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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地理緒論與地球 

 
 

學習之鑰 
  

1.定義（三大傳統與基本觀念） 

(1)地理的定義：研究人類的活動與環境的關係 

①人文環境：交通、聚落、人口分布、經濟、政治…等。 

②自然環境：氣候、地形、土壤、水文、生物…等。 

(2)三大傳統 

①分布論：研究自然現象分布與相關的科學。 

②環境論：研究人類活動與環境間相互關係的一門科學。 

③景域論：研究區域特性的一門科學。 

(3)三大使命（即研究之方法論或步驟） 

①觀察－看。 

②描述（解釋）－寫。 

③評價（計畫）－用。 

(4)三種分析方法 

①空間分析：研究空間分布。 

②生態分析：研究人與環境間的「因果」關係。 

③區域複合體分析：前兩者之和。 

2.經緯線 

(1)基本觀念 

①地球為東西略長、南北略扁的非正球體。 

②地球與黃道面呈 23.5 度傾斜，影響四季與晝夜長短的變化。 

③偏向力的形成，與地球自轉和形狀有關。 

(2)經緯線 

①地球非正球體，東西半徑較南北半徑為長，故經線愈往高緯，長度愈

長。 

②設置經緯線目的：確定彼此的位置與方向。 

③大圓切面通過球心，如赤道與經線皆為大圓；而國際換日線為配合當

地國家需要，呈不規則排列，並非大圓線。 

(3)網格的應用：網格常應用於地圖上的座標系統，記錄方式為網格左下方

的點為該點位置（先寫橫軸座標，再寫縱軸座標）。 

3.時區之應用 

(1)地球由西向東轉（故東邊時間較快），其時間快慢與地球自轉速度有關。 

(2)地球每一小時自轉 15 經度，而以每 15 經度為一時區，在同一經度線上，

時間相同。 

(3)在時區範圍內，以中央經線為準，向東及向西各跨 7.5 度，其時間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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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位之應用 

(1)方位：即東、南、西、北等四大方向。 
(2)方位角：意指度數，如赤道為零度緯線。 
(3)相對方位：兩點間的相互方位。如對亞洲人來說，歐洲位於亞洲西方，

而對歐洲人來說，亞洲位於歐洲東方。 

5.地圖製作之概念 

(1)基本觀念：地圖是將地球的三度空間轉換成二度空間，並利用許多符號、

顏色標示出地理現象。 

(2)地圖製作要素 

①方向：正向圖法。 

②形狀：如麥卡托圓柱投影法中，切點的光源投射形狀最為準確，離切

點越遠變形越大。 

③面積：等積。 

6.等高線圖之應用 

(1)等高線是指由高度相同的點連起來的閉合曲線。 

(2)地形有垂直、陡峭情形時，等高線會呈重疊狀態。 

(3)等高線的間距可因製圖目的、涵蓋面積大小、坡度大小的不同而有異。 

(4)河谷的等高線分布呈倒 V 字型，尖端指向上游。 

(5)根據等高線分布狀態，可判斷地形類別。 

7.比例尺（縮尺） 

(1)比例尺代表地圖與實際地表情形的縮小程度大小，比例尺越大，涵蓋的

面積越小，地圖內容越詳盡。 

(2)面積比例尺＝（長度比例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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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二單元  地形（一） 

 

 

1.岩層種類 

(1)岩層的差異侵蝕無關營力種類，而與岩屬種類之軟硬程度有關。 

(2)全球古老岩層多為硬岩分布區，地勢起伏不大且礦藏豐富。 

2.岩層排列 

多為水平排列；一面陡一面緩稱為單面山，兩側皆陡則為豬背嶺。 

3.岩層變位 

(1)斷層：岩層受到張力、擠力影響而斷裂。上磐受張力影響陷落形成正斷

層；上磐受擠力上升則為逆斷層。 

(2)褶曲：岩層受內營力擠壓抬升，呈波浪狀起伏。岩層褶曲相向稱為向斜；

相背稱為背斜。 

(3)岩層變位地形：如單面山、豬背嶺、單斜脊、斷層及褶曲地形。 

4.風化與崩壞 

(1)基本觀念 

①構成地表起伏三要素：岩層、營力、時間函數。 

②外營力對地表作用：侵蝕與堆積。 

③風化為地表在原地狀態的改變，崩壞則有產生位移。 

④物理風化於乾燥寒冷氣候區內作用明顯（乾、冷）；化學風化則於高溫

多雨氣候區內作用顯著（溼、熱）。 

(2)崩壞地形 

①潛移：需以地形證據辨之。 

②土石緩滑：高山高緯冰緣區，因凍融作用而形成。 

③土石流（泥流）：易形成於逕流多，植被少之地區。 

④山崩：山崩窪與落石堆。 

5.河流地形 

(1)基本觀念 

①河流地形為六大外營力之一，且與人類生活最相關。 

②決定聚落空間三大因素：用水、安全、運輸。 

(2)河流（水的流動）特性 

①因有動能，產生侵蝕及搬運作用。 

②可塑性大。 

③淘選度佳，可由堆積物組成狀態得知。 

(3)侵蝕輪迴 

①發生條件：回春作用（指動能增強，侵蝕力再度復活）。 

②侵蝕基準：指河流往下侵蝕的最低下限，終極侵蝕基準面為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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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河階地形 

①定義：河流向下切割，形成一個新的、高於水面的基地。 

②成因：河流的回春作用，河階數＝回春次數。 

③分布：桃園大溪（大漢溪）、台東鹿野（卑南溪）等。 

(5)曲流地形 

①成因：受地球自轉偏向力影響（側蝕）。 

②位置：多出現在水流平緩的下游地區。 

③影響：排水不良，易造成氾濫成災。 

(6)搶水地形 

①河川襲奪：兩相鄰河流高低位不同，由於側蝕跟頭蝕的影響，低位河

搶走高位河的水，產生搶水地形。 

②斷頭河：流量減少，呈堆積現象。 

③搶水河：流量增多，動能增強，呈回春現象。 

④改向河：侵蝕基準下移，呈回春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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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地形（二） 

   學習之鑰 

1.海岸地形 

(1)海岸地形 

①海蝕地形：岩岸，多分布於臺灣東、北、南部海岸。如海崖、海蝕凹

壁、波蝕棚等。 

②海積地形：沙岸，多分布於臺灣西部海岸，如沙洲、潟湖、沙頸岬等。 

(2)離水與沉水 

   ①離水：陸地上升或海水下降，如海階地形。 

            ②沉水：陸地下降或海水上升，如島嶼、谷灣、溺谷、峽灣、三角江等。 

(3)華倫亭海岸 

①依海水作用：海岸可分為侵蝕與堆積海岸。 

②依陸地作用：海岸可分為沉水與離水海岸。 

③三種現象：進夷（海岸變大）、定止（不變）、退夷（海岸變小）。 

(4)珊瑚礁地形 

①群礁：珊瑚在海底岩成長，構成海濱線的一部份。 

②堡礁：位在海岸外，和海岸隔著礁湖。 

③環礁：珊瑚礁包圍海水形成礁湖，中無島嶼。 

④澳洲的大堡礁為全世界最著名的珊瑚礁地形（堡礁）。 

                 (5)海岸類型：依海岸形成方式不同，可分為谷灣海岸、峽灣海岸、堡式島嶼

海岸、火山海岸（珊瑚礁海岸）、三角灣海岸、斷層海岸等。 

2.石灰岩地形 

(1)石灰岩的地表地形 

①岩溝：雨水在石灰岩面溶蝕形成的長條型凹陷槽溝。 

②滲穴：溶蝕形成的圓形窪地，呈漏斗狀。 

③窪盆：滲穴相連擴大成較長的窪地，形成底平邊陡的長型封閉盆地，

其範圍較大，可供農業使用（壩子）。 

④峰林：窪盆形成、發達後，四周的山坡壁立，所形成的險峻山峰。 

⑤錐丘：峰林經過長期的溶蝕作用後，山峰頂端形狀不再尖銳所形成。 

⑥殘丘：錐丘經過長時間的溶蝕作用後，所形成的山丘。 

⑦脫鈣紅土：窪盆底部由溶蝕剩餘物堆積而成的泥土。 

(2)石灰岩的洞穴地形 

①石灰岩的洞穴地形是由溶積作用所造成。 

②例：鐘乳石、石筍、石柱、石灰華階地。 

3.火山地形 

(1)火山地形多分布於板塊接觸區，而以活火山分布最多的環太平洋火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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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著名。 

(2)火山噴發方式 

①猛烈式：酸性、黏度大、不易流動、易形成火山錐，如陽明山、富士

山、吉力馬札羅山等。 

②穩靜式：鹽基性、黏度小、易流動、地形平坦，如夏威夷火山、哥倫

比亞高原等。 

4.冰河地形 

(1)冰蝕地形 

①冰斗：冰河侵蝕而成的半圓型窪地。 

②羊背石：分布在冰河槽底部凸起的瘤狀物。 

③冰斗湖：冰斗積水而形成的湖泊。 

④槽湖：冰河融化後的冰河槽積水所形成。 

⑤峽灣：陸地下沉，海水入侵冰河槽所形成。 

⑥冰磧平原：冰河溶解後，原地大量堆積冰磧所形成。 

⑦冰蝕湖：冰河作用後，地表積水而成的湖泊。 

(2)冰積地形 

①固體攜帶：無淘選作用，粒子大小混雜，層次難分，如端磧、鼓丘、

冰磧平原。 

②冰水攜帶：淘選作用佳，粒子大小均勻，層次分明，如蛇丘、外洗扇、

外洗平原。 

5.風成地形 

(1)常見的風積地形：沙丘 

①新月丘：形狀像新月，前緩後陡。 

②橫沙丘：數個橫沙丘相連，與盛行風方向垂直。 

③縱沙丘：風變強，把沙丘吹斷呈長條狀。 

(2)風蝕地形 

①岩漠：岩石裸露。 

②礫漠：石礫遍布。 

(3)黃土 

①特色：垂直壁立性，中國華北居民利用此特性挖窯洞而居。 

②層理不明顯，因風具有良好淘選作用。 

      ③代表地區 

a.乾燥區：中國黃土高原，阿根廷彭巴草原。 

b.冰河地區：外洗平原（德國與波蘭中部臺地、美密西西比河流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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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三單元  氣候（一） 
 

 

1.影響氣候的因素 

(1)緯度（太陽輻射）：一地區所處的緯度關係到太陽的入射角度、輻射量，

亦影響四季變化及晝夜的長短變化。 

(2)高度 

①太陽輻射由地表吸收再輻散回空中，故高度越低溫度越高。 

②一天當中以午後 2～4 時的溫度最高，天亮後 1 小時的溫度最低。 

③乾空氣每上升 100m 降 1℃；溼空氣每上升 100m 降 0.6℃。 

④迎風坡空氣上升易降水，背風坡乾燥易形成焚風。 

(3)海陸分布（距海遠近）：海水較陸地比熱大，吸、散熱慢，具冬暖夏涼

特性，臨海愈近氣候變化愈小。 

(4)洋流 

①依溫度不同，可分為暖流、寒流及涼流。 

②暖流流經地區較同緯度其他地方溫暖，降雨較豐富。 

③寒流帶有大量浮游生物，寒暖流交會地區漁產豐富。 

(5)植被 

①主要影響日夜溫差變化（有植被－氣溫緩和；無植被－氣溫變化劇烈）。 

②日溫差變化最大：乾燥氣候。 

(6)盛行風方向：迎風側多雨，背風側少雨。 

2.氣旋與反氣旋 

(1)空氣由高壓向低壓流動，受地球自轉影響，北半球往右偏，南半球往左

偏。 

(2)氣旋：空氣由外向內旋入，又稱低氣壓(L)。 

(3)反氣旋：空氣由內向外旋出，又稱高氣壓(H)。 

3.行星風系 

(1)探討整個地球的風帶現象。 

(2)假設地球為均質無海陸之分，且地軸與黃道面垂直，只考慮日照一個因 

素。 

4.地方風系 

(1)焚風：迎風側大量降水，乾燥空氣於背風側因下沉增溫，形成乾熱焚風。 

(2)山風與谷風：因山谷間日夜吸散熱的差異所致。山風由山頂往下吹；谷

風由山谷往上吹。 

(3)海風與陸風：陸地與海水比熱不同所致。 

(4)季風 

①風向隨季節而變化改變，以一年為一個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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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成因為大範圍海陸差異（如季風亞洲區）與風帶季移。 

5.降水類型 

(1)對流雨：因地面溫度升高，空氣產生對流所引起的降水（如：西北雨）。 

(2)地形雨：空氣隨地形抬升，水氣於高空遇冷凝結飽和所產生的降水。 

(3)颱風雨：熱帶氣旋所形成的降水。 

(4)氣旋雨：當冷、暖氣團相遇，暖氣團被抬升所產生的降水（如：梅雨）。 

6.逆溫與降雨特性之研究 

(1)逆溫：氣溫隨高度增加而漸增的情形。 

(2)成因 

①冬天晴朗無風夜晚，因地表空氣散熱較快，造成下冷上暖。 

②冬天山頂冷空氣較重，而沉聚在山谷，使谷底較山坡冷。 

(3)降雨特性 

①雨量變率：降雨較穩定地區（溼潤氣候），雨量變率小；降雨較不穩定

地區（乾燥氣候），雨量變率大。 

②降雨強度：單位時間之降雨量，計算單位為 mm/天或 mm/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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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三單元  氣候（二）   
 

 
1.全球重要氣候類型的分布 

(1)雨林氣候 
①介於 10°S ～10°N 間。 
②終年高溫多雨，陽光充足，降雨季節分布受到風帶移動影響。 

(2)莽原氣候 
①夏雨冬乾，典型風帶移動的影響，呈漸進式變化。 
②依植被多寡可分成疏林莽原、莽原。 

(3)溫帶沙漠氣候 
①介於緯度 20～30 度間。 
②成因：高氣壓、涼流、背信風。 

(4)地中海型氣候 
①介於緯度 30～40 度之間的大陸西側。 
②夏乾冬雨，受風帶季移（西風）與沿岸涼流影響。 

(5)溫帶海洋性氣候 
①介於緯度 40～60 度之間的大陸西側。 
②終年溼潤有雨，受西風與沿岸暖流影響。 

  (6)溫帶大陸性氣候：分布於北半球（亞洲最顯著），南半球因陸地面積小，無  

此型氣候。 
(7)溫帶沙漠氣候 

①溫帶大陸性氣候越顯著地區，其中間地帶常因距海遠（水氣少）而出

現溫帶沙漠氣候。 

②全球五個溫帶沙漠：中國蒙古、新疆、中亞俄羅斯的內陸沙漠、北美

西部山區的沙漠巴塔哥尼亞沙漠（南半球唯一的溫帶沙漠）。 

(8)中國型氣候 

①介於緯度 30～40 度之間的大陸東側。 

②終年有雨，夏季較多。 

(9)寒帶氣候：緯線 66.5 度是副極地和極地氣候的分界線。 

2.各氣候型的研判與分析 

(1)年溫差大→溫帶；年溫差小→熱帶。 

(2)雨季分布 

①終年有雨：熱帶雨林、溫帶海洋性（秋冬多雨）、中國型氣候（夏雨多）。 

②乾溼分明：地中海型（冬雨型）；熱帶莽原、季風、大陸性氣候（夏雨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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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熱帶氣候 

①熱帶雨林：年溫差小，終年高溫多雨，無乾雨季之分。 

②熱帶莽原：年溫差小，有明顯乾季（可至 6 個月）。 

③熱帶季風雨林：降雨季節分布不均，夏雨集中率大，乾季較短（1-3 個

月）。 

(4)溫帶氣候 

①溫帶地中海型：乾雨季分明，夏乾冬雨。 

②溫帶海洋性：終年有雨，秋冬較多。 

③中國型：終年有雨，夏季較多。 

④溫帶大陸性：夏雨冬乾，年溫差大。 

⑤溫帶季風：夏雨冬乾，夏雨集中率大。 

(5)季風的冬雨型氣候：因冬季季風經過海面帶有水氣 

①溫帶季風冬雨區：日本本州西側地區。 

②熱帶季風冬雨區：臺灣、福建、海南島、越南、印度（斯里蘭卡）。 

3.乾燥氣候 

(1)熱帶乾燥氣候 

①共同成因：副熱帶高壓籠罩。 

②個別成因：涼流、背信風等。 

(2)溫帶大陸性氣候 

①位於溫帶大面積陸地，亞洲最顯著（俄羅斯地區），南半球因陸塊面積

小，故無此型氣候。 

②沿岸多雨，越往內陸水氣越少，氣候越乾燥。 

(3)溫帶沙漠氣候 

①深處內陸：中亞沙漠、蒙古戈壁。 

②高山圍繞：新疆大戈壁。 

③背西風：巴塔哥尼亞沙漠、美國西部內陸沙漠。 

      ④沿岸寒流：巴塔哥尼亞沙漠。 

 

 

 

 

 

 

 

 

 



高中一年級地理（上） 

寰宇知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嚴禁轉載 

11

 學習之鑰 

第四單元  水文 
 

 

1.概論 

(1)水平衡：一地降水與支出間的關係，全球水資源總收入必等於總支出。 

(2)水資源：人類主要用水為河水、湖水及地下水。 

(3)取鹽方法：內陸採池鹽、井鹽；沿海採日曬、火煎及冰結析鹽。 

2.河流 

(1)類型：常流河、間歇河、臨時河。 

(2)荒溪型：臺灣河流主要特性，因夏雨集中率過大所致，但終年有水，仍

屬常流河的一種。 

(3)河川價值：價值好壞主要取決於是否流向精華區，如北極海外流區之河

流、密西西比河、多瑙河。 

3.湖泊 

(1)成因 

①曲流：牛軛湖。 

②河道被堵：堰塞湖，如草嶺潭。 

③火山作用：堰塞湖，如長白山鏡泊湖；火口湖，如長白山天池。 

④冰河地形：如北美、北歐、藏北高原等。 

⑤斷層作用：東非高原、紅海、約旦河、藏北高原等。 

(2)消失之因：淤積、蒸發、湖緣侵蝕（古臺北湖）。 

4.地下水 

(1)成因：地表水入滲至不透水層累積形成。 

(2)自流井：來自受壓地下水層，且含水層傾斜，水井較水頭高度為低。 

(3)井水：井水水面即地下水面，過渡抽取易造成地層下陷。 

5.洋流：表層海水作終年固定方向流動 

(1)成因：風的吹送（行星風系）、物理作用（連續性）。 

(2)類型 

①流動方式：吹送流、補償流、湧升流。 

②流向：暖流（低緯→高緯）、涼流（中緯→低緯）、寒流（高緯→低緯）。 

6.陸冰與海冰 

(1)陸冰：雪線高低受到溫度影響，溫度高則雪線高。 

(2)海冰 

①海上的冰山，冰山水面下的體積是水面上的 9 倍。 

②北半球冰山來源為格陵蘭；南半球冰山來源為南極洲。 

(3)北冰洋的海冰說：若北冰洋海冰比往年多，則日本隔年夏穀物將欠收。 

(4)南冰洋的海冰說：若南冰洋海冰比往年多，則北半球將多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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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五單元  土壤與生物 
 

 

1.土壤 

(1)成土作用：外營力作用，岩石早期受母岩性質影響，長時間受氣候影響

最大。 

①增添作用：搬移他處的土層，堆積在原有土層上方。 

②淋溶作用：雨量影響土壤酸鹼性；雨多→酸性，雨少→鹼性。 

③洗出作用：水的流動帶走細小物質的作用，上層土壤洗出至下層。 

④洗入作用：吸收上層洗出的土壤。 

(2)溫度影響氧化作用（熱帶→紅壤化；溫帶→灰壤化），雨量影響淋溶、洗

出和洗入作用。 

(3)乾燥區鈣化作用：鹽鹼土或鹽漬土。 

(4)最適合植物生長之土壤：比例為水 25%、空氣 25%、礦物質 45%、有機

質 5%。 
(5)土壤剖面：土壤上下層顏色、質地、肥沃度有明顯差異，需經長時間發

育始得形成。 

①成熟土（顯域土）：土壤剖面完整。 

②不成熟土（泛域土）：土壤剖面不完整。 

(6)土壤維護：防風林、栽種植物方向與盛行風方向呈直角相交交、沿等高線

開闢梯田等。 

2.植物 

(1)影響分布因素：溫度、陽光、水、風、土壤等。 

(2)寒熱帶植物比較：寒帶多針葉林，熱帶多闊葉林，溫帶屬混合的過渡帶。 

(3)熱帶氣候植被比較 

①熱帶雨林：植物高大，且濃密，陽光無法照射至地面，地面潮濕不適

人居。 

②熱帶季風：季風雨林有明顯乾季（落葉現象），地面乾燥適人居。 

③莽原：乾季長，以粗大的草本植物為主。 

3.動物 

(1)動物分層原因：活動空間的需求，進而往上垂直發展。 

(2)熱帶雨林與季風雨林動植物分層明顯；莽原動、植物無明顯分層。 

(3)人類活動分層的主要分布 

①中心商業區：高樓大廈。 

②地中海型農業區。 

③綠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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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六單元 人口論 
 

 

1.人口成長（變動） 

(1)四要素：出生、死亡、移入、移出。 

(2)自然增加率＝ 1000×
年中終人口總數

出生人數－死亡人數 ‰＝出生率－死亡率。 

(3)社會增加率＝ 1000×
年中人口總數

移入率－移出率 ‰＝移入率－移出率。 

(4)一地人口成長率（增加率） 

   ①即自然增加率＋社會增加率＝（出生率－死亡率）＋（移入率－移出率）。 

   ②公式＝ 1000×
Ps

PsPt－ ‰。 

(5)影響因素 

①出生率高低：生活水準高低。 

②死亡率高低：生活水準高低、人口年齡組成、職業組成、治亂福禍。 

(6)人口成長 

①封閉系統：一地人口成長，由出生和死亡兩要素決定。 

②開放系統：一地人口成長，不但受出生和死亡影響，也受移入和移出影響。 

2.人口轉型（封閉系統下） 

(1)由「高出生、高死亡」逐漸轉為「低出生、低死亡」的過程。 

(2)人口轉型四階段：高穩定、早期擴張、晚期擴張與低穩定階段。 

(3)人口替代：能夠替代父母親人數的小孩生育數（約 2.1 個小孩）。 

3.人口組成 

(1)性別  

①性別比率：指女性比 100 人為基準所相當的男性人數，如男：女＝106：100。 
    ②影響一地人口男女性別比之因素：出生、死亡率差別、移民數量差別。 

③性別比不均衡之影響：結婚率降低、就業狀況不協調，易形成社會問題。 

(2)年齡別 

①年齡結構：幼年（0～14 歲）、青壯年（15～64 歲）與老年人口（65 歲以上）。 

②表示方法：人口金字塔圖、人口等邊三角形圖。 

(3)人口金字塔圖（可同時表現性別與年齡別） 

①增長型（年輕型人口結構）：高出生、高死亡開始降低。 

②靜止型（成年型人口結構）：低出生、低死亡、人口穩定成長。 

③縮減型（老年型人口結構）：低出生、低死亡很長時間，人口呈負成長。 

(4)臺灣人口成長階段劃分：高穩定（民國 14 年以前）→早期擴張（民國 14～40 
  年）→晚期擴張（民國 40～85 年）→低穩定（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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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人口階段劃分：緩慢人口成長期（工業革命前）→人口成長過渡期（西

元 1750 年～二次大戰前）→迅速增加期（西元 1941 年～現今）。 

公式 代表意義 

1.人口密度＝
一地總面積

一地人口總數
 

人口密度越大，對自然環境

干擾愈大 

2.農地的人口密度＝
一地農地面積

一地人口總數
 

在自給自足條件下，數值愈

大代表土地扶養力愈大 

3.農地的農業工作者密度＝
一地農地面積

一地農業就業人口
 

數值愈大，代表一個農夫擁

有耕地面積愈小 

4.農地百分比＝
一地總面積

一地農地面積
 

農地百分比愈大，代表此處

的自然環境較優秀 

4.人口密度和人口分布 

(1)各種人地比率 

(2)人口分布（受到自然與人文影響） 

①自然環境影響：氣候、地形、人文、土性等。 

②人文環境影響：耕作方式、生產技術、經濟開發、歷史背景等。 

③人口密集區：季風亞洲、歐洲和北美洲。 

④人口稀少區：過冷、過乾或過於溼熱地區。 

5.人口移動 

(1)種類：依移動範圍分國內移民（境內移民）與國際移民。 

(2)原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自然因素。 

(3)推拉理論 

①拉力（好的）：能吸引人民移入該地區的因素。 

②推力（差的）：讓人民想移出該地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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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七單元 產業活動 
 

 

1.農牧業（第一級產業活動） 

(1)影響農業區位因素 

①自然因素：氣候、地形、土壤、水資源。 

②人文因素：歷史文化、科技發展、市場距離。 

(2)邱念區位租 

①探討距離與運費對於農作物產生不同利潤（區位租）的情形。 

②六個同心圓圈帶結構：鮮乳及蔬菜帶、林木帶、六年輪作帶、七年輪作帶、

三圃式農作帶、畜牧帶。 

(3)農牧業類型 

①自給性農牧業：採集、游牧、游耕、傳統自給性農業。 

②非自給性農業：放牧業、酪農業、混合農業、地中海型農業、商業性穀物

農業、熱帶栽培業、園藝式農業。 

2.林業 

(1)森林種類與分布 

①冷溫帶針葉林（軟木）：98%分布於北半球溫帶，主要包含松、柏、檜等。 

②熱帶闊葉林（硬木）：產於暖溫帶、熱帶地區，主要包含桃心花木、山胡桃

等。 

(2)森林採伐與經營觀念 

①開採原則：需求樹種密度高、市場價格高、森林面積大、易達性高。 

②經營觀念：伐植平衡、多目標利用、採科學方法。 

3.漁業 

(1)漁業類型：養殖漁業、沿岸漁業、近海漁業、遠洋漁業。 

(2)世界五大漁場：西北太平洋漁場、東北太平洋漁場、西北大西洋漁場、東北

大西洋漁場、東南太平洋漁場。 
(3)漁撈方式：圍網、流刺網、延繩釣、拖網、拖曳網（牽罟）。 
(4)臺灣漁業：洄游魚類必經之路，冬季烏魚隨中國沿岸流南下臺灣海峽。 

4.礦業 

(1)礦質分類：金屬礦、非金屬礦、能源礦。 

(2)地理條件 

①自然條件：受限於地質構造。 

②人文條件：市場區位、資源品質、技術、政策等。 

(3)資源分類：可更新資源（如太陽能、植物）、不可更新資源（礦產）。 

5.工業（第二級產業活動） 

(1)工業化：就業人口由第一級產業活動轉移至第二級產業為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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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代工業特徵：生產機械化和自動化、生產線上專業化（泰勒化）、產品標準

化與規格化、產品新穎化。 

(3)影響工業區位因素：交通、原料、勞工、市場、動力、政策、聚集經濟。 

(4)區位選擇與轉變：技術革新、聚集經濟、規模經濟規模擴大。 

6.貿易業（第三級產業活動） 

(1)貿易的產生 
①自然與人文條件不同，導致區域性差異→透過貿易互通有無。 
②需求上升、運輸革新、自由經濟體制→區域專業化。 

(2)影響貿易因素：互補性、競爭性、距離遠近、貿易協定等。 
(3)臺灣的國際貿易 

①依賴程度提高，因資源缺乏（進口貿易）、國內市場小（出口貿易）。 

②貿易依存度＝ ％
）國民生產毛額（

進出口總額 100
GMP

× 。 

(4)國際貿易出超與入超 

①出超（貿易順差）：一國輸出總值＞輸入總值→賺取外匯，累積財富。 

②入超（貿易逆差）：一國輸出總值＜輸入總值→貿易赤字，資金減少。 

(5)跨國企業 

①形成原因：主觀因素（尋求最低生產成本）、客觀因素（科技發展助力）。 

②內部組織：總部（總公司）、管理單位（分公司）、生產單位（工廠）。 

③未來趨勢：彼此合夥合作，分享全世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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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八單元 聚落、交通、觀光與政治地理 
 

 

1.聚落 
(1)聚落的區位 

①發生的區位條件：水源、運輸、安全。 
②聚落區位包含「地點」（聚落本身條件）與「位置」（聚落對外關係）。 
③地點選擇原則 

a.自然方面：河階、沙洲、曲流、山險、向陽與避風、井泉、名勝等。 
b.人文方面：林、漁、礦產地；耕地所在地；宗教、文化特定地點等。 

④區位意義變遷：早期農業社會→地點因素；進入工商社會→交通因素（位

置）為聚落成長與否的關鍵。 
(2)聚落類型：鄉村與都市聚落。但隨都市擴張與交通改善，兩者區分漸模糊。 
(3)鄉村聚落 

①分布型態：集村（聚居在一起，村落大）、散村（分散居住，村落小）。 
②鄉村的平面形式 

a.平面圖分類：塊狀村、線形村、環形村、城郭狀村。 
b.鄉村房屋特點：建築材料、屋頂形式、房屋平面。 

③鄉村生活演變：傳統→血緣與地緣關係緊密；工業化衝擊後→人口外流、

老化、土地廢耕、經濟衰退等問題。 
(4)都市聚落 

①都市化與都市成長 
a.都市化：都市人口增加率＞總人口增加（主要是鄉村人口移入）。 
b.都市成長：都市人口增加率≦總人口增加率。 

②城鄉關係與都市問題 
a.城鄉關係依都市化程度不同：部落社會、低度、中度、高度開發國家。 
b.都市問題：因就業、就學等因素使人口集中於都市，因而發生許多問題。 

(5)都市階層 
①中地理論：德國克里斯徒勒所創，把大小不等的城市與鄉鎮稱為中地，這

些大小城鎮是替四周居民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供應點。愈高級的城鎮提供的

商品種類愈多，中地等級愈大，服務範圍也愈大。 
②都市人口規模分布：依據等級大小法則，可將人口數大小定出等級。 

計算公式：Pr＝
r
1Ρ ，r＝

Pr
P1  

③地方生活圈 
a.目標：均衡區域發展，縮短區域差距。 

b.臺灣的地方生活圈（20 個）：都會生活圈、一般生活圈、離島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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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都市計畫：現有都市為了促進其機能所訂的實施方案，可分三類型：作業

計畫、開發計畫、修護計畫。 
 (6)都市結構與機能 

①都市機能：都市居民賴以生活的主要經濟活動。 
②都市土地利用分區與內部結構： 

a.都市土地利用分區（機能分區）：如工業、商業、文教區、住宅區等。 
b.中心商業區(CBD)：商業最集中、土地利用強度最大、易達性最高。 
c.都市內部結構三種理論：同心圓、扇形、多核心理論。 

2.交通與觀光 
(1)交通運輸 

①運輸的空間結構 
a.節點：客、貨移動的起點、終點、轉運點。 
b.連線：節點與節點間的運輸路線。 
c.腹地：某一節點透過連線與四周保持互補關係，此範圍（地區）即為該節

點的腹地。 
②運輸方式：陸運（公路、鐵路運輸）、水運、空運。 
③通訊與訊息流 
  a.通訊：將資訊與訊息利用各種媒介來傳播。 
  b.訊息流：以電腦網路與全球各地作大量及快速的資訊流通。 
  c.結合以上傳訊而達到空間擴散。 

(2)觀光遊憩 
①觀光資源分類：自然資源、人文資源、自然及人文資源。 
②運輸革新與觀光：運輸革新是促進觀光活動的最大因素。旅程空間分布由

點狀（原始交通）→線狀（火車發明）→面狀（汽車使用）。 
3.政治地理 

(1)國家與國防 
①國家的組成要素：人民、領土、主權、政府。 
②國界劃定：天然國界（地形河流）與人為國界（經緯度）。 
③臺灣領土 

a.領陸：臺灣本島、澎湖、金門、馬祖及南海諸島中的東沙、太平兩島。 
b.領海：西元 1982 年聯合國海洋公約定 12 海浬；經濟海域 200 海浬。 

(2)國際形勢 
①地緣政治學說：海重於陸、陸重於海、邊緣地帶學說。 
②國際關係 

a.1950～1970 年：東（共產）西（民主）政治上的對抗。 
b.1970 年代以後：南北經濟上的對抗。 
c.目前：蘇聯解體、東歐民主化、東西德統一、中國大陸加速改革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