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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经济发展与布局，当前正面临着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力及其惯性，还有
工业结构演变中的重新重工业化潮流，而二十多年以来，与经济高速成长相伴而至的巨大生态损失、
劳动力资源损伤、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隐患、过量的能源与资源消耗，使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经
济增长所付出代价太大。区域分化乃至社会分化问题也接踵而至，更是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以上这
些，无疑都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布局的基本走势。　　作为经济发展和布局的地域载体，我国目前的自
然地理状况不佳，数十年来的经济建设浪潮，已使地理环境大受损害，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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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地理（第六版），ISBN：9787542917638，作者：胡欣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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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研究经济布局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二、介于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之间的学科，区域合
作机制兴起及其影响三、地理学轻视区域地理研究，经济学还算重视区域经济四、各种区域次区域合
作机制兴起、区域协调发展及参与重大建设项目综合论证是中国经济地理学在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第
一章经济布局概论第一节我国经济发展与布局的展开一、经济发展及世界地缘经济新格局二、大区域
布局失衡与“西部大开发”，经济重心沿海化与经济地域多元化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加
快四、经济发展的区域化趋势及问题第二节影响经济布局的主要因素分析一、自然资源“约束”对经
济发展和布局的影响增大，资源已成发展瓶颈二、人力资源能力，知识与智力因素对经济布局的影响
力更趋明显，高素质劳动者已成为资本的载体，并直接影响科技含量高的一些部门的配置三、生产技
术与工艺流程的变化四、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五、地域文化及商帮影响第三节经济布局合理化：理想
与现实的差距一、布局问题涵盖二、重要教训三、基本思路第二章农业布局第一节农业经济结构和布
局的变化一、农业内涵变化，相关政策改变二、农业经济发展及结构演变，农产品供求格局改变三、
人世促使我国加快农业改革及结构调整四、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及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五、农业经济发展
难题及对布局影响第二节区域比较优势，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一、区域特色及区域比较优势二、向区
域化、优质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三、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第三节世界主要谷物生产国一、谷物生
产国际比较二、水稻育种技术突破与稻作地理，长江流域水稻带三、小麦生产地理分布，专用小麦带
建设、布局四、玉米生产地理分布，专用玉米优势区建设、布局五、大豆生产长期萎缩，大豆振兴计
划与优势区域布局第四节商品粮基地选址与建设，粮食增长中心北移，水资源瓶颈一、人均耕地递减
，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二、商品粮基地选址与建设三、粮食减产与粮食安全四、全国粮食生产地理重心
转移，流通格局改变五、北粮南运与南水北调，水资源短缺及优化配置六、大西线调水设想及高成本
障碍第五节经济作物生产与布局调整一、我国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和布局特征二、棉区布局大调整
三、主要产棉区的建设与布局四、油料作物种植及其地理分布五、糖料作物地理分布，蔗区布局大调
整六、烟草、茶叶种植和桑蚕业地理分布变化七、水果生产地理分布，苹果、柑橘优势产区布局第六
节林业定位变化，分区域林业建设与布局一、林业定位重大转变二、森林的非采伐性贡献开始受到重
视三、森林资源及其配置状况是林业发展基础四、森林资源的地理分布及林业布局五、中止数十年超
强度采伐，保护天然林，营造人工林六、境外森林资源利用及开发方式七、总体布局设想与分区域林
业建设八、荒漠化危害及对策第七节牧业发展中的过牧危害及生态灾难，牧业基地建设一、牧业经济
地位上升二、牧业结构变化，新的产业链及产业化模式三、牧业地理分布，过牧危害与草原生态灾难
四、牧业发展前瞻，重点建设的牧业基地第八节渔业：由捕捞转向养殖一、渔产居世界之首，但加工
差距大二、渔业产业结构变化三、发展渔业的资源条件四、过度捕捞，海洋污染；渔民“失海”五、
长江渔业资源衰退六、从资源条件变化到发展战略调整，建立三个优势区七、专属经济区制度对海洋
捕捞业的重要影响八、渔业地理分布的变化九、主要渔港、渔场、渔获物产地第三章能源布局第一节
能源资源与能源结构一、能源资源总量大，但油气资源相对不足二、能源自给率不低，但能源结构性
矛盾突出三、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但能源结构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第二节煤业布局由北向西延伸一
、保有储量大，分布相对集中，但优质资源渐少，必须考虑煤炭资源安全二、北煤南运、西煤东运格
局长期存在三、主要煤企产销基地四、体制调整、布局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化；山西煤炭基地建设；西
部煤炭基地新格局五、集中度低，粗放经营，矿难频发，小煤矿屡禁不绝六、煤层气分布的地域性及
开发利用七、煤业发展与合理布局前瞻第三节石油：稀缺战略资源；探明不足，布局几经转移；石油
输入及运输通道选择一、油气资源探明不足，人均资源量更低二、石油工业发展及地位变化，勘探开
发布局转移三、石油安全与经济安全，运油路径及储油基地四、石油工业地区分布概况五、陆上主力
油田六、海上油田七、主要石油企业市场份额及经营格局八、新的石油发展格局：国内增产，国际合
作开发九、寻求稳定油源，石油输入选择与战略；主要运输通道及其对经济布局影响第四节天然气：
气源偏西，用户居东，西气东输及境外气源布局态势一、天然气工业发展滞后，“油气产量比”失调
二、资源总量仍然不足，运输距离过长三、已发现的天然气富集地四、陆上主力气田五、海底天然气
田六、周边气源，俄气、土气南下与澳气北上；LNG项目布局过多第五节炼厂布局及影响布局因素分
析一、炼厂布局原则变迁；风灾对布局集中度过高的影响二、主要炼油基地的形成；炼油增量最大的
基地三、炼厂沿江、沿海布局比较分析；对环保与安全要求高，运输成本不应成为唯一因素四、新厂
择深水岸线而建，但须注意台风路径五、四条运输通道建立对炼厂布局的影响六、高油价对炼厂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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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第六节电力：优化区域结构与电源结构一、二次能源特征及其布局；大企业集团组建二、电力瓶
颈一区域性缺电一结构性矛盾三、水火电之比几经起伏，“水电比”也并非越高越好四、优化区域结
构与电源结构，结构调整趋势分析五、火电发展快，污染总量很大；火电布局及环境选择，燃煤电厂
选址六、水电布局与主要水电基地，长江水电开发过度集中，水电建设选址不当对环境与景观的损害
七、核电发展起伏，核电基地建设，布局的主体思路及变化八、择地批量建造大型核电；核电站选址
特殊性、复杂性九、绿色电力——风电：资源、政策、布局，风电场选址条件分析十、抽水蓄能电站
开发第七节西电东迭，全国联网；涉及地理区域及效益分析一、能源地理分布的局限性，大地域范围
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二、跨省电网及其布局第四章制造业布局第五章交通运输布局第六章乡镇经济兴起
与企业布局调整及区域集群配置第七章城市发展、城市及其空间格局第八章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协调
发展第九章对外开放格局，国际产业转移与资本地域流动第十章华东地区经济第十一章中南地区经济
第十二章华北地区经济第十三章东北地区经济第十四章西南地区经济第十五章西北地区经济第十六章
台、港、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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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你简单全面了解一下目前我国的经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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