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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图  中国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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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文要素划分区域 —— 以北美洲人种分布

区的划分为例1:96 000 000 1:96 000 000

按综合指标划分区域 —— 以中国东部季风区内

南北方地区的划分为例 1:45 000 000

主题 认识区域

第 1 单元  区域发展差异

1

6

区域的含义与类型

按单一指标划分区域 —— 以中国东部季风区内

温度带的划分为例 1:45 000 000

按自然要素划分区域 —— 以北美洲气候区的

划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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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边界

亚洲与欧洲的边界

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

非洲赤道附近的气候区边界

1:80 000 000 1:60 000 000

不同尺度的流域

1:17 000 000
长江流域

嘉陵江流域 渠江流域

   ①按照箭头方

向依次读图，结合

图例，了解不同尺

度的区域。②区域

尺度越大 , 描述的

区域特点就越宏观; 

尺度越小，描述的

区域特点就越具体,

越详细。

读图
指导

1:45 000 000

1:11 000 000 1:7 300 000



青藏地区的地理环境

北京城区的发展

1:23 000 000 青藏地区内部的自然地带差异

第 1单元  区域发展差异

8

区域的特征

 区域的整体性

 区域的动态性

 区域的差异性



1:23 000 000

主题 1  认识区域

9

 区域的开放性

青藏地区的交通 1:23 000 000



主题 区域差异与因地制宜2
第 1单元  区域发展差异

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地理位置示意

10

比较区域的异同

长三角地区地理环境

珠三角地区地理环境

1:6 700 000

1:3 200 000



主题 2  区域差异与因地制宜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外贸依存度

11

长三角地区的农业

珠三角地区农业

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及工业

珠三角地区人口密度及工业

1:8 300 000 1:8 300 000

1:4 600 000 1:4 600 000

    长三角地区、珠三

角地区农业和工业差异

受哪些因素影响？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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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都市圈产业定位

长三角地区都市圈产业定位

第 1单元  区域发展差异

1:3 000 000

1:5 2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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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促进区域发展

四川省耕地和林地分布四川省粮食种植业和林业产值结构
（2016 年）

全国主体功能区

主体功能区是区域依据自身的资源

环境情况、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

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功能类型的一种

空间单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

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

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不同区

域的主体功能，明确开发方向，逐步形

成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空

间开发格局。

1:10 000 000

1:35 000 000

主题 2  区域差异与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对区域发展的意义

四川盆地自然条

件适宜耕作，粮食种

植业比较发达。

川西高原山地适

合林木生长，当地大

力发展林业生产。



中国国家中心城市

及城市群

上海市

主题 大都市的对外辐射——以上海为例

第 2 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3

上海大都市及其形成

国家中心城市，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编制的《全国城镇

体系规划》中提出

的处于城镇体系最

高位置的城市。国

家中心城市在全国

具备引领、辐射、

集散等功能。

14

1:35 000 000

1:1 000 000 上海和长三角的地区生产总值

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财政收入



上海国家级开发区、产业基地和主要企业

15

1:1 000 000

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和城市人口规模 1:3 4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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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长三角区域空间组织

上海市外滩金融集聚带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金融服务业分布

长三角城市群 1:7 500 000

1:95 000

上海市金融业生产总值的变化

    外滩金融集聚带滨江岸线长约4.8千米，面积约2.6平方千米，

重点吸引证券、基金、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融资服务等金融机构，

以及为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国务院 1990 年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面

积 31.78 平方千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主导产业为金融业、保险

业和证券业，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区。

    为什么金融贸

易区集中分布在外

滩和陆家嘴？

读图
思考

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联系度示意

1:9 400 000

长三角城市根据

协同发展能力分为 5

个等级，其中上海是

龙头城市，协同发展

能力在长三角城市中

最强；综合枢纽城市

对长三角地区具有辐

射带动作用；重要节

点城市在个别领域表

现突出；一般节点城

市对周边的辐射带动

能力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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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3  大都市的对外辐射——以上海为例

上海大都市的辐射功能

技术扩散是指技术在空间上的一种传播。

技术扩散能促使创新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上海作为中国技术创新最聚集

的地区之一，既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又

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地区生产总值居前十的县级行政区（2016年）

“江苏四小龙”指昆山、张家港、江阴、常熟四个县

级市。受上海影响，“江苏四小龙”发展很快，经济水平

居全国县级行政区前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在长三角地区的网点数量

                                （2019 年）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在各地区发放贷款和垫款比重
                                           （2019 年）

上海和“江苏四小龙”的产业结构（2016 年）

上海技术扩散示意

1:50 000 000

1:2 700 000

1:9 400 000

    上海大都市辐

射功能受哪些因素

影响？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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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确定在全球城市区域战略中将上海置于长江三角洲

地区战略框架，充分发挥对接国际、辐射国内的“两个扇面”作用。

上海全球城市的“两个扇面”示意

上海立体交通示意

上海大都市的交通辐射

1:35 000 000

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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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京津冀地区为例4
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

地区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示意

1960 年世界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 1980 年世界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地理条件

主题 4  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1:6 700 000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包括雄县、容城、安新及周边部分区域。容

城、安新两县交界区域作为起步区，重点承接北京疏解的事业单位、

总部企业和高等院校等。

雄安新区 1:740 000

2019 年世界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

    不同收入水平的

国家和地区三次产业

分别如何变化？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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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及规模

(1980 年） (2005 年）

1:6 700 000

京津冀地区人口和城市

（2016 年）

京津冀地区地下水资源开采情况

（2016 年）

1:6 700 000 1:6 7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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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状况

(2017 年）

京津冀产业空间布局

（2016—2020 年）

1:6 700 000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1:6 700 000京津冀交通运输

（2016—2035 年）

主题 4  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

构变化有哪些特点？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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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产业一体化

（2019 年）

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

（2019 年）

京津冀地区科研院所和高校数量

（2019 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布局

（2016—2035 年）

1:6 700 000

1:6 700 000

1:6 700 000

1:6 700 000

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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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典型资源型城市分布

主题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5

1:35 000 000

我国根据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差异，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

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种类型，明确了不同类型城

市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资源型城市与资源枯竭型城市

中国资源型城市（地级）及类型

主题 5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

1:250 000 000



阜新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阜新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与辽宁及全国对比

阜新具有优势的矿产储量
占辽宁总储量比重

24

阜新在东北地区的位置

辽宁阜新

1:24 000 000

1:900 000

阜新转型前的问题

    ①确定折线

图的表示内容；

②观察折线的走

向，对比三次产

业结构变化的差

异；③总结三次

产业的发展趋势，

并尝试分析原因。

读图
指导

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阜新转型前，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与全

国相比有什么特点？

读图
思考



海州露天矿国家
矿山公园旅游区
规划

25

阜新的城镇及风力发电场分布 1:1 260 000

阜新转型发展的方向

阜新绿色农业及旅游业发展 1:1 000 000

主题 5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



阜新中心城区空间结构规划示意 阜新生态建设

阜新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阜新国内游客接待量及国内旅游收入

1:1 000 000

26

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鲁尔区区域性结构政策计划

27

德国区域合作项目——埃姆舍公园计划

鲁尔区的埃姆舍公园 1:600 000

主题 5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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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生态脆弱区的治理——以黄土高原为例6

黄土高原生态脆弱的主要表现及影响因素

中国典型生态脆弱区分布

黄土高原地区

1:40 000 000

1:6 800 000

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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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降水年际变化

1:8 000 000

黄河干流主要水文站不同年份输沙量比较

黄土高原地貌类型与年暴雨日数

主题 6  生态脆弱区的治理——以黄土高原为例

读图
思考

    黄河近年来输

沙量减少受哪些因

素影响 ?



黄土高原植被类型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

30

植被覆盖率对径流和侵蚀的影响 

1:8 000 000

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工程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示范县

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

31

1:8 000 000

1:8 000 000

主题 6  生态脆弱区的治理——以黄土高原为例



黄土高原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

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小流域综合治理

32

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小流域综合治理 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对比

干沟纵剖面的治理

1:83 000

第 2单元  区域发展过程



国际产业转移——以韩国首尔某汽车企业

在中国北京设立分公司为例

区域产业转移——以首钢搬迁为例

1:17 000 000 1:5 000 000

全球四次大规模产业转移路径 1:200 000 000

33

主题 区域产业转移——以东亚为例

第 3 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7

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 



东亚、东南亚产业转移目的地的变化 

东亚地区产业

转移进程

东亚产业转移的过程

东亚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

1:27 500 000

34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 

韩国产业结构的四次调整 

越南产业结构的变化

 国际经济环境

第 3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东亚的经济发

展迅速，是国际产业

转移最活跃的地区之

一。东亚主要经历了

三次产业转移。由日

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

逐级、分阶段的产业

转移，推动了东亚地

区半个多世纪的经济

快速增长。



中外合资汽车企业分布（2015 年） 1:35 000 000

东亚地区半导体、手机产业转移示意 1:63 000 000

35

我国 1994 年允许外资持股 50% 的方式在中国建立汽车工厂，2001 年之后逐年降低汽

车进口关税至平均关税水平等政策，进一步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汽车企业前来投资。这些外

国汽车企业与我国本土汽车企业合资经营，在人口密集、市场潜力大的地区成立公司。

中国东中西部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中国汽车销售量的增长

东亚部分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比较

 生产要素成本

 文化与政策

主题 7  区域产业转移——以东亚为例

读图
思考

   造成东亚不同产

业转移的因素分别有

哪些？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产业转移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

大阪城市环境的变化

大阪街区范围和主要工业部门的变化

深圳街区范围和主要工业部门的变化

深圳人口深圳产业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

以来，深圳通

过承接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产

业转移，加快

了经济社会的

发展，并吸引

了大量外来就

业人口。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大

阪将相对落后

的产业移出，

发展更高层次

的产业，实现

了产业升级，

同时改善了当

地环境。 

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1:1 700 000

1:450 000

第 3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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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资源跨区域调配——以我国西气东输为例8

中国主要调水工程 1:35 000 000

1:35 000 000中国西电东送工程

主题 8  资源跨区域调配——以我国西气东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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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的主要原因     

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1:35 000 000

20 世纪末中国各省区工业能源消费 1:35 000 000

第 3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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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工程的建设

某地区某年燃烧天然气、石油、煤炭所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比较

中国西气东输工程 1:23 000 000

主题 8  资源跨区域调配——以我国西气东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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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中国各省区天然气供应量及西部地区石油、天然气开采投资变化

1:35 000 000

西气东输工程开通后新疆天然气产量变化 西气东输工程开通后新疆电力、热力及燃气
相关行业就业人数变化

西气东输对西部地区

发展的影响

第 3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40



1:35 000 000

西气东输为上海提供天然气供气量变化 西气东输对上海空气质量的贡献（2016 年）

中国各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及东部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化

西气东输对东部地区

发展的影响

主题 8  资源跨区域调配——以我国西气东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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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和流域

莱茵河流域

1:8 500 000

主题 流域协作开发与保护——以莱茵河流域为例9

莱茵河的开发利用

第 3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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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的干流和各级支

流及连通的湖泊、沼泽构

成了水系，由分水岭所包

围的河流或水系的集水区

域称为流域。



1:12 500 000

1:12 500 000 1:12 500 000

莱茵河流域农业

莱茵河流域工业 莱茵河流域化工厂、发电厂和炼油厂

莱茵河流域面积在各国的

分布情况

主题 9  流域协作开发与保护——以莱茵河流域为例

43



莱茵河治理历程

莱茵河预警机构分布

莱茵河鲑鱼洄游统计

莱茵河流域土壤中镉的净输入量1:15 000 000

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的组织结构 桑多兹污染事件

第 3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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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000 000

莱茵河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综合治理



黄河流域内部的协作

黄河水利委员会机构分布

黄河流域环境问题及治理

20 世纪中后期黄河下游断流情况 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

1:14 000 000

1:14 000 000

主题 9  流域协作开发与保护——以莱茵河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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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主题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合作10

中国首倡“一带一路”发展历程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截  至 2019 年底）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的国家及中国

人口分布（2018 年）

1:250 000 000

第 3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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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国家及中国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2018 年）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截  至 2019 年底） 1:136 000 000

1:250 000 000

主题 10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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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部分区域性国际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1:210 000 000

第 3单元  区域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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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部分线路示意 1:220 000 000

中欧班列开行数量（2011—2018 年）

中欧班列线路主要分布国家（2018 年）

截至 2018 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 12 000 列；运行线路 65 条，国内开

行城市 56 个，连接欧洲 15 个国家的 49 个城市；运送的货物种类日益丰富，由最开始的

电脑、手机等电子用品，逐步扩大到服装鞋帽、粮食、葡萄酒、汽车及配件等。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其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是为了促

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

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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