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 题 3.3 经济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上课时间 课 时

集体备课内容 授课类型 新授课

教学目标

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理解工业化、城市化对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掌握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相应的对策措施

教学重点

分析该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主要

问题

教学难点
分析该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过

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导入）鼓励学生列举近年城市化发展最快，而成为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几个地区（如京津唐

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多媒体打出高楼林立的深圳。引导学生思考：珠

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快、经济水平高的原因有哪些？

（板书） 第三节 经济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一、经济发展快

1.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

（引导学生读图 4-3-2）思考：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

（鼓励学生发言，最后总结如下表）

条件 优势

地理位置 位于广东省南部，毗邻港澳，与东南亚相邻

自然条件

地形 面积大，平原广阔

气候 热量丰富，降水丰沛

水源 河流纵横交错，水资源充足

社会经济条件 人口与城市 人口稠密，城市密集

历史因素 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早，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历史经济基础比

较好，在此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

国家改革

开放政策

1986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得以接受海

外先进的技术、大量的资金和现代的经营管理方式，成为我

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

2.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

（分析图 4-3-3）从图中可明显看出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

重点掌握图 4-3-4 “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

3.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发展

（讲述）（1）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以轻工业为主、重化工业较为发达的工业体系。

（2）工业部门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部门中，家用电器、电子、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玩具、日用商品等

轻工业均居全国前列，金融、商贸、旅游、房地产、通信等第三产业也很发达。

（3）经济发展特点

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外贸为导向，经济发展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

二、城市化水平高

1.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进程

（讲述）从根本上说，城市化水平是由经济水平决定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由于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市化进程也有不同的特点。

（读图 4-3-5）（1）改革开放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低、城市规模小、城市密度低。

（鼓励学生思考发言）（2）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城市化速度快，水平高

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不断增加

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包括深圳、中山、珠海等大、中城市在内的城市群。

2. 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思考）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其原因？

（鼓励学生发言）工业化

（1）城市有较高的收入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对农村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

（2）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人口、科技、文化、交通以及各项经济活动向城

镇积聚，促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以阅读为主）知识窗：侨乡

（掌握两个知识点）1.桥乡众多的原因

3. 华侨和港澳同胞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组织学生讨论）活动

（代表发言，最后做总结）

1. 甲观点是不正确的。早在 16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直到建

国前，该地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2. 乙的观点是正确的。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言，珠江三角洲地区凭借有利的区位和政策优势，

首先接受海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大量资金，促使经济快速发展。

3. 丙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它的区位优势及国家的改革开放

政策。受香港和澳门的经济辐射影响也能促进其经济发展，但不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在动

力。

4. 丁的观点是正确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桥乡众多，许多华侨、港澳台同胞已拥有极雄厚的经济

实力，他们爱祖国、爱家乡，在改革开放后，大量的侨资投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交通、

能源、旅游以及兴办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有力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

三、问题与对策

（组织学生讨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归纳总结）1.生态环境形式严峻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环境污染有加重的趋势

（2）部分城市和地区缺水严重

2.人地矛盾加剧

3.重复建设突出

一些城镇为了提高自己的区域地位，未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盲目扩大规模，重复建设现象突

出，严重影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4.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读图 4-3-6）“青山蓝天碧水工程”是广东省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的，即通过一系列措施为城

市居民提供更多“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赏心悦目的绿色户外空间”。

5.优化产业结构

（1）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加强第一产业基础上，注重调整第二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2）对于第二产业，要改造并淘汰耗能大、成本高、污染大的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按生态

工业的标准建设工业园区，使企业在园区内集中布局。



6.搞好城镇和区域规划

（1）在城镇规划中，要防止建成区盲目膨胀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确保比较理想的空间发展形态。

（2）城镇规模要适度，要根据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尤其是根据土地和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来规

划发展目标。

（3）为了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城镇应合理布局，加强不同地域的城乡规

划、建设和管理，建立可持续的空间协调发展模式。

（活动）

1. 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生产和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结构进行了相

应调整。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

人缘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大潮中，农业生产和布局

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农产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

（2）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镇规模的急剧扩大，占用大量农业用地；城市对农

村人口吸引力、工业发展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等，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

由从事第一产业发展到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进而也会引发农业生产和布局的

调整。

（3） 农业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布局的相应调整。传统农业种植业比重过大，劳

动生产率及经济效益都比较低。而现代农业结构合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

并以国际和国内市场为导向，发展迅速，并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结构的调整带来的影响有利有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结构趋向合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商品率，而且

还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2） 生态农业发展，有利于保护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生态效益可观。

（3）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作物的调整也使粮食等作物生产受创，粮食、甘蔗产量下降，由

商品粮基地变为粮食调入区，这将影响到本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引题回归）工业化是任何国家必经的历史之路，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化也是任何国家不可逾越的

过程。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做好区域规划和调整。为了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城镇进行

了合理布局，加强了不同地域的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建立可持续的空间协调发

展模式。

2. 搞好城镇规划。要防止建成区膨胀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确保比较理想的空间发展

形态；城镇的规模要与当地环境承载力相适应。

3. 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4. 优化产业结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加强第一产业基础上，注重调整第二产业结构，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对于第二产业，要改造并淘汰耗能大、成本高、污染大的企业，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按生态工业的标准建设工业园区，使企业在园区内集中布局。

（课堂小结）工业化是任何国家必经的历史之路，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化也是任何国家不可逾越的

过程。而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也快速推进，但同时也

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问题。这就是我们本节所学习的全部内容，希望课后能做好巩固复

习。

（板书设计）

第三节 经济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一、经济发展快

地理位置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 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

二、城市化水平高

三、问题与对策

四、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人地矛盾加剧重复建设突出、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优

化产业结构、搞好城镇和区域规划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