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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中国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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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委员

会组负辑写的 e 在整个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由全国著名

学吝‘有夫部委负责人组成的腰间组的指导.各省、直辖市、自

治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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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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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的提绢，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

和自熬条件出发，以反映人口现状为主，同时兼顾历史并震望未

来，对人口的数量、出生、死亡、迁移、分布、性别、年龄、婚

娼家庭、民族、素贯以及计划生育等各种基本人口现象和人口问、

理远有了综合阐述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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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则，为了解我国的人自国情，市j订我

;司控制人口的规划和近一步实行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

碍，也为我圈人g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积累基本资料.正是由于

这些特虫， (<中国人口》被列为"六五"期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中的章 :1科研项吕.这项研元工作，越来越受到医内外人口学界

和有美国际组织的关注.

《中商人时，共32册. t!p总论 l 册，省、直辖市、自治区〈包

括台湾省)旨 i 婿，香港、澳门地区 i 渍，由中理财政经济出版-



辛主出版.

《中国人口》以我国大陆 1953 、 1964 :载11982 年三次人口普查

资料、 1982年全国 l华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国家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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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典型调

费资料。新中国戒立以前的JJj史人口分析，主要运用了当时官方

发布和主者搜集的资料，以及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有关人口的住槽

'资料等.

由于种种京国，某些数据或统计资料或许会出现疏器和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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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的范自内做了适当的调整，其也一些资料只做了一些一般作‘的

分析租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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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诚恳希望国窍外人口学家屯实际工作者和广大读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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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有关

政府部门，以及在主题集资料和组织谓查过程中努供各种方便的有

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财政经济出报社为这部书的出

:壤，竭诚努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联合昌人口活动基金会

为《中国人口》专到了援助项吕 (CPR!8S!PS2) 给予资助.我!门

F在此一并致以读挚的谢意.

《中疆人口》总罐罐霎员会

1986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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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出西省位于祖国的华北地区，北i面内蒙古高原，东与、河北省

工接壤，西以黄、再为界与陕西省隔河梧望，南及东南部与南离省相

邻。出西省的地理位置在北纬 34.34.8'-40" 43.4' 和东经

110"14.6'-114"33.4'之间。全省面积为 15.6 万平方公里，人口

密度为162.9人/平方公里-

1982年底，山西省行政区划分为雁北、恬县.昌梁、晋中、

普东南、 11每静、运城 7 个地区，太原‘文罔、阳泉、长治 4 个

市，共有119个县、市(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区L

III离地处黄土高原的东翼，全省大部分地区钓海拔在1000-

-'2 000米之间，地形高提起伏悬殊，中部地带为一系列盆地，东西

两倒为山地、丘陵。山地、丘援和平时的比例大致是 4:4:2.

1986年全省有耕地面职5597.7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23.9侈，

平均每人占有耕地 2.1 亩 e 全省纵跨温带和援温带两个气候带，

属于王黯东岸童基带季风气候区，是半湿润气候向半干旱气候过渡

地带.全省平均温度在4- 13t'之间，并由南向北递喊:无霜期

约为80-205天;降水量在400-650毫米之间。

出♂î JJj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展的摇篮之历史

，转;i~rp 的尧、舜 禹(距今三四千年前〉都曾建都在汾河下捞，

尧都平同1 (今能汾市)，拜都蒲板〈今济县)，禹都安邑〈今夏

县〉。山西 )Jj来是汉族与蒙古族等兑弟民族政治.结挠、文化相

互发生交往的重要地区.自古以来，雇门夫以及纵贯山西中部的

1 



拇谷盆地，是北方少数民族遥往关中平原蒋中原大边的交遥要.

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山西人口活动带

来了相当的影响，构成自西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

具有中原农业经济文化和塞外牧业经济文化的过渡特点。从当前

形势来看，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山西，正处在我国东部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内黯经济有待友展地区之间，不但是海j莲

两个地区的费梁，商呈对于开发西部地区将起极其重要的作擂，

山西具有光荣食革命历史，特别是在抗臼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出西境内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作出了吉大的贡献。抗日战争中

的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以及解放战争中的主党战役等辉煌胜

科，为革命历史增器了新的篇章。

山西的矿产资摞丰富，计有煤、铁、钢、铝、铅、特等84种

矿藏，其中以煤炭资源最为丰富，全省80铀的县、市地下都有煤矿

层的分布 e 截至 1981年底，全省已探明的煤炭铺盖有2035亿珑，

占全国 1/3. 但是，这些地下资源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才获得了

九规模时开窍.此外，山西还友展了钢铁、化工、电力、有色金:

属以及矿山就器.就床等重工业，目前，山西己成为全国重要的F

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山西省的交通运输

业、轻工业、农业以及科学文化事业都有银大京展，人民生活也

逐年改善.

茄史上山西人口发展比较缓慢，到 1949年，山西省总人口为

1280.86万人。新中国建立后，人口发展比较快，到 1982 年已发

展到 2546 万人. .33 年间增加了 1265.14 万人，增长率是相当毒、

的，

从山西人口的现状来看，其主斐特征是 z

第一，人口分布很不平衡@山西人口的60%集中罩住在只占

全省噩京209奋的盆地上，每平方公里一放在 300 人斟上.00人B

z 



销30%期居住在占全省西积的40侈的丘援地区，每平方公里约为

100人左右。占全省面积的 40铀的山区居住的人口只占全省人口

的10骨，每平方公里不足50人，最少能垦每平方公里仅有始人.

就全省西农布全省人口来看，出西省的人口密度和一些省市相

毡，是比较低的E 但就人口集中能盆地来说，ì' 这些地区的人口密

度甚至可以和沿海省份相埠。

第二，少数民族人口极少.山西省共有吕、满、蒙古、朝

都、壮、苗等34个少数民族，人数共计 63591 人，只占全省人口的

心 .25%0 各少数民族人口中以回族人数最多，计 51585 人，占全

部少数民族人口的8 1. 12%0 其次为满族，计 8625 人，再次为蒙

古族，计 1533人，朝鲜族计 527人，壮族计461人，苗族计 110人，

其余民族均不满百人.各少数民族人口基本上居住在城镇.

第三，城市人口发展较快，但小城镇财发展缓慢。建菌爵的

'3 5年中，山西省的城市人口由 1949年的362913人，发展到 1982年

韵4151350人，增长了 10 倍以上。这是按己设市建制的太原等 7

个市的人口计算的。如果捏己设镇建制的镇人口包摇在内，赔

1982年山西市镇人口合计为 5414332 人，占总人口的2 1. 0%. 高

于全国20.6%的水平.山西省大中城市发展很快，而小城镇则发

展很慢.蹬着小城镇建设步战的加快，小城镇人口将会得到迅速

的发展.

第四，农业人口比重大.按1982年统计，出西省的农、林、

坡、渔在业λ;口占全部在业人口的7 1. 3~奋，其中从事农业的在业

人口占70.6%. 林、枝、渔业占0.7%; 市从事工业、交通运输、

建筑业等的在业人口只占17.6% 0 这种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为

了加快能摞重化工基地的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出西必须离

整产业结梅，减少农韭人口的比重，以腾出必要的劳动力从事第

二和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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