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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爵人口》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原教育部L 国家计划生

育委11合而离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领导之 -r~ ，以北京经济学院卦

敬之教授为主编，由《中菌人口》恙编辑委员会在i各分册编辑委员

会组织端写的。在整个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由全国著名

学者、有夫部委失去人组成的原间组的指导。各省、直辖市、自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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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的可给予51{ 力支持.

飞;可 I 国人 tJ )>是一部区域性的人口科学著作。立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 p 根据统一制订的提纲，从我自各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

和自芳:条件 :ii 友. f;~反映入口现状为主，同时兼顾历史并展望未

来 p 对人口的数量、出生、死亡、迁移、分布、性别、年龄、婚

姐家莞、民族、素段时及计划生育等各种基本人口现象平[1人口问

题进行了综合离述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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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我国的人口国悟，制订我

国控制人口的规划有进一步实行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科学掠据.同

时，也为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权累基本资料。正是由于

这些特点，《中国人口》被苑为"六五"提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中的重点科研项目.这项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口学界

租有关菌际组织的关注 E

《中国人口》共32船. g!l恙论:册，省、直辖市、自治区(吕

括台湾省〉各 l 册，香港、澳门地区 l 蔚，由中国对i庭经济出版



社出版.

《中国人口))1;).我国大陆 1953 、 1964和 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资

料、 1982年全国 1 %0人口生育率抽样谓查资料，以及国家统计部

门经常性统计资料为主要依据.雨时，还使患了各部门提供的统

计及调查研究资料、撰稿人亲自选行的各种插样调查和典型调查

资抖.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人口分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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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区的估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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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

经过凡年的辛勤耕耘， <<中国人口》终于问世了.编写这样·

部篇幅较大的著作，还是一种探索与尝试，缺点租不足之处在所

难，免。我们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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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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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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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掘，竭诚努力L 进有了卓有成效措工件: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为《中国人r:l ))专列了援助项目 (CPR/85/P52) 给予资助.我们

在此一并致以诫挚揭谢意。

《中踵人口》总第疆篝奥会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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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离岸。东有杯玉、武夷等出睬，与翻

江、福建二省接境:南有大庚岭、九连山吕京与广东省 mtt邻:西在

幕阜山、九岭由、武功山、万泽山、诸广山与湖南省接壤:北部

边缘以长江与湖北、安徽两省招望，形成了一个东、南、西三面

iÜ地、丘陵环绕、立面临水的必不问合盆地飞江西自古即为黯通

玲蔚和中原的渠道之促进了汉族与南、北少数民族的经济、

立化交海:江西北通江汉，南达甫粤，紧邻东南沿海的浙江、福

注和广东三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江西省地近立自归线，全省

住于北纬24 029'-30.5'、东经113
0

35'-118
0

29' 之间， FfJ~t最长

有620公里，东西最宽有49{)公里，总面积为 16.69万平主公里，

约占全国总面寂的1. 7% ，在全国各省这面积中属第 18 位，略大

二jf吉、鲁、辽、皖、海、苏、浙、宁毛台等省区。境内多山，全

省面积中山地和丘睦约占 78侈，商潮渠塘等水面约占 100奋，平

原、 i苟地只占 12铃。

江西位于中亚热带季候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大体上夏冬

长、春软短，具有春温、夏热、秋干、冬凉结特点.降水较丰

富，平均年降水量 1300-1 950 毫米:山区降水多于平原:春夏

到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70铃。

江西天然水商发达，赣、信、倍、抚、饶五河穿越丘陵和 ÙI

i闻盆地，从兰西注入番事阳潮，经湖口:司北汇入长江。境内总流域

jatii达 16.2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97铃.其中赣江全

1 



长878公里<D，涟域面积80948平方公里，几占全省面积的一半，

，吁时江击有"赣"的简称。由盖在阳湖及五tnH中军民币或的部 ßa ~胡平一

嚣，面积约 2 万平方公里，气候温和湿润，汉港轨横，沃野手

里，为本省工农业生产及水陆交通最发达的地区。

至 1985年止，江西全省共却分为 6 个省辖市、 6 个地辖市，

6 个县辖市、 5 个地区、 78个县及17个市辖区③，其中省辖市为

南昌市〈辖 4 县上景德镇市〈辖 1 县)、九江市(辖 10 县〉、萍

乡市、新余市(辖 1 县上鹰潭市(辖 2 甚)， 5 个地区为宜春地区

(辖宜春市及 10县)、吉安地区(辖吉安市及井岗山 2 市 12 个县)、

赣外!地区〈辖赣州'1m及 17县)、抚州地区(辖抚州市及11县〉、上

饶地区(辖上挠市及11县〉。详见江西省行政区划嚣，

江西的地影及气候结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和条件。农业在漫长

的历史时期，一向为江西的国民经济的主体。解放以来，经过土

地改革、农业合结化、人民公社化和农业生产去任制，江西的农

业生产发生了，垠本变化。 1983年农业总产值达到 89.4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 1949 年增长 3. 1 信，平均每年递增 4.3伪 1983

年，寝食产;主为 1 460.5 万吨，比 1949年增长2.8倍，平均每年递

增4.0争夺:棉花产量4.8万吨，比 1949年增长28.7倍，平均每年递

增 1 1. 4 号b; 油料22.9万吨，比 1949年增长 2. 1 侣，平均每年递增

3.4铅;生猪年末存芒数为 1079.4万头，比 1949年增长3.9倍，平

均每半边增 4.8%@o 1983 年粮食产主按全省人口平均计算已达

434公斤，比全昌司期人士兰高出 53 公斤，居全国第 5 位 o 1985 年

江西农业又有新的发展，农业总产值已达96.6名元，按食总产量

为 1 533. S万吨，棉花产量为6.2万吨，油料产量为28.9 万吨@，

2 

① 以桃江为源计算流程。

③ 根据<<!:þ g骂统计年签>>1986 0
③ 据《江西省情汇要吟妇巳

@ 19幸在年领申国主主;1-穿军>> (1 986年) 0 



人均粮食上升至U443.2公斤 a 江西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 í足进了

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e

新中国建立前，江西的现代化工业是极为稀少的.仅有的一

些工业，主口景德镇的制瓷业，棒持镇的国药ilJlj造业，宣春、万载的

麻织业，九江的制茶、棉织业，赣南的采鸽业，萍乡的采煤布其

他地方的食品加工业等，也基本以手工生产为主，因此，在解放

前的江茜，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 o 1949年工业产值只占工发业

总产璋的 17.5%. 新中国建立以来，江西的工业生产得到了蓬勃

的发展。 1983年工业总产值已达106.8缸元， 1985年更高达150.6

亿元，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55.4铃，已初步改变了单一农业经

济的旗向。建成了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建材、

舔工、食品、纺织、皮革、造纸等部门比较齐全、初具规模的工

业体系.原有的制瓷、制茶、制药等手工业，也得到较好的技术

改造.江西有色金1盖有其他矿产资摞比较丰富，农业基础较好，

工业发漠的前景是广阔的。但和邻省比较，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

后，交通运输和技术条件，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对经济发展产

生一定影响.

江西省人口，据1982年普查，总数为3 318.54 万人，约占全

国总人口的3.21%. 由于民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影碗，使江

西人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人口增长速度快.江西人口从 1949年年末 1 314 万人，

增长到 1982年年末3348万人， 33年向共增长了 2034 万人，平均

每年增长率 2.8份，高于全国同期人口平均的增民率。形成人口

一增长速度快的原因，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民较快，据统计， 1954 

年-1982年本省人口总量增加了 1 653. 15 万人，其 r-h 自然士要民的

人口为 1 531.38万人，占总增长量的 92.6扬， 29 年前年平均出生

r率达 30.74练，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商死亡卒下辞速度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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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的 14.2施，下降到 19&2 年的 6.4弛，下降了 7.8 个千分

点，从1百形成人口的高速增长e

第二，人口年龄构成轻，性别比基本稳定.由于江西人口增1

民速度快，人口的年龄梅或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2年全省人口中

解放后出生的占 7 1. 90侈，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平均年龄为

26.14岁，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仅为24.54岁，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

25.40岁。三次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第一次为0-14岁占34.42 畴，

15一64岁占 61.59畴， 65岁及以上占 3.99呢;第二次的为〈年龄

组顺序与第一次相同) J9.98 0/.7. 56.24伪、 3.78 0/.7 ;第三次为

38.80伪、 56.70伪、 4.5场。以上人口年龄构成形成的原因，就

是60布 70年代出生的人口多，当时平均每年111 生婴儿都不少于80

万人， 70年代，年出生人口在90万以上的竟有 5 年. 1973年高达

99.5万人。大量年轻人口的存在，形成全省人口年龄构成较轻的

特点。这意味着人口增长的趋势还要持续→段时间。因此，如强

汗如生育工作，严格控制多胎生育和超计划生育;是十分必要

的。

从 1949 → 19&2年的 33年中，江西人江性别比的发展变化，绝

大部分年份均在 105~107之词(有28年) .仅 1949年最银为 103.02 ，

1960年最高为 108.63 。江jJ百人口性剖比的发展变化基本是正常

的、稳定的。

第二，市镇人口比重小.出于受i目中国单一农业经济影响，

江西市、镇数量少、规模小，城镇化水平较低.据1982年人口普

查资料，江西的市镇人口为645.3万人，为全菌第 15 位，市镇人

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19.45悟，比全嚣平均的20. 55 0/.7 f;坛 Ll 个百分

点。 1983年以后，江西的市、镇数量有所增加. 1985年市镇总人

口已达96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上升为 27.9侈，但饲能于全

国和邻省的比重，这一方噩说明江西城镇住发展在稳步前进，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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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在全省革围内，赣北人口的城市化程度比赣南为高，因为 6

个省辖市都地处赣北、赣东北或赣西北，因此江西的经济发展水

平，以赣立为最高，赣南及边缘由地、王霞区较侯。但是，今后

随着西化建设的发展，此种情况将大有政变。一方面将出现更多

刷新兴城市，另一方面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薪兴乡镇也将大量

涌现。为了适应今后必将出现的人口迁移，应及早考虑到原有域

市的改造及新兴城市〈包括以城市为中心的乡镇〉的规划。

第四，人口的文化素质较纸。江西省在茄史上虽然人才辈

出 2 在i总人口的文化素质都较低，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解放后，江西人口的文化构成有了很大变化。全省人口中，

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1964年人口普查时为 708 万多人 198L

年人口普查时已达 1 919万多人，增长了 17 1. 1 呢。但 1982 年具有

各种文化程度人数仍只占总人口的57.80奋，能于全国窍期相应指

号60.4% • 

1982年全省平均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48人，

高中为551人，初中为 1 325 人，二三者都低于全国水平.仅小学文

化程度的人数每万人中有3 861 人，略高于全国水平。丽 1982年 12

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却达 32.1217奋，其中女住人口文

吉卒 (48.35伪)又多于男性人口文盲率 (16.85铃〉。农村文盲

率又多于城镇 (1982 年农村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农村总人口

24.67% ，城镇文言、半文言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 12.17 场) .文

盲率过高，己经或将给江西的四住建设带来一定程度的阻碍，特

别是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不高，会给今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

动人口的转业及安排，带来一定的困难@

第五，民族梅成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小。江西共有民族 38

个，其中汉族人口 33 163 337人，占全省总人耳的99.93%，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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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省各地。入 ~J 密度去ij特点是北部高于南部，平原高于出缸，

尤以静 1;日摆平原的人口密度为最大。少数民族37个，人口 22 119 

人，只占总人口的0.07Q夺〈另有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 15 人〉。在

少数民族中，以固、金、壮、满、苗、瑶、蒙古等族人口较多。

其中国、挠、蒙古、朝鲜等族大部分布于城镇，与汉族长期杂

处，文化水平亦较高:其位少数民族分布于山地或丘陵，多本主主

聚居，从事农业生产，文化水平亦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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