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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原教育部)国家计划生

育委员会蒋国务提人口普查办公室领导之下，到北京经济学院碎

敬之教授为主编，自《中国人口》总编辑委员会和各分册编辑委员!

会组织编写的。在整个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由全国著名

学者、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的跟间组的指导。各省、直辖市、自 v

泊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十分重视和关心本书的编写工作，从各个

方商给予鼎力支持。

《中昌人口》是一部区域性的人口科学著作。它以马克思主义

为摆导，根据统一制订的提纲，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社会飞经济

和自然条件出发，以反映入口现状为主，同时兼藏历史并展望未

来，对人口均数量、出生、死亡、迁移、分布、住别、年龄、婚

娼家庭、民族、素庭以及计如j生育等各种基本人口现象和人口问

题进行了综合阐述与分析.本书力求体现统一性、综合性、科学

性租实际应用性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解我国的人口国情，制订我

国控器人口的堤划和进一步实行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

时，也为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积累基本资料。正是由于

这些特点. <(中国人口》被列为"六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中的重点科研项 13. 这项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口学界

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关注。

《中国人口》共32册。E!P恙论:册，省、直辖市、白、治区(包

括台湾省)各 i 册，香港、澳门地区'1 册，由中国对政经济出殷~



」挂出版.

《中国人口》以我国大陆1953 、 1964和 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资

A 料、 1982年全国 1痴人臼生育率抽样濡查资料，以及国家统计部

门经常性统计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还使用了各部门提供的统

-计及帮查研究资辑、撰稿人亲自进行的各种挡样调查和典型满查

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人口分析，主要运用了当时宫方发

→布和学者搜集的资料，以及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有关人口的结测资

料等。

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数据或统计资料或许会出现蔬漏和差

j 错.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某些资将在力

所能及的翠围内做了适当的语整，其他一些资料只做了一些一般

-握的分析和评佑。

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 ((中国人口》终于问世了。编写这样一

部篇幅较大的著作，还是一种探索与尝试，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

难免。我们诫忌希望匮内外人口学家、实际工作者和广大读者，

提出批评意见.

借此机会，我们瑾均提导、支持本书著述工作的颜闷和有关

政府部门，以及在搜集资料和组织揭查过程中提供各种方便的有

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出

版，竭诚努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为《中国人口E专列了援助项吕 (CPR/85/P52) 给予资助。我们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留人口》总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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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在古代罢设甘好I (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丽得名。

咱甘判"名始于北魏"肃姆"始名于隋代，简称"甘气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1281) 设甘肃行中书省，甘肃作为省名

从此开始.到明代时甘肃划归挟西省管辖，清代又恢复甘肃省，

当碍甘肃省辖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省及内蒙的巴彦津尔

盟.光绪十年 (1884) 分出新疆省， 1929年又分设青海、宁夏南

二省. 1954年甘肃、宁夏合并# 1958年设宁夏E族自治区，甘肃省

形成为现在的疆域.

据考古发掘表明，甘肃境内很早就有原始人的存在，早在 !EJ石

、器时代的中、院期，珑东和河西一带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进入

新石器时代后，甘肃境内许多地方都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四、五

千年以前，我知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著名的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三千年前，周朝的祖先在本省珑京的泾

部和中部的渭、河流域开发了我国最旱的农业，成为黄河流域烛烂

文化的开端。汉唐以来，中央政权很重视对甘肃地区的开发.在

·江武帝的屯吕、移民等措施下，需西一带的农业与防务，者在进一

步得到发展和加强，到西汉后期，河西囚郡的人口己达20余万。

盛唐时期ρ 甘肃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通道。著名的

叫丝缉之路"经本省遥控西域.货运塞途，信使络绎，呈现出空前

4繁荣景象。跑后，历经宋、元、胡诸朝，国都东迁，经济中赴京

'，J惑，人口发展也深受影响.直到解放以后，经过30多年始建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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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过程也随之变化，形成了本省人口h

支援的一些特征.

一、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省解放后30多年来，出现过弱次生育高哇e 第一次是在

1950"-' 1957年，八年当中增加人口286万，增长 29.69奋，年平均

增长35.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3.29%. 净增人口中，由外省迁入

的有105.47万人，占 36.8铃，自然增长的有 180;53 万人，占

63.2% .年平均出生率都在30施以上，自然增长率一般都在20施，

以上。第二改是从1964"-' 1973年， 10年间净增人口492.97万人@

增加了39 .46伪，年平均增翅49.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是3.38% • 

比前八年还高，年平均出生率都在40竟如以上，自然增长率一般都

在30竟如以上。净增人口中属于自然增长的有461.27万，占净增总

人口的93.579奋，每年平均要增加46万人。如果如上 1962--....1963

年两年补偿性的出生率，分到为41.1弟和42.1梅，那么全省有20

年是处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率都超过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形成高出生率的原因，还是要分析经济条件.解放前，甘肃

的经济是半封闭式的封建自然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并陆以手

工业，工商业比重很小，生产力水平保@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

害，拭灾能力薄弱，农较民习惯于租放经营，广种薄收，自然放

牧，农牧产品产量极不稳定，生活贫困.但本省土地面积辽阔，

宜农荒地甚多，叉吸引农民去开荒种植，从家庭来说需要更多的

劳动人子，所以从经济上说，农员有多生育子女的愿望。其次，

由于文化落后，特别是农村文富多，传统的封建生育现念占支配

地位"多子多福.. "人兴财臣"等助长了人们的生育行为。 JL女

众多的大户，由于劳动力充籍，能收到劳动换芹的功效，生活费

用悟对较镖，这是本省农村保持高出生率的重要原因。

解放后，本省经济条件有了改变，现代工业发展迅速，工业a

2 



号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新占比重不断扩大，交通运输业军口商业

巨岳王子行业，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农业变化还不显著，而亘在农

业集体化的过程中，一度实行过的根食分配政策，有利于人口的

增殖。所以，旧的生育观念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又获得了依存的

-条件。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一弱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改变.

二、死亡率迅速下降

解放后，本省死亡率呈直线下降趋势.50年代年平均死亡率为

17.4她 60年代年平均死亡率为13.62鹅 70 年代年平均死亡率

为7.16竟如进入到80年代下降到 5'""-'6 %0左右。这30多年中，除了

1958........1960这三年由于特殊原嚣，死亡率有所增捧外，其余年份

是呈递减的趋势。 1981年死亡率下降到5.72络，比同年全国平均

死亡率诋0.64个千分点e

死亡率下降的黑因主要是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社会比较

安定，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改善，身体素庚有些提高，出生要

JL死亡人数减少，存活数梧对增媚，某些地方病得到了控髓，发

病率低:同时，在30多年中，甘肃没有发生过象1928-1929年那

样连续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虽时有发生，但灾情并未

遍及全省，人民政府有组织地进行抗灾和善后补救工作，自然灾

害对人口的抑制作用大大地削弱了。这是本省死亡率降低并保恃

平稳的重要原因。

兰、迁移增长数量大

解放后，人民政府注重内地的建设，甘肃省是重点建设的省

份之一，重工业发展迅速。为适应建设的需要，由其他省市迁入

本省的人口数量很多，本省一直是迁入人口大于迁出人口的省

份e 从1950........1959年的十年中 p本省怠共迁入人口为127万余人3

1960........1963年，由于部分建设工程停工，随后迁出约94万余人@

1从 1964 ......， 1982 年每年平均约有 2 万余人迁入本省. 30 多年来，

s 



净迁入本省的人口将近100万.迁入的人口绝大多数为劳动适龄‘

人口，处在生育旺盛期，这部分人如上他们在本省劳生子女，致、

在使本省人口急剧增长e

四、城镇人口增长迅速

解放后j 本省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总人口增长的速

度。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本省有城镇人口 122 万余人，到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达到 300 万余人. 30年增加

了1.4倍，平均每年增加 6 万人左右，年平均增长率4.9%. 同期、

总人口由 1134.94万增至1956.92万，增长了58%. 城镇人口增长

要比总人口增长高出82铃。平均年增长率城镇人口这总人口要寓，

2.5个百分点，也比同期全国城镇人口年平均增民率高.城镇人也

口增长快的原因，主要是迁入人口比重大。本省30年来迁入的近

100万人口中都是城镇职工，加上也1f1所生子女，大大增加了城

展人江的比重:其次是本省30多年来有将近20年的生育高蜂，其

中也包捂城镇出生的人口，特别有些年份城镇人口出生率还高于

农时(参离本书第八章).最后是县办工业的发展二也吸引了一

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入域镇e 随着本省商品经济的发展，预计今后:

二:川省自城镇人口还将有较大的增长.

五、人口性别比偏离

本省人口性别比一直偏高。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男性

人口占53.27扬，女性占46.73侈，性别比是114: 1964 年第二次

人口普查时，男性占52.030奋，女性占47.97% ，性别比是 108:

J 93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男性占51.73% ，女性占48.27铃，性

主;比是 107.18. 三次普查结果都表明本省人口性别比均高于全国

水平。

解放后30多年中，性比例穰高的倩影，突出表现在50年代‘

整个50年代性别比都在 107 以上，虽有呈下辞趋势，但不明显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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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本书第九章有详细的说明.

六、人口文化素质铺假

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全省共有小学以上各种文化

程度的人口为914.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6.717态，比 1964 年第二

次普查时，增加了623.91万人，增长了2.07倍。恒是，全国每千

人中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为601人，本省只有 467 人，少134

人。而且在总人口中具有视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 372 万，占

19% ;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只有10.8万人，占0.55%. 本省尚有

‘ 6--1]岁的学龄儿童130多万未入学，文言和半文盲人数达685.17

万，占全省12岁以上人臼总数的48.05侈，文盲率超过全国平均7

率的16.15%. 在大茹29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 27 位，是西北地区

文盲率最高的省份.

文化素质偏f菇，是本省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科普知识由

于文化太纸得不到普及，特另才是在农村，凭借传统的方法来指导

生产，生产力水平稳.

提高本省人口的文化素庚，从当前来说，嚣要从两个方面着

手，一方面要抓成年人的文化教育:另一方面要普及九年制教

育。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要以农村为重点.为此，要大力发展本省

的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首先解决!即资不足前问题.

从以上几个特点中可以看出，本省人口的友展呈现出自下一

些现象和问题，需要对本省人口的支展，远行政策性的调整并使

之反馈到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

〈一〉由解放前的高出生、高死亡、保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

型，向高出生、保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演变。这种演变过程开始

于1950年，完成于1973年。在国家没有制运人口政策的条件下，

这种演变具有自友的性质，出现了近20年的生育高峰期.它说明

有没有人口友展的国际，和与之相适应的人口政策，对本省的经

革



济与文化的友展，有决定性的影碗。

(二〉从1974年以后，吁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生率

和自然增长率都有较大摇度的下降，前者年平均为20 9'00. 后者均

在15竟如以下，并保持平稳。本省人口叉开始从高出生、保死亡、

高增长的类型，自低出生、保死亡，低增长的类型演变@什么时

候撞完成这种演变?这要求到本世纪末，要认真执行计戈，tl生育政

策，不能放松，因为这种演变是在计窍生育政策指导下开始的.

政策对人口的调节作用，是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的，它对本省

今后的人口与发展，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作居。

〈兰)本省人口年龄梅成轻，按其自然规律说. J虱子增长型

人口。第二次生育窝蜂中出生的人口，即将陆续进入结嬉年龄.

出生率还有可能回升，而这种回升却是正常的。但是，在计划生

育政策指导下，要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生育高峰的再度出现。

〈四)本省人口的素质很不平衡，身体素质有较大提高，平

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2岁，上升到1982年的68岁，文化素质虽有提

高，但很爱医，反映了智力投资费用要高于生活费用。提高人口

的文化素渍乡增加智力投资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本省一

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五〉迁移和流动人口一直是活跃本省经济的京极因素，已

被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因此，积极引进入才和对省外的开放，

以破引更多的人来甘肃参如建设或经商，都会对本省人口的经济

结构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省人口的经济结构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从事第一产

业的人口占绝大多数，占全省在业人口的80%多，从事第二、三

产业的人口，占全省在业人口不到20%. 并旦在第一产业内部，

还存在一部分潜在的待业人口(即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表明

劳动人口在第一产业部门有剩余，在第二、三产业部门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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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虱经济上说是很不合理的。这种状况也说明，发展本省的第二、

三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要靠从第一产业部门转移.这种转移可

以考虑以下两方面的途径.一方是使农、林、牧、渔业的生产，

达到专业化的水平，这是扩大社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

商品率的必由辛路z 另一方面，如快小城镇的经济和支化建设，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两方面都可以破引大量的农转劳动力，这

是语整本省人口经济结构并使之趋向合理的必要措施。其结果将

‘二为本省创造出较高的自民生产总值，加快建设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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