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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 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based on ethnic policy of ethnic
equality, ethnic unity and the shared prospe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in China's
ethnic areas and ethnic minority residents.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 Based on the data of national censuses and related data, this study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ethnic population and its related social probl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70 years ago.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thnic policy an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ethnic integr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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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实行“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民

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居民在各个领域取得全面发展。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显著变化，人口规模空前增
加，人口结构发生较大转变，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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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前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
1953年为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

口为3401.4万人，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比重为
5.89%。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刚刚开展，许多少
数民族身份尚未得到识别。一普到二普期间，少

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6%，低于全国和汉族
居民人口年均增长率，但从二普到三普期间，少
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 （2.88%） 均远高于全国
（2.09%） 和汉族居民（2.04%）。

式既有与汉族居民一致的地方，又有独特之处。
学术界对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已进行较多

探讨[1][2]，研究成果显著，但也存在不足。一是研
究对象多为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较少同
时研究多个少数民族[3]-[8]；一些研究同时考察多个
少数民族，但通常较为关注人口数量较多的少数
民族，主要关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
发展状况[9]，对人口在百万以下的少数民族研究不
足，对人口较少民族研究尤为欠缺。国家为扶持
人口较少民族，从“十一五”时期即提出《扶持
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对促
进人口较少民族在人口发展方面效果如何，已有
研究还较少涉及；二是时间跨度方面主要关注近
些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研

究较少；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民族人口发
展缺乏历时的系统梳理。三是相关研究主要从数
量上展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对背后原因和相关
政策讨论不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福利，同
时，人口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有必要对新
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发展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利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人
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分改革开放前后两
个阶段进行描述，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少数
民族人口发展情况，分析不同时期各少数民族人
口规模和增速，总结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相
关因素。

表 1 历次普查全国、汉族及少数民族数量与年均增长率 （万人，%）

人数 1953年 1964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5
1%抽样调查

全国总计 57785.6 69122.0 100391.4 113051.1 124261.2 133281.1 2131.2
汉族 54282.4 65129.6 93667.5 103918.8 113738.6 122084.5 1949.0

少数民族合计 3401.4 3988.4 6643.4 9056.7 10449.1 11132.5 182.2
年均增长率 1953-1964年 1964-1982年 1982-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全国总计 1.64 2.09 1.50 0.95 0.70
汉族 1.67 2.04 1.31 0.91 0.71

少数民族合计 1.46 2.88 3.95 1.44 0.64

资料来源：历次全国普查数据及 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表 2 历次普查各民族人口数量（万人）

1953年 1964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5年
1%抽样调查

全国总计 57785.61 69122.01 100391.39 113051.06 124261.22 133281.09 2131.22
汉族 54282.41 65129.64 93667.49 103918.75 113738.61 122084.45 1948.99
蒙古族 145.10 196.58 341.14 480.24 581.39 598.18 9.60
回族 353.05 447.31 722.84 861.20 981.68 1058.61 17.51
藏族 275.31 250.12 384.79 459.31 541.60 628.22 10.81
维吾尔族 361.05 399.63 596.35 720.70 839.94 1006.93 17.23
苗族 249.09 278.21 502.12 738.36 894.01 942.60 14.47
彝族 322.78 338.10 545.36 657.85 776.23 871.44 13.67
壮族 686.46 838.61 1338.31 1555.58 1617.88 1692.64 27.97
布依族 123.77 134.81 211.93 254.83 297.15 287.00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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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 111.13 133.96 176.52 192.34 192.38 183.09 1.96
满族 233.92 269.57 430.50 984.68 1068.23 1038.80 16.52
侗族 71.28 83.61 142.64 250.86 296.03 288.00 4.74
瑶族 66.59 85.73 141.20 213.70 263.74 279.60 4.58
白族 56.71 70.66 113.22 159.81 185.81 193.35 3.01
土家族 52.48 283.68 572.50 802.81 835.39 13.84
哈尼族 48.12 62.87 105.88 125.48 143.97 166.09 2.80
哈萨克族 50.94 49.16 90.75 111.08 125.05 146.26 2.67
傣族 47.90 53.54 83.95 102.54 115.90 126.13 2.10
黎族 36.10 43.88 88.71 111.25 124.78 146.31 2.27
傈僳族 31.75 27.06 48.19 57.46 63.49 70.28
佤族 28.62 20.03 29.86 35.20 39.66 42.97
畲族 23.42 37.20 63.47 70.96 70.87
高山族 0.03 0.04 0.17 0.29 0.45 0.40
拉祜族 13.91 19.12 30.43 41.15 45.37 48.60
水族 13.36 15.61 28.69 34.71 40.69 41.18
东乡族 15.58 14.74 27.95 37.37 51.38 62.15
纳西族 14.35 15.68 25.18 27.78 30.88 32.63
景颇族 10.19 5.78 9.30 11.93 13.21 14.78
柯尔克孜族 7.09 7.02 11.34 14.35 16.08 18.67
土族 5.33 7.73 15.96 19.26 24.12 28.96

达斡尔族 6.37 9.41 12.15 13.24 13.20
仫佬族 5.28 9.04 16.06 20.74 21.63
羌族 3.57 4.91 10.28 19.83 30.61 30.96
布朗族 3.94 5.85 8.24 9.19 11.96
撒拉族 3.07 3.47 6.91 8.75 10.45 13.06
毛南族 2.24 3.82 7.24 10.72 10.12
仡佬族 2.69 5.42 43.82 57.94 55.07
锡伯族 1.90 3.37 8.37 17.29 18.88 19.05
阿昌族 1.20 2.04 2.77 3.39 3.96
普米族 1.43 2.42 2.97 3.36 4.29
塔吉克族 1.45 1.62 2.66 3.32 4.10 5.11
怒族 1.50 2.29 2.72 2.88 3.75

乌孜别克族 1.36 0.77 1.22 1.48 1.24 1.06
俄罗斯族 2.27 0.13 0.29 1.35 1.56 1.54
鄂温克族 0.50 0.97 1.94 2.64 3.05 3.09
德昂族 0.73 1.23 1.55 1.79 2.06
保安族 0.50 0.51 0.91 1.17 1.65 2.01
裕固族 0.39 0.57 1.06 1.23 1.37 1.44
京族 0.43 1.31 1.87 2.25 2.82

塔塔尔族 0.69 0.23 0.41 0.51 0.49 0.36

鄂伦春族 0.23 0.27 0.41 0.70 0.82 0.87
赫哲族 0.07 0.15 0.43 0.46 0.54
门巴族 0.38 0.11 0.75 0.89 1.06
珞巴族 0.11 0.23 0.30 0.37

基诺族 1.20 1.80 2.09 2.31

独龙族 0.31 0.46 0.58 0.74 0.69

资料来源：历次全国普查数据及 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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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详细展示历次普查各民族人口数量。新中
国成立以来，各民族人口数量都有大幅增加。一普
二普时尚无人口过千万的少数民族。一普时，人口
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有10个，二普时仍为10个。
改革开放前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都大幅增长

（见表3）。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模式都是一普
至二普时相对较低，二普至三普时年均增长率较
高。以当前人口超过千万的四个少数民族为例，

回族在一普至二普、二普至三普的年均增长率分
别是2.17%和2.7%，壮族为1.84%和2.63%，回族和
壮族居民这一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时期汉
族；维吾尔族年均增长率分别是0.93%、2.25%，
满族为1.3%和2.63%，维吾尔族和满族居民一普至
二普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低于汉族，二普至三普时
期则高于汉族。

表3 历次普查各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

1953-1964年 1964-1982年 1982-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全国总计 1.64 2.09 1.50 0.95 0.70
汉族 1.67 2.04 1.31 0.91 0.71
蒙古族 2.80 3.11 4.37 1.93 0.29
回族 2.17 2.70 2.21 1.32 0.76
藏族 -0.87 2.42 2.24 1.66 1.49
维吾尔族 0.93 2.25 2.40 1.54 1.83
苗族 1.01 3.33 4.94 1.93 0.53
彝族 0.42 2.69 2.37 1.67 1.16
壮族 1.84 2.63 1.90 0.39 0.45
布依族 0.78 2.55 2.33 1.55 -0.35
朝鲜族 1.71 1.54 1.08 0.00 -0.49
满族 1.30 2.63 10.90 0.82 -0.28
侗族 1.46 3.01 7.31 1.67 -0.27
瑶族 2.32 2.81 5.32 2.13 0.59
白族 2.02 2.65 4.40 1.52 0.40
土家族 9.83 9.17 3.44 0.40
哈尼族 2.46 2.94 2.15 1.38 1.44
哈萨克族 -0.32 3.46 2.56 1.19 1.58
傣族 1.02 2.53 2.53 1.23 0.85
黎族 1.79 3.99 2.87 1.15 1.60
傈僳族 -1.44 3.26 2.22 1.00 1.02
佤族 -3.19 2.24 2.08 1.20 0.80
畲族 2.60 6.91 1.12 -0.01
高山族 0.97 8.73 7.20 4.48 -1.06
拉祜族 2.94 2.61 3.85 0.98 0.69
水族 1.43 3.44 2.41 1.60 0.12
东乡族 -0.50 3.62 3.70 3.24 1.92
纳西族 0.81 2.67 1.23 1.07 0.55
景颇族 -5.03 2.68 3.16 1.03 1.13
柯尔克孜族 -0.10 2.70 2.99 1.14 1.50
土族 3.45 4.11 2.37 2.28 1.84

达斡尔族 2.19 3.24 0.87 -0.03
仫佬族 3.03 7.46 2.58 0.42
羌族 2.95 4.19 8.56 4.44 0.11
布朗族 2.22 4.38 1.10 2.67
撒拉族 1.12 3.91 3.00 1.79 2.25
毛南族 3.01 8.33 4.0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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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 个数 民族
千万以上 4个 回族、维吾尔族、壮族、满族

百万以上、千万以下 14个 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
尼族、哈萨克族、傣族和黎族。

30万以上、百万以下 9个 傈僳族、佤族、畲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羌族、仡佬族

30万以下 28个

珞巴族、高山族、赫哲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乌孜别克族、
裕固族、俄罗斯族、保安族、德昂族、基诺族、京族、怒族、鄂温克族、普米族、
阿昌族、塔吉克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
锡伯族、仫佬族、土族

三、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
（一） 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分化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发展，六普时，

少数民族从人口规模方面可分为4个类别 （见表
4）：人口在千万以上的少数民族（4个）、人口在
百万以上、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14个）、人口在
30万以上、百万以下的少数民族（9个） 以及人
口在3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28个）。各个少数民族
人口数量差异和分化较为明显。

三普时，壮族人口首先突破千万，1982年壮
族人口为1338.31万；五普时，满族人口突破千万
（1068.23万）；六普时，回族和维吾尔族人口均突
破千万，分别为1058.61万和1006.93万人。六普时
一共有4个人口过千万的少数民族，分别是回族、
维吾尔族、壮族和满族，其中，壮族人口达到

1692.64万人，满族人口为1038.8万人。
三普时，人口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增加为15

个民族；从四普开始，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
族达到18个，五普六普时不变。到六普时，人口
在百万以上、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一共有14个，
分别是：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
朝鲜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
哈萨克族、傣族和黎族。
到六普时，人口在百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有37

个，有9个民族人口在30万以上、百万以下。人口
在3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有28个，占我国民族
数量的半壁江山，六普时28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
口为189.12万人，其中有14个民族人口在3万以下
（见表4）。

表4 六普各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分类

仡佬族 3.98 29.87 2.83 -0.51
锡伯族 5.33 5.19 9.50 0.88 0.09
阿昌族 2.99 3.89 2.04 1.54
普米族 2.98 2.58 1.23 2.46
塔吉克族 1.06 2.78 2.82 2.13 2.21
怒族 2.36 2.17 0.56 2.70

乌孜别克族 -5.04 2.58 2.40 -1.75 -1.56
俄罗斯族 -22.74 4.48 21.11 1.46 -0.14
鄂温克族 6.27 3.94 3.92 1.46 0.12
德昂族 2.97 2.90 1.50 1.37
保安族 0.30 3.22 3.21 3.52 1.98
裕固族 3.63 3.47 1.91 1.10 0.47
京族 6.40 4.58 1.85 2.28

塔塔尔族 -9.56 3.31 2.61 -0.35 -3.14
独龙族 2.28 2.90 2.46 -0.69
鄂伦春族 1.65 2.33 6.91 1.58 0.55
赫哲族 4.14 14.02 0.87 1.44
门巴族 -6.48 26.55 1.76 1.70
珞巴族 10.22 2.47 2.19
基诺族 5.26 1.49 1.03

资料来源：历次全国普查数据及 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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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呈现不同模式
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

已增至11132.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从
三普到六普期间，分别为3.95%、1.44%和0.64%。
与汉族人口类似，不同时期年均增长率都是先增
加后下降，但开始下降的时点不同，少数民族人
口年均增长率三普到四普时最高，之后开始下降；
而汉族人口年均增长率则是二普到三普时最高，
之后即开始下降。

三普到四普期间、四普到五普期间，中间长
达几十年时间里，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均远
高于全国和汉族居民。其中，最为特殊的是三普
到四普期间，少数民族整体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
3.95%，远高于汉族人口年均增长率 （1.31%），
五普到六普期间，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
0.64%，低于全国和汉族居民。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各个少数民族人口

数量增长模式差异较大（见表3）。有13个少数民
族人口从五普到六普时出现负增长。
人口在千万以上的4个民族 （回族、维吾尔

族、满族、壮族） 增长模式各不相同。回族和维
吾尔族两个民族在五普至六普时的年均增长率高
于全国水平；壮族和满族同时期年均增长率远低
于全国水平，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满族出现负增
长。满族人口年均增长率在三普至四普时高达
10.9%，四普至五普时降为0.82%，五普至六普时
进一步降为-0.28%，出现负增长。大部分少数民
族人口增长模式都是二普至三普和三普至四普时
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之后渐趋下降。
人口在百万以上、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中，

藏族、彝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等
6个民族五普至六普时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高
于全国和汉族居民，有3个民族当前出现负增长：
布依族 （-0.35%）、朝鲜族 （-0.49%）、侗族
（-0.27%）；其他民族增长率较低。

人口在30万以上、百万以下的民族，有两个
民族出现负增长，分别是畲族（-0.01%） 和仡佬
族 （-0.51%）；傈僳族 （1.02%）、佤族 （0.8%）
和东乡族（1.92%） 五普至六普时年均增长率相对
较高，高于全国和汉族居民；其他民族增长率也
较低。
人口在3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分化非常

明显。大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出现高速增长态势。

高山族、达斡尔族、毛南族、乌孜别克族、俄罗
斯族、塔塔尔族、独龙族等7个民族五普至六普时
均出现负增长，而更多民族其中包括景颇族、柯
尔克孜族、土族等16个民族呈高速增长态势。

四、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相关因素
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因素包括：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人
口流动、民族交融等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医疗水平较差，少数民族主要对应的是“高出生
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
1953-1964 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较低。随
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婴儿死亡率也随之迅速下降，
1964-1990 年期间，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呈
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增长模
式；1990年以来，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10]。

在民族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新中国成
立初期，国家提倡“人多力量大”，20世纪70年代
开始逐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11]，但对少数民族生
育一直采取“适当放宽”政策，无论是改革开放
前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人口增长与民族政策，
民族识别、民族成分恢复和更改工作都有密切关
系。以土家族为例，表3发现土家族在1964-1982
年和1982-1990年年均增长率均高达9%以上，学
者发现原因与这段时期相关民族政策有关，
1964-1990 年期间，在土家族聚居地区进行三次
大规模民族成分恢复和核定工作，大批长期填报
为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土家族人口恢复土家族
身份，有学者计算，1964-1990年期间土家族新增
总人口中88.97%都与此有关 [12]。1982年以后民族
成分恢复和更改工作全面展开，为划定民族自治
县，不少民族都有大批居民更改民族成分；有学
者发现1982-1989年间因按国家政策更改民族成分
引起的人口数量异常变动[13]。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出现负增长的

情况，通常与人口迁移流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进步
有关；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为严格的地区、城市
化程度较高的民族，生育水平通常都较低；有一
些少数民族为跨境民族，如朝鲜族、俄罗斯族、
达斡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独龙族等民
族，这些民族境外迁移可能性比较大。而像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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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依族这些西南的少数民族则主要往东南沿海
迁移流动。满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和华北
地区，东北地区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
缓，近些年人口流失、人才外流、出生率超低等
现象非常严重 [14]，北京是超大城市，竞争激烈、
压力较大，生育率也较低；满族居民在城市分布
的比例较高，这些因素都与满族人口负增长有关；
朝鲜族自与韩国建交开始，赴韩国打工和外嫁数
量惊人 [15]，朝鲜族人口负增长与大量女性婚龄人
口外流有较大关系。

民族交融也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改
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引起各族人民流动
人口增多，各族人民互动接触空前增加，在交往
交流过程中促进民族交融。通婚是民族关系最高
形式。近几十年我国各民族通婚规模较大，学者[13]

认为跨族通婚客观上扩大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有
学者利用普查数据资料发现 [16]通婚家庭子女在选
择民族身份时有较为明显的倾向性；在汉族与少
数民族通婚家庭中，0-9岁少儿人口民族身份选择
汉族的总比例为32.6%、选择少数民族的总比例高
达67.4%，偏离随机选择17.4个百分点；研究人员
通过进一步测算，证实跨族通婚对少数民族人口
增长有显著影响。

五、讨论
研究利用历次普查数据，展示新中国成立70

年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不
同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规模和增速，并分析少数
民族人口变动的各方面原因。

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
人口数量出现空前规模增长，到六普时有4个少数
民族人口超过千万（回族、维吾尔族、壮族和满
族），人口在百万以上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达到14
个，有7个少数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下、30万以上，
此外还有28个少数民族人口在30万以下，28个人
口较少民族中有14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较少，在3
万人以下。从五普到六普期间，不同少数民族人
口增长率差别较大。有13个少数民族人口出现负
增长，原因与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格、
城市化、人口流动、跨国迁移等原因密切相关。
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增加较大。这既是经济
社会发展进步、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的成果，也与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各类社会政策密

切相关，民族交融、跨族通婚对民族人口发展也
有显著影响。少数民族是异质性很强的群体，各
个少数民族内部的增长情况并不相同，在人口发
展方面，少数民族人口的结构和城镇化水平也各
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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