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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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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映入口现状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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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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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l 册，香港、澳门地区 l 坊，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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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

《中国人口》以我罔大陆 1953 、 1964 和 19'8 2 年兰次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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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口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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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儿年的辛勤耕耘， <( 中罔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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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

提出批评意见.

借此机会，我们谨向指导、支持本书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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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Z)给予资助.我们在

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在.

《中国人口》总蛐蝠'员会

一九八六年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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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扫苏人口F是一本区域'怪人口著作，它的任务就是要以江苏

省的自然、经济、社会诸条件为背景，科学地离适和分析本地区

人口发展和人口问题，揭示其特点和规律桂.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北接 LU东省，离连上海市和浙江、

臂，西邻安徽省，东滨黄海.浩荡奔流的万里长江，在西 (fíJ 东，

横穿省境中部，施经南京、镶江、南通等I苔，到启东县与上海市

之间，注入东海.本省居 I二长江入海门户的地理位置，江M湖海

联成一气，内外交通非常便利.

全省总面积为 10.26 万平方公望{约合 1 ， 026 万公顷)，占

全国总商积的 1 . 1 侈，是全国各省、区副积较小的一个省，居第

24 位.江苏是一个目平原为主、水雷和i低 111 丘陵占有一定也童

的省份.平原因积 706.00 万公顷，占全省恙I吉f权的 69 畅， 11是山

丘霞面积 146 ， 67 万公顷，占总面积的 1 4ft奋，水面面表 173 ， 33

万公顷，占总面京的 17%，海岸线长 1 ， 000 多公里.全省耕地

面积为 463.07 万公殴，占全省总面畏的45.1 场，占全国忌、耕地面

积的 4.7%. 1982 年，全省平均每人占有耕地 0.08 公硕.

江苏省地势能平 1苟同萌密，期荡众多，可渭水乡泽胃。这

是江苏省在然条件中听显的特征.在经纬度位置上，江苏省最网点

在东经 116'22' ，最东点在东经 121"55' ，东西j'f-lJ经度差为 5"33'.

高起二it纬 30.46' ， ~I::援北纬 35
0

37'，南北跨纬度 4'11'，最大直

线距离为 460 多公里.全省届中纬度位置，在亚热带车HI反温带

z 



程蟹，冬季轻寒，夏季暖热，海洋性气候的费节作用遍及全省，

降水量丰富，宜于农件物生长.特黯是长江三角洲的沿江地带，

是本省工农业生产如水路交通最发达的地方.

1982 年底，江苏省行政区划为 7 个地区、 11 个市，其中 7

个省辖市， 4 个地辖市， 64 个县. 1983 年 3 月，江苏全面实有

市管县新体制，全省共有省辖市 11 个:南京、苏州、无锡、常

炜、南通、镇江、搔州、淮弱、盐城、连云港、徐州.市辖市 2

个z 常熟、泰州.市辖县 62 个.但为了统一口径，费于比较，本

书仍主l 1982 年行政区如进行分析.新的行政区为j调整数附录于

后，以供参考.

江苏省的工农业生产解放后发展很快，多年来持续稳步增

长. 1982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 736.93 亿元，比 1949 年增

长了 11 .6 倍，居全国第一位. 1983 年为 824.32 亿元， 1984 年

已达 973 亿元，连续几年在全国名列前茅。江苏省工业基础好，

门类较为齐全p 技术水平较高，在全国各省区占有突出重要地

位.但本省能源基础薄弱，是全国缺能严重的省份之一. 1970年

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遍布广大乡村，在全省经济中举

足轻重. 1982 年己据有坷， 600 多个，总产值达 134. 19 亿元，占

全省当年工业总产值的 26.68%.与有些兄弟省相比，已经接近或

超过各该省当年的工业总产值.1983 年，总产值达 162.09 仨元，

1984 年突敲了 200 亿元大关.

江苏省是全国粮、梅、油的重要产区. 1982 年粮食总产量

达 2 ， 855.45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8份以上. 1982 年，全省农

业总产值达 234.02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了 39 ， 1 倍，居全国第

' 
江苏省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很多，是全匿科技、教育、文化

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解族以后，科学技本、文化迅速友晨，这是

2 



江苏省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

件的原因，苏南、 m:北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这是本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这种状况对全省各方面的工作都会

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是江苏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江苏处于长江中下游，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人口璃

蜜。解盘后，经济文化友展较快、水平较高，贯彻国家的人口政

策，取得显著成敖.所有这些，在人口方面形成了江苏省的几个

基本特缸，

第一，人口多、密度高.江苏省 1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分布着 6 ， 089 多万人口，面积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 . 1 惕，商

人口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6%，人口数量仅次于四川，河南，山

东，居全国第座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590人①，是全菌平

均密度 105 人的 5.7 倍，居全国各省区的首位.按 1982 年行政

区魁 11 个省、地辖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多数在 1 ， 000人以上，

其中常规市超过 2 ， 000 人，苏判市超过 3 ， 000 人.有 16 个县人

口密度超过 700 人，其中江阴县高达 1 ， 000 人以上.一个县的人

口密度这样高，在国内是罕见的.

由于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发震状况的差异，人口密度由南南

北呈递减趋势.新通揭运河以南、宁镇 llr脉以东的长江三角说地

区，人口密度最高:宁镇山陈地区，除南京市密度较高，其他县份

均{莲子全省平均数.丽广大苏北地区，路徐州市、淮阴市密鼓较高

外，多数市县低于全省平均数.东部沿海与西部沿海各县，平均人

口密度最佳，如青酷和金湖等县不足 300 人，洪泽县?只 100多人.

① 见《江苏省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飞江苏省人口普奄办公害 1984 年 2 月

编印，

以下凡注涉;j 1982 年江苏省人口普盗资料者，出处网上→一→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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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镇多、星罗棋布.全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虽然较珉，但由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特别是乡镇企业比较发

达，因高据有大量集镇人口 a 除了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外，还有

亦"工"亦农人口.这里的"工"是指广义的包括工业、商业、建筑、

运输以至文化教育等非农业劳动部门，也就是氓，他们是一种兼

业的劳动者，家住在村，在镇劳动，都是农转户江， {J王灵不同程

度地从事工业等非农业劳动. 1984年后，又出现新的集模人口，

黯集镇上自理口粮的非农业人口.她们与前者不同的是在镇愚

住、在镇劳动，在白理口粮的前提干，被允许在镇落户.众多的

人口积储在广大的小集镇上，加速了农村人口城镇住的远程，也

是解决农村剩余人口出路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二，较旱地开始向"三低"人口类型过渡.在 1971 年前，

江苏省人口属于"高出生率、 f畏死乙-率、高自然增长率"类型.这

个时期出生率一般在 30路以上，死亡率为 10 %0左右，人口自然

增长率在 20 竟如左右. 1970 年U后，由于比较认真地挺了计姐生

育工作，人口出生率较早较快地摔了于来.自 1971 年起p 江苏

省先于其它省区开始了 I句"低出生率、银元 I二率、低自然增长率"

的过接. 1971-1974 年，人口出生率有1 自然增长率连续急剧 F

降，以后继续稳定地-1" 1亭，没有发生过大起大落的情况.至 1983

年，全省出生率为 11.97络，死亡率为 5.95%0， 虽然率增长为

6.02%0， 在全国各省区中患于领先地位.丽豆，全省 1980 年、

1981 年、 1983 年三年县的出生率水平低于城市出生率水平，这

反换了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

第四，全省劳功适龄人口在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

全国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为 90.92伪，在业人口占恙人数的

G 1 .94铃，丽江苏得劳功适龄人 i igift业率达 94.86份，在业 λ11

占总人数的 57.34彷.在业人口的纣业构成也有其特点.例如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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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的在业人口占全部在业，人口的 Hl.7佑，比全国的比重高得

多〈全国占 11.84%)，反映了江苏省制造业的发达拭况.农林

牧渔业占 66.2畴，低于全国〈全国的比重为 73.73铃)。这是由

于江苏省的农村商品生产比较友达，农业劳动者转移到非农业部

门的结果.同时，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的在业人口，全国是男性

多 T女性，江苏己是女性:多于男性.

第五，人( I的文化素质比目前有了侵大提高，但和本省经济

发展的状况很不适应. 1982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一

位，市每万人中大学生只有 113 人，居全国第 11 位，保于全国

平均数.文吉、半文盲人lJ达 1 .654.7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27 ， 34伪.儿童入学率 1982 年为 96 ， 5嚼，居全国第 11 佳崎教

育、文化艺术事业的在业人口只占在业总人2的 2 ， 1 侈，低于全

国〈全旨为 2.37铃).江苏全省各地区友展岂不平衡.城市人日

文化素震高于农拧，苏南高于苏北.

第六，在全省人口的民族构成中，少数民族比例极小.

全省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9.82嚼，少数民族仅占 0.18 场.

在全国各省τ 市、自治区中居第 26 往，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

量最少的省区之一.在本省 40 个少数民族中，居族人数最多，

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 940/0. 他们分布在全省 75 个市县，基本

上都是城镇人口，农村摄少.其中南京一市占了 44%. 他们的

文化程度较高r. 每于人拥在大学学业生 20.68 人，为汉族 (4 ， 61

人)的 4.5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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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口活动的自然环境与

社会经济条件

人类与周围的地理环境之商有着紧啻的联系.人类在一定的

地理环境中生产‘生活，必然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自然

条件的位劣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如速或延缓的作用.然丽，人类与

→般动物不同，他们不仅能适应地理环境，西且能嬉能动地利用

和改造地理环境.撞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灌动的加强，人

类对自然资糠的和j吊自益广泛:，人类与虽然环境的联系也需益扩

大和复杂，结环境造成愈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一、人口活动的白然环境

江苏省地处我国大陆东部浩海地带的中阁部分，位于长江和

淮河流域的下潜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既便于与祖嚣内地的交

往，也有利于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丽且平原广大、水网稠

密、土地理跃、光费热量充足、二雨量丰富、自然资摞多种多样.

这不仅为江苏的人E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十分有科于经济的发

展，从商直接、 e 间接地影响到江苏的人口活动.在历更上，江苏

土地向海洋不新挣震、扩大，这一特点对江苏人口活动的许多方

商，以及江苏的经济开发有垂耍的影响.江苏的自然条件同时也

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主要有z 水旱灾害较为频繁，矿产资i景不丰

富，特挺是能摄资摞不，@..这些不科菌素虽然对江苏入口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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