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工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传统工业区与新工业区



学 习 目 标 思 维 导 图

1.掌握传统工业区的区位条件及特点。

2．掌握传统工业区的形成条件、衰落原

因和综合整治措施。

3．了解新工业区的分布及发展条件。

4．掌握新工业区的特点。

5．学会分析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出路，

以及老工业区的改造措施。



美国东北部
英国中部

德国鲁尔区

我国东北部



世界铁矿的主要分布地区



世界煤矿的主要分布地区



一、传统工业区

• 1．传统工业区

•  ⑴概念：一般是在丰富的煤、铁资源基础上，以纺
织、煤炭、钢铁、机械、化工等传统工业为主，以
大型工业企业为轴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工业地域。



一、传统工业区

• ㈠传统工业区

• 1、概念：

• 2、分布：德国鲁尔工业区、英国中部工业
区、美国东北部工业区、日本太平洋和濑户
内海沿岸工业区、俄罗斯欧洲工业区、我国
的辽中南工业区等。

• 3、问题：目前普遍面临着原料和能源的消
耗 大、运输量大、污染严重等问题。



辽宁鞍山钢铁厂



㈡德国鲁尔工业区(以下简称鲁尔区)
案例3（P67活动）



1．鲁尔区发展的优势区位条件
区位优势

影响
项目 内容

丰富的煤
炭资源

鲁尔工业区煤田储量大，开采条件
好(煤层埋藏浅，利于露天开采)

丰富的煤炭资源是鲁尔区煤炭、
钢铁和电力发展的基础

离铁矿区
较近

铁矿石初期来自法国的洛林铁矿区，
后期来自国外的铁矿（水运）

有利于节省运费，降低生产成
本

充沛的水
源

莱茵河、鲁尔河、利珀河水量充沛，
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充沛的水源与煤炭资源结合，
促进了鲁尔区化学工业的发展

便捷的水
陆交通

鲁尔区位于欧洲中部陆上交通的十
字路口，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莱茵
河、鲁尔河、利珀河及四条人工运
河联成一体，都可通航，并能直通
海洋(北海)

便捷的水陆交通为鲁尔区原料
的运入和产品的运出提供了条
件

广阔的市
场

德国以及西欧发达的工业，为鲁尔
区工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促进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和工业
的发展



便利发达的水陆交通运输网





2.鲁尔区衰落的主要原因

• ⑴生产结构单一。

• 鲁尔区以煤炭工业为基础，以钢铁工业为主
导，工业部门以重工业为主，并高度集中于
少数工业部门，生产结构单一，具体如下图
所示：

•  



⑵煤炭的能源地位下降。

世界能源构成变化图 世界能源构成变化特点

煤炭的比重下降，由20世纪

50年代的一半以上，下降到

20世纪70年代的30%左右

石油、天然气比重上升

20世纪80年代后水电和核电

的比重迅速增加



⑶世界性的钢铁过剩。



⑷新技术革命的冲击。



生产结构单一

煤炭的能源
地位下降

石油、天然气的广泛使用

新技术炼钢的耗煤量逐渐降低

世界性钢
铁过剩

产钢、出口钢越来越多

经济危机、钢替代品的广泛使用

新技术革命的冲击

衰
落
的
原
因

2、鲁尔区衰落的主要原因

煤炭和钢铁工业是全区经济的基础

环境污染、土地紧张、交通拥挤



（1）调整工业结构

（2）调整工业布局

（3）发展第三产业

（4）优化环境

4、鲁尔区的综合整治

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核心

德国经济部人士表示，经
过多年的努力，鲁尔区目
前已从“煤钢中心”逐步
变成了一个煤钢等传统产
业与信息、生物技术等
“新经济”产业相结合、
多种行业协调发展的新经
济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但进一步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仍然
是该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 



3．综合整治的措施
整治方
向

具体措施 效果

调整工
业结构
（核心）

减少煤炭、钢铁企业数量；扩大
单个厂矿的生产规模；新建或引
入技术水平高的电子、石油化工、
汽车、机械等部门的中小企业

工业结构多元化，提
高了经济效益，社会
经济结构比例逐渐协
调

调整工
业布局

工业布局向西部拓展，钢铁工业
向沿海转移

工业布局趋于合理，
减少运费，降低污染，
提高了经济效益

发展第
三产业

发展科技和教育；开展工业旅游；
发展金融服务业

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优化环
境

严格控制工业废水、废气等的排
放；建立完善的废弃物回收装置
和污染处理系统；植树造林

环境优美，对新企
业的吸引力大增，
经济、生态、社会
效益明显



鲁尔区某矿区的环境整治



旧厂改造的现代商业园区

钢铁厂废墟上新建的展览馆

铸铁厂旧址改造科技产业园区 杜伊斯堡的生态景观公园







鲁尔区的区位优势、衰落原因和综合整治

德国经济部人士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鲁尔区目前
已从“煤钢中心”逐步变成了一个煤钢等传统产业与
信息、生物技术等“新经济”产业相结合、多种行业
协调发展的新经济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但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仍然是该地区面临
的主要挑战。 



P67活动：德国鲁尔区与我国辽中南工业区区位条件
的异同

煤、铁、石油资源丰富，海陆交通
便利，接近市场，国家政策支持。
目前水资源和能源资源不足。



活动点拨

• 一、教材第67页活动

• 1.丰富的煤炭资源；离铁矿区较近；充沛的水源；
便捷的水陆交通和广阔的市场等。

• 2．(1)生产结构单一；(2)煤炭的能源地位下降；
(3)世界性钢铁过剩；(4)环境问题严重；(5)新技
术革命的冲击。

• 3．(1)交通运输便利，煤、铁、石油等资源丰富，
消费市场广阔，劳动力充足，此外还有国家给予
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等。

• (2)影响辽中南工业区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是丰富
的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的异同可用下图表示。



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可
从德国鲁尔区综合整治中借鉴哪些经验？

•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目前面临
困境，其衰落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外部原
因，具体分析如下：





题例1．读图，回答⑴ ～ ⑵题。

• ⑴甲、乙两地区都发展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和汽车
工业，两地区共同的区位优势有   (　　)

• ①原料丰富　
• ②市场广阔　
• ③劳动力丰富　
• ④掌握世界尖端技术
• A．①② B．②③
• C．③④ D．①④
• ⑵甲、乙两地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共同问题有
(　　)

• ①资源枯竭　②主导产业衰退　③人口失业　④环境
污染

• A．②③④ B．①②④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解析：

• 　第⑴题，依据图示轮廓可以判断，甲地区为我国
东北地区，乙地区为美国东北部地区，两地区附近
均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利于发展钢铁工业，在此
基础上，两地区发展了机械工业、汽车工业，两地
区都是本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口密集，城市
众多，市场广阔。  

• 第⑵题，我国东北地区和美国东北部地区都是以钢
铁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区，其发展的基础是丰富的
煤铁资源，而矿产资源不可再生，二者都面临资源
枯竭问题；随着钢铁替代品的出现，钢铁相对过剩，
两地区主导产业——钢铁产业衰退，造成工人失业；
传统工业部门排放大量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 
⑴A　 ⑵D



世界典型的新工业区

英国苏格兰地区

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

德国南部地区

美国硅谷
日本九州岛

印度班加罗尔



1、概念 
⑴时间新:

特点 ⑵地区新:

⑶企业规模小:

20世纪50年代后(第三次技术革命)

没有传统工业基础的乡村地区

以中小型为主

 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德国南部（慕尼黑）
地区，美国旧金山“硅谷”，日本 “硅岛”
（九州岛），英国苏格兰地区、印度西南部班
加罗尔等。

2、世界上主要的新兴工业区



西北部：

传统工业区

东北部和中部：

新兴工业区

南部：工业化尚
未普及

⑴分布

案例④—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工业区



⑵发展条件

⑶主要特点：
以中小企业为主；以轻工业为主；集中了大量同类
和相关企业；生产高度专业化；企业分布在小城镇，
甚至在农村，生产过程分散。



⑷发展模式 ——以中小企业集聚的工业小区

案例④—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工业区

萨斯索罗的生产——销售——服务——信息网络

一个地区的中小企业以一项经营活动为中心，建立相互信任，
比较稳固对协作关系和产供销体系。工业小区的意义：分工
协作，加强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
场竞争力。



意大利新工业区 传统工业区

生产规模

主要工业部门

生产过程

资金集中程度

工业分布

以大型企业为主

重工业

集中

高

集中

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轻工业

分散

低

分散

意大利新兴工业区与传统工业区比较



结合阅读材料，试比较我国的温州地区的乡镇
企业发展与意大利新工业区发展有何异同？



中国温州乡镇企业 意大利

     生产、运输、销
售和信息收集都由同一
家企业完成，企业间联
系协作不密切，存在恶
性竞争局面

专业分工明确、
独立经营、密切
协作



我国的温州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与意大
利新工业区发展异同

 ⑴相同：有大批廉价劳动力，企业规模小，以轻工
业为主，企业生产高度专业化，资本集中程度低。

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意大利工业小区密切联系协作，
共同形成巨型企业，温州虽生产同种产品，没有形成
生产—销售—服务—信息网络，企业之间没有良好的
分工协作关系，形成多家企业竞争局面，规模效应大
减。

⑵加大技术投入，加强企业间联系和协作，杜绝恶性
竞争，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生产和管理人员的
技术水平等。



     我国乡镇企业要向意大利的新工业区
借鉴哪些经验？

①重视工艺创新。　　

②促进科研机构与乡镇企业合作。

③提供必要的资助，拓宽融资渠道。

④发展为乡镇企业技术创新服务的社会网络。

⑤加强企业间的联系和协作，引导乡镇企业向专
业化方向发展，提高规模效益。

⑥加强与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合作。 



• 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越来越高，其优势是(　
　)

• A．价格和质量优势       B．技术和价格优势
• C．质量和技术优势       D．价格和品牌优势
• ⑵下列地区工业与意大利新兴工业区类似的是(　　)
• A．西宁的毛纺织城区    B．温州纺织工业区
• C．珠江三角洲工业      D．印度半岛南部工业区
• A　B

题例2．据意大利《欧联时报》报道，无论走进意大
利的大型零售连锁企业考普(Coop)百货集团，还是
走进普通的百货超市，货架上到处都摆满了来自中
国的服装、日用百货、小商品、皮革制品、儿童玩
具以及五金电器，各种产品都醒目地标示着“中国
制造”，中国产品以物美价廉风靡意大利市场，受
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据此完成下列各题。



案例⑤美国“硅谷”



新兴工业（高技术工业）
• 部门：电子、半导体、核工业、航天、高分子合
成、遗传工程、激光

• 特点：科技人才比例高；生产增长速度快、产品
更新换代周期短；投入研究开发费用比例高；产
品面向世界市场。

项目 高技术工业 传统工业

科技人员比例 高 低

产品附加值 高 低

生产增长速度 快 慢

产品更新换代周期 短 长

投入的研究开发费用 多 少



微电子工业区位分析：
• 微电子工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主导因素是人
才和交通。

• 区位条件共性：
• ①知识和技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 ②优美洁净的环境；
• ③现代化的高速交通。
• 注意：①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环境优美，
有“花园城市”之称。“科学之都”、“计算机
之都”

• ②日本“硅岛”——九州岛、科学城——筑波
（世界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科学城）

• ③中国：中关村     ④台湾——新竹科技园



思考：阅读课本相关内容，想想有哪些因
素刺激了“硅谷”的迅速发展
a.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

b.气候宜人

c.有高等院校（科技）

d.便捷的交通

e.军事定货（市场）

高科技工业的
环境要求

高科技工业的技
术支持

工业和市场的联系纽带

“硅谷”的特殊优势

f.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 产品更新的动力



案例⑤美国“硅谷”高技术工业区发展
的区位因素



硅

谷

“硅谷”企业的扩散

土
地
被
占
用
殆
尽

扩

散

美国内地

东南亚

墨西哥

区
位
优
势

劳动力丰富廉价

土地租金低

住房租金低



教材第70页活动
• 1.相同之处：有大批廉价劳动力，企业规模小，以轻工业为

主，企业生产高度专业化，资本集中程度低。

• 2．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意大利新工业小区不同企
业密切联系、协作，共同形成巨型企业集团；而温州虽是生
产同种产品，但企业间互不联系，形成多家企业相互竞争的
局面，规模效应大减。

• 意大利新工业区：银行信贷体系发达、社会服务机构完善；
用水用地方便；交通运输便利；政府的大力支持等。

• 温州乡镇企业：商品手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海运条件便利；
山区为主，平原少，人多地少，用地紧张等。

• 3．加强技术投入和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协作，杜绝恶性
竞争，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生产和管理人员的技术水
平等。



教材第72～73页活动



 相同点：两个工业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交通便利、没
有传统工业区位优势的地区，形成的工业地域，以中小型企业为
主。

对比项目 美国“硅谷” 意大利新工业区

生产结构 高技术产品 轻工业产品为主

生产特点 增长速度快、产品更新换代
周期短；研究开发费用高

生产过程分散或家庭承
包，资本集中程度低

分布特点 高等院校周围、环境优美的
地区

分散在小城镇甚至农村

劳动力技
术条件

从业人员具有高水平的知识
和技能

廉价劳动力

政府因素 军事订货 政府的大力支持

l．美国“硅谷”与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新工业区相比，
区位因素和生产特点有何异同?



⑴与美国“硅谷”相比，中关村的发展有什么相同和
不同之处?
与美国“硅谷”相同的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形成也紧邻高校
和科研院所，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交通便利。不同的是中关
村科技园的研发费用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不够，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产品很少，尚未形成发达的专业化分工配套体系，市场
化制度和法规不够完善和健全。

2．北京的中关村是全国知名的高新技术产
业区。阅读相关材料，讨论下面的问题。

⑵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优势是什么?存在哪
些问题?
 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发展优势是拥有雄厚的科技力量。存在的
主要问题有：离市区近，环境质量较差，交通拥挤，用地紧张、
地价高；研发费用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不够，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产品很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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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⑴与美国“硅谷”相同的是，中关村的形成也紧邻

高校和科研院所，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交通便利。不
同的是中关村的研发费用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不够，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尚未形成发达的专业化分
工配套体系，市场化制度和法规不够完善和健全。

• ⑵优势：拥有雄厚的科技力量。问题：离市区近，环境
质量较差，交通拥挤，用地紧张、地价高；研发费用投
入不足、科技创新不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
等。

• ⑶硅谷”崛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全世界的人才高地和
良好的创新文化、创新环境，是保证其工业发展永立世
界前列的最核心因素，因此，学习“硅谷”模式，最重
要的是重视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提高工业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这样不仅可以模仿“硅谷”，甚至可以超越
“硅谷”。



• ⑴世界著名公司纷纷落脚此地的主要
原因是(　　)

• ①劳动力和地价便宜　②优惠的政策
条件　③环境优美，大气质量好　④
人才优势，信息高效

• A．①② B．①④C．③④ D．②④ 

• ⑵中关村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优势是什
么？

• ⑶中关村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新华网2016年4月1日消息，根据北京市发布实施的《中关村
标准化行动计划(2016～2018)》，北京市将发挥中关村示范
区的引领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以标准化服务平台建设为着
力点，以团体标准培育、国家标准创制、标准带动产业走出
去等为重点，创新标准服务模式和提升服务质量，促进形成
一批有影响力的技术标准。

(1)D  ⑵附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云集，科技力量雄厚。
⑶)离市区近，环境质量较差，交通拥堵，用地紧张，地价高；科技创新不够；
研发费用投入不足。



四、工业生产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 1．工业生产对原材料的需求与自然界中有
限的资源、能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节约和综合利用，经济寻找新的替代品，
发展循环经济。）

• 2．人类对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酸
雨等严重的工业污染，采矿引发地表植被
的破坏，直接破坏环境。（清洁生产，变
废为宝，综合利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环境效益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