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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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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领导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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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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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组的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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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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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一制订的提纲，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社会、、

经济和自然条件出发，以反映人口现状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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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

龄、婚姻家庭、民族、素质以及计划生育等各种基本人口现象和人

口问题进行了综合阐述与分析。本书力求体现统一性、综合性、

科学性和实际应用性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解我国的人口国情，制

订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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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基本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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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人口学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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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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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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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估测

资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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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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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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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伟大祖国的北部边疆。它由东北向西南斜

仲，横贯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东部和黑龙江、吉林、辽宁 8

省毗邻，南部、西南部与河北、山西、陕西、宁夏 4 省区相连，

西部与甘肃省接壤，北部与东北部则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交

界。国境线长达4 ， 221公里。全区土地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土地总面扭的12.33% ，仅次于新疆、西藏而居全国第三

位。

内豪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 5 月 1 日，是我国最早实现今民

族区域自治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自治区现在的行政区划，是

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自治区成立之初，仅

管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 5 个盟，面

积约54万平方公里。这之后，于1949年和1952年先后将原辽北省

的哲里木盟、原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和原察哈尔省的多伦、宝昌、

化德 8 县划归本区。 1954年撤销绥远省建制，将其辖地并入内蒙

古。 1956年初撤销热河省建制时，又将赤峰等 8 个旗县划入昭乌

达盟。同年，甘肃省所辖巴彦浩特自治州和额济纳自治旗划归内

蒙古。 1962年，又将河北省所属商都县划归本区。从此，形成了

现在的区域境界，使蒙古族所居住的地区统一在一个行政区之

内，彻底消除了封建王公的割据和反动政府的分而治之所造成的

局面。但在1969~1979年期间，又曾一度将呼伦贝尔、兴安、哲

墨木.昭乌达和阿拉善等 5 个盟分剧划归辽、吉、躁、宁、甘 5



省区。

至于自治区境内的盟、市、旗、县间的区划，也曾进行多次

调整，特别是取消了旗县并存制。 1982年人口普查时，本区的行

政区划为 9 盟、 10市(其~7 个县级市〉、 22县、 54旗、 8 自治

旗、 13区( 9 市区、 2 郊区、 2 矿区〉。本书中的行政区划，即

人口普查时的区划。在1982年后，本区的行政区划又有新的调

整，主要是将昭乌达盟改为赤峰市，并增设牙克石、扎兰带、锡

林浩特、东胜和临河 5 个县级市，具体情况见"内蒙古自治区仔

政区划图"。

内蒙古地区自商周以来，就是农、牧民族交汇的地区。北方

各:游牧民族曾连续南下，而南方的农业民族也不断北上，其交错

地带大致沿阴山-线及昭乌达盟南部地区。因此，本区的畜牧业

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另外，由于森林、草原地带的自然条件恃

点，使其在农业经济上呈现出以林牧为主的经济特征，，"'只是在河

套、土默川和西辽河灌区，才有较发达的农耕业。飞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畜牧业基地之一，其天然草场约占全区

面积的2/3以上，居全国五大牧区之首。它还是我国的一个林业

基地，约占全国森林面积的13.9%。

解放后，内蒙古的工业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牧产品的

基础上，有较迅速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内蒙古在经济上还是『

个待开发的地区。

内蒙古的能源资源非常丰富，煤炭的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

1/3。它存着举世无双的稀土资源，天然碱储量居全国第二位，

还有着广阔的林区和草原。因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是有着无限的

美好前景的。

内蒙古自治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居多数的多民族居

住的地区。内蒙古的人口隶属及其特点与本区自然的，民族的、

2 



经济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解放后本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以及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紧密相联。

自治区境内的蒙古族、达斡尔族、 ' 鄂温克躁和鄂伦春族人

口，在解放前都处于停滞或减少的状态6 解放后，崔正确的民族

政策指引下，民族经济布较大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也不断得剩

改善，各民族人口的健康水平普遍有所增强t 从而使人口的自然

增长率得以迅速的提高。从1947年到1982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蒙古

族人曰增长了 2 倍1 达斡$族和鄂温克族人口则增长了 2.6 倍，

鄂伦春族人口凰增长较慢，也增长了1:.3倍。

内蒙古的常住人口， 19B2年人口普查时为1 ， 927.4万，比自

治区成辜的1947年增长T:~...4倍。 J从19声3年人口普查到1982 年人

口普查，其间，大陆29个省、市、区的人口增长了。.7 倍，而内

.古则增长了1.5倍。本区人口增长速度之所以远离于全国，除

因自然增长率高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入造成的01949'-

19 S.2年，国人口迁移变动 ，(迁移增长和迁移变动的自然增长〉而

增长的人口，占全区人口增长总数的40.19%0

内蒙古人口增长速度的地区差异很显著。 1953-1982年两次

人口普查期间，人口增长幅度大的地区是原来人口密度小的地区

或新兴的工业区，如呼伦贝尔盟增长4.9倍，阿拉善盟增长 8 倍，

包头市增长2.4倍，而乌海市则从几户人家发展到近26 万人.原

来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其人口增长幅度却较小，如昭马达盟增

长1.1倍，乌兰察布盟则仅增长0.9倍。

内蒙古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尤为明显。 1982年人口普查，城

摸人口占全区总人口~8 .85% ，而1953年太口普查时，城镇人口

仅占全区总人口的15.01%0 29年间，城镇人口增长3".9倍，而农

村、牧区仅增长1. 1倍。

" 1982年人口普查，内蒙古木口平均密度为每乎方公里16.3

' 



人，还不足全国同期人口平均密度的 1/6 。区内各盟问人口密

度也相差很大，人口密度最高的昭乌达盟平均每平方公里42.3

人，而人口密度最低的阿拉善盟则仅为0.6人。

内蒙古人口的自然构成特点是，人口的性别构成虽目趋平

衡，但性别比仍较高，而年龄构成则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化.

1982年人口普查，内蒙古人口性比别为109.02，高居全国之冠。

但在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时，性别比分剧为128.62相117.96 ，

性别比逐年下降。 1982年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性别比，分别为

109.71和 105.33，表明少数民族人口性别比比汉族下降得更快.

内蒙古人口的年龄构成，据1982华人口普查，大致可确定为

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其中少数民换人口年龄类型则属于标准

的年轻型人口。

内蒙古人口的行业和职业构成，反映着本区的经济和艾化特

点及其发展水平。 1982年的行业构成与大陆29个省、市、区罚期

6 相比，除农林牧渔业比重较低外，其他各行业的比重均等于或高

于大陆地区的平均水平6 其中卫生、体育、教育、文化艺术、科

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占全区在业人口的4.99% (少数民族

则占其在业人口的7.91%) ，而29个省、市、区同行业的平均比

重仅为3.39%。表明本区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比大陆其

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较高一些。

1982年内蒙古人口的职业构成，除农林牧渔劳动者外，从事

其他职业的比重均高于29个省、市、区的平均比重。尤其是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占全区在业人口的6.95% ，典中少数民族则占其

在业λ口的10.20% ，比大陆地区平均比重5.07%要高出37.08%.

这反映本区脑力劳动者的比重较全国为高。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人口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人口的

身体素质水平，从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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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几项指标来番，呈不断提高的趋势。

内蒙古人口的文化素质，解放后的30多年来也取得了显著的

提高。 1982年每干人拥有的各级文化程度人口数，已与29个省、

市、区平均数拉平。19&4年和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小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已由33.33且提高到60.09%0

当然，本区人口的文化水平与先进省区相比还布较大差距，远不

能满足"四化"建设的要求，尚需大力发展各级各类的教育网，

进一步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

1982年人口普查，内蒙古家庭户平均规模为4.51人，比29个

省、市、区平均高0.10人。但较1964年人口普查则有所缩小，表

明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 1982年家庭规模以 4-5 人户为主，占

家庭卢总户数的37.78%。而家庭户的类型则以两代户为主，占

家庭户总户数的68.84%。

内蒙古人口的初婚年龄，自40年代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

1982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1 ，85岁，比全国平均低0.81岁。同

年，本区结婚率为19.01%0，离婚率为1.02%，.。

自从开展计划生育以来，内蒙古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

都有明显的下降。计划生育工作已取得显著成镜，盲目生育的局

面基本上得到控制.

内蒙古是→个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居多数的民族自治

区，而且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又与内地大不相同，故其人口发展

虽与全国有某些共性，但更主要的是布其自己的特点。本书的各

章将苛内家甫的各种人口现象进行具体地分析和阐述，力图反映

出本区人口东展的客观规律及其特点.

, 



第一章 人口活动的自然环境与

经济、社会条件

一、人口活动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的特点及其对人口活动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由东北向西南斜贯于祖国的北部边疆。地处北

纬37 024' 一53 023' 、东经97 0 12'一126 0 04'之间，南北宽约1 ， 700

公里，东西长4， 000多公里。总土地面积达118.3万平方公里，占

全国土地面积的12.33%。

1. 自然环境的特点，

( 1 )平原、山地、高原成带状分布雷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辽阔，大部由高原、山地组成。海拔较

高， 1 ， 000米以上的高原，约占全区总面积的1/2。区内东部有大

兴安岭，中部布阴山山脉，西部有贺兰山，连贯起来构成了一条

弧形山脉，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种自然地理要素影响很大。它既

是重要的自然分界线，又是一条农牧业分界线，决定了自治区的

不同地域类型和自然景观的明显差异，它也直接影响着自治区经

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分布。

内蒙古自治区大的地域类型可以分为以不 7 个I -内蒙古高

原、大兴安岭山地、阴山山地、贺兰山-一桌子山山地、河

套-一土默持平原、鄂尔多斯高原、西辽河一一嫩江西岸平原与

者啥河一-款来河中土游丘段白地。由东向西或从南到北呈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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