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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章首先总结了世界人口的增长过程及发展趋势
并介绍了人口转变的主要理论及不同国家的人口转变
模式，深入分析了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的
影响，引用适度人口的概念探讨了人口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意义；在归纳总结人口分布与迁移规律基础
上分析人口分布与迁移的影响机制；其次在阐述人种
划分的基础上诠释了人种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再次系统分析民族的形成与特征，全面总结世界民族
分布、迁移与集聚规律及民族的变化与整合特征；最
后对民俗与环境、流行音乐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详尽
解释。 



第一节   人口与发展

一、世界人口增长过程

二、人口转变理论与模式

三、人口与发展



一、世界人口增长过程

10万年以来的世界人口规模 世界人口的增长过程图 



二　人口转变理论与模式

（一）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转变模式 
1.西北欧模式

2.日本模式

3.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 
4.印度模式



三、人口与发展

（一）地理环境与人口增长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 

（三）适度人口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意义



（一）地理环境与人口增长

１人类生存在自然环境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具有依赖性。

２自然环境的优劣对人口发展、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会产

　生重大影响。  
３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自然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程度，

　对人口的增长、规模以及分布等都会起到相当大的影响。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

１从作为生产者来看，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

础和主体” (马克思语)。 

２从作为消费者来看，经过生产领域所生产的物质资料

最终要经过分配领域进入消费领域，从而使再生产流

动过程的终点落在人口生活和生产的消费上。 



（三）适度人口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意义

１人口容量即人口承载量，是指地球及其各个部分在一
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所可能容纳和抚养的最多人口数
量。

２适度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它实
际上是一种理想人口数量。 

３适度人口有经济适度人口和实力适度人口之别 
４探求适度人口数量和适度增长率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２节　人口分布与迁移

一、人口分布

二、人口迁移



一、人口分布

（一）人口分布的测度

（二）世界人口分布的特征及一般规律

（三）世界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



（一）人口分布的测度

１人口密度一般被看作是衡量人口分布的主要指标，它

反映一定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是指单位土地面积上

居住的人口数。通常用每平方公里常住的平均居民数

量来表示，称为人口算术密度。

２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人口分布与自然、资源、经济分布

的空间关系，又有农业人口密度、营养密度、比较密

度等指标。 



（二）世界人口分布的特征及一般规律
世界人口的洲际分布（2001）

人口数量
/104人

占世界总人口的

比重(%)
陆地面积
(104km2)

人口密度
(人/km2)

世界 613414 100 14952 41

非洲 81260 13.25 3020 27

欧洲 72631 11.84 1010 72

北美洲 49287 8.03 2423 20

南美洲 35072 5.72 1797 20

亚洲 372071 60.66 4400 84.6

大洋洲 3092 0.50 897 3.4

世界人口分布极不平衡 
世界人口分布表现出明显的趋向性：即趋向暖湿地区（中低纬指向）、趋向低平

地区、趋向岸边（海岸、河岸）。



（三）世界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

１自然因素

２社会因素

３经济因素

　　　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愈低，自然因素对
人口分布的影响就愈重要、愈明显，有时甚至
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水平
的提高，这种影响才会变小。

　　　把自然环境分解为各种要素，分别探讨它
们对人口分布的不同影响和作用。 

　　　政治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也较大，有时短
时间内便可改变人口分布状况。

　　　文化因素对人口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 。

　　　故土难离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生产方
式和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人口分布具有明

显不同的特点。 



二、人口迁移

（一）人口迁移的空间规律

（二）人口迁移的机制



（一）人口迁移的空间规律

　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拉文斯坦（E.G.Ravenstein,1834-1913）: 
  （1）大部分的移民只是短距离的迁移，长距离的移民一般倾向于迁移到大的工商业

中心

  （2）乡村人口向城市或其它地区的迁移具有阶段性 
  （3）两地间的净迁移量在总迁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 
　（4）乡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富迁移性。

　（5）短距离的迁移以女性居多，在较富冒险性且距离遥远的迁移中男性居多。

　（6）大部分移民是年轻人，由祖国携家带眷全家移出是很少见的。

　（7）迁移的主要方向是从农业地区迁移至工商业中心，迁移的主要动机以经济为主。

　拉氏的迁移法则 ：迁移发生率与源地、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二）人口迁移的机制

１经济方面 

２政治因素 

３文化因素 

４生态环境 



第３节　人　种

一、人种的划分

二、人种与地理环境

三、种族主义与种族冲突



一、人种的划分

　（一）划分种族的标志

　（二）世界种族的划分

　（三）地理人种

　　　人种的划分是以保有共同的遗传的自然特征
为依据。划分种族的标志很多，包括肤色、眼色、
发色、头形、鼻形、面部轮廓、身高等人体表面
的一些性状，近年来又增加了血型、指纹弓等一
些生理特征。

白色种族群

黄色种族群 
黑色种族群 
棕色种族群 

亚洲地理人种 　欧洲地理人种 　非洲地理人种 
美洲印第安地理人种 　　印度地理人种 　　澳大利亚地理人种 



二、人种与地理环境

（一）人种的起源与地理环境

（二）人种演变与地理环境

　　　最初人类形态差异很小，此后由于扩散迁徙，各自生
活在条件极不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在长期的对地
理环境的适应过程中，逐渐在其体质形态等方面产生了
一些具有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类群体。 

　　　起源于同一地区的种族，经过迁移，由于环境不同，
在自然形态遗传基因上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才形成了不

同的种族。 
　　　在种族分化的早期阶段，自然条件起着重要作用。 



三、种族主义与种族冲突

（一）种族的划分是一个纯自然的特征划分，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相对的意义 。

（二）种族主义以人在自然形态方面的外在表现

的差异来解释世界各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认

为白种人是高等种族，有权统治其它种族。



第４节　民　族

一、民族的形成与特征

二、世界民族的分布

三、 民族的迁移与集聚

四、民族的变化与整合



一、民族的形成与特征　

（一）民族的形成

　　　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
盟（部族）和民族等五个发展阶段。民族是个历史范
畴，民族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下产生，也会在
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趋于消亡。

（二）民族的特征

　　　1.共同语言　　　2.共同的地域 

　　　3.共同的经济生活4.共同心理素质

  



二、世界民族的分布

n 汉族：主要分布于中国，占汉族的97.8%，其次分布于东南亚各国、美国等。
n 印度斯坦人：主要分布于印度，占99.7%，其次分布在尼泊尔、巴基斯坦、新加坡等。
n 美利坚人：主要分布于美国，占99.3%，其次在加拿大、墨西哥、英国等。
n 孟加拉人：主要分布于孟加拉国（占58.7%）和印度（41.2%），其次在尼泊尔、英国等。
n 俄罗斯人：主要分布于俄罗斯，其余多分布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n 巴西人：99.7%分布虞巴西，少数分布于巴拉圭和阿根廷。
n 日本人（大和民族）：主要分布于日本，占98.7%，其次为美国、秘鲁、加拿大、巴西。
n 德意志人：主要分布于德国，占90%，其次在美国、前苏联、加拿大、巴西。
n 比哈尔人：主要分布于印度，占94.8%，其次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瓦怒阿图。
n 旁遮普人：主要分布于巴基斯坦（75.3%）和印度。
n 墨西哥人：主要分布于墨西哥（86.2%），其次在美国（占13.7%）。
n 爪哇人：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占99.3%，少数分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兰等。
n 意大利族：意大利占82.5%，其次是美国7.8%，再是阿根廷、法国、加拿大等。
n 朝鲜族：主要分布于朝鲜和韩国，二国合占94.5%，其次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 



三、 民族的迁移与集聚

（一）印第安人由亚洲向美洲的迁移

（二）非洲黑人的被迫迁移

（三）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向拉丁美洲迁移

（四）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北美洲的集聚

（五）美国城乡中的其它民族聚居区



四、民族的变化与整合

（一）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变化 

（二）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与印第安人的整合

（三）欧洲多个民族在美国的整合

（四）移民与民族整合



第5节 民俗与流行文化 

　一、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

　二、民俗与环境

　三、流行文化



一、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

　（一）民间文化又称民俗，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
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
俗。民俗是各族人民历代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习俗。 

　（二）具体反映在各民族的服饰、饮食、居住、生产、婚
姻、丧葬、文娱活动、节庆、礼仪、禁忌等方面。与之相
对应的是流行文化，它代表当今风行的、大众的、时尚的
文化。

　（三）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形成都是一定地域内的社会历
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具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

地理根源。 



二、民俗与环境

（一）民居

（二）饮食民俗

（三）服饰民俗

１.建筑材料

2. 建筑布局

3. 建筑外形与内部特征























三、流行文化

（一）足球及其普及

（二）服装与快餐的扩散

（三）流行音乐的流行



思考题
1、查阅《中国统计年鉴》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根据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
长率变化的数据，绘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图，并
分析不同阶段的成因。

2、分析人口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即人口迁移）的
成因，思考人口变动对一个地方未来发展的影响。

3、中国人口分布的规律及其成因，论证中国人口分
布的合理性。

4、民族对地理景观有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