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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讲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   

新课标要求 知识要点 命题推理

　以国家某项重大发展
战略为例,运用不同类型
的专题地图,说明其地理
背景

1.我国宏观发展格局
2.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地理实践力]以国家某项重大发
展战略为例,运用不同类型的专题
地图,说明其地理背景



知识梳理
一.区域发展战略
1.概念：指对一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的整体谋划。
2.特点：具有战略性、长期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特点。
3.制定原则：需要尊重自然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因地制宜，扬长补短，生态环境
优先，谋求共同富裕。
二.我国宏观发展格局
1.基本国情:人口数量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
2.不同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演变

时间 区域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之前 坚持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优惠政策和大量投资加快内地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改革开放以后
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 

新时期

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继续推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协调发展；重点
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国家级经济带为
骨架，以区域中心增长极为节点，以县域发展为基础，形成覆盖全国的区域发展
新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
稳边固边；提升国家海洋战略，坚持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



知识梳理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1.基本概况
(1)范围：包括沪、苏、浙、皖、赣、鄂、湘、
渝、川、贵、云等省市。
(2)面积：土地面积205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
21%。
(3)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
2.战略定位
(1)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
济带。



知识梳理

(4)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先行示范带。

(3)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沿海、沿江、沿
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

(2)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东、中、西互动
合作的协调发展带。



知识梳理

拓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区位条件

(1)地理位置:横贯我国腹心地带,拥有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的交通条件。

(2)市场:城市密集,市场广阔,经济腹地广阔。  

(3)产业基础:工农业发达,产业优势明显。

(4)资源:淡水、矿产、旅游、生物资源丰富。

(5)劳动力:劳动力丰富。



知识梳理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1.协同发展的必要性：总人口超过1亿人、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

距不断扩大等。

2.协同发展的可行性：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

交往半径相宜。

3.战略定位

(1)基本措施：三地推行“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建立行政管理

协同机制、生态环保联动机制、产业和科技创新协同机制。

(2)战略重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着力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要素市

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

市病”的道路。



知识梳理

4.实施途径
(1)以生态型都市圈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
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有序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
(2)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之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
创新增长引擎和生态修复示范区。

*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中各自的定位



我国四大地区分布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自
然条件、历史基础、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由此形成了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

国家根据全国各地的自然条件、
经济基础、发展水平和对外
开放程度，把全国划分为东部、
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
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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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
黑龙江、吉林、辽宁

东部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
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香港、澳门、台湾

中部地区

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西部地区

陕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广西、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

西藏、青海



要点一 

：

关键考点·突破
1.四大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差异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范围　黑、吉、辽
冀、京、津、鲁、苏、沪、
浙、闽、粤、琼、港、澳、
台

晋、豫、皖、湘、鄂、赣
内蒙古、陕、甘、宁、
青、新、藏、云、贵、
川、渝、桂

地形山环水绕,平原辽阔
北部以平原为主,包括华北平
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南部以
低山丘陵为主

北部以高原、平原为主,南
部多山地丘陵 　地形类型多样

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夏季
高温多雨,冬季寒冷
干燥

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雨
热同期,冬季降水少,南北温
差大

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

雨热同期,冬季降水少,南
北温差大

主要为季风气候和温
带大陆性气候,西藏为
高原山地气候

农业
　重要的农林生产
基地

　北部为重要的旱作农业区;

南部为水稻种植,南方低山丘
陵地区林产品丰富

北部为旱作农业,南部为水
稻种植业

北部为畜牧业、绿洲
农业、灌溉农业,南部
为水稻种植业,青藏高
原地区发展高寒畜牧
业和河谷农业



要点一 

：

关键考点·突破
2.四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发展
状态 社会经济相对发达 老工业基地振兴 水平较低,加速崛起 水平低,西部大开发

产业
结构

先进制造业、高科技
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
发达,以轻型或轻重
混合型产业为主

以重型工业为主导第一产业还占较大比重,工业具有过渡特性
第一产业还占较大比
重,以重型工业为主

工业化

进程快,产值占比高,

外资、民营企业比重
大,高新技术产业蓬
勃发展

进程快,但以传统
工业为主

相对滞后,以传统工业
为主体

相对滞后,以传统工
业为主体

城镇化
水平

城镇化水平高,城市
密度大 　较高 　较高 城镇化水平低,城市

密度小

对外开
放程度

开放时间早,开放程
度高 　开放程度较低 　开放程度较低 　开放程度较低



要点一 

：

关键考点·突破
3.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地理背景及意义

范围 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
西藏12个省级行政区

有利
条件

①矿产资源、油气资源、水能资源、土地资源等优势突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②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开发潜力大;              ③人民有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

不利
因素

①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

②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基础薄弱;

③科技教育发展滞后,人才、技术、资金匮乏

重点
措施

①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     ②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作为依据;

③把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开发的关键;     ④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开发的动力

意义

①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②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

③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④可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将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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