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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

诸因素的影响，全国各地区的人口状况和生育水平存在明显

差异。据近年来国家计生委对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进

行的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表明， 90 年代全国各地区的生育

水平虽然都比80年代有了进一步的下降，但地区间的差异

仍然十分明显，有的梧差还十分悬殊。生育水平高链的分布

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依然是呈现出高高东低的态势。报据

我国人口学者的预测，在未来数十年，我国各省、市、自治

区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向将相差半个世纪。也就是说，

主海市早在1971 年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93 ， 1993年就已经

开始了户籍人口持续负增长的局面。"趋零期"只有 32 年，

商宁夏等地区别要在2050年前后，才能完成人口长期递增

的历史，使人口增长逆转为"零增长"及以后可能的负增长，

达到"趋零期"的时间至少还嚣50年。这意味着，区域人

口发展不平衡，在今后梧当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作为中国

人口发展的主体特在之一而始终存在。它对全昌的人口发展

趋势和变化，已经正在并将继续起到举足轻重自甘乍用。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能客观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人口发

展中各个培区的状况和走势，各个地区的人口发展模式相特

证以及对确定全国人口形费的地位和作用，也就谈不 t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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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识和处理中国的人口问题。因此，在为实现全厘稳定纸

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的今天，研究一个地区的人口状况

及发展变化具有特瑞号理ìt;意义都克实意义。正鉴于此，我

们结合吉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掠〈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专

业的教学需要及全省计划生育系统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撬

写了这本反映吉林省人口与计如生育工作发展与变化的教

材， I其使广大学员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及相关人员更加深刻地

认识和了解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变化特征与状况。

《吉林人口与计划生育》是一部区域性的人口科学教

材 e 它以马克患列宁主义为指导，从吉林省的社会、经济和

自然条件出发，以反映人口现状为主，同时兼顾历史并展望

未来，对吉林省人口发展的历史，人口分布，人口自然变动，

人口结构"人口再生产，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社会保障，人E

与可持续发展，民族人口，人口素震，流动人口，人口婚姻

与家庭以及计划生育等各种基本人口现象和人E问题进行了

综合阐述与分析。本书力求体现统一性、综合性、科学性和

实际应用性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解我省的人口省情、制定我

省人口控制规jtfJ和在新时期进一步开发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科

学假据。同时，也为我省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积累了基

本资料。

《吉林人口与计划生育》以在们尽可能搜集到的各次全

国人口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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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为主要破握。同时，还使用了吉林省计生委有关的

各次工作会议报告、调查研究资料和典型调查资料等。薪中

国成立以前的吉林人口分析主要运扉了当时宫方发布相学

者搜集的资料，以及史籍中记载的有关吉林的人口资料等 c

自F种种原因，某些数据或统计资料或许出现疏漏和差错 c

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采取了审f真的态度。某些资料在力

所能及的革围内做了适当的调整其他一些资料也做了一些

一般性的分析和评佑。

通过努力， ((吉林人口与计划生育》终于问世了。编写

这样一部具有区域性特色的教材，还是一种探索与尝试，缺

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域，恿希望国内外人口学家、实

际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史宝琴

2002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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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吉林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古代及清代苗期人口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花地运的中部，南邻辽宁省> Jt接黑

龙江省，茜连内蒙古自治区，东与俄罗斯接壤，东南踊图们

江、鸭绿江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梧望。全省东西最长

约 750 公里，南北最宽约 6∞公里，幅员面积为 18.74 万平

方公里，约占全霞总菌积的 2%。

、古代人口

吉林省虽然地处我国的边睡，开发较挽，但旱在两万年

前，吉林境内就已经有人类活动。 1951 年 8 月，科学工作

者在榆树市的大于乡周家油境村采集到了人类头骨碎片和腔

骨化石， 1964 年二月，又在安困县明月镇发现了人类牙齿

化石。经研究确定，上述商处化石均属于魏期智人的化石，

他的生活于大约距今两万年前的 18石器时代。可以说，"榆

树人"和"安图人"翻开了吉林境内的人类发展历史的第一

页。

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薪石器时代，吉林省境内的各条较

大的河流流域，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在吉林省西部的

挑儿河、霍林河流域和嫩江中摒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存中， ~人结石器、骨柄石刃刀和玉质装饰品等最具特色。

-1-



吉林、长春地坯的考古发据表明，当时人们使用磨幸Ij石器和1

大量的骨角器，陶器纹饰以刻划的"之"字纹和扭曲纹为主。

在东部的图们江、薛春河、嘎呀河、海兰江流域，人们患住

在长方形半地火式的房子里，用磨制石斧和打割的石锄从事

农业生产，用石箭头狞猎，使用骨锥和青针。在靖宇甚、抚

松县、长白县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遗存。

距今约 3000 年前，相当于西周时期，吉林地区进入了

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人类遗存更是星罗棋布，几乎遍布于

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现已查明的就有 1100 多处。满族人的

祖先肃慎人，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古老的觅于史籍记载的居民'

之一，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和乌苏

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传统中的舜、禹时代，肃镇人就和

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左传》记载，"肃镇、燕、毫"为题

朝的":.ft土飞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为担委，他们活动的

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辽宁省东:.ft部、吉林省全部和黑龙江省

东半部及黑龙江以:.ft乌苏里江以东的辽阔地带。把委人以持

猎为主，能种五谷、织麻布，会养猪，能造小船。

战国以后，伴随着频繁的战争和民族大迂徒，吉林境内

出现了许多亘服于中原王朝的培方民族政权。如汉代至唐代

的高句丽政权，唐代的渤海E政权等。到了辽、金、元时期，

吉林省境内的各级政权已经比较健全，全省各地有大量的这

q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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