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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公證服務中心聖路易服務中心
翻譯公證服務
★各種文件表格合約製作、填寫及翻譯
★法院、移民、醫院、商業口頭翻譯

國際學生
★協助中學生、大學生申請入學
★協助安排寄宿家庭及當地交通

短期參訪
★各種類型團體接待
★遊學、考察、短期進修
★安排食宿、交通、參觀

其它服務項目
★個人收入及公司報稅、成立公司
★工作傷害及車禍意外律師資詢
★房地產買賣、租賃、管理、餐館買賣
★專業顧問諮詢可上網
　www.bfconsulting.us
★國際學生可上網
　www.tyh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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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簡稱「新」，位

於中國西北，位於亞歐大陸腹地，面積 166.49

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陸地總面積的六分之一

；國內與西藏、青海、甘肅相鄰，週邊與蒙古

、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

汗、巴基斯坦、印度 8個國家接壤；陸地邊界

長5,700多公里，約佔全國陸地邊界線的四分之

一，是中國陸地面積最大、交界鄰國最多、陸

地邊界最長的省級行政區。

新疆古稱「西域」，意為中國的西部疆域

，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元

前 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騁出使西域，西漢政

權與西域建立了聯繫。西元前60年，西漢在烏

壘（今輪台縣境內）設立西域都護府，標誌著

新疆地區正式納入中國版圖。1884年，清政府

正式在新疆設省，並取「故土新歸」之意，改

稱西域為「新疆」。1949年 9月，新疆和平解

放。1955年 10月 1日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疆各族人民與全國人

民共同團結奮鬥，新疆進入史上最好的繁榮發

展時期。

行政區劃
新疆現有14個州市地，包括5個自治州、4

個地級市、5個地區；共有108個縣（市、區）

，包括66個縣、29個縣級市、13個市轄區，其

中有 6個自治縣、34個邊境縣（市）；有 1162

個鄉鎮（街道、區公所），包括 457個鄉、480

個鎮、224個街道、1個區公所，其中有民族鄉

42個；有村（社區）11798個，包括 8861個行

政村、2937個社區。截至 2023年末，全區常住

人口 2,598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 1,539萬人

，都市化率達59.24%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自

治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現有 14個師、179個團

場；1 2個兵團管理的自治區直轄縣級市、65個

鎮、15個行政村、533個社區，嵌入式分佈在

新疆 14個地（州、市），轄區面積約 7萬平方

公里。

地形地貌
新疆地形可歸納為「三山夾兩盆」：北面

是阿爾泰山，南面是崑崙山，天山橫亙中部，

把新疆分為南北兩部分，習慣稱天山以南為南

疆，天山以北為北疆。位於南疆的塔里木盆地

面積約40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最大的盆地。塔

里木盆地中部的塔克拉瑪乾沙漠，面積約33萬

平方公里，是中國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

。貫穿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河全長約2,486公里

，是中國最長的內陸河。位於北疆的準噶爾盆

地面積約30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第二大盆地。

在

天山東部和西部，還有被稱為「火洲」的吐魯

番盆地和被譽為「塞外江南」的伊犁谷地。位

於吐魯番盆地的艾丁湖，湖盆最低處低於海平

面154.31米，是中國陸地最低點。

氣候特徵
新疆屬於典型的溫帶大陸性乾旱氣候，降

水集中在山區，平原區降水少、蒸發量大，年

均降水量177.4毫米。水資源時空分佈極不均衡

，西多東少、北多南少、山區多平原少。區內

共有河川 3,355條，其中年徑流量超過 10億立

方公尺的有 18條。多年平均水資源量 936億立

方米，水資源總量約為全國的 3% 。區內冰河

儲量 2.13兆立方公尺、佔全國的 42.7% 。區內

水域（湖面）面積超過1平方公里的湖泊110個

，水面面積合計約5,500平方公里，其中博斯騰

湖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2023年全區（含

兵團）用水總量 560.61億立方米，其中農業用

水量 510.71億立方米、佔用水總量的 91% 。全

區農林牧可直接利用土地面積10億英畝，佔全

國農林牧宜用土地面積的 1/10以上。現有耕地

面積 1. 06億畝、林地面積 1.83億畝、草地面積

7.8億畝（含兵團），為全國五大牧區之一。

生物資源
新疆生物資源種類繁多、物種獨特。現有

脊椎動物 730餘種、佔全國的 11% 。有國家重

點保護野生動物 178種、佔全國的 18% ，其中

國家 I級保護野生動物 45種、國家 II級保育野

生動物 133種，包括普氏野馬、藏野驢、藏羚

、雪豹等珍稀瀕危野生動物。野生高等植物約

4000種，其中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 38種

，包括國家 I級保護野生植物1種、國家 II級保

護野生植物37種，甘草、肉蓯蓉、雪蓮等中藥

材植物分佈廣泛、品質優良。特色林果品種多

樣，其中優良品種 214種，吐魯番葡萄、庫爾

勒香梨、哈密瓜、阿克蘇蘋果及遍布南疆的紅

棗、核桃、杏、石榴、新梅、無花果、巴旦木

、沙棘等名優特產享譽國內外，素有「瓜果之

鄉」的美譽。

礦產資源
新疆礦產種類全、儲量大，能源資源豐富

，開發前景廣闊。區內發現的礦產有 153種、

佔全國已發現礦種的 88% 。查明有資源儲量的

礦產 103種、佔全國的 63% ，其中能源礦產 8

種、金屬礦產32種、非金屬礦產59種、水氣礦

產 4種。保有查明資源量居全國首位的有 10種

、

前五位的有52種、前十位的有77種。根據全疆

礦產資源潛力評價，新疆石油預測資源量約佔

全國陸上石油資源量的 30% ，天然氣預測資源

量約佔全國陸上天然氣資源量的 34% ，煤炭預

測資源量約佔全國 40% ，煤層氣預測資源量約

佔全國 26% ，風能、太陽能資源豐富。鐵、銅

、鉛、鋅、金、鉻、鎳以

及稀有金屬、鹽類等礦產

蘊藏豐富。

文化旅遊
新疆文化旅遊資源豐

富、開發潛力大。自然景

觀神奇獨特，著名的景區

有高山湖泊－天山天池、

人間仙境－喀納斯、空中

草原－那拉提、地質奇

觀－可可託海等。2013 年

中國「新疆天山」被列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

然遺產名錄。歷史文化底

蘊深厚，在 5000多公里古

「絲路」的南、北、中三

條幹線上，分佈著眾多的

古遺址、古墓葬、石窟寺

等人文景觀，其中高昌故

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

遺址、克孜爾尕哈烽燧、

克孜爾石窟、蘇巴什佛寺

遺址等 6 處遺產地成為新

疆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吉

木乃縣通天洞遺址、尼勒

克縣吉仁台溝遺址、奇台

縣石城子遺址、尉犁縣克

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四項

考古發掘先後入選 2017 、2018 、2019 和 2021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全區共有不可移

動文物9,542處（含兵團），其中世界文化遺產

地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33處、自治區

級文物保護單位 620處，對外開放文物保護單

位 243處。民俗風情濃鬱，各民族在文化藝術

、運動、服飾、飲食、習俗等方面各具特色，

素有「歌舞之鄉」的美譽。

新疆是中國五個自治區之一，自治區成立

以來，全面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黨的民族

政策，充分保障了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

等方面的權利。少數族裔幹部和人才隊伍建設

不斷加強，一大批優秀少數族裔幹部人才在經

濟社會各

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依法

加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力度，科學保

護各民族語言文字，尊重支持各少數民族語言

文字的學習和使用，提倡並鼓勵各民族相互學

習語言文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司法、行政

、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文學藝術、社

會公共事務等領域廣泛使用。充分尊重各民族

風俗習慣，少數民族重要傳統節慶成為全區各

族幹部職工法定假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

保護和傳承，翻譯出版了瀕於失傳的《福樂智

慧》和《突厥語大詞典》，整理出版了包括柯

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蒙古族史詩《江格

爾》等多種民間口頭文學作品，維吾爾木卡姆

藝術、柯爾克孜史詩瑪納斯等被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新疆歷來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現有伊斯

蘭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

等，有各級愛國宗教團體 119個。1987年，自

治區成立了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2017年在烏

魯木齊、伊犁、昌吉、吐魯番、阿克蘇、克州

、喀什、和田設立了8所分院。

走進新疆

新疆古今以來便賦有“瓜果之鄉

”的美稱，因為新疆的地理地形等特

點，新疆白天日照時間更加充分，當

地的植物光合作用強度大，植物因此

能生產、轉化更多的醣類有機物。夜

裡溫度相對較低，植物呼吸作用較弱

，積累的有機物消耗低，自然就是味

道更甜了。

新疆哪些水果值得一嚐？
哈密瓜

俗稱甜瓜，世稱“名貴之果”，

哈密的瓜最為著名。因此得名--哈密

瓜！哈密瓜的品種有“黑眉毛”、

“黃金龍”、“香梨黃”

等二十多種，其中“紅心

脆”為珍品。它甘美肥厚

，芳香醇鬱，細脆爽口，

哈密瓜皮厚肉美，極易保

存，在新疆當地幾乎一年

四季都可以吃到。

葡萄
新疆葡萄種植歷史長

達2000年，吐魯番、喀什

，葡萄除城郊有大面積的葡萄園外，

家家庭院裡都種植葡萄，“城在葡萄

中，人在葡萄中”。

無花果
喀什盛產無花果，它

可與哈密瓜、吐魯番葡萄

、庫爾勒香梨齊名。無花

果果形扁圓，果肉細軟，

果味香甜，營養豐富並有

藥用價值，還有美化效果

。

核桃
又名胡桃，是世界著

名的四大干果之一，被公

認為“長壽之果”。

梨

新疆梨的資源十分豐富，其中庫

爾勒香梨最為出名，香梨色澤奪目，

入口爽滑，氣味清甜，皮薄肉甜，汁

多渣少，同時被譽為”梨中珍品”。

桑椹
喀什土沃泉甘，宜於植桑 ，故桑

椹很多。桑椹是喀什成熟比較早的果

實，被稱為“瓜果中的報春花”。喀

什桑椹有白、紫兩種。除有補肝益腎

、滋陰養血的功能和對陰虛、頭暈目

眩、失眠等症有明顯療效外。

巴旦木
又名巴旦杏喀什的名貴特產，是

維吾爾族人民最珍視的干果，常用它

待客贈友，還把它的圖案繡在衣帽上

，雕刻在建築物上。

新疆水果哪個時間最好吃?

不同季節到新疆會吃到什麼樣的水果呢？
水果品種 水果產地 水果上市時間 水果品種 水果產地 水果上市時間
哈密  油桃 哈密 4月下旬-5月上旬 石榴 喀什 7月中旬-8月中旬
喀什甜杏 喀什 5月下旬 各種葡萄 吐魯番 7月中旬-10月中旬
哈密  瓜 吐魯番 5月下旬-7月 伽師西梅 伽師 8月
桑椹 吐魯番 5月上旬-6月上旬 阿克蘇紅棗 阿克蘇 9月下旬-10月中旬

阿克蘇香梨
庫爾勒
阿克蘇

9月上旬-10月上旬 阿克蘇蘋果
阿克蘇
一師

10月上旬-11月下旬

巴坦木 喀什 8月下旬-9月中旬 薄皮核桃 和田、皮山 9月中旬-10月中旬
小白杏 伊犁 6月中旬-8月 吐魯番葡萄乾 吐魯番 8月-10月
無花果 烏爾禾 6月上旬 伊犁蘋果 伊犁 10月上旬-12月下旬
李光杏 喀什 6月中旬-8月 紅棗乾 阿克蘇 10月上旬-12月下旬
巴仁杏 阿克陶 7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