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

为了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
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
教育。”的指示，我们根据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小学地理学科国情教育纲要
（试用）》编制了初级中学《地理国情教育图册》。旨在通过地理方面的国
情教育，使学生对我国的地理环境、资源、人口、民族、经济、国际地位有
比较系统的了解，学会用辩证的观点全面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
国情，正确认识、理解我国的基本国策，自觉地遵守有关法令、法规。通过
认识祖国领土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智慧，以及建
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了解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人均产量的占有量较少，生态平衡遭受破坏，
国土需要合理整治等事实，增强学生为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而艰苦奋斗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全图册分为七个专题：（1）领土辽阔，山川壮丽，自然灾害频繁多发；
（2）资源比较丰富，但利用不尽合理；（3）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4）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但还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6）地区差异大；（7）中国在世界中。每个专题都各有一个中心，
又都是围绕着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这一基本国情展开
的，因此在学习时应注意各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在学习“资源比较丰
富，但利用不尽合理”这一专题时，应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结合起
来学习。

本图册既是现行初中中国地理教材的补充，又是独立的地理国情教育的
教材。在学习中国地理教材时，教材中已有的国情教育内容应结合本图册的
有关专题进行学习，教材中缺少的地理国情教育内容或阐述不够的部分，须
按《中小学地理学科国情教育纲要（试用）》和本图册进行适当的补充。在
初中中国地理学完之后，要安排适当的课时按照本图册进行系统的国情教育
的学习和总结。在学习本图册时，要注重图文印证和地理事物与现象的空间
分布规律以及地区分布差异，同时还应注意与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
合。

本图册在编制过程中，得到国家教委、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中国人口
情报研究中心、国家环保局、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的大力支持，提供了有
关资料，特此表示谢意。

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辑部
1992 年 6 月



地理国情教育图册



领土辽阔 山川壮丽 自然灾害频繁多发

中国领土辽阔 海岸线漫长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位于北半球，处于世界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的
东部，东临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南部一
小部分处于热带。这样的海陆位置和纬度位置既方便了我们与各国交往、发
展海洋事业，又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我国领土辽阔广大，海陆兼备，海岸线漫长，总面积约 960 万平方千米，
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6.4％，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为世界第三大国。

从地理方面看，领土辽阔，山川壮丽，资源和物产丰富，人口和民族众
多，人均资源量少，地区差异大，自然灾害频繁多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地形多样 山川壮丽

我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向太平洋的倾斜面上，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
分布。地形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山区面积广大，山地、高原、丘陵约占国
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有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秦岭、南岭、大兴安
岭等许多条大山脉，有世界上最高大的高原青藏高原，还有四川盆地以及华
北平原等多种地形区。我国河湖众多，纵横交错，有长江、黄河、淮河、珠
江等著名大河，有青海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等著名大湖，有世界上最
长的人工河—京杭运河。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地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能资源，
也为我国发展农、林、牧、副多种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山区面积
大，平原面积小，可耕地较少，以及人口的增长等原因，造成我国的耕地资
源相对不足。

气候复杂多样

我国的气候复杂多样，绝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和亚热带。由于我国所处
的海陆位置以及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影响，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季风气候显著，
冬季风向偏北，低温干燥，夏季风向偏南，高温多雨，四季分明，最突出的
特点是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夏季我国南北普遍高温，使我国广大的北方地
区都能种植棉花、水稻、玉米等喜热作物。在高温季节，农作物生长旺盛，
需要大量水分，而夏季又是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最多的季节。雨热同期，是
我国非常优越的气候条件，对农作物、森林、牧草的生长都十分有利。在世
界上北纬 15°—30°的纬度带上，大都是干旱地区，而我国的江南地区也处
于这一纬度带上，之所以成为降水丰沛的“鱼米之乡”，主要是受惠于雨热
同期的季风气候。我国的季风气候具有显著的大陆性特点，表现为气温年较
差大降水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也很大。



自然灾害  频繁多发

我国灾害性气候多，主要有寒潮、台风、干热风、暴雨、冰雹、冷害等，
灾害影响面比较大。寒潮出现在我国冬季，寒潮来时，常伴有大风、低温和
雨雪，严重时给农作物造成冻害。台风多出现在夏秋季的东南沿海地区，一
次台风可以带来几百毫米甚至更多的降水，常造成洪涝灾害，我国是受台风
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是台风带来的降水，对于缓解一些地区的伏旱
有一定的作用。

在认识国情中，既要看到气候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也应看到不利的一面。
研究台风、旱涝等灾害发生的规律、防御和战胜灾害，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已具备了一定的监测和预报灾害性天气的能
力。

我国地处亚洲大陆断裂地震带、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与环太平洋地
震带的交汇处，地震灾害频繁。1976 年河北省唐山发生 7.8 级地震，造成24
万人丧生。我国地震多发区有：台湾和福建沿海，太行山和京津唐地区，青
藏高原和它边缘的四川、云南西部，新疆、甘肃和宁夏。



资源比较丰富 但利用不尽合理

我国土地利用的类型多样，耕地、草地面积较大，森林面积较小，人均
土地资源少。耕地总面积仅次于美国、印度和俄罗斯，居世界第 4位，但人
均耕地面积仅居世界第 67 位。森林总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
国和刚果（民），居世界第 6位，但人均森林面积却居世界第 121 位。草原
总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美国，居世界第 3位，但人均草原面积也在几十位之
后。优质耕地也不到耕地总面积的 1/2，优质草原面积仅占草原总面积的
1/4。耕地的地力下降、乱占耕地、毁坏森林现象严重、草场退化等，是我国
土地资源存在的严重问题。

中国的水资源和水能资源

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河川径流总量 2万 7千多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2 万 8 千多亿立方米，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居
世界第六位。但人均资源少，我国人均占有河川径流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
的 1/4，是美国的 1/5，加拿大的 1/40。因此，十分注意有效保护和节约使
用水资源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我国水资源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南
多北少，东多西少，相差悬殊。全国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分布严重不平衡，
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国北方的黄河、淮河、海河—滦河和辽河四个流域
区的河川径流量仅相当于南方的长江、珠江两个流域区的 13.4％，却担负着
比长江、珠江流域多出将近 1/2 耕地的用水。

我国河流的水能理论蕴藏量为 6.76 亿千瓦，其中可能开发的水能装机容
量为 3.78 亿千瓦，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水能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平衡，70％分
布在西南地区。目前我国已兴建了几千座水电站，发电量最大的有长江的葛
洲坝水电站，黄河的龙羊峡水电站以及计划兴建的长江上的三峡水电站。

丰富的生物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高等植物 32800 种，占
世界 10％，其中种子植物有 2.45 万种，次于马来西亚和巴西，居世界第三
位，并拥有许多珍稀植物。我国有动物 10.4 万种，其中陆地野生脊椎动物达
2100 多种，拥有很多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珍稀动物。

资源利用不尽合理

从第 9—16 面的地图和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资源丰富，物产众多，
许多资源的总量均居世界首位或前列，但是存在着利用和管理不尽合理的问
题。突出的问题有：滥伐森林，破坏草原，乱占耕地，任意捕杀野生动物，



掠夺性开采矿产资源等，使资源遭到破坏，环境受到污染。据统计，在近 30
年中，全国共占用、减少耕地约 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五
分之一，70％的矿山综合利用率不到 25％。因此珍惜每一寸土地，珍惜矿产，
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近年来，我国在保护林地，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营造了护田林、防风林、水源林等多种防护林，取得了一定成效。

旅游资源丰富

我国山川秀丽，自然景色优美，有众多的名胜古迹，蕴藏着丰富的旅游
资源。有长白山、黄山、泰山、华山等众多的名山，有西双版纳、桂林、杭
州西湖、日月潭等著名风景游览区，还有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
敦煌莫高窟等历史遗迹。我国四十多年来的伟大建设成就也为祖国风光增添
了新的异彩。



人口众多 人均资源少

我国的人口分布很不平衡，黑河—腾冲一线以东地区人口稠密，集中了
全国总人口的 94％，根据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以上海市人口最密，
每平方千米 2118 人，其次为天津市 777 人，江苏省654 人北京市 644 人；黑
河—腾冲一线以西地区人口稀少，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6％，全国人口密度最
小的西藏自治区仅 1.8 人。人口密度由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这种人
口分布的不平衡，反映了我国地区之间自然条件的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

截至 1994 年底我国大陆人口 12.00 亿，占世界总人口 21.6％。包括台
湾省和香港、澳门地区，全国总人口 12.27 亿。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快，40 年
内净增人口 5.8 亿，相当于增加两个多美国或四个多日本的人口。目前每年
净增 1600 多万人。人口构成上青少年比重大，全国 30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
65％。农业人口比重大，人口文化素质偏低。

计划生育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我国人口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人口多消费量大，不利于增加积累和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还造成就业难，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压力增大。因此我们必须实行计
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计划生育工
作的重点在农村。

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七十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间，
全国共少生 2亿孩子，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青少年
的身体素质、思想品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均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
大，计划生育工作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国有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 92％，汉族是
中国古代的华夏族同许多其他民族逐渐同化、融合形成的，从 2000 多年前的
汉代开始，称为汉族。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共占 8％。到 1990 年底，人口超过
100 万的少数民族已达 18 个。自古以来，各民族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由于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迁徙，我国的民族分布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
聚居的状况。汉族分布遍及全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东北和
华南等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睦相处，为缔造新中国共同作出
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在少数民族地
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至 1997 年底，全国有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区 5个，民族
自治州 30 个，民族自治县（旗）120 个。

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系列特殊政
策，鼓励生产，发展经济，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使少数民
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后，经济发达地
区将进一步与少数民族地区加强互助合作，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发
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极其落后的经济基础
上，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技术水平不
断提高，工业布局明显改善。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兴建了
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中，我国煤、钢、原油、发电量、水
泥、棉布、电视机、自行车等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或位居世界前列。同时还
建立了汽车、飞机、电子、航天、石油化学和核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在原
子能技术、生物科学、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
卫星通信技术等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农业建设成就辉煌，粮食、棉花、肉类等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我
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占世界 7％的耕地上，基本解决了占世界 22％的人口
的温饱问题。

建国 40 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经济实力从总量上也居世
界前列，但是资源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因此，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
义国家，还需要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
民团结起来，发挥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用我们的双手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交通

我国铁路建设发展迅速，不少线路铺设了复线，全部铁路干线实现了内



燃机车或电气机车牵引。新修铁路大多在西部地区，明显改变了铁路分布集
中东部的状况。公路建设基本实现县县通汽车，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建设高速
公路。民用航空开通 700 多条国内国际航线。水运、管道运输也有较大发展。

目前，我国县县通电报，电话可通 97％以上的乡、镇，微波和卫星通信
得到较快发展。通邮的国家和地区达 120 多个，并与近50 个国家和地区开通
了直达电话，卫星电话已成为我国国际通信的主要手段。

中国的商业和对外贸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市场繁荣，
产品丰富，商品供销达到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

我国商业中心的分布与人口密集程度、交通发达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
一致。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商业中心的数量多、规模大；西部地区商业中心
的数量少、规模也小。全国性的大型商业中心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地区，目
前我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有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沈阳。

我国已同世界上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进出口总额从 1950
年到 1990 年增长了 100 倍，进出口商品构成也有显著变化，出口商品构成已
由过去的农矿等初级产品为主变成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地区差异大

我国领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人口分布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各
地区的地理特征差异性很大。概括地讲，可将我国划分为三大地区—东部季
风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

 



世界政治地图（1998 年 1 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 15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
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并成为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系列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大都
获得妥善解决。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归还问题。
我国一贯致力于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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