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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编写说明

2006 年 6 月，根据教育部 2000 年幼儿师范学校教学大纲的方案，由南阳幼
师负责编写了《社会》( 上、下) ，供河南省幼师学校学生学习使用。在教材的试用
过程中，多数一线教师反映这部教材打破了以往历史教材编写的框架，具有形式
新颖、内容通俗、示范性强等突出特点。同时老师们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比如有些章节的安排还欠妥当、某些内容显得较为杂乱、个别内容详
略欠妥当、有些地方文字不太通顺等。有鉴于此，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学生负责、
对老师负责的态度，我们对《社会》( 上、下) 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力图在保持原书
基本框架和优点的基础上，对那些不太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改，使全书更加符合教
学大纲的要求，更加便利于老师授课和学生学习。

修订后的《社会》( 上、下) 基本保持了原有的框架，主要是合并了一些不太合
理的章节、精简了一些较为冗长的叙述。修订工作主要在全廷建校长、李黄副校
长提出意见，具体由张鸿欣负责，李黄副校长还具体修改了部分章节。经过修订
后的本书显得更加精炼、高度概括。

在修订过程中，郑州大学历史学博士陈朝云教授对修订稿进行了审阅，全书
最后由张鸿欣、李黄审定。
《社会》( 上、下) 教材由两个主题部分构成，每一主题作为一册。
本册第一版由屈齐赓、陈卫东制定编写提纲。参加《社会》( 下) 第一版编写

的人员有王学玲( 第一章、第五章) ，康筱君( 第二章、第七章) ，陈卫东( 第三章、
第九章、第十二章第三节) ，石树杰( 第四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 ，程涛
( 第八章、第十三章) ，申文瑞( 第十章、第十五章) ，秦玉睿( 第七章、第十四章、第
十二章第二节) 。本书下册第一版由屈齐赓负责统稿，卢明存审定，王刚、赵文光
在本书的编写中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广大师
生斧正。

编 者
20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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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人类的聚落形式各异，大小相差悬殊，但根据其规模和人口构成等因素可分为乡村和
城市两大类。早期的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没有形成城市，城市往往是由乡村
发展而成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我们把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人类的聚居地( 乡村和城市) 统称为聚落。聚落既是人们
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场所。聚落是人
类在利用自然、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聚落的形成反过来也对地理环境发生作用，
并制约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更有着巨大的影响。

第一节 乡村聚落

一、乡村的形成条件

乡村是以农业活动和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规模较小，人口较少。
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

为了生存人们或构木为穴，或洞居穴隐，过着穴居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在采集野果的基础上，逐渐学会了栽培植物，产生了种植业。随着原始畜牧业和农业
先后兴起，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人类开始出现固定的居民点———乡村聚落。

二、乡村聚落类型

1．基本类型。世界上的乡村聚落形态各异，但基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住宅聚集
在一起的集聚型村落，简称集村;另一种是住宅零星分布的散居型村落，简称散村。

在集村内，按村庄的延伸形式又可分为团状聚落( 图 1 － 1) 、带状聚落( 图 1 － 2) 和环状
聚落。散村的分布表现为分散、孤立的特点( 图 1 － 3) 。集村和散村之间有许多过渡的形
态。一般而言，村落最初形成的时候，总是很小。后来因自然和人文条件特别优越，一些村
落才由小而大，甚至发展为城市。

2．地域差异。我国地域辽阔，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地区乡村聚落的差异很大。主
要表现在不同地区的聚落布局形式、规模大小、房屋的结构等方面。

( 1) 聚落形式不同。北方多团状聚落;南方团状聚落和带状聚落各占一定比例;西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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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散居、流动性村落。

图 1 － 1 团状聚落
团状聚落的平面形态近于圆形或不规则多边形，

多位于耕作地区的中心。平原地区各盆地的聚落多

属于这一类型。

图 1 － 2 带状聚落
带状聚落是因临近水源而沿河道伸展，或者为了避

免洪水浸淹而沿高地成条带状延伸的聚落。

图 1 － 3 散居型聚落
农宅或三五户，或独户零散分布。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是每个农户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自己的耕地而分散建宅。

( 2) 聚落规模及密度不同。北方多为大型聚落、密度较小( 图 1 － 4) ; 南方多以中小型
聚落为主，密度最大( 图 1 － 5) ;西部则多为小型聚落，密度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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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4 北方乡村 图 1 － 5 南方乡村

( 3) 住宅形式不同。北方多平顶房，住宅有院落;南方房屋多斜顶，没有院落，房前屋后
都是农田或菜地( 图 1 － 6) 。

图 1 － 6 我国不同地域的民居

3．影响因素。乡村聚落的形式主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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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然条件。首先是地形，一般来说，平原面积大的地区，聚落集中、规模大;山区聚
落小而分散。气候优越的地方，聚落集中;气候恶劣的地方，聚落分散。水源供给充足的地
方，聚落集中;水源供给匮乏的地区，聚落分散、规模小。

活动
请同学们谈谈自己

家乡村子的名称，并了
解这些村名的来历。

( 2) 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南方水田，需要投入的劳动时数
较多，人们长年在农田里劳作，农业耕作半径较小，无论耕耘、
施肥、灌溉、收获等工作，均以居住在农田附近为宜，以散居最
为方便。北方以旱作为主，农田管理没有水田精细，农业耕作
半径较大，且有很长的农闲季节，因此人们一般集中居住，距耕
地较远。

( 3) 传统风俗习惯、文化背景。中国北方的家族喜群聚，显得宗族繁盛，且利于安全防
卫，往往集村之内全是同姓，所以中国北方以姓氏为聚落名称的比比皆是，如赵家村、李家
庄、刘家屯等。深宅大院也多在我国北方地区。

【思考与练习】
1．乡村聚落产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2．影响散村和集村形成的因素有哪些?
3．谈谈我国不同地域的乡村聚落差异。

第二节 城市的起源与分布

一、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稠密。它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城市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过程中出现的，是伴随着剩余产品、私有制的产生
而出现的。城市的出现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城市的出现需要具备
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1．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在世界最早出现城市的地区，人们一般已采用了灌溉技术，
开始人工种植农作物和畜养动物。农业劳动生产技术的创新，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从而产生了剩余农产品。这是城市起源的物质基础。

2．劳动分工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剩余产品的产生必然导致物物交换的商业活动。在
适于货物聚散和商品交换的地方，逐步形成固定的市场，出现专门的商人和商业。交换的
扩大引起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买卖行业的发展，使原来作为副业的纺织、工具制造、陶
器制造等发展起来，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者。商品交换集聚地进一步扩大，逐渐形成以手
工业、商业为主的城镇居民点。所以城市是手工业和商业从农业分离、人类历史上第二次
社会大分工的产物。

世界上一些大河冲积平原，由于肥沃的土壤和便利的灌溉条件，使农耕业在这些地区
大大发展。河流的冲积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生产的先进地区，能为城市提供大量的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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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世界上的第一批城市，大都诞生在河流的中下游冲积平原上，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尼罗河谷地、印度河谷地、黄河 －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处( 图 1 － 7) 。

图 1 － 7 世界上最早出现城市的地区

古代城市兴衰起落很大，发展很不稳定，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
直到距今二三百年以前，城市的发展水平一直很低。

二、城市的分布

活动
比较图 1 － 7 和

图 1 － 8，世界最早出
现城市的地区与现代
城市分布为什么不一
致? 在欧洲和北美洲
发达国家里，大城市
多集中在什么地区?

从社会经济发展看，城市的分布与人口分部、生产力发展高低是
一致的。即人口密度高、生产力水平高的地区，城市的密度也较
高;人口密度低、生产力水平低的地区，城市的密度也较低。从自
然条件看，世界城市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中低纬度的近海和平原地
带，而高纬度地区、沙漠地区、高山地区和热带雨林地区，城市很
少。从图 1 － 7 上可以看出，世界上有三大片城市密集地区，即大
约 60°N以南的欧洲地区，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以及我国东部沿
海和平原地区，美国的东北部及中部大平原地区。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而区域
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城市的发展。

资料卡
“三湾一海”: 东

京湾、伊势湾、大阪
湾、濑户内海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外延伸，几个位置接近的城市互相
连接起来，形成规模巨大的城市群。城市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具
有世界意义的城市群称为大城市带。全球有六大城市带 ( 图
1 － 8) 。美国东部北至波士顿，南到华盛顿的这个城市带被称为
“波—华城市带”( 图 1 － 9 ) ，为世界大城市带之首。以日本东京
为中心的“三湾一海”5 万多平方千米工业带为世界第二大城市带。中国的长三角沪宁杭地
区被列为世界第三大城市带( 图1 － 10) 。城市群和大城市带的出现，是当今世界城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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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特点之一。

图 1 － 8 世界大城市的分布和城市密集地区示意图

图 1 － 9 美国的大城市带
美国主要有三大城市带，其中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从波士顿到华盛顿( 即波—华城市带) ，包括波

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及众多中小城市，其中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共 40 个。该城市

带长 965 km，宽 48 ～ 160 km，面积约 13． 8 万 km2，占美国面积的 1． 5%。人口约 6 500 万。这是美国最大的

生产基地和商贸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6

社会 下



图 1 － 10 我国沪宁杭地区的城市带
沪、宁、杭地区城市形成发展历史悠久。它以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为核心，

包括了苏锡常、杭嘉湖、宁( 波) 绍和南镇扬等 4 个城市群，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城市带。

【思考与练习】
1．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城市的出现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有( )
A．人口的增长
B．工业革命的兴起发展
C．有剩余农产品
D．劳动分工

2．城市起源于( )
A．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B．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C．农业与畜牧业分离
D．手工业与农业分离

3．当今世界上三大城市密集区在什么地方?

第三节 影响城市分布的因素

城市的分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影响城市分布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条件

( 一) 地形
世界上的城市大多数都位于平原地区。平原地区由于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有利于农

业生产，粮食供应充足，是人口集中分布地区且利于交通联系和节省建筑投资，是城市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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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环境。从图 1 － 7 中不难发现，世界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绝大部分都分布在海拔不足
200 米的濒海、濒湖或沿河的平原地带，其中又以位于海拔 100 米以下的居多。我国的城市
分布在地形的第一、第二、第三级阶梯上的比例大致分别是 0． 75%、24． 02%和 75． 23%。山
区城市一般都沿河谷谷地或者在比较开阔的低地分布。例如我国汾河、渭河谷地城市的分
布。

在热带地区，城市多分布在高原上。这是因为高原较低地凉爽，有利于人们居住。南
美洲和北非的许多城市都建在高原上。例如巴西的城市多分布在巴西高原上，而不是分布
在亚马逊平原上。

( 二) 气候
世界上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中低纬度的沿海地带。大多数城市的分布，

都要求有适度的降水和适宜的气温。这些地带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人们生活。而气候条件
恶劣的荒漠干旱地区、高纬度寒冷地区、湿热的热带雨林地区，则很少有城市分布。从图 1
－11 中可以看出，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分布在东部季风气候区，只有包头、在
400 mm等降水量线上、乌鲁木齐年降水量不足 400 mm。我国西部的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
旱区，城市密度和规模均小于具有湿润气候的东南部沿海地区。

图 1 － 11 中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分布(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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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从中国城市分布的温度带来看，中国城市主要分布于亚热带、暖温带和中温带，尤其亚

热带几乎集中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城市。以 1999 年为例，全国共有城市 667 个，其中亚热带
拥有 299 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 44． 82%，居中国各气候区城市分布数之首;暖温带拥有城
市 177 个，占全国总城市的 26． 54%。城市密度最高的也是亚热带，其次是暖温带
( 表1 － 1) 。

表 1 － 1 中国气候区城市分布统计表( 1999 年)

气候区 热带 亚热带 暖温带 中温带 寒温带 青藏高原区 全国

城市数 64 299 177 121 1 5 667

约占全国全部城市的比率( % ) 9． 60 44． 82 26． 54 18． 14 0． 15 0． 75 100

( 三) 河流
从世界地图上可以发现，世界上的大河沿岸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市。越向中下游，

城市越密集。
地形和气候条件对城市在宏观的分布上起着重要作用。城市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

地区，一般又是工业生产集中的地方，人们生活和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用水。河流为城市
直接提供水源，而且是城市防洪和排放污水的通道，所以吸引城市临河而建。

城市往往需要从周围地区获得食物、原料及劳动力，同时又为周围地区提供产品和各
种服务。城市与区域间的联系要依赖便利的交通条件。水运是古代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今天也是主要的廉价运输方式之一，同时对城址的选择影响很大。从我国城市发展史来
看，大部分城市都是沿江湖河道发展起来的。沿河设城，更是我国南方城市分布的一般
规律。

河流的交汇处、河流水运的起点或终点、过河点、河口等位置最容易形成城市。
我国长江沿岸凡有通航支流汇入处，历史上都形成较大城市，且延续至今。
在泰晤士河距河口 60 多千米狭窄的河道处，人们为过河在此架设了一个木桥，后来在

木桥附近逐渐形成了一座城市，这就是英国的伦敦。
许多沿海城市都是在河口海岸发展起来的，例如纽约、东京以及我国的上海、天津、广

州等城市。
此外，古代城市建设比较重视军事防卫，许多古代城市都选择有利于安全防卫的地形

建城。在河流曲度较大处，河心岛等处建设城市，可以利用天然的河面进行防卫。例如，瑞
士的伯尔尼建在阿勒河上的一个曲流处; 法国的巴黎是在塞纳河中的一个岛上发展起来
的;美国的波士顿最早建立在半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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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分析图 1 － 12 中 A、

B、C 三个小聚落，哪个最
可能优先发展成为城市?
为什么?

图 1 － 12 聚落的位置与发展

二、社会经济因素

( 一) 自然资源
自产业革命至今，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一直是兴建城市的理想场所。工业革命后，随

着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工业矿业的发展，兴建了一大批矿业城市。
英国的伯明翰，德国的鲁尔，美国的匹兹堡等都是以煤矿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英

国北部的阿伯丁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北海海底的石油开采所致。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兴起，
与金矿的开采有关。矿业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城市类型，如鞍山、包头、攀枝花等是在铁矿
石产地发展起来的( 图 1 － 13) ，大庆、玉门、克拉玛依等是在石油产地发展起来的，大同、开
滦、平顶山、义马市( 图 1 － 14) 等都与煤炭的开采有关。

图 1 － 13 某矿业城市形成示意
如图所示，当地在煤矿开发前，河谷地带未出现城市( 左图) ;随着对煤矿的大规模开发，城市开始兴起( 右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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