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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人口》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原教育部〉、国家计划生气

育委员会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领导之亨，以北京经济学院在1\

敬之教授为主编，由《中国人口》总编辑委员会和各分册辅辑委员

会组织编写的.在整个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自全国著名

学者、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的顾问组的插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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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据统一制订的提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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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到、年龄、嬉

娼家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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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实际应用性格结合的原则，为了解我嚣的人口国情，制订我

国控制人口的规划和送一步实有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在学核据.同

时，也为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积累基本安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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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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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有关留际组织的关注.

《 rjIi主人口》共 32 艇。即总论 l 菇，省、直辖市、自治区〈包

括台湾省)备 i 册，香港、澳门地区 1 菇，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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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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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样调查和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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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割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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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妇在使用这些资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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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立性的

分析和评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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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摇较大陆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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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挝评意见.

借此机会，我们谨向指导、支持本书著述工作的腰间和有关

政府部门，以及在搜集资料和组织调查过程中提供各种方蟹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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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努力，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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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去/85/P52)给予资弱。我的在

此一并致以读挚的谢意.

《中噩人口》总撞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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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珉，起

着徨进或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国跟人口的历史，分析人口的现

状，预击tl人口的未来，探索、研究人口与自然、社会、经济间的

:最优比例关系，提据不同的自然经济状况确定人口的数量与分

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河北省有fft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动、植、矿

物资源，适宜的气候，这就为人类的选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今天，河北已成为全国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 1982年人口数

量仅次于四川、河南、山东、江苏、广东、湖南，在各省、市、

区中居第 7 位。

、河北省〈简称冀〉位于首都北京和中央直辖市天津属圈。在

北纬360 03'-42040' ，东经1130 27'-1190 50' 之间。全省面积为

18.7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同积的1.96%，在各省、市、区中

居第14位。它北接内蒙古自治区，南邻河南省，东颜渤海，西倚

末行山球与山西省就连，东北和辽宁省分界，东南与山东省接壤。

1982年，全省行政这划分为z 部鄂、邢台、石家庄、保定、

销水、沧割、唐山、承德、张家口、廊坊10个地区和石家庄、唐

山两个省辖市， 140个县〈其中两个回族自治县〉租 9 个地辖市，

3 ， 651个公社和50个社级镇〈不含部郭市的马头镇〉。为了适应

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1983年和1984年，将行政区捕作了必要的

提整，唐出地区撤销，既辖13个县分别却自唐山市和秦皇每市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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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鄂、那台、保定、沧州、承德、张家2 、秦皇岛等 7 个市上升

为省辖市E 将安次罢并入都坊市，衡水县并入衡水市，交河丢并

入新建的泊头市F 公社改称为乡 s 增设乡级镇367个。 ~11984 年

底，全省共计有 9 个地区、 9 个雀辖市、 137个县〈其中两个回

族自治县〉和 3 个县级市， 3 ， 253个乡和418个乡级镇。省会设在

石家庄市。

河北省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黯泊、洼淀和海

岸滩涂等多种类型的地貌。北部和西部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出路和

太行出睬，为全省主要林、果产区。西北部坝上高原有广揭的牧

场，是全省的畜牧业基地。东南部是一望无际的商北平原，盛产

粮、梅等多种作物。?可北水系主要有海河水系和深河水系。海部

上游由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手口商运河五大支流组

成，各支流均经河边汇集天津入海。海河发源于架上高原，东和

资源比较丰富，中下游修建了不少水库，有利子防早、白费、发

电和养鱼。河北气候适宜，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

明。春季干旱多有风沙，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

冷少雪。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在10-13t之间，昼夜温差较

大。全年无霜期除西北高原少于 4个月以外，其它大部分地区都

在 5-7个月，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f旦森林覆盖面积仅占全省

总芭积的10.6%. 链子全国森林覆盖率。泼水资源也较缺乏，一

般年平坊降水量只在300-800毫米之间，而且多集中在夏季。

河北省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在远古时代的漫长岁月墨，

人类就生活在河北大地上，创造了光辉她烂的古代文化。《史记·

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与 G炎帝战于阪京之野P 、与"童尤战于

草草鹿之野"的传说，就发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地这。历史上，河北

人民曾有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从西汉末年的铜马起义、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后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

2 



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中，湾北人民都建立了不梧的业绩。特别是在抗E

战争期间，河北是建立较早商旦基本上遍及全省农村的拭目革命

根据地。北京解放前夕，平山县西柏坡曾经是中共中央、中昌人

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在这里部署指挥了威震中外的辽沈、?整

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为新中茵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在党中央、昌务院和省委、省人民政

帘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共同

努力，河北省的工业、农业、教育、科研等事业蕃有了较快的发

霞，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1952年与1982年相比，全省国民经济总

产这由50.68记元增加到486.16乞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8%。其

中工业总产值自13.81也无增加至tl229.9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9 .8%. 农业总产值出28.55亿元增加到135.3乞元，年平均增长率

为5.3%0

本省农业发震历史悠久，是全匮开发较罕的地区之一。 19&2

年全省有耕地面表9 ， 962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7.7%。每

人平均占有耕雄1.&6亩，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作物品种

基本齐全，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棉花、花生及其它小杂粮

程多种经济作物。稳食总产量1982年达350.37仨斤，比1949年的

-93.9仨斤增长2.73倍，平均每年增长4.1%，居全国第 8 位z 棉花

总产量1982年达7.7乞斤，比1949年的2.16亿斤增长2.57倍，居

全国第 8 位。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由于对农业经济的全面发

展注意不够，致使农业生产仍然比较落后，农产品的商品率由然

比较低。

本省矿产资掠比较丰富，已发现的有80多种，开采的有40多

种。主要有煤、挟、筑、铁、铜、辑、铝、建筑材料等。由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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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发展和劳力资源充格等条件，全省工业发展较快，门类比

较齐全。按全国统一分类的166个工业门类中，河北能够生产的

达160个，其中主要有历史上发展较早司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纺织、

煤炭、建材等工业企业。 1982年纺织工业是全国据有百万纱绽的

7个省、市之一，纱产量居全国第 6 位，布产量居全国第 5 位F

原煤产量1982年达5 ， 351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1982年全省共有工业企业日，536个、职工235.62万人; 1983 、 1984

年又发展了相当一部分村办工业企业和个体办工业企业。工业生

产的发展，吸收了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力，使城乡人口的分布和行

业间人口结构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新中雷成立后，本省教育科研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初等教

育已基本普及，主要存在于农村的文言布半文盲人口大量减少，

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显著增如，人口的文化结稳发生了

很大变化。全省在校学生总人数1949年为230.7万人， 1982 年发

展到984.5万人，增长了3.27fth 科研机构租专业科研人员也有

成告增长。但与全国比较还是落后的，还不能适在四个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今后大力发展教育科研事业，仍是本雀具有战略意义

和现实意义的大事。

本省人口，虽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崩，由于种种原因，数

量有增有j戚，甚至大起大落，但总的趋势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

程。 1949年建国以后，全省人民政i台上获得解放，经济上迅速发

展，生活条件逐渐改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加上医疗卫生

事业的发展等等，全省人口进入了一个迅猛友段时期。 1949年末

全省人口为3 ， 086万人， jljl982年末发展为5 ， 356万人， 33年增加

入口 2.270万人，增长了73.56%，其中自然增长占93.04% ，迁

移增长占6.96%，年平均增加入口68.79万人，年平均增长速度

为1.68%. 低于全匿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1.98% ) 0 1953-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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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1962-1972年出现了两次人口出生高峰期。 1972年以后，全

面推行了计划生育，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适当控献。

由于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景，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特别是

从七十年代开始全面推行计地生育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

降，人口素质有既提高，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0.24%0，下降

到1984年的11.32路 5 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950-1970年的18.5%0..

下辞到197]-1984年的12.99%0。自然增长率的之所以下降，除

了虫子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

的提高、家庭结构的变化、如女社会地位和就业率的提高，以及

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学习和劳动的道德风尚

等，均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特别是

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影响，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本省人口仍将是继

续增长的趋势。同时，人口结椅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0-14岁年

龄组人口从1964年占总人口的40.65%.下降到1982年的30.79% J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省人口佳别比为104.81，平均年龄为

27.62岁，年龄中位数为23.72岁。全省人民的文化素震、身体素

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河北省人口的特征，除与全国基本一致的人口基数大、增长

速度快、年龄构成轻、文化科技水平远等以外，主要的还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E

主在一，农业人口比重大。河北省地处京津属围，历史上工业

品的供应多依靠京津两市。建自茧，除唐山工业较为发达饵，其

它地、市工业基础相当薄弱。所以，长期以来就形成了 Q1‘农业人

口为主体的人口结构。建国后工业虽有较大发展，但仍未改变

农村人口比例高于全国、更高于部分省区的抉玩。 1949年全省有

农业人口2.87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93.3%. 1982年全省有农业

人口4.688万，占全省总人口的87.5%0 30多年来，农业人口比

量



重虽有研下降，但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人口结构。这

一方西反映了工业生产、离品经济、多种经营等的发展比较缓

?曼F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村人口的吉然增长快于城市人口的自然

增长。这一人口结擒，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今后一个时期

的人口再生产将产生直接影哨。因此，要有计到地发展工业和第

三产业，发展高品生产，适当吸收农业人口转市从事其它行业和

多种经营，以逐步改变农业人口比重过大的状况s 同时，计划生

育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农材，特男Ij是在人口已经过于羁密的农村

地区，要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效地控制人口增

长。

第二，人口分布很不平衡。河北省吉于多种形态的地形地

貌，加之各个地区经济开发时间有早有晚，文化教育水平有高有

保等多种因素，使人口分布很不平衡。从人口密度肴，东南部高

于西北部，平原地区高于山区和高原地区。 1982年，在10个地区

中，地处最南部的那辑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28人s 地处北

部的承德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83人，不及部鄂地运的六分之~~;

其次是张家口地区每平方公里1佣人。承德、张家口两个地区面

积占全省总面霖的43%，商人口仅占全省总人口的14%。特别是

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包括张北、洁源、康保 8 个县和高义县的大

部，雷场、丰宁县的一部，卖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9 %，人口

仅占全省总人口的 2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0人，是全省人口

最稀少的地区。全省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人的有40个县，

最高的无极星为764人，正定县为751人，莫城甚为715人F 人口

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00人的有13个县，最低的丰宁县为39 人，

赤城县为50人，围场县为51人。形成地区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的

原因，基本上是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同时也与山区和高

原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缓慢有直接关系，有些山区和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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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一个时期内自然增长反而比人白糖密的一些平原地区

纸，也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出区和摆上高嚣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很

大，急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在生育政策上对山区和高原地区有

必要适当调整，以翠j子商品经济的发展3

第三，卡城镇人口发展缓慢。在全国各省区中，河北是人口

较多而又较稳密的省份之一，但域镇入口发展缓慢，特另IJ是小城

镇人口发展更为缓慢。 1949年全省有城镇人口207万，占全省总人

口的6.7%J 1982年城镇人a虽发展到125万，占总人口的13..5% , 

但在全国省区中白居倒数第 8 位。如果把城市人口和小城镇人口

分开计算，城市人口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而小城镇人口发展就显

得更为缓漫。 1982年末，全省11个市〈不算泊头市) ，共有城市

人口 604.8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1.29%。小城镇人口在建国初期

虽一度有所发展，而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必文化大革命"期间

则转趋衰退， 1982年全省仅有小城镇51个，共有人口 122万人，

只占全省总人口的2.3%0 1983年和 1984年，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经济的方针指导下，特男IJ是由于农村商品生产和多种经营的蓬勃

发展，进一步加快了小城镇的建设。 1983年全省小城镇发展到

344个， 1984年又发展到418个。近几年小域镇发票虽然较快，

但在人口总数量中资占的比重仍然较侯，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

不断发展，还必须有计划地加快小城镇建设。这不仅是发展社会

生产力、持到是发展农材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s 商旦由于小城镇

往往是农材一定需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小城镇有

利于活跃农村经济，有;fjj子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控制大

城市的人口规模ι 有莉于缩小城乡差裂，有利于域乡结合共同发

展3

第四，少数民族多，但人口比重小。河北省的少数民族1964年

只有29个， ]982年增加到41个，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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