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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地理学研究什么？
它是关于经济一产业布局的一门学问，或者说，它是从地域的、综合的角度，研究经济一产业空间分
布及其地域组合的形成发展条件、特点与规律的科学。
那么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地理，是冠有中国这个特定区域定语的经济地理，属于整个经济地理学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
之一——区域经济地理学的范畴。
它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国土（包括陆地和海洋）及其各个区域为范围，研究各个经济一产业部门
的空间分布及各个产业的地域组合（产业地域综合体——经济区）形成发展的条件、特点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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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0）成渝线、襄渝线一襄汉线。
成渝线自成都到重庆，全长564千米，全线通过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四川盆地，与长江相沟通。
襄渝线起自重庆往东北直达襄樊，全长916千米。
全线建有隧道405座，桥梁716座，桥、隧道长度占线路总长度41％。
有36个车站建在桥上或隧道里。
工程非常艰巨，是中国筑路史上的又一壮举。
它的建成对沟通西南、华中、西北广大地区，具有十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铁路网分布上一个有力的
“链环”。
襄汉线起自襄樊向东直通武汉，全长328千米，其主要作用在于与长江共同分担进出四川的客货运量。
 （11）沪杭线一浙赣线一湘黔线一贵昆线。
沪杭线东起上海，西至杭州，长189千米，全为复线。
浙赣线起自杭州，西到株洲，全长947千米。
两条铁路沿线工农业发达，人口稠密，客货流运输繁忙，是沟通、联结中国东南各省的一条重要铁路
干线。
湘黔线东起株洲经怀化到贵阳，全长902千米，对湘黔两省的经济建设起促进作用。
贵昆线自贵阳到昆明，全长467千米。
除了负担六（枝）盘（县）水（城）煤运外，还有水城钢铁厂的矿石运输及云南磷矿外运等任务。
此四线成为中国横贯东西的又一条交通大动脉。
 2.铁路枢纽布局。
铁路网是由若干规模大小不等，性质具有差别的铁路枢纽，把铁路线连结成为整体的。
铁路网中的枢纽布局是否合理及其技术装备的作业能力，直接影响到整个铁路网运量的大小和行车速
度的快慢，中国现有铁路枢纽约40多个，其中重点枢纽有： （1）北京铁路枢纽。
它由20多个车站，与京沈、京广、京九、京沪、京包、京通、京承、沙通、丰沙、京原（平）等几条
干线和一个环线组成的环形放射式枢纽。
对内联结全国各省区，对外与朝鲜、蒙古、俄罗斯等国开展国际联运。
 （2）沈阳铁路枢纽。
沈阳是全国著名的重要工业城市。
该枢纽由10多个车站和一些支线组成。
它的客货运任务大，但以过境货物运输为大宗，因而编组任务很重。
 （3）郑州铁路枢纽。
郑州地处中原，京广、陇海两大重要干线在这里相交。
在全国铁路网上负担着10多个省、市的运输任务，被誉为中国铁路网的“心脏”。
它的货运作业量中，通过运量约占80％，以煤炭为主。
郑州北站是全国有名的大型编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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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教材:中国经济地理(修订第4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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