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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人口》是在离家教育委员会〈原教育部工…国家计划生

育委只会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领导之下，出北京经济学皖卦

敬之教授为主编，出《中国人口》总编辑委虽会和各分酷编辑委员

会组织编写的。在整个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自全盟著名

学者、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的腰间组的指导。各省、直辖市，自

治区政府及有美部门也十分重视和关心本书的编写工件，品1\.各个

方面给予鼎力支持，

《中国人口》是一部区域性的人口科学著作.它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根据统一制订的提绢，从我国各地区不目的社会、经济

和吉然条件出友其反映入口现状为主，同时兼顾历史并展望未

来，对人口的数量.出生、死亡、迁移二分席、性别、年龄、婚

姻家菇、民族、素质以及计划生育等各将基本人口现象和人口 fiiJ

题进行了综合踏述与分析。本书力求体现统一位二揉合'险、科学

性和实际应吊性相结告的原赂，户为T解我国的人口国情，制订我

罔控剖人口的规划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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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基束资料斗争正是由于

这些特点， ((中国人口》被湾为"六五"期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中的重点科研项目二意顿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口学界

相有关匮际组织的关注3

《中国人口》共32册。ItP总论 l 册，省、直辖市、自治区(包

括台湾省〉各 i 册，香港、澳门地区 l 册，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出版。

《中国人口》以我国大陆 1953 ‘ 1964 和 1982 年三次人口普查

资科、 1982 年全国 1茄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国家统计

部门楚常性统计资料为主要假据.席时，还使用了各部门提供的

统计及调查研究资料、撰稿人亲自进行的各种抽样调查和典壁调

查资料，新中盟成立以前的历史人口分析，主要运用了当时官方

发布和学者搜集的资料. . ~及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有关人口的估测

资料等.

由于种种原霞，某些数据或统计资辑或许会出现疏漏和差

错。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采取了审镇的态度。某些资料在力

所能及的范盟内散了适当的混整其他一些资料只做了一些一般

性的分桥和评估。

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 ((中国人口》终于闰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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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免主我们诫恳希望自内外人口学家、实际工作者和广大读者，

提出批评意见.

借此机会，我们谨向指导、支持本书著述工作的藏问和有关

政府部门，以及在搜集资料和组织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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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列了援助项目(CPR!85!P52) 给予资助。我们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哑中E人D)A撞撞委员会

-JL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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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编写《中国人口兴四川分册〉的目的，在于力求以马克思主义

为提导，科学地阐述和分析四川省区内各种基本的人口现象和人

口问题。本书作为《中国人口》的→个组成部分，是按统一的结持和

体倒编写的。全书的结擒，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现察。横向方面，主

要是阔途和分挺四川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分布、将成以及

人口政策等人口的基本内容 1纵向方面，主要是阐述和分析四}II人

口的过去毛现在及未来等动态变化。因而，编写i这书使用的资

料，除了大量地利用了第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外，还充分应用了

各种页史人口资料，包括年报资料、登记资料以及各辈作者进衍

的专题调查资料等.全书有一半以上跑章节，都由作者根据实地

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补充，本书的编写和出服，希望

能为四川控制人口的增长、解决人口的闰题，实现"富民升位"

促进四化建设的战路措施提供一些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提高

四川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起到促进作用。

四坷的行政区划从1982年第三次人注普查到1985年本书就穰

时，有较大变动o 1982年末的统计，全省共有市13个〈其中省领

导的市 4 个，地、州领导的市 9 个)，地区11个，自治州 3 个，县

182个〈内含自治县 2 个，相当于县一级的工农区 3 个).市辖在

22个〈内含相当于市辖区一级的办事处 7 个).镇35) 9个。据1985

年 5 月统计，全省共有市19个〈其中省领导的市 11个，即成都、

重庆、自贡、摸口、泸州i 、德院、逐宁、广元、绵阳、内江、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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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判领导的市 8 个，在11宜宾、洁棱、万县、南究、华云、达

县、雄主、西昌);地区 6 个〈部宜宾、洁陵、万县、自壳、达县、

雅宝~);自治安113 个 OtP阿坝. -tt-:r夫、凉 ill );丢175个(其中自 1台

县 9 个，相当于县级的工农区 1 个);市辖区32个:镇430 i'- , 

四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社会主主;菇、文

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四川的人口现象和

人口问题也发生了吾大的影响。本书力图从四川的地区性出发，具

体阐述和分析四川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特点。这些特点除了在

各章节中具体分析外，这里综合论述以下凡个方面。

一、四川是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人口最多的省

四川人口， 1982年普查时为997 1. 3万人到1984年末已增拥到

10.112万人，是全匮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省〉中人口

最多的省，占全国人口的10铃。四川人口与全国人口的对比，有

史籍可查的，最罕见于《汉书&地理志>>，公元 2 年〈西汉元始士，

年〉全昌在5959万人，其中四川有 35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5.88%

强s 东夜时公元156年全国有人口5006万人，四川省有469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10%辑.J1J公元 280 年〈晋太康元年)，全国有人口

1616万人，四川省有人口11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7嚼。到公元 740

年〈唐开元二十八年)，全国人口为4844万人，四川人口为 490 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11场弱。公元1110年〈北宋大规四年〉全国人口为

4673 万人，四川有1196万人，竟占全国人口的 25.35%. 据有的

学者摧断，这很可能是《宋支》计算不准@。到公元1578年〈明万

历六年)，全国人口为6069万人，四川有31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5%. 公元1830年〈道光十年).全国人口 39478万人，四月 3217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17畅。公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全国人

@郑子尚《西JiI人口家庭臭的几个内室里川四J!I大学学报丛刊. 1919年第 3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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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1943 万人，四川省有. 4061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9.7 0/0. 到了公元

1850年〈道光二十年7 全因人口42993 万人，四川人口4416 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 10.24惕，超过了当时江苏省的人口，跃居全国第

一位①。解放以后 四川人口总在占全国人口 1/10上下摆动。如

1949 年四月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10.5嚼， 1953 年占全菌人口的

11. 1 4嚼，三年困难时期之后1962 年占全国人口的 9.64畅， 1975

年占全国人口的10.24 嚼， 1982年占全国人口的9.87 呢。

二三、四川人口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

四}Il 人口最基本的空间分布是按市、地、丹:行政区域的分

布。市、地、 1贱不仅是全省重要的行政区划，也是全省人I.J 最

基本的区域构成。按现行新的区菇，四川i 共支5分为20个市、地、

州。按新行政区题的土地面积，人口恙数及人口密度详见表绪一10

四} 11 新的行政这边共20个市、地及自治判。由于区划的面积

大小参差很大，自然条件优劣各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一，

因而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人 t~l 最多的是重庆市，按1985年统计为

1405.5万人:最少的是向坝自治州，只有73.3万人。土地面积最

大的是甘孜自治判，为 148108 平方公里 2 最小的是遥宁市，只

有5481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成都市，每平方公里有683.9

人:最小的是甘孜自治州P 只有5.3人，人口密度梧差129倍。

按自然区划来看，国JIl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以东经 104 r主

为界，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为四JI!盆地及浅丘地带，土地面

积只占全省的44.7嚼，商人口却占全省的93.1 怖。四川省人 IJ 的

区域构成，以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为人口的密集地区，自盆地的四

周扩散，人口密度以离心方向形成逐步递减现象。如向西出遂宁

经中江→绵竹→茂汶，人口密度自629人→384人→21入 z 向东南

①郑子尚《自JII人口发展史的几个问题归四川大学学报丛刊， 1979 年第 3 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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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S5笔Il!I JII省搜持政区划土地及人吕统计

土地商积 ~I 人口密度
~I人口{人〉四!

(平方公里)、""1 (人/平方公里}

265826 110187削 3以

褒绪-1

管辖地区①

全省，2 计 i
成都市区5个、县12个、办事处 1 个

重庆市i区 9个、县!2个

自贯专制区 4个、县 2 个

渡口市区 3个、县 2个

泸州市|区 1个、县 3 个

德商市i区 1个、县 4 个

遂宁市i区 1个、县 2 个

广元市区 1个、县 3个
约 ßEI 市:区 1 个、县 7个

内江市I区 1 个、县喜个

乐山市区4个、县11个、自治县 2个j

宜宾地区!市 1个、县11个

;需陵地区i市 1 个、芸 4 个、自治县 5个

万妥地区i市 1个、县 S个

南充地区!市2 个、县11个

达去年地区i市1 个、县11个、区 1 个

雅安地区怖主个、县 7个

问主贝自治:JH~县12个、自治县 1 个

甘孜自治FifFS 个
凉山自治州:市 1 个、县16个、自治县 1 个

12614 I 8626770 

223H I 14055145 

4328 r 2806167 

7516 I 849132 

605! I 4155064 

5827 I 339号379

5481 ! 37.11135 

14021 I 199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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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9056 

102 在1641

9236200 

1M237! 

7:)3161 I 

785977 

33472 垂 31

资料来源(1) 行政区划〈省辖市、地及自治列。根据省民政厅1985年底统计。

(2) 土地面积根据省统计局编《吕川省各地、市、州、丢经济概况~

(3) 人口数根据1985年四川省人民普查办公室统计。

渠县→开江→开县→云阔叶奉节→巫山，人口密度则由 693 人→

460人→323人→301人→210人→64人，依次递减 z 向北由岳地→

仪陇→己中→南江，人口:密度自 557 人→500 人→408人→152

人.i茎潜减少:向南出泸县→纳溪→叙永→古菌，人口密度由667

人→352人→248 人→182 人，愈往南愈稀。由此可见，从盆地中

4 



心向四面盆周持i张的人口分布，由密封j稽，出多到少的现象非常

明显，

二、四JI[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在东西南大自然区域差异悬殊

四川地处内陆、东西长1200余公里，南北相距900多公里，全

省面积56.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载的5.9嚼，在 30 个省、

市、自治区中位居第五名e 以东经104度为界划分为东西南大自然

区，东西两区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迥然有射，东部为著名的四川

盆地、土地面积占全省的44.7嚼，而人口却占全省的93.1 嚼。由.

部为由地、高原、土地面积占全省的55.3嚼，插入口仅占全省的

6.9场①，东部盆地平均人口密度为336 人，西部三个自治州，在

安和摸口平均人口密度只有21. 8 人@.

东西两部的农业生产配置也远然不同.东部盆地及丘陵地

带，地势平矿、土地理沃，词渠密布，排灌条件良好，有利于粮

食、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实现高产稳产，四J 11是一个人口超过一伍

的大省，是全国模食生产的主要省区。四)11粮食生产能做到自给

有余，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1983年四川省人口占全嚣的9.8嚼，按

食总产占全国的10.4畴。因此，四)11粮食产铺应保证自给自足井

有余外词。这既是本省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是对全国经济发

展的必妥贡献.从1953年到 1980年的21年阂，四)11除有 5 年从省

外净混入模食 10.98 亿公斤外，其余 22 年每年都调出粮食，共计

157.14亿公斤。两相冲抵，净调出辈在食 146.16 亿公斤，平均每

年调出 5.04 亿公斤.四川耕地不到全国的?镑，去P养活于约占全

国 1/10 的人口，并在余粮外语，这对全国经济建法是寻民大贡

献③。

③ ‘四 JII经济地理珍绪言，第 60 页。

ø <<凶 J Ii经济地m'.>>绪言，第 64 页.

③ ‘四)11经济地理>>，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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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粮食生产基地主要在人江棋密的东部，每平Ji公里的人

口数在450-600人之间，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气由于

人口多，土地资源有限，人均土地面积仅有 3 亩商人均耕地不到 i

亩，森林雷积人均不到0.25商e 由于人可密度过大，对农业生产造

成极大压力。但农村经济体制攻草，为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找到了

一条较好的出路.除了在农业上多投入劳力进行集约耕种外，就是

我极开展多种经营和发展了乡镇企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西部地区处于盆地西南、西北外留(毡括西南山地和西北高

原〉与云贵高原及青藏高原接壤事构成盆地天然屏障，区内出舔

绵延，Ùj高谷深。地势起伏西南甚大，西北缓和，海拔一般在

1000-3000米及3000米以上。相对而言，西部地区人少地多、土

地资摞较为丰富，特别是林‘牧用地更为充裕.其中西离山地、

林业用边占土地面积的71 畅，耕地只占土地面裂的63笋，但每个

农村人口平均占有耕地1.54富，比全省平均数多50嚼，足见人口

实为稀少。这个地区林业占地虽广，但多年来森林严重过伐，消

起量远远大手生长量，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造成

了一系列生态失阔的恶果。如棋江上游，森林覆盖率己由解放初

期的30骨下降到18%. 森林过伐的结果，河谷风增大，早期延

长，积雪减少，无霜期缩短，水土流失严重。西北高原，草场广

阔，可和i用的草场占全省的 2/3，号E革大部分适于牲畜采食。其

中处于宽谷及水热条件较好的草场，适于人工种植钝质牧草、建

设人工草场，以及寐林商夜在全省占11 镑。{旦覆盖率很策，仅占

.ß .5呢，丽旦集中分布在金沙江、雅窘江和大夜河的上捷子。这些

地区森林的主要件用是涵蓄水源、保持水土，不宜进行森工采

伐 必南山地以彝族聚居为主，矿产资源丰富。由于开发较晚.

经济友展水平较低。但今后工业发展前景广阔，可以容纳较多的

就业人口，对袁牧业也会发生巨大促进作琦。西北高原是藏族牧

s 



丘， 人口稀少、每平方公 1亘仅有 4-5 人。因商劳动力缺乏、农

较业均经营粗放，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这个地区人口稀少，似乎

可以大是移民生产.IJ-续和东部人口稠密的矛盾。但事实上、移

民开发边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战略问题.要国家投入相当大的财.

力、物力和人力。只有苦行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3 摸清的道 解

?ffA系列条件问题 才能性主到移民"安居乐业"收到实效。

四、四川人口'辛劳动力资滑、丰富

i予i川省自古u芳:人口众多， *量员广 ii乱四月工业的发展也体

顶了人口多这一特点穹古代四川，工业以丝绸工业和制盐业是为

吃达。如丝缆业从栽桑市养蚕、 1击~茧、续丝、织绸等者在二豆子工操

f芋，需要大量劳动力。近代四川i工业前兴起，首先旦失荣、 fle皂、

Jl专洁、注明、西糙、纺纱、织布、操丝等轻工业，其次是搞油冶

aziJit 白衣业、煤矿业等。这哩工业在四川创建初期p 机械化程

霞在~Ff.. 绝大部分使用手工劳动，需要劳动力很多，是劳动密集

电的工业，如火柴、卷a熙、纺犁，、、织布等 e 四川的现代工业在抗

iU史争时期得到迅速发展3 由于沿海地区大量人口内流，大批工

广;与主持统的现代工业如冶金、 tn械、电力‘化工、煤炭、纺

fJ飞、建筑、轻工等行业都;f在继建立和发 t是起来。当时 tm )!I 现代化

工业咛发展?使重工业比重增大，轻工业生重相对减少。1ki1942

ff主?乡轻重工-1:毛资本比重为 25.8铃比72.2伪①。但工厂提模

，卜，机域化程度氓，仍以体力劳动操件为主，1J}然是劳动密宗望

;可工吱。工厂布局十分集中，大部集中在重庆。据1942年统汁，重庆

~J主白了全省63.7畅的工厂。不过，这些工业大都具有战时畸号扩

张的性)去拭战胜利后，大量人口复员外迁，工厂也大量关、停、

外迁。 1946年 3 月统计重庆市就有70%工厂外迁，停产或歌业.

① ‘四川经济地理:Þ，第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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