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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嚣人口》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原教育部〉、国家计划生

育委员会和国务院人口普查舟、公室领导之下，以北京经济学院孙

敬之教授为主编，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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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得到了自全国著名

学者、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的跟前组的指导.各省事直辖市、自

治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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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雷给予鼎力支持.

《中国人口》是一部区域姓的人口科学著作.它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提据统一制订的提绢，从我菌各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

和自然条件出发，以反挟人口现状为主，同时兼顾历史并展望未

来，对人口的数量、出生、死亡、迁移、分布、性剧、年龄、婚

娼家庭、民族、素质以及计结生育等各种基本人口现象和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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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现实际应用性相结合的累题，为了解我型的人口嚣'盾，制订我

嚣控制人口的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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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累基本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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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划

中的重点科研项~.这项研究工芹，越来越受到雷内外人口学界

京有关国际组织的关注.

《中国人口》共32册.即总论 1 册，省、直辖市、自治区〈包

括台湾省)各 l 册，香港、澳门地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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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 1982年全国 1 %0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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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及调查研究资料、撰稿人亲自进行的各种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

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人口分析，宝要运用了当时官方发

布和学者搜集的资料，以及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有关人口的估测资

料等。

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数据或统计资料或许会出现疏漏和差

错。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某些资料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适当的调整，其他一些资料只做了一些一般

性的分析和评估.

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 (<中国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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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诚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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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此机会，我们谨向指导、支持本书著述工作的顾问和有关

政府部门，以及在搜集资料和组织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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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总编蝠'员会

一λ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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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陕西省，简称"陕".西周初年，奴隶主贵族周公和召公以陕

原(今河南省陕县西南)分泊，陕原以西的广大地区归召公抬

理，故称"陕西\春秋时为秦国，又称"秦".

陕西省位于东经105 0 29'至111 0 15'，北纬 31 0 42' 至 39 0 35' 之

间，居我国中部偏东靠北.属于西北内陆省区之一.它西毗甘

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北依内蒙古自治区，东临山西、、河南，南

连湖北、四川，与七个省区为邻.是我罔东部与西北、西南联系

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耍的战略地位.全省面积20. "56万平方公里，

其中高原约占4513奋，山地约占36侈，平原约占19 0/0. 总的地形特

点是南北高中部低，南北狭长，地势起伏，地跨温带和亚热带，

从北向南，自然条件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秦岭山脉横亘中部，以

北是黄、河中游地区，以南属长江流域，为长江支流汉江、嘉陵江

的上游.北部为黄土高原，中部为关中盆地，南部为秦巴山地，

形成三个各具显著特征的自然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

省有西安、铜川、宝鸡 3 个省辖市，渭南.咸阳、汉中、安康、

商洛、延安、榆林 7 个地区，还有 3 个地辖市、 91 个县和 11个相

当于县的市辖区.全省总人口28904369人，其中男性149677 1 7

人，占51.78 份，女性 13 936652入，占48.22%.

陕西是中华民族定居最早的地区之一.农业发展甚早，耕作

历史悠久，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自然资源丰富，是古老的农业

区之一，也是现在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关中平原久有"膏垠沃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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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的美誉:陕藕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号称"渔米之乡飞陕

北黄土高原自然资摞丰富，发展潜力很大.省会西安，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前1126年起，先君有西周、秦毛汉、隋、唐等

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 000余年，是我虽建都较早、为对最

长的都域，有"自古长安帝王都"之说，汉唐长安城是盛极一时的

世界东方大都会.长安作为"丝缉之路"的起点，曾是东西方贸易

租文化交流的中心，文物古迹苔萃，轩幸在黄帝霞、大雁塔、碑林

就及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锚，都展现了中华民

族丰富多采毛她'哇先辉的古老文化和雄伟壮观的气魄.现今西安

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毛交通的中心，也是我菌新兴的工业基

地和挝人竞相观光的国际性揉搓地区。

挟西的渭湾流域，是中华民族揭发祥地和文化摇篮之一，在

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p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震，起过十分重

大的作用如影响.考古资料表睫，至少在日-30万年前p 中华民

族的桂先就劳动、生息、繁衙在这块土地上，蓝盟公王ÚI专出土的

"蓝图人\大荔县甜水沟出土的"大荔人"分期代表我国更新世

卑、晚期集人，挽期智人。半坡、姜寨等地发榻的原始公社母系

社会遗址，距今己6000多年，象这样的遗址在省内己发现800 多

处，在这里充分体现了我霞人口发展自成体系，其历史源远流

长.

挟!苟秦巴山地和汉江谷地串珠状大小盆地，是陕西及大西北

最大的 J块亚热带资摞宝库.象秦岭的动植物区正是南北方和

音或高原过渡的天然交汇区，形成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之

现有种子撞物达 4000 多种，其中经济价最较高的有 2 140 

种.汉中盆地、月河盆地及商丹盆地均为省内的淮米之乡、商品

粮油墓地@

挟西人民有着光辉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曾创造出无数可歌可

2 



泣的英雄业绩和英雄人物，近代，更是英雄辈出.延安和陕甘宁

边区，主人1936年到 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边，是中器人

民解放斗争的大后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解放30多年来，挟西工农业发展银快，

蒋捷、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人口繁衍兴旺，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跃来，工农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攒

段. 1982年工农业总产告为 1949守的 11.95 倍，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昂在人口发展上，认真贯掰执行了党和国家"限制人

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肆"的人口政策，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成

绩.

由于陕西政治、经济、自然资摞、文化教育、卫生、计划生

育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等诸多嚣素的影响，形成了挟西人口如"FJL

方面的特征 J

一、人口总量增长迅速，人口发展过程较为稳定。陕西省人

口总量 1949 年为 1 317万，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瓷砖为:2 890万，

增长仁 19菇，胃癌全菌人口总量增长90%. 挟西人口平均年增长

率为2.4畅，全国为1. 9侈，陕西人口增长速度比全国块.

决西是北方地区，历史上出生率较全国能.占陕西人口58镑

的夫中地区，表业基黯条件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低，人民较

富裕所以，陕西人口发襄过程比较稳定.表现在陕西出生率和

死亡率起伏的幅度远小子全国. 1970年以前，陕西人口最高出生

率与最提出生率之差为 89.57铃，全国为 140.68 缆，同期，最高

死亡率与最抵死亡率之差，陕西为135.29%，全国为234.61 %. 

60年代初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及其后的模复时期，是我国人口发展

按动最大的时期，商陕西的}波动却比全国小得多. 1960年左右，

陕西的出生率与全国一样，出现了下择，桓下择的过闰短，幅度

小，以后，出生率回升，陕西出生率吕升的时间比全国迟，回升

s 



的.重度也低于全国。在这一时期，与全国一样，陕西出现了死亡

率上升，但上秃的幅度也比全国小.因此，当 1960年全国人口出

现负增长对，陕西仍有15.4弟的自然增长率。陕西人口状态与全

国一，样也是峰型的，但几个高峰年的自然增长率都比全国憬。人

口发展过程较全国稳定的历史事实衰弱，陕西人口的发展在有关

制约条件的作用于，存在自身的规律，它对往后人口发展将产生

商方面的影响τ 一方面是人口的年龄持成较好，吕西在20世纪90

年代左右新的生育离峰Jlj来砖，育龄主丑女数虽然增长，坦增长韵

坡度比较平缓，有和于生育控制.同时，老龄化的到来不会太突

然:另一方面是当用人口政策来羁整人口发展过程时，遇上了惰

性的作用，反应不会十分灵敏。今后的人口工作要适蓝和利用这

种稳定性，努力创造社会、经济条件，主日速社会经济发展，使挟

西省人口再生产条件普遍改善，并在发展的基础上，日益缩小地区

间的差异，使得在高生育率水平之于出现的稳定性在未来跑保生

育率本平上也能再现.

二、人口现象在三大自然区存在晓显的差异.自然环境、社

会、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决定了人口现象.人口过程的差弄，在人

口密度方匾，全省每平方公里为 140.6 人，其中夫中人口密度最

大.在出生率与生育率方面，省内北部地区出生率最高，由立向

南逐渐下降， 1956年如此， 1981 年亦然.上述规律娃现象在出生

率水平于辞了的条件于再现，总和生育率也是以北边的输林地区

为最高， 1981 年为3.1618，由北向离逐渐下降，中部地区为最假，电

三个地区的生育模式也属不离类型s 陕北为宽畸型，美中为晓峰

型，模离为自离生喜率;再能生育率转变的过渡型.在城市化去;展

方噩，美中边区城市化发展最快.在陕西省或市人口中，美中地

区占76.89侈，民南占 14.28'侈， ïm~支北地区仅占号 .83杨.城镇密

度也以美中地区最高，平均 1 259 平主公且有一个模镇，挟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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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2914平方公里，陕北培区为4226平方公里。在人2经济构成

方面，关中地这工业人口比挺高于陕离和陕北，陕西λ口现象、人

口发展过程在三个自然区的差异向我的提出两方噩问题z 第一，

对差异性的认识.有些差异是很自然的、合理的:有些差异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新资踞的开发，会在发展中逐步清夫:有些差

异要在耀划未来发展碍，有计划的施以改善.第二，人口发展的

指导工作要依摇各自然区的人口特点，实行分类指导，发挥自然

这各自的优势，求得人口、经济、社会之嚣的协部发展.

三、陕西人口与全国人口交融发展.陕西历史上曾是一个民

族交融发展的地罩，是联系我雷东南与西北、西南的要埠，是商

在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也是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始省

份.在历史上它又曾是丝绸之路的给点，有着频繁的国际往来.

解放以来，人口迁移量较大，所以，挟富人口历来与全宙人口交

融发展.随着国家建设重点战略性西移，挟西继续起着开发大西

北的前哨和基地的作后.陕西极为丰富的资摞和文物古迹将吸引

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为逼向世界，扩展视野、引进技术、开发

经济提供了就会.预计未来的陕西人口将继续发挥已经与全盟λ

口交融发展的提点，人口的抗模变动和就动量会增大，将成为内

地都市化发展较块的地区，我妇要在极地、主动埠利m这种变动，

发展模西。

器、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率高，农业人口比重大.挟茜劳

动适龄人口有 1 654 万多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57.25侈，比全国

寓，这是发展经济的有和因素，据预黯这种优势将持续 30 年左

右.挟西的就业率为52.07惕，也比全雷高，但在业人口中76..07 佑

在哀、林、牧、渔部门，比全国的比重 73.73% 要高。撮兴挟西

必须十分注意把劳动力资摞丰富的优点转化为发展经济的优势，

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科相结合，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及薪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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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密集型经济，提高在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并逐步加快人口

接镇住的步伐.

五、挟西人口数量增长的势头己受到控制，人口素质有了提

薯人口类型发生了变化.由于人g再生产条件的改善和计划生

育工作的成效，从1964年裂1973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2.4铃，商

1974年到 19.82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 1 侈，自然增怯率也从 1954

年的23.8棒，降到19 .82年的 12.3络。人口年龄构成也发生了变

化， 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3.06%(1964年为41. 26%) , 

15......49岁人口占恙人口比重为52.67 %( 1964 年为 45.15%) ， 50岁

及5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部比重为14.27 铃 (1964年为13.58% ), 

可以看出， 1964年是典型的增长型人口. 1982年己不再是典型的

增长型，而是娃在增长型与稳定型之间。目前，在人口类型的转

变上存在三稀可能z 一是由增长型向稳定型转变:二是继续增长

型;三是由增长型直接向藏少型转变.第一种情况的出现是最理

想的2 第二种情况是应尽量避免的，但出理的可能性徨大:第三

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出现，人口梅成也不理想，不锺

得为此付出代价.我们要以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经过侥化控制，

捂人t:t构成调整费有利于实现第一种可能的前途.至于人口总量

变化方面，由于育龄妇女数在今后几十年内是上升的，因此，即

使在有效控制的条件下，至本世纪末，人口总量也将呈增如的趋

势.

在人口的发展过程中，、人口素屡有了很大提高，平均期望寿

命延长，键攘素质改善，文化素质也有了提高.每万人中具有大

学文铭程度的人自 1964年的52.3人上升到 19.8 2年的86.6人，握得

注意的是在人口的文化素贯方面坦现了窝头高的异常现象.即每

千人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陕西省高于全匾，而文盲、

半文盲占总人口比重也比全国寞，这表现基黯教育尚待大力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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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影确了人民文化素景，如挟西省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在各年

龄组的分布， 45--....49岁年龄组为2.36份，商30.......34岁年龄组只有

1. 02号轧这样，就造成了"四形气因此，要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

继续提高全省人民的文化素质，包摇弥平"四形"攻普嚣基础教

育不足，中墨科技力量差，所形成的技术力量不配套，不或体系，

影骗了科学技术自生产力的转化速度的状况.在未来发展中，注

意人口文住掬成的调整，做到既有规模，又能配套，这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将会是事半功倍.

社会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它们多层在

的交叉作用，互相制约，互相便进，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发展

史.陕西不论在经济发展或文化发展方面，在我国历史上有着较

长的极其繁荣昌盛时窍，当年的一些因素和条件至今犹事. 30多

年来，人民在陕西的土地上饵注劳动和智慧，为陕西的发展笛造

了新的摄好的条件。古老的秦JII 大埠，摸上了现代化的影虹，她

已拥有一万多个企业，有着雄厚的教学毛科技力量，有着丰富的

劳动力资嚣，农业条件也比过去更好了.今日陕西，具备了腾飞

的基本条件，可以成为联结中嚣沿海与内陆的枢纽，成为东西方

经济合作的桥梁和开友大哥拉的基地，先辈的造就了繁荣的古代

陕西，我们也一运能振兴今日陕西，造商为祖国国化建设，做出

更大的贡献.

本书为这域性人口著作，它的任务在于科学地离述和分祈发

生在陕西的人口现象辛u人 E阔题，从市为人口发展与四化建设提

供必需的人口国情资料，为梅词人江与社会、经济的友震提供可

靠的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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