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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人口合理分布是人口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可

持续发展的保证。在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条件下，人口合理分布的

标准也在不断地变化。本书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人口静态和动态合

理分布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并运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省级和

县级人口数据及相应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对我国人口分布的现状进行

了综合分析，并对城镇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及各省的动态人口分布合理性

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从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优化人口环境的目标出

发，今后我国人口分布应该采取聚集的发展策略，即人口继续向发达的东

部省份、向海拔低的平原地区、向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聚集。

Introduction

Ration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popula-

tion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or region. Under

the criteri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ow to evaluate the rationality of pop-

ulation distribution? Is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rational? How to

decrease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through distributing population rationally in

the future in China?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is book tried to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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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关于题目的考虑

人口分布是指某个时刻人口在空间的表现形式亦即人口的空间分布

状态。从概念上来看，人口分布并不难理解，但其内涵却非常深广。首

先，人口并不只是指单纯的人口数量，还包含有一定的人口质量、人口

结构、人口变动等因素。而空间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定的空间代

表着不同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因此，人口分布可以说是一

定时点上人口与地域关系的综合表现，透过人口分布的表象，可以透视

到其隐含的复杂的背景因素。

同时，一定时期的人口分布状况既是过去人口分布变动的结果又是

未来人口分布变动的基础。因此，又可以说人口分布是联系过去和未来

人口分布变化的一个节点。通过人口分布的研究，可以对人口发展的过

去与未来有更透彻的理解。

研究人口的分布，不仅要分析和剖解人口分布及其变动的现象和原

因，还希望能够找出人口分布及其变化的规律和人口分布的合理模式，

使人口分布的研究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和更高的境界。这大概是吸引笔者

研究人口分布的一个主要原因。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我们国家经历了划时代的社会经济变革，同

时人口也经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一切都会深刻地反映在人口分

布的变化上。同样，随着 21 世纪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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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城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进行，人口分布也必将发生

重大的变化。这是笔者选择这个题目的第二个原因。

从分析技术和手段上看，地理信息系统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或 Geo-Information System，GIS) 等先进分析技术的普及和提高，

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手段和技术支持，同时人口普查的分

县数据也为我们深入研究人口分布提供了更好的数据基础。这是笔者最

终能够完成这一研究的保证。

二、研究人口合理分布的理论意义

( 一) 人口分布是人口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人口分布同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一样，是人口学的重要

研究内容。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人口分布也是人口结构的一种，只是

它是人口的地域结构，而不是人口的内部结构。人口分布同时也是人口

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因此，人口合理分布理论的研究是人口学研究的重

要方面。

( 二) 人口分布是人口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相比于人口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即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

方面的研究，人口分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我国相对薄弱。尤其是有关

人口合理分布的理论方面还没有非常系统严谨的研究，许多重大的理论

问题，如什么是人口的合理分布，其衡量标准和评价指标又是什么? 我

国人口分布是否合理? 人口合理分布的调控机制是什么等重大理论问题

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此从学科的发展状况来看，人口合理分布理论

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 三) 人口合理分布是人口发展的重要目标

合理的人口分布同适度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人口质量、合理的人口

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发展的重要目标。人口的合理分布，

意味着各地区人口的适度发展，意味着对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意味着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证。人口合理分布的目标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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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

( 四) 人口分布的研究在中国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社会经济和人口状况千差万别，

而中国目前又处于社会经济变革时期和人口转变时期，任何社会经济和

人口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相应的人口分布的变化。因此，对我国人口分

布变化的研究不仅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也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分布具

有指导意义。

三、研究人口合理分布的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国情，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20 世纪的

最后 20 年，是我国社会经济急剧变革的 20 年，也是我国人口发展剧烈

转变的 20 年，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在人口分布的变化上，对这些变化进

行分析，一方面可以总结出我国的人口分布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对预

测未来的人口分布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 世纪我国面临着许多现实的人口分布问题，如人口达到峰值之

前采取什么样的人口分布政策来缓解人口继续增加的压力? 西部开发政

策对人口分布会有什么影响? 在加速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人口分布会出现

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人口自然增长的地区不平衡和人口迁移流动的加速

会给我国的人口分布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相对于这些变化，国家应

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和协调以实现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人口合

理分布?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文献研究

一、国外有关人口分布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虽然各国在古代就有有关人口分布的记载和描述，但对人口分布的

研究主要开始于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早期关于人口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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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研究主要是包含在人口地理学和人口学的著述中。

关于人口分布的度量方法和指标可以参阅的文献有邓肯的 ( Otis

Dudley Duncan) 《人口分布的度量》 ( The Measurement of Population Dis-

tribution) ; 施约克 ( Henry S. Shryock) 等著的《人口学的方法与材料》

(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Demography) 一书的第一卷中的人口规

模、构成和分布的度量一部分; 由博格 ( Donald J. Bogue ) 主编的

《Readings in Popul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一书的第一卷中的人口规

模、构成和分布的度量一部分。

城乡人口分布的度量方法可以参阅格德斯坦和斯莱 ( Sidney Gold-

stein and David F. Sly ) 主编的 《城市化的度量和城市人口的预测》

( The Measur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Projec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 一

书，该书对城市化的程度，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分布和人口集中度的度

量方法作了详细介绍，如人口重心、人口地图、人口潜力、首位度、基

尼系数的计算和应用等。

关于人口分布的理论可以参阅克拉克 ( John I. Clarke) 的 《人口

地理学》 ( Population Geography，2nd Edition) 一书中的世界人口分布

部分; 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 (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Trends) 一书中第一卷的第六部分———人

口分布、国内迁移和城市化，对世界人口分布的规律和影响因素等都作

了系统阐述。

近年联合国出版物中有关人口分布的文献主要有 1998 年出版的

《人口分布与迁移》 (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New York，

1998) 一书，书中对世界人口分布状况尤其是城乡人口分布状况作了

详细论述。国外关于人口分布的研究多侧重于城乡人口分布方面，这方

面的文献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人口分布研究

中国人口分布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

人口分布的是竺可桢先生，他于 1926 年发表了 《论江浙两省的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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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文。他比较了江浙两省和欧洲人口最稠密国家的人口密度，得

出结论来说江浙两省密度居于世界首位。1932 年翁文灏先生发表了

《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一文，探讨了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之间的

相互依存关系。胡焕庸先生在 1934 ～ 1935 年间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区

域人口分布的论文，如 《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安徽省之人口

密度与农产区域》、《中国人口之分布》、《句容县之人口分布》等。在

《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 “瑷珲—腾冲”一线，至

今仍被许多人口地理学家和人口学家所引用。

20 世纪 50 年代，胡先生又先后发表了 《中国各省区面积人口指示

图》、《江苏南通专区的人口密度》、 《常熟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分布》、

《福建省漳州、龙溪、长泰的人口密度》、《江苏省的人口密度与农业区

域》、《宜兴县的人口密度》等论文，分析了各区域人口分布的特点及

影响因素。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分布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口分布的研究在我国又重新活跃起来。归

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 一) 全国人口分布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人口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繁荣和人口

普查以及其他一些人口调查数据的增多，对人口分布的研究也逐渐丰富

起来。如孙敬之先生在 1982 年发表的 《关于中国人口分布问题》，胡

焕庸先生 1982 年发表的 《我国人口地理分布概述》和 1985 年发表的

《中国八大人口区的特征与展望》，李若建 1989 年、1991 年和 1993 年

发表的《中国人口再分布与区域发展》、《近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

《1982 ～ 1990 年中国人口数量分布演变特征》以及严正元 1991 年发表

的《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未改》等文章，都对我国人口分布

的基本格局和特征作了全面分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口分布的研

究更加深入，研究方法也有许多突破，在以往描述的基础上更多了定量

分析和一些先进研究方法的应用。如孟向京、贾绍凤在 1993 年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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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一文，用相关和多元回归分

析的方法对影响我国省级人口分布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作了定量分

析，指出平均海拔高度和人均粮食产量是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最重要因

素。近年来 GIS和遥感分析技术在人口分布的研究中也有许多应用。如

高志强等在 1999 年《遥感学报》发表的 《基于遥感和 GIS 的中国土地

资源生态环境质量同人口分布的关系研究》，韩惠等 2000 年在 《兰州

大学学报》发表的《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成因探讨》，都运用

了地理信息系统对我国的人口分布进行研究。

《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一书中，张善余先生在 “人口地理分布”一

章中，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分布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做了系统研

究，得出新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基本特征是: ①受多种因素制约，人口

地理分布变动相对缓慢。②政治和政策因素对人口地理分布具有强烈影

响。③人口分布格局主要受制于人口自然变动的地区差异。

( 二) 区域人口分布与其他人口特征分布研究

在区域人口分布方面，也有许多学者做了研究，如 1990 年前后出

版的《中国人口》丛书中对各省的人口分布都作了分析。原新 1986 年

和 1987 年在 《西北人口》发表的 《新疆人口垂直分布规律探讨》和

《论新疆人口东西分布不均与经济的关系》，对新疆人口分布做了研究。

郑连斌等 1995 年在《内蒙古师大学报》发表了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

口重心的研究》，用 1953 年、1964 年、1982 年、1990 年四次人口普查

的数据对内蒙古人口重心的变化及原因作了分析。张治国在 2001 年第

3 期《西北人口》发表了《我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人口分布与经济发

展》，对该地区人口分布与自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此外，

在其他人口分布特征方面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如邢海宁 1993 年发表

于《西藏研究》的 《青海藏族人口分布特点》; 李若建 1994 年发表于

《人口学刊》的 《大学文化人口分布变化与区域发展研究》; 赵新居

1996 年发表于《新疆大学学报》的 《我国贫困人口分布、成因和反贫

困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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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城市人口分布研究

城市作为人口分布中的一个特殊形态同样是人口分布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在城市人口分布研究方面，有关上海人口分布方面的文章最

多，如张善余 1999 年发表于《人口研究》第 5 期的 《近年上海市人口

分布态势的巨大变化》; 伍理 2001 年发表于 《人口与经济》第 5 期的

《重视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分布变化———以上海市为例》; 高向东等在

《城市人口》2002 年第 1 期发表的《对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的

探讨》等，都从不同侧面对上海市的人口分布状况进行了研究。相对

于上海的研究，北京和其他特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的人口分布研究还显

得相对薄弱。

( 四) 人口分布的研究方法

国内学者人口分布的研究方法方面也有许多探讨。如王桂新 1987

年发表于《西北人口》的《关于人口分布几个问题的定量分析》，对人

口分布的定量研究方法作了介绍。童玉芬发表于 1988 年 《西北人口》

第 4 期的《耗散结构理论与人口的空间分布》一文，对耗散理论运用

于人口分布的合理性检验等做了有益的尝试。周祖根等发表于 1992 年

第 5 期《中国人口科学》上的 《人口密度的等值线图应用研究》一文

介绍了等值线图的拟合方法和绘制。陈彦光等在 1999 年第 1 期 《地域

研究与开发》中发表的《区域城市人口分布的分型测度》研究了城市

人口的分型测度方法。陈彦光 2000 年发表于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

4 期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函数的理论基础与修正形式———利用最大墒

方法推导关于城市人口密度衰减的 Clark模型》等，都对城市人口分布

的研究方法作了有新意的探索。

( 五) 人口分布的理论研究

人口分布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如张善余先生

1996 年出版的《人口垂直分布规律和中国山区人口合理再分布研究》

一书，对我国人口垂直分布规律作了综合研究。王桂新 1997 年出版的

《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一书，对我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满颖之 1982 年发表于 《人口与城市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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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关于人口地域分布规律的几个问题》; 程希 1996 年发表于

《人口与经济》的《对不同地区人口与经济和资源环境关系的总体评

价》; 黎倩雯 1996 年发表于 《广州师院学报》的 《试论人口分布的决

定因素》; 蔡昉等在 2001 年第 6 期 《浙江社会科学》发表的 《人口密

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等文章都对人口分布规律或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

或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分析和研究。

( 六) 中国人口合理分布研究

人口合理分布也是人口学家和地理学家所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我国

人口分布的指导思想上一直存在 “西迁”还是 “东移”的论争。20 世

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大多在人口合理分布不等于人口的均匀分布

的问题上已达成了共识。乔瑞迁在 《试论我国人口分布的平衡与不平

衡》一文中指出: 人口的平衡分布不等于平均分布。所谓人口分布的

平衡是指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人口与生态的平衡。合理应该是指资

源的合理开发，生态的合理安排，而不是说人口数量和密度各地必须一

样才算平衡，才算合理 ( 乔瑞迁，1987) 。原华荣在 《中国人口分布的

合理性研究》一文中指出: 人口分布与环境容量直接相关，环境容量

大，养育的人口便多，人口密度便高，反之，养育的人口便少，人口密

度便低。因此，反映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水平的土地 ( 食物) 生产力

和制约土地 ( 食物) 生产力的自然环境 ( 气候、土壤、水分、地形、

植被等) ，便成为影响人口分布的决定因素和判定人口分布合理性的主

要标准 ( 原华荣，1993) 。王桂新在 《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书中指出: 人口分布的合理性，与人口区域分布的均匀化不同，二者

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为人口区域分布的均匀化，只是人口区

域分布疏密状态的算术表现形式，而无其他实质性含义。而人口分布的

合理性，则实际上表示人口的区域分布与其影响因素，特别是与对人类

生存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均衡或调和

等实质内容的表现形式，不仅具有地理意义，而且也有社会经济意义。

即对人口的区域分布来说，如果说是合理的，应该是指它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是合理的。因此评价人口的区域分布是否合理，不应该只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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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其区域分布是否均匀，而要深入考察人口的区域分布与其影响因素，

特别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均

衡、调和或合理 ( 王桂新，1997) 。

以上学者虽然都对人口分布的合理性与均匀分布做了区分，并提出

了人口合理分布应是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但人口合

理分布的标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与细化。

在人口合理分布的度量方法上，也有学者作了探索，如王桂新教授

构建了自然人口调和指数、经济人口调和指数以及经济—自然调和指数

来度量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并最终计算出人口分布的合理度 ( 王桂新，

1997) ，这比以往仅仅用人口密度衡量人口分布合理性前进了一大步。

但其指标的选取略显单一，因此还需要寻找更综合的度量人口合理分布

的方法。

从分析单位来说，一般全国的研究绝大多数还局限在省级单位，但

由于各省内部差异很大，因此只研究省级单位的人口分布特征还不能更

细致地反映我国人口分布的状况。本研究除分析人口分布的省级特征

外，还将运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级数据对人口分布特征作更具体

精确的分析。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变量

一、研究方法

( 一) 用人口地理学指标度量人口分布特征

本文所用的指标主要有人口密度、基尼系数、等级—规模法、城市

首位度、人口再分布指数来衡量人口分布特征。

( 二) 用有关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及特征

本文所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有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因子

分析等。相关分析用于说明人口分布与各影响变量的相关程度，回归分

析用于构建人口分布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方程。聚类分析主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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