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輯 大 意

　　翻開各版本的地理教材，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精彩的圖片吸引著同學的目光，老師們上地

理課時，大部分利用圖片投影的方式來進行教學，圖像教學儼然成為地理課的主要上課方

式。這本因應最新課綱的《我的家教－高中地理第一～二冊學測複習講義》，就是在上述的

背景下，希望提供一本全方位，統合各版本且以圖像學習為主的新參考書。

　　本書的架構相當新穎，每一單元從主題圖形切入，指出本單元的重點與特色，並依照新

課程綱要，配合圖像來解說每一主要概念。「 名師 BLOG 」引申重要的重點或專有名詞；

「資料夾」補充相關資訊；「 Point 」點出記憶或學習的要點；「 EXAMPLE 」提供即時練

習。每一節後的「實力挑戰」，由筆者親自出題，佐以最具代表性的大考試題，提供同學們

閱讀後的習作。筆者相信在循序閱讀與練習後，地理課程的學習將是相當容易的。

　　本書的特色可歸納如下：

一、完整彙整各版本的主要概念，不以某一出版社的教材為主。

二、概念的解釋盡量以圖表為主，如示意圖、照片、地圖等。

三、�特別重視表達空間位置的地圖，凡是本書出現的各種地名，盡量都展示在地圖上，讓同

學學習有所依歸。

 四、�配合新教材，每一節後的實力挑戰題目，大部分是由筆者親自命題，命題材料來自各版

本教科書，新穎且具挑戰性，亦符合大考趨勢。

五、�大量採用經建版地形圖、衛星照片，或是由筆者親自利用GIS所繪製的區域地圖，並輔

以各地照片，希望協助同學了解，對於教師的教學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本書的出版雖經筆者多次校對，但一定會有未盡周詳之處，不管是地圖或文字，尚請使

用的同學或老師先進提供寶貴意見，以作為修訂時之參考。

編者 謹識



自然通論 1

2認識地理學第1單元

5地　圖第2單元

37地理資訊第3單元

56地　形第4單元

107氣候與水文第5單元

157自然景觀帶第6單元

contents　1



人文通論 181

182農　業第7單元

202第二級產業第8單元

216第三級產業和觀光第9單元

228高科技知識產業第10單元

238人　口第11單元

253都市與聚落第12單元

271地理實察第13單元

contents　2



蕭坤松老師最新力作

比教科書更好用的參考書

比參考書更好用的教科書

單 元 主 題 圖 圖像學習．一目瞭然

單 元 引 言 提綱挈領．把握要點

重 點 整 理 學習焦點．事半功倍

實 力 挑 戰 掌握趨勢．實力倍增

即時練習．深化記憶EXAMPLE

簡明扼要．易懂易記Point

解析疑惑．深入淺出BLOG

歸納統整．融會貫通

補充注釋．學習寶庫



Geography 地
理

CHAPTER  12

都市與聚落
253

第 12 單元

都市與聚落

　　本單元的重點有：地點與位置的區別、都市化與郊區化的意義、都市化與都市擴張的歷程

、都市機能的衡量、地價的分布概念、都市的土地利用模式、都市規模與階層的概念、等級大

小法則、世界都市分布與特徵等，幾乎每年學測或指考都會有 1 ～ 2 題的相關題目，因此請同

學要格外注意。

　　下圖展現全球主要大都會帶的分布，同學們可先察看此七大都會帶分布在哪些國家，其名

稱也記一下（利用地圖應該很好記），特別要注意三個世界都市（紐約、東京、倫敦）所在的

位置，大都會帶的概念請察看本單元第 256 頁。

▲世界主要都會帶

都市發展與城鄉關係12-1

一、聚落的意涵

1. 聚落的意義：人類安身立命的居住地點，包含房屋、街道與人群。可分為鄉村聚落與都市聚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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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鄉村聚落與都市聚落的差異

主　要　活　動 人口密度與規模 經濟依附 生　活　水　準 公共服務設施

鄉村 第一級產業活動 較低、較小 土地 較低，出生率與死亡率較高 較不完善

都市 第二、三級產業活動 較高、較大 區位 較高，出生率與死亡率較低 較完善

二、都市聚落

1. 都市聚落的發展：因人口增加，由鄉村 → 鎮 → 城市 → 都會。

2. 都市的定義

各國不同，以人口規模來看，地廣人稀的地方，如瑞典只要 200 人以上就可成為都市；人

口稠密區如日本，其都市人口要在 3 萬人以上，臺灣則需要數萬人以上。

臺灣都市的定義：人口規模達 5 萬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 1,000 人（或 2,000 人）以

上、非農就業人口數占總就業人口 60% 以上。

3. 都市的區位：地點與位置

意　　　　義 舉　　　　例

地點
聚落所在的地理環境條件，如地勢

平坦、面積廣大、自然資源豐富處

艋舺位於新店溪與淡水河交會口

高雄市有優良港口與廣大的腹地

位置
聚落所在地與外部的關係，尤其是

交通與資訊往來的關係

紐約位居哈得孫河口，居北美大陸進出大西洋的要衝

上海位居長江口，為長江航運與東部沿岸航線的交通中樞

 其它如莫斯科、芝加哥、鹿特丹、新加坡等都具重要位置

而發展

名師 BLOG

 臺灣都市的定義 

　　都市定義通常考慮人口規模、人口密度與就業結構等三項因素，依據臺灣 行政院 主計總處的定義

，凡在同一區域內，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為都市化地區（臺灣法定都市化地區定義並未考慮就業結構）：

一地具有 2 萬人以上之人口，人口密度達 300 人／ km2。

不同市鎮鄉之二個以上相鄰地區，其人口數合計達 2 萬人以上，且其人口密度為 300 人／ km2。

　　2009 年為配合五都建置，《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人口需達 125 萬人（如臺北市）；50 ～ 125
萬人為市（如新竹市）；15 ～ 50 萬人為縣轄市（如桃園市）。為方便同學學習，本書整合南一版及龍

騰版教材來定義都市。

三、都市化

1. 意義：鄉村人口往都市地區移動集中的過程，就稱為都市化現象。

2. 都市化程度

指住在都市的人口占該國總人口的百分比（%），公式為：
都市總人口
全國人口

×100%

例如：臺灣 2010 年都市化程度為 78%，亦即臺灣總人口中，有 78% 的人口住在都市，

22% 的人口住在鄉村。都市化程度愈高，通常代表該國經濟愈發達，從事二、三級產業的

人口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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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因：都市化的成因主要是工業化，是工

業革命後的社會演進。（右圖）

工廠選擇交通方便的港口或小鎮設廠，

鄉村人口開始移入。

小鎮人口增加，相關商業、服務業陸續

進入，吸引更多鄉村人口移入，小鎮因

人口成長而成為都市。

Point 人口由鄉村移入都市稱為都市化現象。

4. 都市化與都市成長的比較

意　　　　義 界　定　方　法

都 市 化 除了都市人口的自然增加外，較強調都市人口的社會增加 都市人口增加率＞全國人口增加率

都市成長 僅強調都市人口的自然增加 都市人口增加率≦全國人口增加率

example

右表是四個假想地區十年間（1980 ～ 1990 年）的

人口變化資料。請問「都市化」最明顯的地區是：

甲乙　　

甲丙　　

乙丙　

乙丁　　

丙丁。

地區 年份 總人口 鄉村人口 都市人口

甲
1980 160 90 70
1990 200 100 100

乙
1980 145 75 70
1990 170 85 85

丙
1980 100 40 60
1990 120 40 80

丁
1980 80 40 40
1990 100 55 45

解 �根據上表，可算出四個地區 1980 年及 1990 年都市人口占總人

口的百分比。由右表資料可知，乙地區為都市成長，丁有都市

衰退的現象，甲、丙都市化較明顯。故選。

四、郊區化與都市擴張

1. 郊區化與都市擴張：都市因交通設施的改善，人口由都市中心移到郊區定居的過程，稱為郊

區化。此種郊區化現象會造成都市範圍的擴大，就稱為都市擴張，如下圖所示。

甲階段：尚未郊區化之前的都市人口密度分布情況。

乙、丙階段：因都市擴張，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次遞向郊外移動。

▲郊區化現象（甲→乙→丙）示意圖

km

▲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關係

項目 甲 乙 丙 丁

1980 年 44% 48% 60% 50%
1990 年 50% 50% 6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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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擴張與交通革新

都市因聚集利益的關係，吸引大量經濟活動與人口聚集，到了某一種程度，就會產生交通

壅塞的問題，需進行交通革新。

▲交通革新與都市發展的關係

當新幹道修築完畢後，因交通易達性提高，吸引更多人口往都市集中，不僅提高都市化速

度，郊區化現象也加速，終而促成都市擴張。

都市化與郊區化現象加速，不僅吸引大量人口往都市集中，也帶動都市中心人口往郊區移

動，又造成交通壅塞，產生交通革新的需求。如此循環不斷，進一步促成都市再擴張。

▲交通革新形成都市擴張

五、都市擴張的階段與都市化歷程

1. 都市擴張：一般而言，以西方都市擴張的經驗來看，都市擴張基本上分為三個階段：

孤立市鎮階段
住家和工作場所緊鄰，主要運輸工具是馬車或步

行，人口集中於 CBD，且住商混合明顯

都 會 區 階 段

市中心因郊區化而人口密度下降，交通工具改為

汽車並有明顯都市擴張現象，市中心住商混合狀

況下降

大都會帶階段

都市持續擴張，導致與鄰近大都市郊區重疊，都

市連接成都會帶，或形成巨大都市，市中心人口

密度降為 0，且住商分離

名師 BLOG

巨大都市 

　　相鄰的許多都會區，因不斷擴張導致都會區相連一氣，形成一連串的都會景觀，稱為巨大都市，

也就是大都會帶，目前世界上有七個大都會帶，請參閱首頁地圖。

▲巨大都市的成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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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化歷程：西方國家都市化現象較早，若參照其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階 段 時期 主要產業 都市擴張階段 都　市　化　現　象

初期階段
工業革命前

的傳統社會
第一級 孤立市鎮階段

都市規模不大、數量少，且都市化程度低，進展緩

慢

加速階段 工業化時期 第二級 都會區階段
都市化速度最快，郊區化明顯，都市規模與數量大

增

緩慢階段
後工業化時

期
第三級 大都會帶階段

經濟發展已成熟，因機械化關係，少量人口留在鄉

村從事糧食生產，城鄉關係良好，都市化停滯，甚

至形成反都市化現象。都市規模最大、數量最多

20

0

40

60

80

100

▲都市化（紐約）▲都市化的階段

六、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都市化的差異

1. 世界各洲的都市化

2009 年底全世界大約有 34 億 2 千多萬人住在都市，已超過鄉村人口約 1 千多萬人（2009
年全球都市化程度為 50.1%），其分布情形如下圖。

 二次大戰前，已開發國家因工業

化較早，故都市化速度較開發中

國家快速，二次大戰後，則相反。

 目前亞洲以及非洲都市化程度仍

快速增加，歐洲與北美洲等已開

發國家呈現減緩趨勢。

 目前全世界都市人口最多的是亞

洲，最少的是大洋洲。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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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各洲來看，各洲都市化程度的變化如下圖。

 二次大戰後，世界都市化程度明

顯增加，尤以開發中國家增加速

度高於已開發國家。

  2020 年都市化程度最高的是中南

美洲（拉丁美洲），最低在亞洲。

 中南美洲都市化快速的原因在鄉

村破產，大量人口流入都市，稱

為假性都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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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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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洲之都市化成長狀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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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都市化程度的比較

2. 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都市化程度的比較

國　家 洲　　別 都 市 化 的 動 力 都市化程度
都　　市　　問　　題

原　　因 嚴　重　性

已開發

國家　
北美洲、歐洲

工業化帶動鄉村機械化，

大量農人轉入都市

較高，已進

入緩慢階段

都市環境惡化，導

致產業與人口外流

問題較少，城

鄉關係較平衡

開發中

國家　

中南美洲、亞

洲與非洲

因鄉村土地不均，農人喪

失土地而大量湧進都市，

是鄉村推力與都市拉力的

作用結果

較低，大部

分進入加速

階段

鄉村人口大量湧進

都市

都市問題叢生

，貧富差異大

3. 世界十大都市（以 2009 年為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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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都市化

程度的比較

排名 都　會　區 人口數（百萬人）

1 日本東京 36.5

2 印度德里 21.7

3 巴西聖保羅 20.0

4 印度孟買 19.7

5 墨西哥市 19.3

6 美國紐約 19.3

7 中國上海 16.3

8 印度加爾各答 15.3

9 孟加拉達卡 14.3

10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13.0



Geography 地
理

12-1

都市發展與城鄉關係
259

七、城鄉發展

1. 城鄉關係：都市與鄉村機能不同，都市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給鄉村；而鄉村生產糧食或田園

休閒景觀給都市居民，兩者相輔相成。

2. 都市與鄉村的互動關係亦隨時間而改變

城鄉關係時期 城　鄉　互　動 城　鄉　關　係

部 落 社 會 因為沒有都市故無城鄉關係

農 業 時 代
鄉村可自給自足，依賴都市較少，都市需要

鄉村生產糧食，故依賴鄉村較多
不密切，但都市較依賴鄉村

工 業 時 代

都市提供就業機會與各種商品服務，也是鄉

村資訊與文化來源；鄉村則是都市糧食與勞

力來源，並提供休閒去處，故城鄉關係密切

兩者互動關係密切

全 球 化 時 代

鄉村發展花卉、蔬菜或其它特色產品與文化

景觀，常跨越鄰近都市，與遠處大都市或國

外都市連繫；都市因交通與資訊革新，腹地

不僅涵蓋附近鄉村，也會擴及國內外大都市

 由於網際網路、便捷交通與自由貿易，

全球化下的城鄉關係形成一種複雜多層

次關係

鄉村因交通較不發達，更依賴鄰近都市

實  力  挑  戰

一、單一選擇題

下圖是隨著交通工具的演進，都市空間型態的轉變，請問哪一時期 CBD 的人口密度最低：

　甲　乙　丙　丁。

右圖為巴西利亞的衛星照片，圖中甲處為市區主要幹線交會處，

請問該區的土地利用最可能是：

　住宅區　　

 工業區

　商業區　　

　行政區。

右圖是北美洲與歐洲都市人口密度在不同時期

（甲～丁）的變化，依據該圖判斷下列哪一項敘

述最不正確？

　均出現郊區化現象

　都市範圍均有擴大

　 CBD 人口密度均未有變化

　該人口密度的變化都導源於交通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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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 2012 年部分臺灣都市人口成長狀況，請問～題：

總人口（千人） 自然增加率（%） 社會增加率（%） 人口成長率（%）

甲（臺北市） 2673 0.49 0.35 0.84

乙（新竹市） 425 0.9 0.3 1.12

丙（臺中市） 2684 0.5 0.27 0.77

丁（嘉義市） 271 0.14 -0.25 -0.11

臺灣地區 23315 0.32 0.07 0.39

哪一都市的都市化現象最明顯？

　甲　乙　丙　丁。

哪一都市的都市成長最明顯？

　甲　乙　丙　丁。

◎城鄉統合起來形成區域。優質的區域發展必須能促進城鄉的良性互動、均衡發展，使城鄉間

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上互利分工，構成伙伴的關係。請問～題： 【95 指考】

下列臺灣的哪些措施最不能促進城鄉互動、均衡城鄉的發展？

　地方道路的鋪建　通訊網絡的建構　高速公路的開闢　一鄉一特色的產業發展。

很多開發中國家的主要都市規模很大，這些都市中心地區的公共設施及景觀常不比已開發國

家遜色，但在都市邊緣常有從鄉村移入的人口聚集，形成龐大違建區。這種現象是因為這些

國家在規劃區域發展時，城鄉之間的資源分配出現以下哪種狀況所致？

　資源分配集中於鄉村　資源集中於全國性的基礎建設　資源平均分配於鄉村和都市　

資源集中分配於重要都市。

西方國家的都市化現象是有階段性的，但各階段的進展卻因國家而有所不同。下列哪些敘述

正確？甲、都市化曲線中的初期階段指居民仍以農業活動維生　乙、都市化曲線中的終端階

段指都市成為二級產業中心，城鄉人囗遷移顯著　丙、英國約在 1900 年便開始進入都市化

曲線中的加速階段　丁、美國都市化的結果，使其都市化曲線於 1950 年進入終端階段。

　甲乙　甲丁　乙丙　丙丁。

世界各國因國情不同，定義都市所使用的指標種類與數量雖不一致，但其中唯一不可或缺的

指標是：

　人口密度　地點與位置　國內生產毛額　非農就業人口比例。

就全球而言，西方國家比世界其它地區更早經歷快速的都市化過程。此一事實和下列哪一項

因素最具有直接關係？

　農業機械化　產業工業化　教育普及化　農產商品化。

二、非選擇題

◎都市土地利用的種類，大致可分為街道、住宅、商業、工業和公共用地等。其利用不同，景

觀也不一致。從遠處瞭望都市，總是中心高樓連雲，四周建築則除少數例外，大抵都是逐漸

低矮下去。請問～題：

都市土地利用以哪一種用地最為集約？

按製成品重量為指標區分的工業類別中，在都市內的工業以何種類型最可能出現？

影響都市內部建築物自中心向外，由高而低變化趨勢的最基本因素是什麼？

為了使都市健全發展，避免都市土地利用雜亂無章而有不經濟現象，政府通常透過何種方式

來規範，使其能達到合理使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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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機能與結構12-2

一、都市機能

1. 都市機能的意義：是指都市所提供的主要服務功能，通常以都市居民所從事的主要活動（就

業的人口結構）來表示。

2. 都市機能衡量的指標：都市就業人口比例超出全國平均值最高者，為其主要機能，其操作方

法如下：

步驟一：將都市的產業按行業別進行分類，例如內政部工商普查將行業分為十四類。

步驟二：計算某一都市各行業就業人口占該市總就業人口的百分比（%）。

步驟三：計算全國各行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數的百分比（%）。

步驟四：比較某一都市各行業就業人口與全國就業人口的百分比（%），若高於全國且數

量最大者，該行業即可能為該都市的主要機能。或同一行業各不同都市就業百分比（%）

的比較，較為突出者，即為該都市的主要機能。

example

下表為某國五大都市 15 歲以上人口的就業結構資料（%）。試問：

城市

        

農林漁牧

狩獵業　

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煤

氣業　
營造業 商業

運輸倉儲

及通訊業

金融保險不動產

及工商服務業　

社會服務、公共行

政及個人服務業　

甲 11.2 0.6 39.3 0.9 4.4 17.2 3.9 2.1 20.4

乙 12.2 0.3 30.8 1.3 4.1 16.2 4.7 3.4 27

丙 7.6 0.4 29.6 0.8 5.6 22.1 20.4 2.6 10.9

丁 10.6 0.8 25.9 2.4 3.9 19.7 4.2 3.6 28.9

戊 7.2 0.9 15.8 10.2 10.6 9.4 19.6 9.8 16.5

總平均 9.7 0.6 28.3 5.1 5.7 16.9 10.6 4.3 20.8

甲城市的主要機能是：　　　　　　　　　　　　　　　。

乙城市的主要機能是：　　　　　　　　　　　　　　　。

丙城市的主要機能是：　　　　　　　　　　　　　　　。

丁城市的主要機能是：　　　　　　　　　　　　　　　。

戊城市的主要機能是：　　　　　　　　　　　　　　　。

解 製造業，因高於全國總平均值 11%（39.3-28.3），同時也是各都市中製造業（%）最高者。

 社會服務、公共行政及個人服務業，因高於全國總平均值 6.2%（27-20.8）。農林漁牧狩獵業雖是五城

市中最高，但並不突顯。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因高於全國總平均值 9.8%（20.4-10.6），同時也是各都市中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最高者。

 社會服務、公共行政及個人服務業，因高於全國總平均值 8.1%（28.9-20.8），同時也是各都市中社會

服務、公共行政暨個人服務業（%）最高者。

 雜業，因高於全國總平均值的行業有，但若比較各都市中各行業（%），較為突出者為水

電煤氣業與營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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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結構

1. 都市土地分區

都市地價的意義：在都市地區，由於面積很小，人口卻高度集中，各行業必須競逐較為優

良的地段以開店做生意，付出地租最高者，方可取得利用權利，這種付租能力（地租）其

實就是都市地價的一種涵義。

都市地價的空間分布：都市地價最高的地方會出

現於 CBD 一帶，因為該區交通易達性最高，帶

來最多的人潮。但地價次高峰地段則會出現於：

䐂都市合併的舊商業區（多核心模式）。

胆輻射幹線和內環道路的交點。

脉高級住宅區。

都市土地利用分區：都市地價高，地租即高，付租能力較強，土地利用強度就大（如商業

用地）。反之，地價低，地租即低，土地利用強度就低（如工業用地），因而形成土地利用

的分區模式。

▲都市土地利用分區模式

0

10

100

1 2 3 km

土地利用分區：在都市發展中，政府常為提高都市土地利用的效率與確保都市居民的環境

居住品質，而擬定都市計劃，編定都市土地利用分區，透過法令規範都市內部的土地使用

方式，如工廠就不應設於住宅區內。

▲土地利用分區

▲都市多高峰地價分布概念圖

Point 土地利用由市中心

向外依序是：商業用

地→輕工業用地→

住宅用地→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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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土地利用的空間結構

考量到都市土地利用的分區，都市內部會形成不同的土地利用景觀，進一步造成都市土地

利用的空間模式，共有以下三種模式：

模 式 同　心　圓　模　式 扇　形　模　式 多　核　心　模　式

假 設

地表均質（面積廣大、地形一

致），居民有種族、文化與社

經水準的差異

地表不均質 地表不均質

創立者 伯吉斯（人文生態學的角度） 霍伊德（以同心圓理論為基礎）
哈理斯、烏爾曼（融合同心圓

與扇形理論）

理 論

內 容

由中心商業區向四周依同心圓

形式擴展。由內向外為：中心

商業區（CBD）、過渡帶（退

化帶，多貧民窟）、工人住宿

帶、高級住宅帶、通勤帶（由

郊區與衛星城鎮組成）

認為富人選擇好地方居住，宅

第相望，形成高級住宅區向市

郊推展。中心商業區之外，各

種機能區形成扇形。如下圖所

示。鐵路區為運輸帶，兩側依

次為工業區 → 低級、中級、

高級住宅 → 教育娛樂區

都市的土地利用，環繞著幾個

核心發展。各分立的核心有舊

的，也有新成立的

圖 示
1 2 3 4 5

2

3

3
4

1
4

5

6

7

1 4 7

5
6 4

2

3

89

範 例

日本東京 加拿大卡加利 臺北市及新北市

4

56

3
2

1

6

5

4

2

1

3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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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社會的都市空間結構更加複雜，特別是考慮歷史發

展的背景，且常隨著都市擴張、交通改善與都市計劃管

制而有變化，例如：

䐂北美洲都市：內城多為工業革命時的老舊建築，現沒

落成低級住宅區，如美國的芝加哥。

胆非洲、拉丁美洲與東南亞：因被殖民，高級住宅區緊

鄰 CBD，現代化的工廠位於交通便利的大道或飛機場

兩側，與中、低級住宅區混雜在一起。

東西方都市結構的比較

項 目 東　　　　方 西　　　　方

土 地 利 用 分 區 較不明顯 相當明顯

住 商 混 合 狀 況 住宅與工作混合 住宅與工作分離

CBD 車水馬龍，人潮到晚上仍未散去 白天車水馬龍，晚上十分冷清

人口密度的分布

CBD CBD

三、都市規模與階層

1. 都市規模：即都市人口多寡，依聯合國的標準需達 2 萬人口以上才成為都市（成為都市的標

準各國不一），10 萬人口以上為大都市，100 萬人口以上為巨大都市（即大都會帶）。

2. 都市等級大小：一個國家或地區，其都市規模大小的分布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級：

等 級 等級大小（規律型） 首　要　型 複　合　型

意 義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都市，其

人口規模大小具有以下規律

性：第二大都市人口是第一

大都市人口的 1 / 2；第三大

都市的人口是第一大都市人

口的 1 / 3，以下類推

公式：Pr r
P= 1  或 r

P
P
r

1=

　Pr：第 r 大都市的人口數

　r：都市大小的等級

　P1：第一大都市的人口數

 第一大都市人口特別多，高

於依據等級大小預測的結果

，第二或第三大都市人口則

遠低於依據等級大小預測的

結果

 該國最大都市人口占該國總

都市人口的比例偏高

 有兩個以上的大型都市，第

二或第三大都市的實際人口

遠大於根據等級大小所預測

的人口

圖 示

▲巴西利亞的都市結構有如一架飛機

Point 造成東西方的 CBD 人口密度差異的主因是住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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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

經狀況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眾多、

分布均勻，都市化歷史悠久，

區域經濟發展平衡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區域經濟發

展失衡，都市化歷史較淺短、

歷史上曾為殖民帝國或殖民地

舉 例 臺灣、美國 英國、墨西哥、南韓、泰國 印度、中國、澳洲、紐西蘭

圖 例

1,000

100

10

1 100101

▲臺灣

1,000

100

10

1
100101

▲墨西哥

1,000

1,000

100

100

10

10
1
1

▲中國

example

依據都市的等級大小法則，若擁有 26 萬人口的甲城市為第 5 級，則擁有 6 萬 9 千人的乙城市為第幾級

都市？

　 4 級　 8 級　 15 級　 19 級。

根據都市等級大小法則，可以定出都市的等級，若區內最大都市（即首市）的人口數為 2507620 人，

而某市的人口數為 361519 人，則該都市為第幾級都市？

　 5 級　 6 級　 7 級　 8 級。

解 �260,000
,

19
69 000
5

# ]  （級），故選　


,

, , 7
361 519
2 507 620

]  （級），故選

3. 都市階層

依據中地理論，都市是一個中地，而其所服務的範圍與機能

，便受到其提供商品等級、種類的影響，當都市所能提供的商

品等級愈高，種類愈多，服務範圍就愈大，因此形成高級中地

，高級中地的服務範圍中又含有次一級中地，如此形成不同階

層的系統。

因此，國家或區域的都市體系中，由於都市規模大小不一，

機能不同，所能提供的服務種類與數目亦不相同，如此就會形

成都市階層。

大型都市的機能複雜，人口眾多，服務的腹地與範圍較廣，

可涵蓋許多中型或小型都市，例如右圖若以新竹客運通車路線

來界定腹地，則新竹市的都市腹地可涵蓋中壢，而中壢市的腹

地可涵蓋關西。

0 28

▲ 以通車路線來界定新竹地區

都市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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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階層的比較

都市階層 數量 機能 腹地 中地 舉　　　　例 圖　　　　示

大型都市 最少

最多

最複雜

最簡單

最大

最小

高級

低級

大都分布於區域中

心，如新竹市

▲都市階層示意圖

中型都市

散布於大都市的四

周，如中壢市、竹

東、苗栗

小型都市
散布於中型都市四

周，如關西、楊梅

四、世界都市的分布

1. 在現實世界中，由於自然與人文環境不同，人口分布與各國經濟發展差異相當大，故全球的

都市分布並不均勻，有些地區都市相當密集，如北美州東北部、歐洲與季風亞洲是世界三大

都市（或人口）密集區。

500
100 500
100

▲全球都市分布

2. 都市密集區中，都市大小分布符合中地分布的精神，如北

美洲的紐約、歐洲的倫敦或巴黎、亞洲的上海（右圖）或

東京都分布在海陸交界的經濟圈中心，其周圍則散布大小

不一的都市而形成大都會帶。

3. 世界都市

在全球化經濟系統中，位於主要經濟圈中心的大都市，

其服務範圍擴及海內外而發展成世界都市，影響力廣大

深遠，為全球製造、行銷或金融控管中心。

通常具備以下幾項特性：

䐂都市規模以及市區範圍甚為廣大，周圍散布許多中小

階層都市，與該大都市形成大都會帶（都市範圍跨越行政區，通常人口數達數百萬人以

上，包含許多跨國人口）。

▲長江三角洲都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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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以第三級產業為該市主要經濟結構，其產值與就業人口數占該都市產業生產總值與總就

業人口的 70% 以上。

脉該市 GDP 產值占全國產值 15% 以上，創造高所得，也成為該國政治經濟中心。

腂為國際航線的匯集區，具有便利的交通網絡，如網路、航空、電信、大眾運輸系統，通

常為具有高知名度且為跨國公司總部或國際組織總部所在。

為國際金融、財政、藝文、法律……等樞紐，市場遍及全世界，是全球創新與研發產品

的源地。

飃基礎設施周全、資訊取得便捷、環境幽雅、有高品質的生活與公共服務。

經常舉辦世界性大型文化藝術表演或競賽，為國際流行文化重鎮。

4. 世界都市的分布

東京、倫敦、紐約：位置優越、資訊與知識密集區，聚集大量金融與指揮控制中心（如跨

國企業或國際組織總部、外商銀行總部、股匯交易中心……等）而成為世界三大都市，其

中以紐約市最具代表性。

紐約市

項 目 重　　　　點 圖　　　　示

位 置 位於美國東部大西洋岸，為哈德遜河河口

大都會帶 波士頓—費城—華盛頓形成世界最大都會帶

重 要 性

 世界最大服飾與印刷出版、證券、金融、期貨

交易中心

 美國前五百大企業中，有 1 / 3 總部在此，聯合

國總部在此

高樓大廈聳立，為美國第一大港（城）

五、都市問題

1. 成因：人口快速增加，超出都市土地、空間的環境負載力。

2. 都市問題

環境品質惡化
由於人口密度過高所形成的環境惡化，包括都市水質汙染、缺水、空氣汙染、垃圾汙染、

電磁波汙染

交 通 擁 擠
人車密集，道路與停車位嚴重不足，尤其出現於上下班的尖峰時段，市郊地區更明顯於

都市

住 宅 問 題

都市地區因人口大量遷入，導致地價攀高，容易出現住宅密集（前面可以聊天，後面可

以握手），通風、採光、日照不足，與違章建築之棚戶出現，進一步造成治安與景觀、衛

生問題，也增加都市更新的困難

公共設施不足
因人口急速增加，短時間公共設施建設無法配合，如道路不足、公園綠地、學校用地與

相關休閒娛樂設施不敷所需，導致生活品質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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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問 題

受郊區化的影響，中心商業機能衰退，都市中心商業區或住宅區人口外移，促使原商業

區機能衰退，建築漸趨老舊

由於社經背景或種族的差異，都市少數族群會聚集而形成少數民族區，或產生階級分化

現象，如中產階級與白領或藍領階級分居不同地方

貧富差距拉大，有財富極化現象造成貧民窟，成為都市死角

3. 解決策略—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䐂意義：將都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

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以提高經濟價值、穩定土地使用、

促進工商發展，進一步提高都市居住環境的品質。

胆工作內容

公 共 設 施 規 劃 提供市民所需的交通、學校、公園、綠地、醫療、郵政、電信等設施

規 劃 發 展 針對尚未發展地區，訂定發展計畫

都 市 更 新 針對老舊社區，進行重建、整修或維護等工作

都市計畫方案

䐂作業計畫：是市政府為改善各部門的工作配合

，以提高都市機能的效率，使它更適於居住、

工作、遊憩等，而訂定各種作業計畫。例如空

氣汙染防治計畫、縣市住宅建設計畫。

胆開發計畫：針對都市內低度或從未利用過的土

地進行開發，或者市內萎縮破落地區加以再發

展，因而訂定的各種開發計畫。例如將貧民窟

拆掉後重建的都市更新計畫。

脉修護計畫：將原有的歷史文物及名勝古蹟修復以恢復其舊觀，如古蹟維護保存計畫。

實  力  挑  戰

一、單一選擇題

在全球化經濟系統中，位於主要經濟圈的大都市，服

務範圍擴及海內外而發展成世界都市，下列哪一都市

是世界最大服飾、印刷出版及證券、金融交易中心？

　紐約　東京　倫敦　巴黎。

右圖是中國長三角的都市分布圖，有關都市階層體系

的描述，下列哪一項最正確？

　南京的機能比杭州複雜　以中地等級來講，無錫

等級較寧波高　上海腹地涵蓋杭州，杭州腹地涵蓋

紹興　都市等級愈高其數量愈多。

▲都市更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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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是加拿大 卡加立的都市內部結構，請問～題：

該都市結構最接近哪一種型態？

　扇形　同心圓　多核心。

圖中面積最大的土地利用型態是：

　商業　住宅　工業　公共用地。

「都市機能分區中商業最為集中的地區，土地利用強度最大，通

常也是都市中最繁忙的地方。」以上是對下列哪一概念的陳述？

　中心商業區　生活圈　市場　商品圈。

◎下圖甲、乙、丙、丁四圖分別表示 1990 年時四個國家十萬人口以上都市的規模分布圖，請

問～題：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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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丁四圖中，哪一幅最可能是中國大陸的都市規模分布型態？

　甲　乙　丙　丁。

哪一個國家「經濟高度依賴世界價格」的色彩最濃厚？

　甲　乙　丙　丁。

右圖是都市地價分布概念圖。甲～丁四個地點，何者所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的等級最高？

　甲　乙　丙　丁。

◎下表是 2010 年臺灣七大都市 15 歲以上人口的就業結構資料。請問～題：

城市人口
就業人口

合計

農林漁牧

狩獵業　

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煤

氣業　
營造業 商業

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

金融保險及

工商服務業

公共行政及

個人服務業

臺北市

2,717,992
1,531,683

100%
1.4% 0.2% 23.6% 1.0% 3.9% 33.5% 5.2% 8.3% 22.9%

高雄市

1,396,425
646,228
100%

7.6% 0.2% 27.2% 0.7% 6.0% 19.8% 7.5% 3.6% 27.4%

基隆市

355,894
150,524
100%

4.2% 0.5% 20.9% 1.2% 8.2% 19.7% 22.4% 3.3% 19.6%

新竹市

328,911
156,296
100%

10.8% 0.3% 39.3% 0.5% 5.8% 13.5% 3.3% 3.0% 23.5%

臺中市

774,197
328,512
100%

11.1% 0.1% 27.6% 0.9% 5.2% 20.4% 4.8% 4.7% 25.2%

嘉義市

258,468
106,953
100%

10.6% 0.1% 24.0% 0.8% 5.1% 22.0% 5.0% 4.2% 28.2%

臺南市

689,541
317,220
100%

12.3% 0.2% 37.8% 0.4% 4.3% 17.7% 3.6% 3.2% 20.5%

總平均 100% 8.3% 0.2% 28.7% 0.8% 5.5% 20.9% 7.4% 4.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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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各行業就業人口數占總就業人口數超過 15% 為都市機能的標準，試問臺灣七大城市都

共同具備的機能是：

　製造業、營造業和商業　製造業、商業和運輸業　製造業、公共行政及商業　營造

業、商業和運輸業。

指出新竹市最顯著之機能為何？

　商業　公共行政及社會等服務業　製造業　雜業。

二、非選擇題

◎下圖是世界最大都會帶－波 華帶分布圖，請問～題：

0 200 400 600

1500

請指出右上圖中甲、乙、丙三個都市的名稱。

紐約成為世界都市的「地點」條件為何？

都市是各種工、商、交通運輸、非農產業的集中區，其內部因產業活動的差異，可區分為各

種不同的機能區。西方學者在研究美國都市的機能區分布後，歸納出三種都市內部結構模式

，即同心圓結構、扇形結構和多核心結構。請問：

一般而言，區分都市內部機能區的指標為何？

在都市內部或近郊設廠的工業，可以獲得何種經濟效益？

在西風帶內，且機能區成扇形結構的都市，就理論上而言，其高級住宅區，最有可能位在

都市區內的哪一個方位？

一般而言，地理學在建構理論模式時，大多假設地表各種現象皆為均質，但都市內部結構

模式，卻假設都市內部的哪一種現象具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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鋴第一級產業人口占多數者。

鋽 1980 ～ 1990 年人口成長率：

　甲 ＝（53.94-50.03）÷ 50.03×100% ] 7.8 %，

　乙、丙、丁、戊皆為負成長。

鍃丁市在 1970 ～ 1994 年間的人口數持續下降。

鎄出生率減掉死亡率接近人口成長率。

鎭老年人口扶養比＝（老年人口 ÷ 壯年人口）×100 %，甲≒ 
19 %，乙≒ 35 %，丙≒ 11 %，丁≒ 14 %，戊≒ 9 %，己≒ 
6 %，庚≒ 7 %，辛≒ 4 %，故甲乙老年人口扶養比最高， 
老年安養支出最沉重　虲甲庚：庚的老年人口扶養比低，僅

7 %　蚒乙丁：丁的老年人口扶養比較低，為 14 %　蚲丁庚

：丁庚老年人口扶養比較低，分別為 14 %、7 %。

䥅人口轉型第一階段是高穩定階段，特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

率。第二階段是早期擴張階段，特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降

低，如庚辛兩國，出生率極高，大於 30‰。第三階段是晚

期擴張階段，特徵是出生率降低、低死亡率，如戊己兩國出

生率仍高於 20‰。第四階段是低穩定階段，特徵是出生率

低、死亡率低，如乙丁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皆低於 10‰，甲

丙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次低於 15‰，故甲乙丙丁正確。

䥑圖中人口金字塔為出生率、死亡率皆較高的人口特徵，較符

合庚辛兩國。

　甲丁：皆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虲乙戊：乙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皆低，不符合

　蚒丙己：丙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皆低，不符合。

麿都市人口數的成長速率明顯比鄉村還要快。

鐗扶養比＝（老年人口 + 幼年人口）÷ 壯年人口 ×100%，故

民國 125 年，臺灣的扶養比＝（20.5 + 17.7）÷61.8×100% ]

61.8%。

匁男生約 4%，女生約 3.5%，故性別比為（4÷3.5）×100% ]

114%，故是 114：100。
鐝幼年人口所占百分比降低，代表出生率降低，但因老年人口

增加，顯示其死亡率亦下降，屬於人口成長階段中的低穩定

階段。

11-2 人口分布與遷移

蚲　蚒　鋴蚒　鋽虲　鍃　鎄甲　鎭丙　䥅乙

已開發國家因出生率下降，面臨的人口問題是老化。

因爪哇島最早開發，其餘是因地形與氣候，虲是氣候，蚲

是氣候（緯度）。

鋴虲蚲的比較都是錯誤的，蚒可以從第 249 頁的地圖看出。

鋽因環境負載力的變化，導致人口移動。

鍃華人在二十世紀前的海外移民，多是受僱為採金礦、修築鐵

路或熱帶大農場，尤其是甘蔗園的農工。

䥅遷移至西歐的路線分為 1950 ～ 1960 年的戰後歐洲及 1990
～ 2006 年的歐洲邊陲國家（東歐等國）移入歐洲核心國家

兩階段，故以東歐共產主義垮臺所產生的移民，發生時間最

晚。

第 12 單元 都市與聚落

12-1 都市發展與城鄉關係

蚲　蚒　鋴蚒　鋽蚒　鍃蚒　鎄蚒　鎭蚲　䥅虲

䥑蚲　麿虲　鐗 CBD（商業用地）　匁輕工業　鐝地價

都市計畫

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人類精神文化遺產，木偶戲最接近此一

特色。

鐗甲為澳洲 大堡礁，故選。虲是莫高窟　蚒是希臘 阿索斯

山　蚲是貝加爾湖。

匁高中數量少，等級高，反之國小數量多，等級低，因此最適

於用中地理論解釋。

鐝商店Ⅱ的商品最多，且等級最高。

庚地落入 B2 的市場範圍內，因泡麵是最低級商品，故到最

近的 B2 購買。

以商圈概念來看，有國際性與地方性兩種，國家風景區在定

位上屬於地方性。

臺東、花蓮是臺灣最多原住民部落所在。

第 10 單元 高科技知識產業

虲　蚲　鋴蚒　鋽虲　鍃　鎄　鎭　䥅蚲　

䥑虲　麿虲　鐗蚒

匁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甲　鐝丙　乙

標準化與規格化產生時，代表產品進入大量生產階段，故選

虲。

蚲產品區位轉移會轉移到低勞力成本國家，往往是海外較低

度發展國家。

鋴「90 年代中期……大舉轉移至大陸……設廠」，為降低成本

故轉移生產地，可見產品利潤下降，消去導入期和虲成長

期。「臺灣母廠……專注新材料和高階自行車的研發和製造

……」，顯見產品仍有高度市場，故選擇蚒成熟期。

鋽此圖縱軸為銷售額，虲成長期和成熟期銷售額不斷增加，為

增加利潤或降低成本，產業會以比較利益觀點調整工業區位

，擴大產品市場或降低成本以期獲得更大利潤。發展初期及

淘汰期的銷售額都不高，產業的利潤較不顯著，較無工業區

位變遷產生。衰退期銷售額下降，產業的利潤也隨之下降，

企業呈現守勢，也較無區位變遷現象。

鍃大型跨國企業總部會接近於科技的研發中心，即大學院校。

鎄看到最後時間階段，甲國大部分以進口消費產品為主，因此

其經濟程度發展最高，因商品的生產活動都在海外；而丙強

調生產（生產大於消費）且少量出口為主，故經濟發展最為

落後。

鎭工業產品的遞次轉移是已開發國家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再到

較低層次的開發中國家。

䥅高科技產品適於空運。

䥑墨西哥、美國同屬北美自由貿易區。

麿以研發與行銷為主，涉及知識應用，屬高科技產業，故選虲。

鐗高科技產業的產品生命週期很短，故需不斷研發以保有市場。

第 11 單元 人　口

11-1 人口成長及組成

　　鋴蚲　鋽　鍃蚲　鎄蚲　鎭　䥅

䥑蚲　麿　鐗 61.8%　匁 114：100　鐝低穩定階段　

出生率、死亡率均下降

由圖中看出甲區國家的出生率在 30 ～ 40% 以上，死亡率有

15 ～ 20% 以上，故屬於高穩定階段。

屬低金字塔型。

人文通論

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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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單元

地理實察

鍃地理實察多採大比例尺地圖。

鎄地理實察為第一手資料。「村子外向西到海埔地的路上沿

途都是鹽田、魚塭，虱目魚是我們當時常吃的主菜。」為人

地關係研究。「學生訪談後做出結論」為歸納的研究𠕇。

鎭遷移路線涉及空間坐標，故選。

麿

a

b

h

　要劃出 h 的高度，就先需求 a、b 的距離，再利用三角函數

原理即可求出 h 的高度。故需電子測距儀求 a、b 的距離。

本圖為都市擴張階段，依序是甲丙乙丁，但丁時期為大都會

帶階段，其 CBD 人口密度為零。

重要幹道的交會處，其地價最高，會形成商業區。

鋴北美洲 CBD 人口密度有下降趨勢。

鋽～鍃

　由人口成長率、社會增加率大於自然增加率可以看出。

鎄高速公路的開闢會加速鄉村人口的流失。

鎭「都市邊緣常有從鄉村移入的人口聚集，形成龐大違建區」

是因政府的區域發展不均衡，政策－資源分配不均，導致鄉

村人口大量向都市集中。

䥅初期仍為農業社會，加速階段為工業化社會，終端階段為後

工業化社會。

䥑就業機能是區分都市與鄉村最重要的方法。

麿都市化是由工業化所造成。

12-2 都市機能與結構

　蚒　鋴　鋽虲　鍃　鎄蚒　鎭虲　䥅蚲

䥑蚒　麿蚒　鐗波士頓、紐約、華盛頓　匁位居哈德孫河

口，面臨北大西洋航線　鐝土地利用　聚集經濟（外

部經濟）　西方　居民在種族、文化、社會間的差異

紐約市是最具代表性的世界都市，也是世界最大服飾、印刷

出版、證券、金融、期貨交易中心。

蚲都市等級愈高其數量愈少。　

鋴由圖可看出是呈扇形分布。

鋽一般土地利用占最大多數者為住宅用地。

鍃中心商業區為商業密度最高、土地利用強度最大的地方。

　虲地方生活圈為中地與腹地之間的相對關係。

鎄中國因現代經濟的發展，大都市成長特別迅速，故出現複合

型。

鎭「經濟高度依賴世界價格」為南美洲的國家，都市規模分布

多成首要型，如乙。

䥅丁為 CBD，地價最高，商品等級最高。

䥑從總平均來看，此三行業都超過 15% 的標準。

麿製造業為 39.3%，超出其它行業甚多，也高於平均數。

第 13 單元 地理實察

蚲　蚲　鋴蚲　鋽虲　鍃　鎄虲　鎭　䥅𠕇 GPS
䥑羅盤傾斜儀　麿鋛電子測距儀

空間分析適用於研究地理現象的空間分布，故調查植物群落

分布適用於空間分析觀點。

校園植物群落，其空間分布範圍僅限於校園，故適宜採取

觀察及測量。𠕇問卷：調查對象以人為主體。鋛實驗：校

園植物無法以實驗而得。電腦模擬：多應用於情境模擬。

鋴地理實察的流程可分為實察前、實察中和實察後。實察前：

第一步驟蒐集、整理考察地區的文獻和圖片；第二步驟

規劃實察路線。實察中：鋛利用相機與 GPS 或地圖作紀錄

。實察後：𠕇繪製地圖、統計圖表等展現資料。故地理實察

的流程依序是蚲丁丙乙甲。

鋽從「海埔地」推測是臺灣西南沿海，從「鹽田」可得知是臺

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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