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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佛山市人13志》是记述佛山市人13历史和现状的

专志．分为概述、人口源流及历代变迁、人口变动，

人口分布．人13构成．人口管理，婚姻与家庭．计划

生育，大事记等部分．并附有一些重要文献和资料。

纵向记述了佛山市人口增减的历程和原因；记载了佛

山市人口流徙和管理情况：叙述了特定社会条件，地

理环境，特定时期内佛山市人口质量诸要素的变化；

概括反映了佛山市婚姻与家庭状况，以及现阶段计划

生育工作的全貌。

可供人口研究人员及地方志编写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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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腹部，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和，巾量允冲，

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盛。：百越族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就在这里生息、劳动、繁衍，祖祖辈辈从事渔猎和农业生产，使它逐步变

成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经过历代人民不断地开发和建设，佛山由一个农

渔业民聚居的村落变成我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今天又变成了名扬中外

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

佛山是历史悠久的古城。秦代已是颇具规模的村落，属南海郡管辖。

隋朝，称季华乡，属南海一个大乡。，唐贞观二’年(628年)，因乡民在塔

坡岗寺遗址挖出三尊佛像，始名。佛山。。宋代，手工业、商业日渐兴盛，

改称为镇，也称佛山堡。明代，黄肖养率众起义，遭佛山武装。忠义营”的

镇压'_明王朝敕封为。忠义乡”。明末清初，经济繁荣，人口稠密，与景德

镇，朱仙镇、汉口镇齐名，成为我国。四大名镇”。民国期间，曾一度改镇

为市；，．后恢复镇建制，属南海县。1951年正式改镇为市，直至今天。

，-佛山由于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水陆交通方便，因而经济较发达。早在

宋代，-手工业和商业就开始兴起，形成L个人烟较为稠密的商埠。从南束

至元朝，中原不少居民为了逃避战祸，’纷纷南迁来佛山定居，使佛山人E

姓氏由鸡、．，田、布¨老几个变为多而杂。与此同时，大批南下的人民把中

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入，促进了佛山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明朝，．佛山的面积是“地袤十里，广七里叫‘．户数、人口确数无史记

载。据明景泰二年(，1451年)祖庙《灵应祠碑记》所载，。民庐栉比，屋

瓦鳞次，凡三千余家”。一家以6口计，约20 000人(以下均以一家6叠

推算)．当时已是一个较大的城镇。

明末，田赋杂税沉重，有的农民被迫转入城镇谋生或到处流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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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清统治者对人民的抗清斗争实行残酷的镇压，严重影响了佛山的经济

发展，人口增长缓慢，户数约为10 000，人口约60 000 2．清康熙年间，

清廷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奖励垦荒政策，在城镇废除匠籍，使得农

业、手工业逐步恢复和发展，人口也逐年增加。康熙十三年(1674年)，

人口60 000；康熙二十三年，人口100 000。自景泰二年，到康熙十三

年，长达223年问，人口只增加40 000；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三年，只10

年时间，人口却增加40 000；10年的人口增长数等于200多年的增长总

数。至清道光十年(1830年)，佛山已是一个“烟火十余万家～，人口约

600 000的城镇，是佛山史上人口量的顶峰。 ·

民国期间，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向我国倾销商品，佛山的商业和手工业走向衰落，人口减少。据

资料记载，民国10年(1921年)佛山户数52 376，人口307 060；民国

20年人口降到167 252；民国26—3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致使人口

锐减，1946年统计，全镇只剩77 331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战乱逃亡的

人陆续回来，一些手工业、商业得到恢复，人口才缓慢回升，1949年统

计，全镇有95 597人(不包括郊区人口)。这一期间人口发展特点是出生

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低。

解放后，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加上医疗卫生

条件有所改善，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人口迅速增加，从1949年至

1985年，佛山(包括郊区)人口由143 113激增到312 680，出现高出

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趋势。36年来，出生人口共174 397，平均年

出生人口4 844，年出生率为23．70％0。佛山人口发展经历了一个高低相

间的波浪式上升过程。每一次高峰期的出现，都反映了这一时期计划生育

工作有所放松，人口出生失去控制。据预测，今后lO年内仍将处在生育

高峰期。与此同时，佛山人口死亡数和死亡率却逐步下降，死亡年龄向高

龄化发展，1949n1985年共死亡52 081人，’平均每年l 446人·年均死

亡率为6．8％0。1981年调查，死亡人口平均年龄是67．6岁．其中70岁以

上的占55．74％0。 ’

在这样高出生、低死亡的情况下，人口自然迅速增长，36年来，人

口自然增长数122 238，年均3 397，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6．9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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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现正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第二次人口普查时，65岁以上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4．82％，到第三次人121普查时已达14．30％；同时，儿童人

口的比重下降，0一14岁的儿童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已从第二次人口普

查时的40．72％下降到23．15％。 ．

佛山有史以来，大部分人口都是分布在城区。1985年统计，城区人

口约占78％，郊区只占22％。城区人口多数从事工商业、手工业，郊区

人口则主要从事农业。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佛山成为开放城市。随着国民经济的发

展，佛J11人均同民收入和文化程度也日益提高。据统计，1984年人均国

民收入为2 403元，1985年为3 219元，1986年为3 5lO元。从1964年

第二次人口普查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人口的文化程度增长率为：

大专程度28．03％，中学程度80．53％，小学程度4．2％；文盲则减少

4．64％。

佛山以轻纺工业为主，需要大批劳动力，但人口增长过快、过多对人

均国民收入、人民消费水平，人口素质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提高都有较

大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外地流入的人口骤增，在人口管理、

计划生育、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等方面都给佛山带莱不少困难，这是一个

相当严峻的现实问题。

佛山自古以来已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更吸引着中外人士前来开拓，流动人口与暂住人口不断增多，1987年已

达到37 000。为适应这一情况，加强人口管理，汾江区人民政府制定了

《加强对外来人员个体工商业户计划生育管理》，公安部门重新制定了

《户口审批制度轨发出了《关于实施对外来民工、临工、散工等人员核

发临时居住证的通知》。1986年底前对16周岁以上的居民颁发了身份

证。加强人口管理，使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主义事业

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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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口源流及历代变迁

射Ⅳ黜Ⅳ融Ⅳ黜Ⅳ黜ⅣⅣⅣ．vⅣ黜Ⅳ黜～～．V黜Ⅳ黜ⅣⅣ黜黜黜黜～对～黜Ⅳ靴，Ⅳ～黜^∥N

第一节 远古至唐朝

佛LJJ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这可从掘出的文物得到印证。

解放后，从石湾大帽岗河宕(河宕旧圩)贝蚯遗址出土的文物——其

中有代表百越族文化特征之一的印纹陶(花纹纹饰有20多种)及70多个

男、女单身墓葬的遗骨的凿牙印记证明，早在阳五千年前，百越族已在佛

IlJ一带生息、劳动、繁衍。百越族从事渔猎农耕，并以金属冶炼、水上航

行著称。当时的人口有多少，无从查证。 ‘

． 到秦代(公元前22l一前206年)，佛山一带归南海郡辖，到西汉时

(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据《西汉会要》卷四十六所载，“南海郡，户
19 6 13，口94 253”。东汉时(25—220年)，。南海郡，户7l 477，口

250 282～。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吴国开始在这一带设置广州。东

汉时，佛lJIl一带的农业已较发达，有一定的制陶、冶金基础。解放后在市

郊澜石发掘的成群东汉墓所得战国时(公元前476～前221年)的“米”字

大陶缸；东汉时的陶鸭、陶牛、磨坊、水田附船等陶制模型和鎏金铜器，

这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

隋朝(589“18年)，现佛山城区是南海的一个大乡，称季华乡。唐
代时(618—907年)，“广州置总管府又升大都督府，户42 235，口

221 500～。

以上是管辖佛山的郡、府户口资料，佛』lf户数、人口虽在其内，但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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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列佛山的户数、人口，仅作研究参考。

第二节 宋 代

北方人们很早就有南至佛山的，但有史可查和较大量是在宋代。

晋朝，佛山的土著姓氏在栅下聚族而居。唐朝，陆续有外地人迁到佛。

山。据有关族谱所载，宋朝时，因金人与宋朝统治者交战对峙，霍、陈、

李、梁等70多个姓氏中的_些人陆续从中原南迁佛山。《寝庙颂》(戴氏

家庙)记，。宋时承伟郎天则公，由安徽避乱南雄，十一传荆州府教授伟庵

公迁南海之桐乡。伟庵公又十二传至迪功公再迁佛山，即今家庙所自始

也～。又据《梁氏家庙记》载，。洎宋绍兴建都临安，其入粤者，止于南

雄珠玑巷，厥后，散处海滨“⋯·其先有嵩山公者隐士也，避元末之乱，偕

其子缔杰、祖杰公，由南雄迁顺德福岸，四传至西陇公，再迁麦村⋯⋯嘉

庆初，朴斋公商于佛山，构屋松桂里，遂家焉～。

宋代以前，佛山一带地广人稀。随着中原人口南迁，加快了佛山的开

发，经济日益发展。

第三节 明、清年代

明代，佛山称佛山堡、。忠义乡”，属南海县，有南海县五斗司驻在佛

山。据明景泰二年(1451年)祖庙《灵应祠碑记》载，。民庐栉比，屋瓦

鳞次，凡三千余家”，约20 000人。面积是“地袤十里，广七里～。

清初，清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镇压广大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

生产遭到破坏，民不聊生，加上医疗卫生条件差，生育率虽高，死亡率也

高，所以，人口增加缓慢，到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才有10 000多

户，60 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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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年间，采取鼓励垦荒政策，在城镇废除匠籍，取消工匠的服役

制度，使农业、手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到清朝中叶，佛山的手工业

和商业进入兴盛时期，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流入，人口增加较快。康熙二十

三年，人V1为100 000 o；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户数30 000，人121

180 000啦；至道光十年(1830年)，已是。人稠地广，烟户十万余家”，人

口约600 000‘。

表1 明朝(部分年份)南海县人口表

年 份 人 口 备注f资料来源)

洪武十年(1377年) 188 639 《永乐大典》卷l第1907页

洪武二十四年f 1391年) 24l 22l 《广东通志》(1713年)

永乐元年(1403年) 253 556 《永乐大典》卷l第1907页．

永乐十年(1412年) 233 740 《广东通志》f 1713年)

景泰二年(1451年， 20000 此系佛山人口。户数3 000。摘自

《佛山忠义乡志》

l一项抄自《珠江农业志》手稿。
当时佛山属南海县．没有单独人El统计。

表2 清朝(部分年份J佛山人口表

’

年 份 户 数 人 口 备 注

康熙十三年(1674年' 10 000 60 000 一家以六口计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100000 同上

乾隆九年(1744年) 20 000 120 000 同上

乾隆十九年(1754年) 30 000 180000 同上

道光十年(1830年) 100 000 600000 同上

资料来源：《佛山忠义乡志》．

·‘

由表1和表2可知，从明景泰二年到清康熙十三年的223年中，户数

只增加7 000，人口只增加40 000左右。人口发展缓慢，每年平均只增加

180多。康熙十三至二十三年，10年中人口增加了40 000，每年平均增

加4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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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我国倾销商品，掠夺我国资源，严

重打击了我国的工商业，加上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佛山深受其害，手工业

衰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非常困难，t人口生育大受影响，人

口减少。据民国10年(1921年)保卫团局调查清册记载，佛山当时共有

52 38l户，307 060 Xe；民国20年12月有29 655户，167 052人@；民国

26年，人口回升到200 000。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

束，佛山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被日军烧杀抢掠，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

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佛山居民死亡，外逃的不少，据民国35年统

计，．只剩下77 331人∞。此后，生产逐渐恢复，回归的人日多，到民国38

年，人口回升到95 597(只指城区人口)。见表3。

衰3 民国时期(部分年份)佛山人口衰

年 份 户 数 人 口 备 注

民国10年 52 376 307 060

民国16年 28 445 160 242 0

民国20年12月 29 655 167052

民国26年 200000 0包括九江镇．不包括石湾镇

民国35年 77 33l o

民国36年 93 168

民国37年 95 529 @

民国38年 95 597 @

第五节解放后

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的方针、政策，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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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维护社会治安，使人民有了安居

乐业的社会环境，因此，人121增加很快。人121过多。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了使人El的生育与国民经济发展协调，在发

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党中央、国务院于1963年制定计划

生育方针，号召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把人类自身的繁衍纳入社会主

义建设计划。

从1949年10月解放时起至1985年，佛山人口由143 113(包括郊

区人口)上升到312 680。其中，经历了一个高低相间的波浪式上升过

程。1953年全市人口有148 402，到1958年达183 516，只相隔5年，却

增加了35 114，平均每年增加7 022．8，出现第一个人121出生高峰期。

1959—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人民生活困苦，影响人121出生

率。那时，佛山人口出生率较低。1962—1970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

恢复，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好转，入121出现补偿性回升，出现第二个

人ili出生高峰期。1964年全市人口为218 016，比1953年增加69 614，

11年平均每年增加6 328。1971年起，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开展，人口增

加速度有所减缓。197l—J976年，人口由229 798增加到249 998，5年

增加了．20 200，平均每年增加4 040；1976年比1975年只增加2 448，是

人口增加最少的年份。但1977一1979年，人口又连续3年回升，1977年

比1976年增加了4 l“，1978年比1977年增加了8 628，1979年比1978

年增加了7 852。这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引起的，因为这几年第一

个人口出生高峰期内出生的人，已陆续进入婚龄和育龄时期。加上农村开

始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

有所改善，郊区农村人口出生率上升。1979年以后，又加强计划生育工

作，人口出生率又逐年下降，到1982年人口为286 561，比1964年增加

68 545。在18年里，平均每年增加3 808。见表4。

佛山也和全国一样，解放后分别于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

了3次人口普查，普查时(均是当年的6月30日零时计)的人口分别是

122 542、215 592和285 540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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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解放后历年佛山人口统计表

年 份 人 口 年 份 人 口

1949 143 113 1968 227 906

1950 145 419‘ 1969
⋯

、

226 592

195l 147 262 1970 226 58l

1952 145 900
’

197l 229 798

．、，．．1953 ．。．
，．148 402 1972 ． ·235 058．，--

1954 158 966 1973 239 938

1955 165 397 1974 243 859

1956 170 062 1975 247 550

1957 178 063 1976 249 998

1958 183 516 1977 254 109

1959 199 506 1978 262 737

． 1960 203 293 1979 270 589

。196l 206 987 1980 275 582

，

1962 ， 208 675 198l。1’ 280 122
‘

1963 212 885 1982 286 561

1964 218 016 1983 291 863

1965 221 722 1984 299 752

1966 ，223 064 1985 312 680

1967 223 987 1986 322 566

资料来源：佛山市统计局(其中1972--1986年来自佛山地区人El统计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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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人口变动

第一节 人口概况

明：清年代的佛山人口总量，因缺资料，多为约数。明代最多时约

200 000；清代最多时约600 000，最少时只约60 000。民国时期虽有些记

载，但也只有几个时期的数字。民国26年(1937年)人口总量是

200 000(包括九江镇．不包括石湾镇)；民国35年是77 33l；民国37年

是95 529。

解放后，1949年全市人口总量是143 l 13；1953年是148 402；1964

年是218 016；1982年是286 56l；1985年是312 680。

第二节 自然变动

一、出 生

人口出生是保证人类自身延续的前提。出生率的高低，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育龄妇女构成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佛山市人口出

生情况，在近代才有资料记载。民国时期，年出生数少．出生率较低(见

下页表5)。原因之一是男女性别数量相差悬殊，因佛山是工商业区，从

业人员多是男性，从外地来谋生的男劳动力多是单身而来，所以，男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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