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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口的变化

第一节 人口的数量变化

自·主·探·究

  分析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地区分布。

一、人口的自然增长

1. 人口的自然增长

(1)决定性因素:是由    和    两者共同决

定的。
(2)人口数量的变动: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动不仅与

       有关,还与     有关。

2. 世界人口增长的时空差异

(1)时间上的差异

①早期慢,后期快,其中    以来是世界人口增

长的快速时期。

②人口增长不断加快的根本原因是      的

发展。
(2)空间上的差异

①发达 国 家 人 口 增 长    。人 口 问 题 表 现 为

     ,其人口政策为     。

②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    。人口问题表现为

      ,其人口政策为    。

二、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1. 人口增长模式

(1)构成:是由    、死亡率和      三项

指标共同构成的。
(2)类型及特点

①   型,特点:            。

②   型,特点:            。

③   型,特点:            。

2. 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

(1)人口模式的转变开始于    的降低,是由  
  模式经    模式向    模式转变的。

(2)发达国家进入    模式,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

    模式。
(3)我国目前属于    模式,其原因是大力实施了

    政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难·点·突·破

1. 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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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模式 特征 原因分析 主要分布地区

原始型

高出生率、高死

亡率、低自然增

长率

(1)高出生率:①没有控制生育;②早期的农业社

会需要多生子女,来帮助从事农业;③生产科学

技术的发展使食物供应稳定增长等

(2)高死亡率:①战争频繁;②食物匮乏;③医疗

卫生条件差等

发展中国家的个别地区,如阿富汗

传统型

高出生率、低死

亡率、高自然增

长率

(1)高出生率:①节育还不普及;②多生子女一方

面可以养老,另一方面可以分担工作,增加收入

(2)低死亡率: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促使粮食供

应和医疗条件等得到改善,人们寿命延长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坦桑尼亚、
肯尼亚、印度等

现代型

低出生率、低死

亡率、低自然增

长率

(1)低出生率:①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和家庭观念

开始变化;②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事业的发展等

(2)低死亡率:生产力水平随着社会向工业化发

展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医疗水平不断

提高

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和少部分发展中国家,如
中国等

[结论] 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开始于死亡率的下降,
这一过程可理解为:生产力发展→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计划生育使我国快速进入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

2. 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及人口政策分析如

下图所示:

[结论] 人口问题并不只是人口增长过快产生的,人口增长

过慢也会导致人口问题的产生,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差异,人口问题表现也存在差异,但其实质都是

由于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造成的。

 人口的增长模式

例1  下图为甲、乙两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图。据此回

答以下问题。

(1)目前与甲国1890~1920年人口增长模式相同的国家是

(  )

A. 韩国 B. 古巴

C. 新西兰 D. 埃及

(2)乙国1970年以后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  )

A. 自然灾害频繁,饥荒严重

B. 政局动荡,长期战乱

C. 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大

D. 抚养孩子成本上升,夫妇不愿多生孩子

(3)由图可做出的正确判断是 (  )

A. 目前甲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B. 乙国可能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C. 目前甲国人口年龄结构较轻

D. 目前乙国的劳动力短缺

[解析] 由图可知,甲国在1750年以前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

率都很高,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点;
在1750~1890年期间,由于出生率仍然很高。而死亡率逐渐

下降,故其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在1890~1920年期间,出生

率明显下降,死亡率仍处于下降阶段,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下

降,人口增长模式开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1920年以后,
逐渐转变成现代型的人口增长模式。而乙国1950年以前人

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
自然增长率的特点;而在1950~1970年期间,死亡率迅猛下

降,出生率仍然很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在1970年以后人

口出生率迅猛下降,人口增长势头得到缓解。结合我国的国

情分析,乙国曲线应是我国的人口增长模式。(1)由于甲国在

1890~1920年期间的人口增长模式为传统型,而所给四个国

家中,韩国和新西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较

低,为现代型;古巴人口出现负增长,也为现代型;只有埃及符

合题意。(2)乙国(中国)1970年以后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国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即政府宏观调控力度

大。(3)由于甲国在1920年以后人口增长类型已经进入到现

代型,故为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年龄结构为

老年型。而乙国是中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
[答案] (1)D (2)C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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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国家的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

例2  下图反映的是亚洲某国人口增长与构成的变化及其

发展趋势。读图,回答(1)~(3)题。

(1)该国人口变化趋势的一个突出特征是 (  )

A. 年轻劳动力过剩 B. 老龄化趋势显著

C. 自然增长率上升 D. 人口出生率较高

(2)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所示的亚洲某国,最可能是

(  )

A. 中国 B. 日本 C. 印度 D. 泰国

(3)据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该国人口平均寿命延长,女性长于男性

B. 该国人均寿命缩短,男性长于女性

C. 该国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D. 该国今后应进行计划生育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及

读图分析能力,正确分析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是解题关

键。图中纵坐标表示年龄,左侧表示男性年龄组,右侧表示女

性年龄组,横坐标表示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平展

得越宽,表示该年龄组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1)对比分析该

图可知,0~15岁年龄段(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说
明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故C、D说法错误;20~45岁年龄

段(年轻人口)人口比重在2000年至2025年期间呈下降趋

势,说明年轻劳动力会逐渐短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呈明显增加趋势,反映老龄化趋势显著,故B对。(2)从2025
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可看出,各年龄段所占的比重相差

不大,几乎相等,这是发达国家“现代型”人口增长类型的突出

特点。各选项中只有B项日本为发达国家,故选B。(3)老龄

化现象是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平均寿

命延长的一种体现。分析2000年和2025年的人口年龄金字

塔图可看出,6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比重高于男性,说明该年

龄段女性平均寿命长于男性。该国的人口政策是鼓励生育、
接纳移民。
[答案] (1)B (2)B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图·表·探·究

P2图1.210万年以来的人口增长 “读图思考”
[点拨] 图1.2为曲线统计图,图中纵坐标表示人口数量,横
坐标表示时间。曲线反映了世界人口增长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曲线在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后出现人口加速增长,体现

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
[答案] 1. 农业革命之前,人口数量少,人口增长速度慢。

2. 农业革命期间,人口数量开始增加,增长速度变快。
这主要是因为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能生产出充

足而稳定的食物,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3.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大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

环境,营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事业进步,死亡率下降,使人口

增长速度大大加快。

P3图1.3100年来世界人口的增长

[点拨] 图中的横坐标为时间(年份),纵坐标为人口数量,从
图中可估算出1900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近40亿,全
球人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1950之后的曲线倾角

更大,说明增长速度更快。同时还可进一步分析1950年之后

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P3图1.41950~2000年各大洲和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 
P4“读图思考”
[点拨] 图1.4为柱状统计图,统计的是1950年和2000年

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数量,反映了人口增长的地区性差异。
通过对图1.4的分析,可了解地区间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和

不平衡的原因,明白目前世界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

家。人口增长地区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人口增长越慢。人口生育观念的转变,如“少生优生”等观

念抑制了人口的增长。
[答案] 1. 截至2000年,各大洲和地区按人口从多到少的

排序是: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大洋洲。2000年

与1950年相比,人口增长数量由多到少的排序是: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大洋洲。

2. 如下表:

大洲和

地区

50年人口

数量增长
原因

亚洲

非洲

拉丁

美洲

22.81亿

5.63亿

3.52亿

这些大洲和地区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

后的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质量较

低,工业化水平低,需劳动力多,加上各

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不完善,形成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人口增长迅速

欧洲

北美

大洋洲

1.82亿

1.38亿

0.17亿

这些大洲和地区的国家,大多是经济发

达的国家,生产力水平高,科技水平高,
生活条件好,有良好的社会保险和福利

制度,社会、家庭观念向少子女家庭转

变,人口增长缓慢

P4图1.5世界部分国家的人口政策 “读图思考”
[点拨] 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的增长要与社会

经济发展相协调,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基数、增长特点不同,
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存在着差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采取的人口政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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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相同。
[答案] 为实现人口与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目标,
各国或各地区不能采取相同的人口政策和措施,应依据人口

与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程度,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制定出

符合本国国情的人口政策。如有些国家和地区有较好的自

然环境、充足的自然资源,但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资源得不

到充分的开发,这就应考虑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增加劳

动力,把潜在资源变为现实生产力。如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

口数量过多、劳动力过剩,区内的资源远不能满足人口的需

要,出现生态环境问题,人地关系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就

应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

P6图1.6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示意 “读图思考”
[点拨] 图中的横坐标不仅表示三种人口增长模式,同时还

表示了三种人口增长模式出现的时间顺序。注意死亡率曲

线与出生率曲线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死亡率曲线与出生率

曲线相距远近,推断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并观察出人

口增长模式发生转变时是死亡率这条曲线首先发生变化的。
[答案] 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根据“三率”的
差异,人口增长模式包括具有不同特征的三种类型,现比较

如下:

人口增长模式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人口增长特征

原始型 高 高 低 增长缓慢

传统型 高 低 高 增长迅速

现代型 低 低 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增长缓慢

提·升·训·练

读“世界人口增长趋势图”,回答下题。

(第1题)

1. 关于世界人口增长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持续增长 B.快速增长

C.缓慢增长 D.已经负增长

  下图为某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随时间变化示意图,读图,
完成2~4题。

2.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②时该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人口数量最多

B. ③时人口达峰值,之后会逐渐减少

C. ④时人口变化幅度最小,人口总量稳定

D. ⑤时人口最多,劳动力充足

3. 该国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段是 (  )

A. ①~④ B. ①~③ C. ③~⑤ D. ②~④
4. 处于④时期时,该国采取的人口政策很可能是 (  )

A. 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B. 禁止移民移入该国

C. 为保持人口适度增长,鼓励生育

D. 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同时限制移民移入

5. 对人口老龄化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  )

A. 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

B. 经济发达,消费水平高

C. 政局稳定,没有战争

D. 社会养老制度的完善

6.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其主要原因是 (  )

A. 人们生育观念有了极大地转变

B. 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和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

改善

C. 平均寿命延长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

D. 环境质量改善和人口素质提高

  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
读下图,完成7~8题。

7. 判断中国目前处于图中 (  )

A. 乙阶段 B. 丙阶段

C. 甲向乙的过渡阶段 D. 甲阶段

8. 下列国家中处于图中丙阶段的是 (  )

A. 印度 B. 尼日利亚 C. 巴西 D. 德国

读“某四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示意图”,回答9~12题。

9. 四国中增长模式属于现代型的是 (  )

A. ① B. ② C. ③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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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图中四个国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是 (  )

A. ④ B. ③
C. ② D. ①

11. 若图中数字序号表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先后出现

的人口增长模式类型,下列排序正确的是 (  )

A. ①②③④ B. ④③②①
C. ④①②③ D. ③②①④

12. 图中四国,可能是巴基斯坦的是 (  )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13. 读“世界人口增长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13题)

(1)1920年前后相比较,世界人口增长发生的变化是

        。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同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相比

较,其特点是                ,原因是

    

                   。
(3)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状况带来的不良后果是     

    。

14. 读“人口出生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关系曲线图”,完成

下列各题。

(第14题)

(1)图中A、B、C、D四点分别表示中国、美国、巴西、坦桑

尼亚四国中的哪一个国家?

A    ,B    ,C    ,D    。
(2)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口出生率和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方面各有什么特点?

    

    
(3)曲线图说明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主要因素是     

    。
(4)中国人口出生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有何不同?

原因是什么?

    

    
15. 读“我国人口再生产的发展变化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18题)

(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值出现在

      前后,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分析其原因。

    
(2)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

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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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口的空间变化

自·主·探·究

1. 理解人口迁移的概念。

2. 举例说明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3. 掌握人口迁移的类型及国际和我国国内人口迁移特点、影
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的迁移

1. 概念:人的居住地在    或    范围内发生改

变。按照是否跨越国界可分为       和   
   。

2. 国际人口迁移的特点、方向及其原因

时间 特点 方向 原因

“二战”前

旧大陆迁往

新大 陆,以

    
性、   
的 移 民

为主

由    洲、

  洲、  
洲等旧大陆迁往

   洲 和

   洲等新

大陆

由 于 发 现 了

     和

欧 洲 的    
   

“二战”后

由    
国 家 流 向

   国

家,  
  减少,

   的

人口增多

非洲 和   
  洲 地 区 的

大量 人 口 流 向

  、   
和西欧,  和

  石 油 输 出

国也 招 募 了 大

批外籍工人

地区与国家间

的    不

平衡

3. 我国国内人口迁移的特点、方向及其原因

时间 特点 方向 原因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

前

人 口 迁 移

少,主要是

   、

    
地进行

由   人口稠密

地区迁往地广人稀

的        
和    ,由东部

   抽调各类人

员支 援   、内
地和    地区

的建设

国家支援   
   、内 地 和

边疆地区的经济

建设和巩固国防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
后

自发性的,
人 口 流 动

量   ,
主 体 为  
   

人口迁移方向为内

地 迁 往     ,
山区 迁 往   ,
农村 迁 往   ,

  地区迁往发达

地区

     地区

与  地 区,城
市与农村的  
    不平衡

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1. 主要因素

(1)自然环境和      的变化,其中     
 起主要作用。

(2)个人对  或    的变化。

2. 其他因素:战争、  、社会变革、    、生态环境变

化等。

3. 主导因素:特定的    下,任何一种因素都有可能成

为促使人口迁移的    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难·点·突·破

1. 人口迁移及其类型的判断

(1)人口迁移的判定标准

判定人口迁移时一般需具备跨越行政界线、居住地发生

变更和时间限度等三个条件,如下图所示:
(2)人口迁移的分类

人口迁移有多种分类标准,

┈
┈
┈
┈
┈
┈
┈
┈
┈
┈
┈
┈
┈
┈ 最常用的是根据是否跨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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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线进行的划分。若按是否跨越国界线,可分为国际人口

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国内人口迁移按是否跨越省区界线,
可分为省内人口迁移和省际人口迁移。

2. 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因素 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及人口迁移举例

自

然

环

境

因

素

气候
通过影响人类生产、生活而影响人口迁移,如美

国老年人向“阳光地带”(37°N以南)迁移

淡水
其分布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口迁移的方向、
规模,如早期的逐水而居

土壤
通过影响农业发展而影响人口迁移,如农业社会

人口为寻找新土地而迁移

矿产资源
随其开发利用而发生人口迁移和流动,如伯明

翰、大庆、攀枝花等矿业城市的形成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引起饥荒或生态环境恶化而迫使人们

迁移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经济因素

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多数情况下,人口

迁移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

入和生活水平;宏观经济布局改变也造成大量人

口迁移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交通通讯
其发展相对缩小了地区间距离,促进了人口迁

移,如近几个世纪的人口迁移高潮

文化教育
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期望及认识外部世界

的态度,促进了人口迁移

婚姻家庭
婚姻是影响青年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家庭对未

成年人口、老年人口迁移起重要作用

政
治
因
素

政策
尤其是有关人口迁移的政策有重要影响,如新中

国成立后到80代中期的人口迁移

政治变革

政治变革、政治中心的改变常引起人口迁移,如
历史上我国都城变换和朝代更替引起的人口

迁移

战争

战争破坏人类正常的生活环境和秩序,并引发人

口迁移,如“一战”“二战”、当代局部战争和冲突

引起的人口迁移

[结论] 人口迁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有意识行为。在

大多数情况下,迁移的基本原因是不同地区的人口和生活资

料在数量上的不平衡,地区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差别。经济

因素是引起自发性人口迁移的最根本原因。在多数情况下,
人们迁移往往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

收入,从而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水平。

3. 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

影响 迁入地 迁出地

有利

①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

②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

发展;③促 进 第 三 产 业

发展

①加强与外界的社会、经
济、科技、文化联系,有利

于发 展;②缓 解 人 地 矛

盾,促进发展;③更好地

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等

不利

增加了公共设施的负担

和城市管理的难度,增大

了生态环境的压力

人才外流、劳动力减少

[特别提醒] 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人口迁移同样存在这样

的两面性,即对迁入地和迁出地都具有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

一面,所以分析人口迁移对迁入地与迁出地影响时应从有利

和不利两个方面进行。

 人口迁移的概念和分类

例1  下图为人口移动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如果A、B、C分别表示一个国家内的三个不同地区,
则C1→A2、A1→B1表示    人口迁移;如果 A、B、C分

别表示三个相邻的国家,则由C1→A2、A1→B1表示    
人口迁移。

(2)同一地区A或C内,人口由C1→C2、A1→A2是否属

于人口迁移?    。原因是     。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人口迁移的概念和类型。解答本题的

关键是把握人口迁移的判定标准和理解人口迁移。由题目可

以获得以下主要信息:①A、B、C分别代表三个不同区域;②
区域之间有明显的界线;③A1→A2、C1→C2是区域内部的人

口移动;A1→B1、C1→C2 是跨区域的人口移动。(1)若 A、B、

C分别代表三个国家,则C1→A2、A1→B1 跨越了国界线,应
为国际人口迁移。若A、B、C代表一个国家的三个不同地区,
则C1→A2、A1→B1属国内人口迁移。(2)在A或C区域内部

的人口移动不属于人口迁移,因为不符合人口迁移的概念中

的跨越行政区界线。
[答案] (1)国内 国际 (2)不属于 人口迁移的发生要在

两个区域之间进行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例2  阅读下列材料,分析影响人口迁移的决定性因素。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一场大旱灾使美国俄克拉何马州

及其附近地区赤地千里,许多农民举家逃离了这片灾难的土

地。有些人选择迁居东部,但大多数人则向西迁往加利福尼

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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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巴尔干9个国家中,除希

腊、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外,其他各国人口数量均大幅度减少,
其中,波黑人口下降幅度最大,总人口减少了17%,约70万。
材料三 1947年,英属印度被分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
印度人多信仰印度教,而巴基斯坦则是由穆斯林建立的伊斯兰

共和国。为了躲避宗教歧视或迫害,当时南亚次大陆出现了空

前的人口迁移。印度境内有1500万左右的穆斯林迁入巴基

斯坦。巴基斯坦境内则有200万左右的印度教徒迁入印度。
材料一:        ;

材料二:        ;

材料三:        。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解答本题的关

键是认真阅读材料,然后提取有效信息。由材料信息可知:①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及附近地区出现了自然灾害;②巴尔干地

区在20世纪末时,各国人口大幅度减少;③宗教引起人口迁

移。材料一中出现的旱灾属于自然灾害,它的发生导致环境

恶化,人口被迫迁移;材料二结合时事及历史可知,巴尔干地

区影响人口变迁的原因是战争;材料三明显反映出宗教对人

口迁移的影响。
[答案] 生态环境变化 战争 宗教

 人口迁移的影响

例3  近年我国流动人口逐渐增加,2001年全国流动人口

超过1.2亿。读图并回答下列各题。

(1)2001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是 (  )

A. 从人口稠密地区流向地广人稀地区

B. 从城市流向乡村

C. 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D. 从东部地区流向西部地区

(2)说明现阶段我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主要原因和直接

结果。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人口迁移的方向、原因和影响。解答

本题的关键是读懂图。从图中可知,人口流出地主要为内陆

欠发达省份,流入地主要为沿海发达省区;从城乡情况看,流
出地主要是乡村,城市是主要流入地。(1)我国跨省人口的流

动主要是由乡村流向城市、由经济贫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2)我国现阶段人口大规

模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人口流

动对人口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都有

积极意义。
[答案] (1)C (2)主要原因:人口流入地区的经济收入要

高于人口流出地区;人口流入地区的就业机会要多于人口流

出地区;人口流入地区的生活环境要优于人口流出地区。直

接结果:弥补了人口流入地区劳动力的不足;提高了人口流入

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缓解了人口流出地区的就业压力;促进了

人口流入地区与人口流出地区的经济社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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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探·究

P9图1.81949年以来我国国内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 “读
图思考”
[点拨] 本图反映了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1986年期间和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不同时期的国内人口迁移情况。
阅读本图应了解:①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②图中两种不同

箭头所表示的人口迁移情况;③改革开放政策对人口迁移的

影响;④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与80年代中期后的人口

迁移的差异;⑤图中箭头的起点与终点表示了人口的迁出地

与迁入地。
[答案] 新中国成立到1986年期间,我国人口迁移主要流向

是从东部沿海省区流向东北和西北以及海南等人口稀少的

边远地区,是以开发边疆、支援边疆建设为目的的。主要的迁

出省区(市)是: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河北、山西、四川、广东

等。主要的迁入省区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青
海、西藏、海南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迁移的流

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主要由中部、西部内陆省区迁往

东部沿海的省区和城市,以及工矿区。具体来说,主要迁出的

省区是: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主要

迁入的省区是: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
西、云南等。

P10图1.91850年以来美国本土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示意

[点拨] 图中反映了美国1850年以来的国内四次人口迁移

情况,要能在图中区分出四次不同的人口迁移。第一次是由

东北部指向中西部的箭头表示;第二是由中西部和东北部指

向五大湖地区的箭头表示;第三次是由密西西比河下游平原

指向东北五大湖地区的箭头表示;第四次是由美国东北部指

向美国南部和西部“阳光地带”的箭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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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训·练

读“人口迁移图”,回答1~4题。

1. 关于上图中人口迁移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a、b属于国际人口迁移,c属于国内人口迁移,d、e不属于

人口迁移

B.a、c属于国际人口迁移,b属于国内人口迁移,d、e不属于

人口迁移

C.b、c属于国际人口迁移,a属于国内人口迁移,d、e不属于

人口迁移

D.a、b、c属于国际人口迁移,d、e属于国内人口迁移

2.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赴英国旅游,属人口迁移

B.赴美留学,属人口迁移

C.凡空间移位>1000千米,属人口迁移

D.凡在两地区间发生空间移动,属人口迁移

3. 当前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是 (  )

A.山区到平原 B.平原到山区

C.城市到农村 D.农村到城市

4. 下列属于国内人口迁移的是 (  )

A.阿富汗战争,使大批难民涌入巴基斯坦

B.上海游客赴四川九寨沟旅游

C.当年黑奴被从非洲贩卖到美洲

D.三峡工程中的百万移民

5. 我国“民工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  )

A. 我国人口数量太多,无法安置

B.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

C. 我国的政策鼓励民工进城打工

D. 农民主动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

  下图为中国、美国(本土)两国不同时期的国内人口迁移

示意图。分析下图,回答6~7题。

6.“二战”之后,美国国内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 (  )

①东北工业区的吸引 ②美国的南北战争 ③环境因素

④新兴产业的吸引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7. 与20世纪50~80年代中期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

来我国国内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 (  )

①自发性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较大 ②向西部地区迁

移,流动的规模较大 ③务工、经商成为人口迁移与流动

的主要动力 ④民工流动的人数已大大减少

A. ①② B. ①③ C. ③④ D. ②④
8. 关于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 政治因素基本上不影响人口迁移

B. 造成人口迁移的基本因素是地区之间的人口数量的不

平衡

C.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迁移越来越明

显地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D.难以改变的自然因素是影响人口地区分布与迁移的根

本因素

9. 下列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中,属于政治因素的是 (  )

A. 文化教育及婚姻家庭 B. 交通和通信的发展

C. 战争引起的难民潮 D. 上海吸引大量人口迁入

10. 下列各组国家中,都属于典型移民国家的是 (  )

A. 美国、德国 B. 南非、埃及

C. 日本、澳大利亚 D. 加拿大、美国

  人口的迁移是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有意识的行

为。读图,回答11~1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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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甲表示人口迁移的拉力和推力示意图,“+”号表示一个

地区吸引人口的因素,“-”表示一个地区排斥人口的因

素,“0”表示无关的因素。下列表示推力因素的是 (  )

A. 矿产资源丰富

B. 文化教育发达

C. 土壤盐渍化

D. 老龄化

12. 影响③④阶段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是 (  )

A. 自然环境 B. 国家政策

C. 社会经济 D. 战争

13. 读“世界部分地区‘二战’前人口迁移示意图”,回答下列

问题。

(第13题)

(1)当 时 人 口 迁 出 的 地 区 主 要 是     洲 和

    洲。

(2)当时国际人口迁移的特点是     。

(3)当时国际人口迁移的流向为     

    。

(4)分析引起当时人口迁移的主要社会经济原因:

①     ;

②     ;

③     ;

④     。

(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口迁移的特点(流向)与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否相同? 为什么?

    

    

    

    

    

    

14. 读“20世纪80年代我国务工、经商流动人口示意图”,回

答下列问题。

(第14题)

  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16日公布: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

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

人口增加537万人。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3%。

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5年11月1日零时,

全省的常住人口为9185万,与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8642万人相比,增加了543万人,

增长6.28%,年平均增加10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23%。

(1)广东省目前人口增长率是1.23%,高出全国年平均增

长率,请分析其原因。

    

    

    

    
(2)从图中看出,人口迁入数量最多的地区是     

    

    。

15. 读下图及材料,回答问题。

(第15题)

材料 美国东北部地区为欧洲殖民者最早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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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方。那里有阿巴拉契亚山脉

的煤矿、五大湖西部的铁矿、大西洋沿岸的优良港口、五

大湖便利的水运系统、内地肥沃的平原等有利的自然条

件。这个地区的面积约占全国的1/4,但人口占全国的近

一半,全国大部分的汽车制造、钢铁、化学以及一些重要

的军事工业,都分布在这里。

(1)美国人口向东北部地区聚集,其主要原因有哪些?

    

    

    

    

    

    

    

    
(2)美国退休的老年人沿着箭头方向迁移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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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口的合理容量

自·主·探·究

1. 区别环境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

2. 了解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一、地球最多能养活多少人

1. 环境承载力

(1)概念:环境能     的人口数量。

(2)衡量指标:     。

2. 环境人口容量

(1)概念:在    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

源、智力和   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

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

的人口数量。

(2)作用及意义:估算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能

持续供养的     。

(3)影响因素:   是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主要因素,

另外还有       、人口的生活和文化消费水

平等。

二、地球上适合养活多少人

1. 人口合理容量

(1)概念

①前提:按照合理的     、保障健康的生活水

平,同时又不妨碍未来人口的     。

②实质: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人口数量。

(2)特 点:是 一 个 理 想 的、难 以 确 定 精 确 数 值 的

“    ”。

(3)意义:帮助国家或地区制定     和人口政策,影

响区域的         。

2. 人口问题

(1)主要表现:        、人口城市化和    

   ;

(2)影响:引发了严重的    问题和环境问题。

3. 解决措施

(1)世界:国际社会要倡导各国政府尤其是      
尽最大 可 能 把 人 口 控 制 在 合 理 的 规 模 之 内;建 立

     ,保 证 大 多 数 人 拥 有 不 断 追 求 高 水 平

     的平等权利。

(2)各国:尊重     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制定本区

域     战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   地理·必修2(人教)

重·难·点·突·破

1. 环境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

因素

资

源

(A)

科技

发展

水平

(B)

生活

和文

化消

费水

平

(C)

影响

资源越丰富,环境

人口容量越大;资
源越贫乏,环境人

口容量越小

科技 发 展 水 平 越

高,环境人口容量

越大;科技发展水

平越低,环境人口

容量越小

生活 和 文 化 消 费

水平越高,环境人

口容量越小;消费

水平越低,环境人

口容量越大

相关性

正相关

正相关

负相关

[结论] 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资源、科技发展水

平以及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等,其中资源为主要因素。资源、
科技发展水平与环境人口容量呈正相关关系,生活和文化消

费水平与环境人口容量呈负相关关系。

2. 环境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和人口合理容量之间的差别与

联系

项目

环境

承载力

环境人口

容量

人口合理

容量

含义

环境承载力多用于研究某一种

资源与供养人口的关系。如土

地人口承载力指的是在保持生

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不受破坏的

前提下,土地为居民提供的食物

能健康地供养的最大人口数

环境人口容量是一个地区可承

受的最大人口数量

人口的合理容量指保证合理健

康的生活水平且能促进社会、经
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规

模,即区域最佳的人口规模,或
者说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保持

在多少才最适宜

实例
某国 面 积 为10万

km2,地 处 温 带 地

区。若该国的环境

承 载 力 为

120人/km2,则其环

境人 口 容 量 为 1
200万,即 该 国 最

大人 口 容 量 为 1
200万,其 计 算 式

为:环 境 人 口 容 量

=环境承载力×面

积。该国的合理人

口容 量 为700万,
即该国最佳人口规

模为700万。环境

人口容量大于人口

合理容量
[结论] 环境承载力可理解为某个国家或某地区在是在当

前科技经济水平下,单位面积上可养活的人口数量。环境人

口容量当前环境承载力下所能养活的总人口数量,即最大人

口数量;人口合理容量是指区域最佳的人口规模,其值低于

环境人口容量。环境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和人口合理容量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消费水平的变化都会发生变化。

 环境人口容量

例1  读“环境人口容量的主要制约因素图”,回答有关

问题。

(1)图中 A因素表示    ,是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

主要因素。

(2)图中B因素表示      ,该因素的发展与变

化,必然带来人类获取利用资源的手段、方法等方面的改变,

从而带来      的变化。

(3)图中C因素表示人口的         ,不同

时期和不同地域的C因素并不相同,对环境人口容量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

(4)图中D表示      ,目前对地球上D的估计,

有三种学说,即    说、    说和      说。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环境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解题关键

是掌握各制约因素及其对环境人口容量的影响。环境人口容

量是在假定条件下得出的,假定的条件不同、估计的方法不

同,结论也会不同。结合人类发展史来考查,每一个时期应该

有各自的环境人口容量,即在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环境

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但人类的人口总数从未达到过最高

的环境人口容量。可以乐观地相信,地球上的人口增长不会

达到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最高人口容量,因为科技水平在不

断提高,新科技能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另外人类对其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已能主动

调节人口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世界人口增长已得到有效的控

制。但必须强调的是,乐观的态度并不表示可以忽视环境人

口容量的影响。在特定时期和一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过快

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对人类的发展也

是有害的。注意:人口多少与国家强弱没有必然联系。

[答案] (1)资源 (2)科技发展水平 环境人口容量 (3)

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 (4)环境人口容量 悲观 乐观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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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合理容量

例2  分析表中有关资源,完成下列问题。

国家 日本 巴基斯坦 蒙古 澳大利亚

面积(万平方千米) 37.8 79.6 156.6 768

人口(万人) 12500 14000 236 1766

人口密度(人/km2) 331 1.5 2.3

  (1)计算巴基斯坦人口密度(四舍五入取整数),填入表中

空格。

(2)根据各国数据分析,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 人口数量越少,经济越发达

B. 人口密度越大,经济越落后

C. 人口密度越大,经济越发达

D. 人口数量和密度不能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3)衡量一个国家人口密度是否适当,应该看    两

种资源是否得到最佳结合。所谓最佳,一是       

             ;二是        。

[解析] 人口密度=人口总数/面积,需注意单位的换算。经

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无明显的相关关系,人口

数量和人口密度不能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答案] (1)176 (2)D (3)人口和自然 两种资源都得到

合理开发利用,并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生态系统保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良性循环

图·表·探·究

P12图1.10“木桶效应” “读图思考”

[点拨] 图中木桶的桶底表示某地区的面积,木桶周边的木

条表示各种资源,木桶的实际容积是由其底面积和最短的木

条所决定,从而用木桶理论来解释环境人口容量。

[答案] 1. 假如各块桶板代表不同的资源种类,那么该地区

或国家的环境人口容量将取决于数量最少的自然资源的数

量。例如,我国西部地区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矿产,但水资

源缺乏,水资源成为制约其环境人口容量的重要因素。

2.人类获得资源的数量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

技术的进步而增加。一般来说,资源是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

主要因素,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状况,资源

越丰富,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越多。

P13图1.11对环境人口容量的不同估计

[点拨] 乐观者、悲观者和介于乐观者与悲观者之间对环境

人口容量的估计不同是由于假定的条件不一样,这同时说明

了环境人口容量具有“虚数”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提·升·训·练

1. 地球上适合养活多少人口是由哪个指标来反映的 (  )

A.环境承载力 B.环境人口容量

C.人口合理容量 D.科技水平

  北京市2006年9月13日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十一五”

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中透露2006年至2007年是北

京市水资源最为紧缺的时期,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每

年净增人口不宜突破20万人。据此回答下题。

2. 上述材料反映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是 (  )

A. 资源

B. 科技发展水平

C. 地区开放程度

D. 人口的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

读世界人口容量测算表,回答下题。

气候区 合理人口容量 合理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热带雨林气候 28.00 200

热带草原气候 14.13 90

温带草原气候 1.06 5

热带沙漠气候 0.18 1

热带季风气候 12.43 110

地中海气候 2.25 90

亚热带季风气候 9.30 100

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7.35 30

亚寒带针叶林气候 2.19 30

苔原气候 0 0.01

冰原气候 0 0

3. 表中所列合理人口容量和合理人口密度测算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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