇化率）为 02%，比上年末提高 01个百分点。在常住人口中男性 77

万人，女性 63万人，人口性别比 08（以女性为 100）。全年全州出

生人口 87 万人，出生率为 54‰；死亡人口 71 万人，死亡率为 07‰；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47‰。

截至 2021年 4月，临夏回族自治州内有回、汉、东乡、保安、

撒拉等 42个民族，东乡族和保安族是以临夏为主要聚居区的甘肃特

有少数民族。



2022 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区生产总值 6 亿元，比上年增长 0%。

第一产业增加值 8亿元，比上年增长 6%；第二产业增加值 3亿元，

增长 6%；第三产业增加值 5亿元，增长 8%。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为 5%，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重为 3%。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9271元，比上

年增长 7%。全年全州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1%。

2020年，临夏州地区生产总值 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2%，高于全省增速 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3位。第一产业增

加值 7亿元，同比增长 4%，与全省增速持平，居全省第 8位；第二

产业增加值 3亿元,同比增长 1%，低于全省增速 8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 7位；第三产业增加值 3亿元,同比增长 5%，高于全省增速 3个百

分点，居全省第 1位。固定资产投资 1亿元、同比增长 27%，增速位

居全省第 1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亿元、同比增长 7%，增速位

居全省第 2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亿元、同比增长 1%，增速位居

全省第 1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亿元、同比增长 9%，增速位居全

省第 3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338元、同比增长 3%，增速

位居全省第 12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113 元、同比增长 8%，

增速位居全省第 3位；规上工业增加值 8亿元、同比增长 4%，增速

位居全省第 3位；被省政府授予 2020年“市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步



奖”、“市州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奖”、“2019年度省长金融奖”。



2020年，临夏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4万亩，同比增长 1%。夏粮

面积 14万亩，比上年减少 97万亩，同比下降 5%；秋粮面积 26万亩，

比上年增加 87万亩，同比增长 0%。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98万吨，

同比增长 5%。夏粮总产量 39万吨，同比增长 5%；秋粮总产量 59万

吨，同比增长 7%。

全州种植结构调整面积为 7万亩，占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76万

亩的 3%。百合种植 6万亩，金银花种植 0万亩，藜麦种植 4万亩，

草莓种植 6 万亩，西瓜种植 5 万亩，赤松茸种植 4 万亩，其它（薯、

药、菜、菌）2万亩。

全州大牲畜存栏 2万头，同比增长 8%；牛存栏 8万头，同比增

长 3%；猪存栏 9 万头，同比增长 1%；羊存栏 1 万只，同比增长 9%。

肉类总产量达 7 万吨，同比增长 1%；牛奶产量 2 万吨，同比增长 0%，

蛋类产量 9万吨，同比增长 1%。

2020 年，临夏州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 亿元，同比增长 4%，

高于全省增速 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3位。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完

成增加值 4亿元，同比下降 2%；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2亿元，同比增

长 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完成增加值 2亿元，同

比增长 9%。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完成增加值 0 亿元，同比增长 4%；

重工业完成增加值 8亿元，同比增长 4%。分企业类型看，中央企业



完成增加值 0亿元，同比增长 0%，地方企业（含省属）完成增加值 8

亿元，同比增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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