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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口庞大，人均资源少，地域辽阔，区域发展差异明显。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就明确指出我国的发展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生态
破坏、能源危机、粮食不足等五大危机。
1995年9月江泽民主席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将“经济建设和人口
、资源、环境的关系”列为十二大关系中的第三位。
中国区域地理的内容，就是讨论我国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界的空间关系。

　　《中国区域地理(第2版)》具体内容包括：中国位置及行政区城、区域特征、区域演化、区域划分
、区域人口与文化、地表资源与开发、陆地矿产资源与开发、海洋资源、区域联系与流通、城市区域
分析、区域发展11章。
它改变了我国区域地理传统研究的自然、经济、文化“三分割”和要素（部门）“拼凑”的体系，在
学科体系开拓创新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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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位置与行政区域　　区域的位置、规模（面积）、形状、疆界、权属（行政管理）等
，是区域的基本要素。
研究中国区域地理，一开始就必须把这几个基本要素弄清楚。
　　中国的地理位置，指中国在地球表层上的空间位置。
区域的位置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特定的区域相对于某一特定参照系而言。
例如，中国的经纬度位置是中国在经纬度坐标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中国的海陆位置是中国在地球表层
海陆体系中的相对位置，等等。
中国区域地理的许多重要性质和功能，与其位置密切相关。
本章仅着重讨论全国性位置及其主要影响，其他更深入的研究将在其他章节作具体的展开。
　　区域空间规模（面积的大小），是区域性质、功能及其开发、发展的基础。
　　区域空间形状，是人类社会中各区域或聚落之间相互联系的历史产物，同时也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
这个问题，我国研究较少。
实际上，区域空间形状与区域规模、区域中心地结合起来，可影响区域对外联系和安全，影响区域内
部的行政管理、市场交换、交通联系等。
　　以国家作为特定区域，疆界与主权十分重要，而疆域的形态又是个历史产物。
所以，应立足于历史地理来讨论疆域问题。
　　行政区域划分，这里指国家级区域下面的行政区域体系的建立，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
我国的行政区划，有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章从行政区划原则和历史分析两方面展开。
第一节 中国区域位置与疆域　　一、区域地理位置　　（一）北半球东部的中纬度位置　　从地球的
南北两半球看，中国位于北半球；从地球的东西两半球看，中国位于东半球。
　　中国领土的最北端在黑龙江省漠河附近的黑龙江江心，位于北纬53°33’；最南端为南沙群岛的
曾母暗沙，位于北纬4°附近。
南北相距5500千米。
但约98％的国土位于北纬20°－50°之间，属中纬度位置。
相应的气候带是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
大部分国土夏暖热冬温凉，气温适宜，既不像俄罗斯和加拿大那样天寒地冻、漫长冬夜，也不像位于
热带中心区的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那样高温重湿、长夏无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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