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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当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便不自觉地进入特定社会关系之中。

当他逐渐长大，参与社会生活的范围不断扩大，他将被许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有的

身份表明了人作为一个个体与特定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着个体的人在一

定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甚至行为模式，如会员、党员、团员等，有的

身份则体现了社会成员的职业属性，如工人、农民等等。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

中，我们就无时无刻不拥有一定的社会身份，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

现代文明视野下，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就是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体现了

一个人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看，公民是指拥有一国国籍的人。

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获得了一国国籍，他就合法地成为了该国公民。 但是，获得

了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获得一国国籍，仅仅是一个人取

得该国公民身份的法定条件；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主要取决于一个人对“公

民”角色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的社会实践。

一、“公民”的产生

“公民”，是一个外来词，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从词源意义上来讲，“公民”的

概念源自古代希腊。 古希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人类历史上最早

的公民也因之出现。 古希腊的公民，是指能够参加公民大会、拥有政治权利的人，

但这样的人只占古希腊人口的少数。 古希腊的大部分人包括妇女、外邦人、奴隶

等，是不能够成为公民的。当欧洲历史进入到中世纪，“公民”这一概念就销声匿迹

了。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和西方民主制度的逐步建立，

“公民”这一概念才又回到了历史的前台，获得了新的含义，进而为近代民主政治

的基石。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历史。 在专制社会中，人被分为“主人”和“奴

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没有平等可言。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有大量的

诸如“草民”、“子民”、“顺民”、“刁民”、“贱民”、“愚民”这样的词汇，而唯独没有“公

民”的概念（即使有“公民”这两个字，也仅仅指“公家之民”）。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

文化的引入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才在中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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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为公民意识的生长确立了政治前提。

1954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民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公民”

概念与公民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现行宪法

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置于其第二章，位于“国家机关”之前，从文本上体现了“公

民权利和义务”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些都说明，我国社会的公民意识已

深入人心，“公民”必将成为人民群众共同的名称。

二、“公民”意味着什么

首先，公民意味着人的独立和自由。 与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封建社会的“臣

民”不同，公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封建社会的“臣民”有一个共

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没有独立的人格、都处在被奴役的状态。 其中，奴隶甚至没

有获得“人”的资格，只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和奴隶主存在着完全的人身依附

关系。 这种关系虽然在封建社会得到改善，但封建社会的“臣民”仍没有获得独立

的人格，遭受着封建主的剥削和压迫。 现代社会则彻底打破了维系传统人身依附

关系的社会制度，使个人获得了独立的人格，获得了自由。个人成为独立的认识主

体和实践主体，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其次，公民意味着人的平等地位。 无论是“子民”、“草民”，还是“臣民”、“愚

民”，都是以人的不平等为前提的。这些词语的背后，都暗含着森严的等级壁垒，而

这种森严的等级壁垒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存活的社会土壤是专制制度。 现代社

会以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个人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也因之确

立了人的平等地位。 人与人之间实现了人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和法律地位的平

等。

再次，公民意味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专制社会中，个人只是

工具和手段，国家才是目的、是主体。因此，在专制社会中就只能有“子民”、“臣民”

等。子民、臣民对国家、对君父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他们是完全隶属于君父的，是

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子即便是被君父赐死，还要跪谢君恩。现代社会

则实现了公民和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等。 这些权利和义务关系表现在法律上，

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因此，权利和义务意识就成了公民意识的核

心内容。

最后，公民是一个个体概念、一个法律概念。 与此不同，“人民”则是一个集合

概念、一个政治概念。 公民是指个体，而不是指整体，一个人可以宣称他是中国公

民，但他不能说他是中国人民；一个人只要有中国国籍，他就符合了法定的公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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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他就可以说他是中国公民，但他是不是属于人民的范围，还要根据特定时期的

政治标准来认定。因此，公民的范围比人民的范围要广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

民”和“公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相互混淆、更不能相互替代。

三、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

一个人只要具有了中国国籍，他就能成为中国公民，但要做一个合格公民、一

个好公民，就没那么简单。 因为“公民”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内

涵，只有准确理解现代公民的深刻内涵，才能成为一个合格公民、一个好公民。 因

此，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必须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热爱自己的国家，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公民是相对于国家而言

的，尽管人类早就有了“世界公民”的理想，但现实中的公民，都是隶属于某个国家

的，对于国家而言，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公民。这一共同的身份意味着全

体公民都平等地成为国家的主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与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

体，热爱自己和热爱国家应当是等同的。国家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公民从国

家中获得情感认同和心理归属，公民意识和爱国意识是统一的。因此，作为一个合

格的中国公民，首先应当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

完整，要有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并为自己国家的强大而贡献力

量。

第二，要有自由、平等的意识和追求。 如前所述，“公民”这一概念内在地蕴含

着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理念， 公民身份的确立过程也是一个自由和平等的实现过

程，没有自由和平等，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自由意味着公民在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从事各项活动的权利，平等则意味着公民在人格、权利、机会以及法律面前

的平等，意味着“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一个合格的公民，不仅意味着自己对自由、

平等的肯定和追求，也要平等地承认他人对自由、平等的肯定和追求。 也就是说，

一个公民自由、平等的实现不能以牺牲其他公民的自由、平等为代价。如果丧失了

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肯定和追求，一个人即便是获得了公民的法律资格，他也只有

公民之名而无公民之实。

第三，树立民主、法治意识。公民是民主制度的产物，也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公

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民主既是一

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公民的民主意识首先在于公民应当确立对民主

制度的信仰，做民主制度坚定的支持者；其次，要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以

自己对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践行民主的价值理念；再次，要把民主的精神贯彻到

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尊重他人、包容多样。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其根本要

求是确保法律的至上地位。对于公民而言，树立法治意识，最主要的是要树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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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意识和守法意识，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

第四，树立公民权利义务意识。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

它是公民自由、平等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爱国意识的具体体现，也是公民和“臣

民”、“子民”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公民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方面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称为公民自由。 公民义务是宪法规定的

公民对国家应当承担的基本责任。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当

树立权利义务意识、了解公民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责任

意识，积极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

第五，要有公民道德意识。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公民并不是离群索居的，而

是生活在社会中的。 生活在社会中的公民必然会涉及处理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

人、个人与个人的相互关系问题。 道德是运用非强制性方式调整人与人之间相互

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纽带。 因此，讲道德，是公民的基本素质

和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只有树立道德意识、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社会的秩序才有

可靠的保证。 中华民族历来被称为文明之邦、礼仪之邦，有着深厚的传统道德资源，

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内在组成部分。

第六，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有了一定的公民知识和公民道德意识，只是

具备了成为一个合格公民、一个好公民的前提条件，但还不是决定因素。要成为一

个好公民，还必须要有把公民知识和公民道德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 这就要求

现代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例如，要参与政治生活，就必须有理解政治生

活、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平等、自由的公民要合作共事，就必须要有协商的能力、

合作的能力等等。 因此，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

识，培养和发展自己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独立判断能力，学会协商、学会沟通、

学会合作等等。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写了这样一本面向广大农民朋友的《中国公民知识读

本》，试图从“公民知识”、“公民道德”、“公民技能”三个方面介绍有关公民的知识，

从而为增强广大农民的公民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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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知识篇

一、认识我们的国家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

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

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这是 1984年

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著名歌手张敏明演唱的由黄霑作词、王福龄作曲的《我的

中国心》。 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炽热的赤子之情，引发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内心

的共鸣，激起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 祖国，一个多么神圣的称呼，它能激

起无数人心中最神圣、最无私的情感，引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它抛头颅、洒热血，虽

肝脑涂地而无怨无悔。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爱国的光荣传统。那辽阔富饶的土地、光辉灿烂的文明、悠

久的历史、勤劳善良的各族人民，无不激发起每一个中华儿女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感和爱国心。 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热爱自己的国家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国家。 当我们驻足天安门广场，向迎着

在晨曦中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行注目礼时，当身处他国骚乱中的中国公民乘坐中

国政府的包机回到北京、跪地亲吻祖国的土地时，当“5·12”大地震的灾民们感受

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暖亲情时，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力量和强大，

祖国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是那样的清晰与温馨。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现代的

中国公民，应该对我们的国家有更理性、更全面的认识。

（一）国家名称

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 中国之名，古已有之，由于古

人地理知识缺乏，认为我国居于天下的中心，故称“中国”或“中华”。 在不同的时

代，“中国”一词有不同的内涵，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特指从历史中走来、继承了

历代优秀遗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 1949年 10 月 1 日，它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结束了自鸦片战

争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后，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

（二）中国的领土与地理概况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

所，也养育了古往今来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1.疆域与邻国

疆域是指一个国家领土、领海、领空的全部面积。 中国位于北半球，在亚洲的

东部和中部，太平洋的西岸，东南面向海洋，西北伸向内陆，有漫长的海岸线，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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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海陆兼备的国家。 陆地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

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

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陆地国土面积约为 96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

陆地总面积的 1/15，仅次于俄罗斯联邦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中国陆上疆界从

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口起，到中越边界的北仑河口止，总长 2.28 万公里，与 14 个国

家相邻：东为朝鲜，东北为俄罗斯联邦，北为蒙古，西北为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

坦，西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南为印度、尼泊尔、不

丹，南为缅甸、老挝、越南。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长约 18400公里，自北而南依次

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内海和边海的水域

面积约 473多万平方公里。 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 5400多个，其中台湾岛最大。

2.地形地貌

中国地形多样、类型齐全，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戈壁、沙漠、洞穴无不

典型壮观。地形分布的规律是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自西而东，逐级下降。中

国平原少，山地多，陆地高差悬殊。 山地、高原、丘陵等约占总面积的 66%，平地约

占 34%，全国近 70%的县（区）分布于山区。 山地和高原多集中于西部地区，海拔

500米以下的地区仅占全国面积的 16%，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达 65%。 全球高于

8000米的 12座山峰中，中国就有 7座。 中国和尼泊尔接界处的珠穆朗玛峰，是世

界最高峰。 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海拔为 -154米，为全国最低的洼地。 中国陆

地正负比差超过 9000米，为世界之最。

中国地形格局中走向及成因不同的山脉往往是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全国可分

为三大自然区：①以流水作用为主的东部季风湿润地貌区；②以风蚀、冰蚀与流水

作用为主的西北干旱地貌区；③以冰冻、风蚀作用为主的青藏高原高寒地貌区。

3.河流与湖泊

中国境内河流众多，流域面积在 1000 平方公里以上者多达 1500 余条。 由于

主要河流多发源于青藏高原，从河源到河口落差很大，因此中国的水力资源非常

丰富，蕴藏量达 6.8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 河流分为外流河和内流河。 注入海洋

的外流河，流域面积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64%。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辽河、

海河、淮河等向东流入太平洋；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向东流出国境再向南注入印度

洋，河流的上方是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则

向北流出国境注入北冰洋。流入内陆湖或消失于沙漠、盐滩之中的内流河，流域面

积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36%。 新疆南部的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全长

2179公里。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全长 6300公里，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

4

C M Y K

3



公民知识篇

逊河，为世界第三大河。 黄河为中国第二大河，全长 5464 公里。 黄河流域牧场丰

美、农业发达、矿藏富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黑龙江是中国北部的大

河，全长 4350公里，其中有 3101公里流经中国境内。 珠江为中国南部的大河，全

长 2214公里。 除天然河流外，中国还有一条著名的人工河，那就是贯穿南北的京

杭大运河。 它始凿于公元前五世纪，北起北京，南抵浙江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

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1801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人工河。

中国境内湖泊众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青藏高原是湖泊最多的两个地区。 前

者为淡水湖最集中的地区，主要有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等，其中江西省北

部的鄱阳湖最大；后者主要分布着咸水湖，有青海湖、纳木错湖、奇林湖等，当中以

青海省东北部的青海湖最大。

4.气候与资源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温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人类居住与生存。

大陆性季风气候是中国气候的主要特点。 每年 9月至次年 4 月，干燥寒冷的冬季

风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吹来，寒冷干燥，南北温差非常大。 每年的 4 月至 9月，

暖湿的夏季风从东部和南部海洋吹来，普遍高温多雨，南北温差较小。中国从南至

北呈现出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 6 个温度带；降水量从东南

向西北逐渐减少，各地年平均降水量差异很大，东南沿海可达 1500 毫米以上，而

西北内陆还不到 200毫米。

中国资源相对富集，许多资源的绝对储量占据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多

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现有耕地 13004万公顷。 东北平

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是耕地分布最为集中的地

区。 面积 35万多平方公里的东北平原是中国第一大平原，大部分是黑色沃土，盛

产小麦、玉米、大豆、高粱、亚麻和甜菜。华北平原大多是褐色土壤，土层深厚，农作

物有小麦、玉米、谷子、棉花等。 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低平，河流和湖泊星罗棋布，

是中国主要的水稻、淡水鱼产区，并且盛产茶叶和桑蚕。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

盆地多为紫色土壤，气候暖湿，农作物可四季生长，盛产水稻、油菜和甘蔗。珠江三

角洲盛产水稻，每年可收获二至三次。

中国森林面积为 17491万公顷。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

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林区，遍布望不到边的红松、落叶松、黄花松等针叶林及白桦、

柞树、水曲柳、杨树、榆树等阔叶林。 其次为西南天然林区，该区主要树种有云杉、

冷杉、云南松，还有珍贵的柚木、紫檀、樟、楠、红木等；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是中

国少有的热带阔叶林区，森林植物多达 5000 余种，有“植物王国”之称。 中国的草

原面积约 40000万公顷。在从东北到西南绵延 3000 多公里的草原带上，分布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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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畜牧业基地。内蒙古草原为中国最大的天然牧场，出产著名的三河牛、三河马和

蒙古绵羊。 新疆天山南北也是中国重要的天然草场和牲畜良种基地，出产著名的

伊犁马和新疆细毛羊。

世界上已知的矿产在中国均能找到，且储量丰富。目前，已经探明储量的矿产

有 158种，总储量居世界第三位。 煤、铁、铜、铝、锑、钼、锰、锡、铅、锌、汞等主要矿

产储量均居世界前列。 其中煤炭基础储量为 3326 亿吨，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地

区，尤以新疆、山西、内蒙古自治区最为丰富；铁矿石的基础储量为 216 亿吨，主要

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磷、硫等矿产也很丰富。石油

主要蕴藏在西北地区，其次为东北、华北地区和东部沿海浅海大陆架。稀土金属的

储量，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稀土总量还多。

5.动物与植物

中国是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仅脊椎动物就有 6266 种，其中

陆栖脊椎动物 2404 种，鱼类 3862 种，约占世界脊椎动物种类总数的 10%。 大熊

猫、金丝猴、华南虎、褐马鸡、丹顶鹤、朱鹮、白鳍豚、扬子鳄等百余种中国特有的珍

稀野生动物，闻名于世。 毛色黑白相间的大型哺乳动物———大熊猫，体重可达 135

公斤，靠吃嫩竹和竹笋为生，目前所剩数量很少，由于极其珍贵，已成为世界保护

野生动物的标志。 白鳍豚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淡水鲸类之一。

中国也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仅高等植物就有 3.2 万余

种。 北半球寒、温、热各带植被的主要植物，在中国几乎都可以看到。 木本植物有

7000 多种，其中乔木 2800 余种，水杉、水松、银杉、杉木、金钱松、台湾杉、福建柏、

珙桐、杜仲、喜树等为中国所特有。 水杉是一种高大乔木，被列为世界古稀名贵植

物。 金钱松产于长江流域山地，叶子簇生在短枝上，状如铜钱，春夏苍绿，秋天变

黄，是世界五大珍贵树种之一。 中国食用植物有 2000 余种；药用植物 3000 多种，

长白山的人参、西藏的红花、宁夏的枸杞、云南和贵州的三七等，均属名贵药材。花

卉植物的种类也极多，“花中之王”———牡丹，为中国特有，它花朵型大、多瓣，色彩

艳丽，被推崇为中国的“国花”。

（三）中国的行政区划

根据现行《宪法》规定，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是省、县、乡三级建制：

———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自治区、自治州、自

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按照《宪法》的规定，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设立特别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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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促进城

乡结合和工农结合，打破条块分割，充分发挥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我国大部分

省份实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另外，在有些自治区，下辖自治州，州以下有自治县、

市等，在内蒙古自治区还设有盟、旗（自治旗）等，也是四级制。 这就使中国现行行

政区划和地方行政建制层次形成了三级和四级并存的体制。

目前，全国共划分为 23个省、5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两个特别行政区。

23个省

23 个省是黑龙江省（简称黑，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简称吉，省会长春）、辽宁

省（简称辽，省会沈阳）、江苏省（简称苏，省会南京）、山东省（简称鲁，省会济南）、

安徽（简称皖，省会合肥）、河北省（简称冀，省会石家庄）、河南省（简称豫，省会郑

州）、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湖南省（简称湘，省会长沙）、江西省（简称赣，省

会南昌）、陕西省（简称陕或秦，省会西安）、山西省（简称晋，省会太原）、四川省（简

称川或蜀，省会成都）、青海省（简称青，省会西宁）、海南省（简称琼，省会海口）、广

东省（简称粤，省会广州）、贵州省（简称贵或黔，省会贵阳）、浙江省（简称浙，省会

杭州）、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台湾省（简称台，省会台北）、甘肃省（简称甘或

陇，省会兰州）、云南省（简称云或滇，省会昆明）。

5个自治区

5 个自治区是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宁夏回族自治区

（简称宁，首府银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首府乌鲁木齐）、西藏自治区（简

称藏，首府拉萨）、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首府南宁）。

4个直辖市

4个直辖市是北京（简称京）、上海（简称沪）、天津（简称津）、重庆（简称渝）。

两个特别行政区

两个特别行政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简称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简称澳）。

（四）人口与民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 2011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总

人口为 1370536875人，其中，中国大陆总人口为 1339724852 人，约占世界人口的

五分之一。

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之一， 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为

137 人。 但分布颇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集，每平方公里超过 400 人；中部

地区每平方公里 200多人；西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不足 10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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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 56个。 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全国总人口的 91.51%），

习惯上把其余 55个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 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55 个少数民族中，100 万人口以上的有壮、满、回、苗、维吾尔、彝、土家、蒙古、藏、

布依、侗、瑶、朝鲜、白、哈尼、黎、哈萨克、傣 18 个民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达

1617.9万人；10 万至 100 万人口的有畲、傈僳、仡佬、拉祜、东乡、佤、水、纳西、羌、

土、锡伯、仫佬、柯尔克孜、达斡尔、景颇、撒拉、毛南 17 个民族；不足 1 万至 10 万

人口的有布朗、塔吉克、普米、阿昌、怒、鄂温克、京、基诺、德昂、乌孜别克、俄罗斯、

裕固、保安、门巴、鄂伦春、独龙、塔塔尔、赫哲、高山（不含台湾省高山族人口）、珞

巴 20个民族，其中珞巴族人口最少，仅 2965 人。 汉族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聚居

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中下游和东北平原。 55个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少，但

分布的地区却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64.3%，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

的边疆地区。 云南省居住着 20多个民族，是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 由于历

史上多次的民族迁徙、屯田、移民以及朝代更迭等原因，中国各民族的分布形成了

又杂居又聚居、互相交错居住的状况。 此种局面，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在政

治、经济、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以及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

了客观条件。

有人将我国 56个民族编成一首很有旋律的歌，记忆十分方便：

汉满傈僳景颇壮，高山普米锡伯藏

毛南布依维吾尔，仡佬仫佬蒙古羌

乌孜别克俄罗斯，保安独龙京东乡

哈尼彝苗鄂伦春，裕固朝鲜傣阿昌

鄂温克水德昂怒，基诺赫哲土布朗

塔塔尔白回土家，达斡尔畲黎珞巴

拉祜纳西塔吉克，哈萨克佤瑶撒拉

我国民族五十六，柯尔克孜侗门巴

（五）国家制度

1.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

2.政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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