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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人口》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原教育部L 茧家计划生‘

育委员会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领导之下，以北京经济学院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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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得到了由全国著名

学者、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的原部组的指导.各省、直辖市、自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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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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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制订的提纲，从我国各地区不陀的社会、经济

和自然条件出发，以Bi换人口现状为主，同对兼藏历史并展望未

来，对人口的数量、出生、死亡、迁移、分布、性别、年楼、婚

姻家庭、民族、素景时及计划生育等各种基本人口现象和人口 roJ

题进行了综合鹊主参与分析，本书力求体现统一性、综合性、科学

性和实际应用性梧结合的原则，为了解我国的人口国情，制订我

国控棋人口的规划和进→步实行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民

时，也为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积累基本资料，正是由于

这整特点， ((中窜入自》被列为"六五"期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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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句·美国际组织的关注。

《中国人口》共32册。t!P总论 1 册，省、直辖市、自治区〈包

括台湾省〉各 1 册，香港、澳门地区 1 婿，白中离财政经济出版



二社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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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嚣家统计

部门肇常性统计资科为主要怯据.同时，还使用了各部门提供的

-统计及调查研究资科、撰稿人亲自进行的各种抽样清查和典型调

查资料。新中嚣成立以前的历史人口分析，主要运患了当时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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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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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差错.

-我们在使用这辈资料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某些资料在力所能

及能范自内做了适当的调整，其他一些资将只做了一些一般性的

分析和评结。

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 {<中国人口》终于问世了.编写这样一

部第辐较大的著作，还是一种探索与尝试，缺点和不足之娃在所

璀免。我们被恳希望国内外人口学家、实器工作者和广大读者，

提出批评意见。

借此机会，我们谨向指导、支持本书著述工作曲颜词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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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该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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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2) 给予资助.我盯

在此一并致l2Å诚挚的谢意.

《中E人口》总编理要员会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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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部，位于北纬 24
0

30'-29"13' 与东经

飞 03 0 31'-109 0 21'之间 e 全省面积 17.61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

e 总面积的1. 83侈，是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援之间的一个亚热

带高原山地。贵州地势，自西向东呈梯级技下降，平均海拨1100

米左右.贵姥气候属于典型的高露出地型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水丰富，热量充足。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椅。许多民族的祖先，凡十万年前就在

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贵州的远古文化，是我国

-古人类发挥地之一。

贵州地处西南边捶，由于交通不便，开发较晚。明代以前，

人口稀少，发展极程，几乎是处于停潜状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摆，今贵州境内约有人口

18.5万余人。到萌代嘉靖年间，有 14.89 万户. 51. 2万多人。明

代后期，约在65万人以上。其中主要是各少数民族，汉族人口只

占1/3左右。汉族是从明代开始才大批迁入贵州的.

从清代初期起，朝廷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缓和

跺级矛盾的措施，如在贵州土司统治地区实有"攻土归流"等@，

从而挺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

贵州人口增茄~J530多万人，比1644年的65万人增加了 7 倍多，平

<D "改土如流"是雍正因年至九年〈公元 1726-1731 年〉清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

:地区实行的废除土宫，改泣流宫幸亏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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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年增加工 38万人.1三平均增长率为1. 1qb.

1840年以后，贵州人口进一步增长.Jl11949年鹿增加到1416. 4:

万人。 109年闯入口增加了875万人，每年增加 8 万人，年平均增

长率为O.的份@这是由于贵如i历来极端贫困落后，交通阔塞，医

药;2生条件极差，各种疾病流行，加上内部战乱频繁，人口死亡

率很高，所以，近代贵到人口虽有增长，但仍比较缓慢。据1938:

年国民党政窍内政部卫.生统计，该年贵州人口程死亡率高达

29.4骂白.

解战后，由于社会主义摇度的建立，社会安定，经济迅速恢一

复在i衷;晨，人民生活租医药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加之人们对计

划生育认识较差，小求经济思想租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窍，贵州人

u 再生产进入了一个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除段.从1949年底;

到 1984年底，贵划人口出 1416.4万人增加到 293 1. 9 万人，增加了

1 .07稽，速度高于全理. 1949年，贵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81.本

人，比全国平均密度多 25 人. 1984年底，贵州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比重出 1949 年的 2.6%提高到 2.839奋，居全国第十七位。人口密

哇提高到每平方公堕 167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比全国多59 人。

194&年到 1984年的35年中，贵州人口发展速度之所以高于全

日，主要是自为贵州i平均年增长率高于全国飞全国为1. 87侈，贵

州高达2.10%)朝贵州人口生育高峰期延续时间比全国民(第二、

个生育高埠期，全国为 10年，贵如长达16年〉。

从人口增长的阶段来看，从1949年底到 1959年底的10年间.

号[ ~~~.~人口自 1416.4 万人增长到 1743.9 万人，每年平均净增人口

,) 2. 7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10份，范同期，全国人口出 5416 ，

万人增加王U 67201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18伪@可见，这一羁期兰

贵州人口在长速度低于全国:贵州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为

2.53手告，比 1949 年也在所F降@不过，经过1960年和 1961 年短暂:

z 



式的人口 ffi增长后，从1962年起，贵州人口手u全国人口都进入了生

育高峰时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搞整时窍，在前两年人口

负增长后，人口补怯性生育巍萍在起作需:另一方面是"文化大

革命"期前，生育处于完全没有计划的失控状态。

1961年，全国出生率为18.02 %0， 1962年猛升到:>7 .01 络， 196~

年达到 43.37茄.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972 年挥到

30络站下，生育高蜂期由 1962年到 1971年共计10年，这10年中，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1 %.贵州人口出生率1961年为 16.58茄，

1962年猛升到43.72络， 1964年高达52.62络。由于计划生育工作

开展较晚，到1978年出生率才降到30竟如以下。生育高峰期自 1962

年到 1977年共计16年，其中大多数年份出生卒在40 %0 以上。这16 、

年，贵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8场，净增人口 979.36万人，占

35年净增人口 1515.25万人的64.6伪。 16年共出生人口 1417.31 万

人平均每年出生88.58万人。

自 1978年到 1982年，共出生35t".26万人，平均每年出生70.85

万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于降到1. 7 6铃。贵州人口自然增长率，

由 1965年的34.80拖下降到1978年的2 1. 24弟。主i后又逐年下降 2

1982年为 17.21 络， 1983年为 11.65络， 1984 年为 11.55魁①，这

麦明贵州人口再生产已扭转了高出生、 f畏死亡、高增长的趋

势.

这里还必须捂出，解放后贵州人口的增长中，有相当一部份

是迁移增长。这是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各个时期，特别是把

贵州当作"嚣防三线"进行建设的时期，迁入了不少人口 o 法 195 -1

年盐 1983年，除1967-1969年缺乏资科外，其余27年中，迁入主

① 本书使用的建国后历年入巳统计数据均根据《贵州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冈1949

-1984). 贵州省第二次人口普盔领导小组、贵1'1;省公安厅、贵州省统计局1986 1p巧

编印。即调整数据e

z 



大于迁出量的有19年，累计净迁入82万余人。

贵州人口性别比，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为 102.13; 196亭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为 102. 71; 1982 年第兰次人口普查时，为

105.24，逐渐接近全嚣平均水平，

贵州人江性别比在城乡之前有很大差别。接据1982年普查，

贵盟、遵义、六盘水、安!顿、都匀 5 个市人口性别比为 108.46 ，

93个镇人口位别比为 110. 饨，县〈不含镇)人口性射比为104.41 ,_ 

城市人口性别比略为偏离。

贵州人口的年龄构成为年轻型。从 1964 年到 1982年，。一 1 亨

岁年龄组人口自665.3万人增加到 1167.3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由 38.84铃提高至U40.88%;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花草

由1964年的 2.6% 上升到4.66畅，说明老年人口增多，平均寿命→

延长， {电{乃偎于5镑。年龄中 f1l.数自 1964年的20.86岁下降到18.7 ß:

岁。这哩指棕都说明，按国际通用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标准，贵州

人口属于年轻堕内

1964年，贵州省平均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71 名非劳动年

龄人口， 1982年增加到 84 名。其中少JL抚养也为75.079奋， 52年

抚养比为8.57侈，分别比全国高20.43个百分点和0.64个百分点.

总抚养比贵州比全国平均高1/3左右。贵州经济落后，劳动生产

率很珉，负担的非劳动人口比聋雷平均负担的人数多。这是贵州

人均国民收入在全国处于最落后地位的重要原民之→.

贵州人口社会构成的革斐特点是:文化素段很能:农衬人口比

主:特荆高;少数民族的种类和人口均较多。据1982年人口普查，贵

州i 具有各种文化程度人口合计为1243. 1万人.比 1964 年的423.8

万人增加了193.93铃。在1982年总人口中，具有各种文化程度人

口占43.58惕，比 1964年的24. 71~提高了 18.87 个百分点e 每千

人申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 1982年为3.87人，比 1964年的2.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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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如了 67.53% ;每千人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 1982 年为 29.挝

人，比1964年的7.81人增加了279.26% ;每千人中初中文化程度

人口 1982年为114.16人， 1964年为3 1. 39人，增加了263.68号b; 每

千人中小学文住程度人口为278.75人，比1964年的205.78人增施

了 35.46铃。文盲半文盲则由 1964 年占恙人口的 46.49%下降到

32.1% , ~降了14.39个百分点.

30多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前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贵如i人

口的城乡分布和部门构成有了很大的改变。 1949年，贵州省市键

人口为101.4万人，占恙人口的7.2伪:乡村九口为 1315万人，占

总人口的92.8% ;非农业人口为 117.6万人占总人口的8.3% ; 

农业人口为 129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 7 铃。

1984年底，贵州市镇人口已达854.14万人，占全省单人口的

29.13场:乡村人口为 2077.71 万人，占总人口的70. ~7铃。按这

个数字，贵州市镇人口比例己超过四川、湖南等邻近省份。这和，

贵分!经济、文化明显落后于这些省份的'情况是矛盾的。这种矛盾，

现象，主要悬由于1979年设置六盘水市后，范 182 万余人的乡村

人口包括王若市镇人口之中. 1983年将凯里县改为市建制，将都匀

县划入者在匀市，还增加了很大一批建制镇，这就把大批乡村人口

主1I入市镇人口，使全省市镇人口猛增.再一方面，贵州!市镇人口

增长较快，也和外省迁入企业单位人员户口是迂在历在地的市镇

户籍管理部门中有关。

随着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文化的不断发展， 1952年底到 193&

年菇，贵辩理民经济各部门劳动者的数量和构成发生了很大变

化。总人口由629.76万人增加到 1234.18万λ，增主日将近 1 倍.(1)!

其中工业部n劳动者由 16.77万人增撞到76.34万人，增加3.6 倍，

@ 参见《贵州经济手册:t，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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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由 2.66 号b提高至116.19%.

科学、文化、卫生等部门劳动者人数由 1952年的5.88万人增

加到 1983年的27.15万人，同样增加了3.6倍，比重由 0.93特提高

到 2.2镑。

农林、水利.气象部门劳动者人数串 1952年的555.89万人增

如到 1983年的1039.55万人，增加了。.87倍。

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物资供销业劳动者人数自 1952年的

18.96万人增加~j 1983年的34.73万人，增捕了。.8 倍.

运输和部电部门劳动者人敦白4.52万人增加到 12.99万人，增

撞了1. 87话，比重由 0.72%提高到1. 05%. 

贵州是多民族杂居省份.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除汉族

外还有40来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合计为 7425537 人〈含未

;识别人口).占全吕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1 镑，占全省总人口的26% • 

其中世居贵邦的少数民族，有苗、布栋、伺、彝、水、国.'Ít锤、

社、瑶、满、白和土家等12手中民族传

由于党的员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事文化.

医药卫生事盘有了很大发展，加之部分群众恢复了少数民族成

分，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高于汉族人口增长速度. 1964 年到

1982 年，各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增长了 85.04%.其中，苗族人口

由 153.9万人增如到 258.3 万人，增长了67.84镑，年平均增长率

为2.92% ;布依族由 134.7万人增加到209.9万人，增撞了55.83 畴，

年平均增长率为2.49铃 z 彝族由 34.5万人增加到56.5万人，增如

了63.77铃，年平均增长率为 2.78%: 水族、回族、铠佬族、壮

族、瑶族年平均增长率都在 3% 以上.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自

1964年的23.4铃上升到 1982年的26铃. 1982年时后，由于民族识

别等原因，使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更快。

贵州省总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较低.在全省 12岁及12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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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中，文言半文盲占47.88铃。少数民;当人口的文化程度更低.12

岁及 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58.27惕，其中男性为37.23侈，

女性为 80.09% • 

198?年，少数民族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数为 345.7 万人，占全

部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94.4侈，高于全省在业人口中农棒牧渔业

人口占85.2伪的比重。少数英族从事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只有7.3

万人，占少数民族在盘人口能1. 98%，低于全省全部在业人口中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3.6勃的比例.

解放前，贵判人日死亡率很高，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0多岁 a

解放后，蹬着在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死亡率逐步搏

假，平窍预期寿命逐步提高.据1959年人口资料编制的贵步H市、

县人口生命衰， 1959年城市 o 岁组乎均预期寿命为 49.48 岁，其

中男性为49.57岁，女性为49.32岁:县人口 G 岁组平均预期寿命

为43.98岁，其中男性为43.55岁，女性为44.42岁.

提据1973-1975年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 3 年死理西藏谓

查资料编辑的生命表①，贵州人口 O 岁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

'59.03 岁，女性为 59.48 岁。 1959-1975 年的 15 年左右期间，

男佳平均预黯寿命，城市提高了 9.46 岁，县提高了 15.48岁:女

牲平均颈草草寿命，城市提高了 10.16 岁，县提高了 15 岁。说明

这段期间，贵州人口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平均预期寿命

有了迅速的提高。但是，贵判人口的平均颈期寿命在全国死茵茵

:原调查的这24个省、市、自治区中，为倒数第一位.

搜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按1981年的死亡求平，贵州人口

O 岁组平均颈期寿命为 6 1. 35 岁，其中男性为 61.01 岁，女性为

① 《我国1913一1975年居民平均期望寿命妈统计分析问载《中国人口科学论集E

中嚣学术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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