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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出民族人口变动平衡方程!结合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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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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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期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及其微观数据!以及
!&%(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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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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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抽样调查

汇总数据!对中国大陆各民族人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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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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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的人口转变过程展开分析%研究表

明"人口自然变动方面!截至
)"!"

年!汉族人口处于转变完成阶段!少数民族人口总体处于转变后

期阶段!各民族人口所处阶段#转变进程有所不同$族际婚生子女民族成份选择方面!各民族人口

净择入率水平高低不一!但在不同人口转变阶段的表现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民族成份

变更方面!民族成份变更因素在
)"

世纪
%"

年代成为影响民族人口总量变动趋势的主导因素!而

后在
)"

世纪
&"

年代以后被人口自然变动因素所替代!但
)"""

年以来!其影响越发重要%据此认

为"要重点关注死亡率或出生率转变相对滞后且转变较慢的民族人口!应重视族际婚生子女民族

成份选择和民族成份变更因素的影响!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族际通婚普遍和国际移民愈加活跃

的未来!应提前做好民族人口相关制度和研究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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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是在总结欧洲人口发展经验和对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

率三者关系考察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理论#随着人口发展新情况的出现"又有学者提出了$第二

次人口转变%理论#直到$第三次人口转变%的提出"族裔!才被纳入人口转变分析框架#然

而"其提法主要是由跨国迁入导致的族裔结构改变"却忽视了一国人口内部因族裔身份变化而

导致的族裔结构变化#换言之"人口转变理论从未全面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人口转

变中全面考察民族因素的影响"将人口转变理论应用于民族人口研究"不仅在学术意义上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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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笔者将在提出$第三次人口转变%的论文原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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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为族裔"这一概念与我国的民族

概念并非完全一致#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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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民族人口研究的深化!推动民族人口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能在现实层面中加深我们对我国

各民族人口发展趋势的理解"从而为民族人口的发展和管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一!文献综述

民族人口研究和人口转变一直是人口研究的重点问题#国内对民族人口的关注可以追溯到

)"

世纪三四十年代"

!而将人口转变理论应用于中国人口的分析始于
%"

年代#

" 虽然有关这两

个主题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将两者结合的研究却少之又少#以往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转变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自汤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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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以来"人口转变的

概念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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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历史#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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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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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人口革命(一书中"将人口发

展过程划分为$原始%$过渡%$当代%三个阶段#

# 诺特斯坦*

K62;?2;A9

+则进一步解释了人口转

变的原因"发展了兰德里关于人口转变理论的论述"并结合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提出了人口转变

的四个阶段#

$ 之后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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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德威尔*

UC@H4;@@

+提出了人口转变五阶段模型"进

一步发展了人口转变理论#

% 尽管对人口转变阶段的划分不同"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主要是

对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论述"即人口再生产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经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

变的过程#然而"随着欧洲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并持续走低"欧洲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人口

负增长现象"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无法对此做出解释#鉴于此"欧洲学者莱萨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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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中期之后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试图从制度结构!

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等角度进行解释"并尝试推断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的人口发展趋势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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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们把人口迁移纳入了人口转变的理论视野#虽然$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

法存在一定争议"

'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应用不同国家的经验来检验该理论#

( 逐渐接受这

一概念的科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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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而导致的族裔结构迅速改变的现象称为$第三次人口转变%#

! 至此"族裔亦被纳入了人

口转变的视野之中#

二是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应用#随着人口转变理论的不断发展"用其分析中国人口的

研究也不断丰富#早在
)"

世纪
%"

年代"吴忠观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就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

死亡率情况探讨了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

" 而后"将人口转变应用于中国人口分析

的研究层出不穷#

# 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时"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其中争

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完成了人口转变#

$ 虽然学界对于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未达成统一

的意见"有关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志也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形成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

历了重大而迅速的人口转变#

% 关于中国人口是否发生了$第二次人口转变%"於嘉和谢宇在

婚姻!居住安排以及生育等方面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发展轨迹与西方有所不同"

需要结合我国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进行理解#

&

三是国内对民族人口的人口转变分析#

)"

世纪
%"

年代"张天路就我国个别地区的少数

民族人口再生产类型进行了研究"指出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类型有其自身的特点"各民族!各

民族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 此外"有学者从局部地区对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类型进行了

研究#罗淳和何勇通过分析
)"""

年及以前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云南各民族人口再生产

类型不尽相同"人口转变进程也快慢不一#

( 晏月平和方倩对云南独有民族的人口转变的考

察表明"云南独有民族中不再有年轻型民族"人口转变进程的推进"加速了老龄化的到来#

)

更多的研究则是从生育转变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人口进行分析#

*+,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虽然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但有关民族人口的人口转变研究仍存在着几点局限&*

!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仅关注人口

的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没有考虑民族因素"虽然$第三次人口转变%已对族裔提起关注"但更

多强调的是$外部的%由跨国人口迁移带来的一国之民族结构的变化"对于$内部的%能够直接

改变人口民族结构的民族成份变更和族际通婚子女民族成份选择则甚少关注-*

)

+国内研究中

应用人口转变理论对民族人口进行的分析尚不多见"不少研究还只将内容局限在生育转变"严

格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研究仅若干篇"且没有突破经典人口转变的分析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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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局限于局部地区的部分民族"对全国层面的研究相对匮乏-*

$

+因数据限制"多数研究都

局限在少数时点上"纵向连续长时间的研究仍显薄弱#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通过全面梳理所有影响民族人口变动的因素"将民族因素纳入人口变

动平衡方程"从而完善民族人口转变研究的分析框架-同时"整理
!&%)*)"!"

年四期全国人口

普查民族人口数据!

!&%(

年和
)""+

年两期全国
!0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中国大陆各

民族的人口转变趋势"以期为民族人口的发展和管理"以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数据

支持和理论支撑#

图
!

"

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型示意图!

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一"对传统人口变动平衡方程的适应性改进

无论是经典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还是第三次人口转变"其主要探讨的是人口变动

对人口总量或结构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人口转变理论与人口变动平衡方程有着紧密关

系#一般而言"影响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的因素可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自然变动因素

*

!

"

+"即由人口出生和死亡引起的人口数量变动-二是人口迁移变动因素*

!

#

+"即跨区域

边界的人口迁入或迁出引发的区域内人口数量变动#我们用人口变动平衡方程来反映人口规

模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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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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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

+中"

#

!

为该区域期内人口总量的变动数量"

!

"

为该区域期内自然变动人口"

!

#

为该区域期内迁移变动人口#根据内在含义"可将*

!

+式进一步分解为&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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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中"

&

为该区域期内出生人数"

(

为该区域期内死亡人数"两者相减即为人口自然

变动对人口总量的影响-

#

)

表示期内迁入该区域人数"

#

*

表示期内迁出该区域人数"两者相

减即为人口迁移变动对人口总量的影响#

然而"式*

)

+并不能全面反映民族人口的数量变动"因为引起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动因素更为

复杂#科兹洛夫*

-./0.1

+曾指出"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化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即$民族人口学

因素%*人口自然变动+!$民族迁徙因素%*人口迁移变动+和$民族变性因素%*民族成份变更+#

!

$民族变性因素%正是传统人口变动平衡方程忽视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

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根据黄荣清估算"少数民族在
!&%)

年至
!&&"

年间增加的人口中约

+(0

为社会增加人口#

" 黄荣清曾将民族成份变动称为社会增长因素"在这里"笔者建议不妨统

一称谓"按我国
)"!+

年公布的'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的提法"将这一因素称为$民族

成份变更%因素#至此"可将民族成份变更因素*

!

+

+纳入人口变动平衡方程*

!

+中"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

+

此时"式*

'

+包含了人口自然变动!人口迁移变动和民族成份变更三个因素"我们将其称为

$民族人口变动平衡方程%#该式可以进一步展开"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较式*

)

+"式*

$

+新增部分中"

+

)

为期内民族成份从其他民族改为本民族的人数"

+

*

为

期内民族成份由本民族改为其他民族的人数"两者相减即为民族成份变更对人口总量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民族成份变更除了直接变更外"还会受到族际婚生子女民族成份选择的影

响#根据相关规定"族际婚生子女的民族成份一般根据父母的民族成份确定#因此"在民族人

口自然变动中"需要将出生人口数进一步分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

+

+中"

&

!

为期内族内婚姻出生子女数-

&

)

为期内族际婚姻出生子女中选择本民族成

份的子女数"可称其为族际婚生择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

同时受到了人口自然变动

*

!

"

+和民族成份变更*

!

+

+的共同影响"所以无法简单地将其等同于该两者中的任意一项#

可将式*

+

+称为$民族人口变动平衡方程%展开式#基于这一展开式"便可将某一个民族人

口在某时期的变动细分为人口自然变动*

&

!

'

(

+!人口迁移变动*

#

)

'

#

*

+!民族成份变更

*

+

)

'

+

*

+以及族际婚生择入*

&

)

+等四个部分#$民族人口变动平衡方程%展开式是对传统

人口变动平衡方程在民族人口分析时的适应性改造"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各个因素对民族人

口数量变动的影响"因此可以作为分析民族人口变动的基本框架#

!二"从民族人口变动平衡方程分析民族人口转变

在民族人口变动平衡方程的分析框架基础上"依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可以逐个对民族人

口转变的各个方面进行讨论#

*

!

+出生*

&

+!死亡*

(

+和自然增长*

!

"

+方面#考虑到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适用性和

广泛的人口经验"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教育水平的提高!城

市化的发展!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以及生育文化的变迁"各民族人口将遵循与经典人口转

变类似的三率变化轨迹"即由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历$高出生率!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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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需要说明的是"

在计算出生率时"可以将族内婚生出生率*以
&

!

为计算基数+和族际婚生出生率*以
&

)

为计算

基数+分开计算#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在计算中往往难以获得族内婚生子女数"因此也可以

参照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直接使用出生率#虽然以往研究对经典人口转变的阶段划分没有形成

普遍统一的标准"但建立一个作为参考的指标体系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结合布莱克

*

J@C8=;I

+!莱萨赫*

X;?21C;

5

1;

+和罗淳等人的阶段划分指标体系!各民族人口的异质性以及

人口较少民族指标的波动性"笔者将经典人口转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尚未转变阶段"

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在
$"c

左右和
'+c

以上的水平高位运行"自然增长率则在
+c

以下的水

平低位运行-二是转变初期阶段"死亡率先于出生率下降"从
'+c

的高水平下降至接近
!"c

左

右"出生率略有下降"自然增长率上升至峰值*

)+c

以上+-三是转变后期阶段"出生率跌至

'(c

以下且未反弹至
'(c

以上"死亡率持续低于
!"c

"自然增长率持续低于
)+c

-四是转变

完成阶段"出生率降至
!)c

以下且未反弹至
!)c

以上"死亡率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略有回

升"但依旧在略低于
!"c

的水平波动"自然增长率持续低于
+c

#

*

)

+迁移*

!

#

+方面#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并未涉及人口迁移"直至第二次人口转变才开始

考虑这一方面"其主要提法是如果没有跨国移民的补充"人口规模将面临减少的趋势"人口净

迁移率由负变正被认为是两次人口转变的分界线*见图
!

+#

! 对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言"人口净

迁移率的变化也许符合这一设想#然而"与
)"!&

年全球
),()

亿跨国移民及其占全球总人口

',+0

的比例相比"

"我国目前的国际移民规模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仅仅处于起跑点#

考虑到这一现实"在后面的分析中"笔者暂不考虑迁移的影响*即设
!

#

$

"

+#

*

'

+族际婚生择入*

&

)

+方面#族际婚生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

经济利益!心理认同!族群文化!家庭地位!政策导向等多个方面"学界已有的解释包括同化论!竞

争论和家庭动态论等#

# 而以往研究仅考察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

没有探索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情况#

$ 考虑到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未对其讨论以及其内部机制的

复杂性"本文不对它的变化趋势做预判"也不对其进行阶段划分"仅通过数据反映实际情况#

*

$

+民族成份变更*

+

)

'

+

*

+方面#民族成份变更受政策影响较大&在
!&%)

年人口普查

前一年发出的'关于恢复和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标志着
)"

世纪
%"

年代大规模

民族成份变更开始"如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土家族人口在
!&%)

年普查时仅
)!

人"到

!&%$

年末猛增至约
)'

万人"而该县总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

%随着
!&%#

年'关于恢复或改正

民族成份问题的补充通知(发出"$现在"我国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工作"除个别情况外"已基

本完成%"因此大规模变更民族成份的政策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
)"

世纪
&"

年代以后"

我国并非就不存在民族成份变更的情况了"这是因为根据
!&&"

年'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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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规定("$不同民族的公民结婚所生子女"或收养其他民族的幼儿))其民族成份))满十

八周岁者由本人决定"年满二十周岁者不再更改民族成份%#换言之"

)"

世纪
&"

年代以后"民

族成份变更仍有可能发生"其增量主要来自族际婚生子女以及其他特殊情况#以往研究仅计

算了
)"

世纪
%"

年代的情况"本文将继续估算
)"

世纪
&"

年代以来的情况#与族际婚生择入

方面的考虑一致"本文不对民族成份变更进行预判和阶段划分"仅通过数据反映实际情况#

!三"具体方法与指标

为研究人口自然变动!族际婚生择入和民族成份变更反映的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本文采

用以下分析方法#

一是人口自然变动#本文通过计算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来反映其变化过程#出

生率和死亡率的分子分别为年内某民族的出生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分母为该民族年平均人

口数*由于普查并未公布各民族年平均人口数"本文用调查时点人口数加上前一年内死亡人口

数"再减去前一年内出生人口数近似得到调查时点一年前人口数"将调查时点人口数和调查时

点一年前人口数的平均值作为年平均人口数的替代+-自然增长率即为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

二是族际婚生择入#本文通过构造族际婚生子女民族成份净择入率*以下简称净择入率+

来反映族际婚生择入的趋势变化#其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1

!"""2

"

-

&

/

*

#

+

其中"

%

.

/$

!

&

-

-

/表示族际婚生子女中选择本民族成份的人数-

%

.

/$

!

&

/

-

/表示族际婚生子女

中选择其他民族成份的人数-

0

'

-为该民族年平均人口数"当数据缺乏这一信息时"用调查时点

民族人口数替代#该指标的含义是&当
,

-

!

"

时"表明更多的族际婚生子女选择了本民族成

份"即择入人数更多-当
,

-

$

"

时"表明族际婚生子女民族成份选择$半数均衡%"即择入与择

出人数相同-当
,

-

"

"

时"表明更多的族际婚生子女选择了其他民族成份"即择出人数更多#

三是民族成份变更#由于普查数据没有普查年度的民族成份变更人数"笔者只能通过队

列要素法估算两个普查时点之间民族成份变更的累计结果#应用这一方法的基本逻辑是&对

于一个没有国际迁移的民族人口"假设两次普查时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民族成份变更"根据初

年*即第一个普查时点年+和末年*即第二个普查时点年+的生育和死亡的水平及模式"估算该

民族初年人口数仅按自然变动发展至末年时的人口总量"将其与末年该民族实际人口进行比

较"其差值即为期间民族成份变更对该民族人口总量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联合国
ObSZ/Q[

软件*版本
$,'

+开展队列要素法估算&首先"计算

历次普查的各民族分年龄死亡率#由于历次普查未公布各民族分年龄年平均人口数"死亡率

分母用调查时点分年龄人口数作为替代#其次"以死亡率为根据"使用
XVYZJ

模块"以格雷维

尔*

-I;7A@@;

+提出的方法!构建各民族生命表"从而得到分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以及分性别预期

寿命#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要求死亡率在
$+

岁以上年龄组单向递增"因此本文对个别民族

的个别年龄组死亡率进行了线性内插以满足这一条件#再次"使用
/SbTUZ

模块进行队列要

素法估计"估计的依据包括各民族的初年分年龄性别人口数!初年分年龄性别死亡概率!初年

的出生性别比!初年及末年的总和生育率和分年龄生育率以及分性别预期寿命"

/SbTUZ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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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对期间的人口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以及分年龄生育率的估计均使用线性内插法得到#需

要说明的是"个别民族的分年龄死亡概率因人口较少而波动较大"本文利用
K̂QJS

模块"使

用海格曼*

_;@A

5

<C9

+和波拉德*

/6@@CIH

+提出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平滑处理#最后"将估计得

到的各民族人口与实际普查人口进行比较"两者之差即为由民族成份变更引起的人口变动#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民族由于人口规模较少"有关指标波动剧烈"因此未被纳入分析#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数据来源

由于
!&%)

年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和
)"!+

年全国
!0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缺少出生和死亡

登记的分民族项目"以及前者缺乏亲属关系变量"本文使用
!&%)

年!

!&&"

年!

)"""

年和
)"!"

年四期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及其微观数据"以及
!&%(

年和
)""+

年全国
!0

人口抽样调查

汇总数据来反映各民族跨度近
'"

年的人口变化趋势#鉴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本文未将港

澳台地区纳入考察范围#

!二"数据处理

对于族际婚生择入的计算"需要利用微观数据中的亲属关系变量对子女和父母进行匹配#

具体而言"

!&%)

年!

!&&"

年和
)"""

年数据根据
V/̂ O\

提供的指针变量"进行匹配"

)"!"

年

数据则参照
V/̂ O\

的逻辑和原则进行匹配#匹配的逻辑为&首先"利用$户编号%$与户主关

系%$性别%$婚姻状况%$结婚*初婚+年月%等变量匹配夫妻"包括$户主
L

配偶%*这里的身份均

是与户主的关系+和$子女
L

媳婿%两种类型-然后"利用$户编号%$与户主的关系%$出生年月%

$民族%$

!)

个月以内的生育状况%等变量匹配子女和父母"包括$子女
L

户主
L

配偶%和$孙子

女
L

子女
L

媳婿%两种类型-最后"根据夫妻的民族异同识别出族内婚姻夫妇和族际通婚夫妇"

从而计算有关指标#匹配的原则是宁缺毋错#$户主
L

配偶
L

子女%类型是不会出错的"而$子

女
L

媳婿
L

孙子女%类型则可能发生一个孙子女跟多对$子女
L

媳婿%匹配的情况*因为有时候

无法知道某孙子女是哪对$子女
L

媳婿%所生+#发生这种情况时"若匹配的多对父母的民族成

份都一样"则保留父母民族信息-若多对父母民族成份存在不同"则丢弃父母民族信息"视为缺

失#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部分缺失的父母民族成份进行了$修复%#具体而言"在$孙子女
L

子女
L

媳婿%类型中"如缺少民族成份信息的父或母为户主的子女且户主及其配偶的民族成份

相同"根据民族成份的有关政策"则可以推测出该父或母*即户主的子女+的民族成份#

四!民族人口转变

!一"人口自然变动&汉族人口处于转变完成阶段#少数民族人口总体处于转变后期阶段#

各民族人口所处阶段'转变进程'转变速度有所不同#出生转变相对较快

综合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情况"可以看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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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阶段方面"截至
)"!"

年"

))

个民族人口*汉族!藏族!朝鲜族!满族!白族!土家族!畲

族!高山族!纳西族!土族!达斡尔族!仡佬族!锡伯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京

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已经处于转变完成阶段"少数民族总体和
')

个少数

民族人口均处于转变后期阶段"仅门巴族和珞巴族处于转变初期阶段#转变进程方面"转变进

程相对超前的民族有
#

个民族*汉族!朝鲜族!满族!畲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转变进程相对

滞后的则有
&

个民族*维吾尔族!哈尼族!柯尔克孜族!怒族!独龙族!塔吉克族!德昂族!门巴族

和珞巴族+#转变速度方面"转变速度相对较快的民族有高山族和柯尔克孜族"转变速度相对

较慢的是珞巴族#结合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中国各民族人口在转变过程中"相比经典人口转变

模型"出生转变是相对快于死亡转变的#

从出生率来看"各民族人口出生率自
!&&"

年以来呈现出下降趋势#所处阶段方面"截至

)"!"

年"已有
')

个民族*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壮族!朝鲜族!满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傣

族!畲族!高山族!纳西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普米族!怒

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

人口处于转变完成阶段"其他
)$

个民族皆处于转变后期阶段"少数民族人口总体上处于转变

完成阶段*见附录表
!

+#转变进程方面"大部分民族的人口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总体在
!&%)

年

以前就已进入人口转变后期阶段"其中有
!)

个民族*汉族!蒙古族!朝鲜族!满族!瑶族!畲族!

达斡尔族!仫佬族!锡伯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和塔塔尔族+的人口出生率转变进程相对超前"

在
!&&"

年至
)"""

年之间就进入了转变完成阶段-而
&

个民族人口的出生率转变则相对滞后"

其中"

+

个民族*维吾尔族!哈尼族!柯尔克孜族!怒族和独龙族+是在
!&%)

年至
!&&"

年之间进

入的转变后期阶段"有
$

个民族*塔吉克族!德昂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是在
!&&"

年至
)"""

年

之间进入的转变后期阶段#转变速度方面"将
)"!"

年出生率水平与
!&&"

年相比较"转变速度

较快的
!"

个民族分别是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高山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鄂温克族!

俄罗斯族!怒族和京族"例如"鄂伦春族的出生率在
!&&"*)"!"

年期间下降了
'",#%

个千分

点-而转变速度较慢的
!"

个民族分别为保安族!东乡族!珞巴族!壮族!水族!毛南族!撒拉族!

朝鲜族!汉族以及彝族"例如"保安族出生率在此期间仅下降了
$,)!

个千分点#

从死亡率来看"

'"

年来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几乎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所处阶段方

面"因为不结合出生率变化趋势而单从死亡率变化趋势出发"难以判断人口转变是否已从转变

后期阶段进入转变完成阶段"所以仅从死亡率来看"那么截至
)"!"

年"除
)

个民族*门巴族和

珞巴族+处于转变初期阶段外"其他民族和少数民族总体人口皆进入了转变后期阶段或转变完

成阶段*见附录表
!

+#从转变进程来看"大部分民族的人口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总体在
!&%)

年

以前就已进入人口转变后期阶段"但有
!#

个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转变进程相对滞后"其中"

$

个

民族*藏族!维吾尔族!布依族和柯尔克孜族+是在
!&%)

年至
!&&"

年之间进入的转变后期阶

段"

&

个民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塔吉克族!怒族和德昂族+是在

!&&"

年至
)"""

年之间进入的转变后期阶段"独龙族在
)"""

年至
)"!"

年间才进入转变后期

阶段"而门巴族和珞巴族直到
)"!"

年时仍未进入转变后期阶段#转变速度方面"将
)"!"

年死

亡率水平与
!&&"

年相比较"转变速度较快的
!"

个民族分别是布朗族!佤族!塔吉克族!德昂

族!柯尔克孜族!拉祜族!阿昌族!景颇族!高山族和哈尼族"例如"布朗族的死亡率在
!&&"*

)"!"

年期间下降了
#,($

个千分点-由于在转变完成阶段死亡率由于老龄化的影响会略有回

升"在这里我们仅筛选出死亡率转变相对滞后且转变速度较慢的民族"包括门巴族!珞巴族!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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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独龙族"例如"门巴族死亡率在此期间仅下降了
!,!$

个百分点"其死亡率水平仍然

高达
!!,)%c

#

从自然增长率来看"

'"

年来各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共同作用下都呈

现出下降趋势#所处阶段方面"截至
)"!"

年"

)'

个民族*汉族!藏族!朝鲜族!满族!白族!土家

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纳西族!土族!达斡尔族!仡佬族!锡伯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

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人口已进入了转变完成阶段"除门

巴族和珞巴族外的其他
'!

个民族和少数民族总体则已进入了转变后期阶段*见附录表
!

+#

转变进程方面"大部分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总体的人口在
!&%)

年以前就进入了转变后期阶

段"其中
#

个民族*汉族!朝鲜族!满族!畲族!达斡尔族和俄罗斯族+的人口转变进程相对超前"

在
!&&"

年至
)"""

年间已进入了人口转变完成阶段-但有
!#

个民族人口的转变进程相对滞

后"其中"

%

个民族*维吾尔族!哈尼族!哈萨克族!黎族!佤族!水族!东乡族和怒族+是在
!&%)

年至
!&&"

年之间进入的转变后期阶段"

%

个民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鄂温克族!德昂族!

京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门巴族+是在
!&&"

年至
)"""

年之间进入的转变后期阶段#转变速

度方面"将
)"!"

年自然增长率水平与
!&&"

年相比较"转变速度较快的
!"

个民族分别是鄂伦

春族!赫哲族!门巴族!京族!俄罗斯族!锡伯族!高山族!怒族!鄂温克族以及柯尔克孜族"例如"

鄂伦春族的自然增长率在
!&&"*)"!"

年期间下降了
)(,)"

个千分点-而转变速度较慢的
!"

个民族分别为保安族!珞巴族!东乡族!撒拉族!壮族!毛南族!景颇族!水族!彝族以及朝鲜族"

例如"保安族自然增长率在此期间仅下降了
),()

个千分点#

!二"族际婚生择入&各民族人口净择入率水平高低不一#但大致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

势#其中的政策影响不容忽视

考虑到微观数据的样本数量限制"为保证净择入率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仅计算样本量

在一定规模以上的
&

个民族以及所有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夫

妻不在一户!非在婚状态以及抽样方式等原因"历次普查微观数据的匹配结果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缺失*

!&%)

年至
)"!"

年期间四次普查中"

"

岁子女缺乏父母一方或两方民族成份信息的个

案分别占到了
!$0

!

&0

!

!#0

和
')0

+"但我们认为其结果仍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表
!

"

各民族人口净择入率 单位&

c

民族
!&%)

年
!&&"

年
)"""

年
)"!"

年

汉族
*","( *",!& *",!$ *",!&

蒙古族
%,)+ !",'" $,&) $,&&

回族
!,+' ),$! !,)" !,%!

藏族
",)! ",$' ",(& ",'$

维吾尔族
*",)" ","! *","& ",)"

苗族
!,#" !,+# ",+! !,&&

彝族
*",'' !,!# ),(% ),(%

壮族
*),)+ *),+" *",$! ",!&

满族
(,!$ (,() ',)) ','%

少数民族合计
","( ",!& ",!$ ",!&

"""""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普查微观数据计算#

从净择入率水平来看"民族人口的净择入率高低不一*见表
!

+#就
)"!"

年水平而言"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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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对象的人口按降序排列分别是蒙古族!满族!彝族!苗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少数民

族合计!壮族和汉族-就四次普查平均水平而言"按降序排列分别是蒙古族!满族!回族!彝族!

苗族!藏族!少数民族合计!维吾尔族!汉族和壮族#从各时点水平的标准差来看"

&

个民族人

口在
!&%)

年至
)"!"

年四个时点上的净择入率标准差分别是
',+#

!

$,"%

!

!,%'

和
!,(#

个千分

点#简而言之"各民族之间的净择入率水平具有明显差异#

我们可以结合传统人口转变中的人口转变进程!所处转变阶段来观察择入率的变化趋势#

在
!&%)

年至
)"!"

年的近
'"

年间"按转变进程和所处阶段可以将这
%

个少数民族人口大致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从转变初期阶段进入转变后期阶段的人口"只有维吾尔族-第二类是近
'"

年

间都处于转变后期阶段的人口"包括彝族!苗族和壮族-第三类是从转变后期阶段进入或即将

进入转变完成阶段的人口"分别是回族!藏族!蒙古族和满族#在考虑了转变进程和所处阶段

的基础上"分析上述
%

个民族人口净择入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

*

!

+第一类人口*从转变初期阶段进入转变后期阶段+和第二类人口*处于转变后期阶段+

中"维吾尔族!彝族!苗族和壮族人口的净择入率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见表
!

和图
)

+#其中"

彝族和壮族人口择入率的趋势最为明显"甚至是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过程#维吾尔族虽趋势上

扬"但波动严重"究其原因是其族际婚生子女所占比例较低"始终在
)0

的水平左右#苗族人

口净择入率的变化情况比较特别"经历了先降后增的过程#

图
)

"

第一类和第二类民族人口的人口转变过程

""""""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普查汇总及微观数据计算#

*

)

+第三类人口*从转变后期阶段进入或即将进入转变完成阶段+中"回族!藏族!蒙古族和

满族人口的净择入率皆呈现$先升后降%变化趋势*见表
!

和图
'

+#在
!&%)

年至
)"!"

年之间

的四个时点上"这
$

个民族人口的净择入率趋势均呈现出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回族!蒙古

族和满族人口的净择入率峰值出现在
!&&"

年"藏族人口的净择入率则出现在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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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第三类民族人口的人口转变过程

""""""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普查汇总及微观数据计算#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各民族人口净择入率差异明显"且跨越整个人口转变过程

的民族人口净择入率的变化趋势未被观察到"但处于同一人口转变阶段的民族人口的净择入

率具有相似的变化轨迹&净择入率在从转变初期阶段进入转变后期阶段的人口"以及处于转变

后期阶段的人口中表现为波动上升"在从转变后期阶段进入或即将进入转变完成阶段的人口

中表现为上升后下降#简而言之"民族人口净择入率在转变后期阶段至转变完成阶段的过程

中表现为$先升后降%#但这一粗略的判断是否准确"亟需更多数据予以支持#

另外"通过分析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的净择入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民族政策对族

际婚生子女民族成份选择的影响不可忽视#在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的情况中"对于汉族人口

而言"子女选择汉族的民族成份即$择入%"选择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即$择出%-对于少数民族

人口而言则恰好相反#因此"两者净择入率以
"

值对称呈$镜像%式变化*见表
!

+#汉族人口

的净择入率变化趋势表现为在
"

值以下持续波动"而少数民族人口则表现为在
"

值以上持续

波动#虽然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在
!&%)

年至
)"!"

年期间均从转变后期阶段向转变完成

阶段迈进"但与前面分析的第三类民族人口不同"两者的净择入率都没有出现向$半数均衡%发

展的趋势"且各自水平都相当稳定#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正好反映了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少数

民族人口净择入率产生的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即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夫妇的子女更倾向于

选择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这也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

!

!三"民族成份变更&人口自然变动因素在
)"

世纪
&"

年代以后取代民族成份变更因素成

为影响民族人口总量变动趋势的主导因素

总体来看"民族成份变更因素在
)"

世纪
%"

年代占据了主导民族人口总量变动趋势的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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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人口自然变动因素"特别是出生"则在
)"

世纪
&"

年代以后替代民族成份变更因素成为

了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

年以来"人口迁移变动和民族成份变更因素似乎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

世纪
%"

年代"民族成份变更因素成为民族人口总量变动趋势的主导因素#

!&%)

年至

!&&"

年期间"少数民族增加了约
)$+"

万人"其中"因变更民族成份而增加的人口高达近
+(0

*见附录表
)

+#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

!&%!

年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

原则的通知(规定&$凡属少数民族"不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

份"而申请恢复其民族成份的"都应当予以恢复%))$父母已故的可依据生祖父母或生外祖父

母一方的民族成份"根据本人的意愿改变其民族成份%#这就为以往认为自己民族成份未能正

确表达的人和族际婚生子女及其后代更改民族成份提供了政策依据#

进入
)"

世纪
&"

年代"人口自然变动因素取代民族成份变更因素成为民族人口总量变动

趋势的主导因素#在使用队列要素法估计的
'!

个民族中"除了土家族和东乡族外"所有民族

的人口自然变动人数均大于民族成份变更人数*见附录表
)

+#

!&&"

年至
)"""

年少数民族增

加的
!'&"

万人中"仅约
+!

万人*

',#+0

+来自民族成份变更#结合政策环境的变化可知"

)"

世纪
%"

年代变更民族成份的人中有着大量当时政策所允许的可变更民族成份的$存量人口%"

随着
%"

年代大规模集中变更解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以及有关政策的逐步收紧"特别是
!&&"

年'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中明确了$个人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

份确定%"

&"

年代以后的可变更民族成份的$增量人口%仅限于族际婚生子女和特殊情况#因

此"民族成份变更的人口基础已经大大减少"人口自然变动因素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便不难

理解#

进入
)!

世纪以后"自然变动因素依旧主导着民族人口总量变动趋势"但民族成份变更的

影响似乎在扩大#

)"""

年至
)"!"

年期间"在估计的
'!

个民族人口中"有
&

个民族*藏族!布

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畲族!土族!布朗族和仡佬族+的民族成份变更主导了其人口变化趋

势*见附录表
)

+#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方面"汉族人口在
)"""

年至
)"!"

年期间实际增长的
%'$#

万人中

约一半来自民族成份变更-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中约有
!((

万人*占绝对变动的
!(,)0

+

将民族成份填报变更为汉族#这与我们净择入率计算结果以及以往研究结论相左#就汉族人

口增长情况而言"首先"跨境迁入的汉族人口达不到千万数量级别-再者"少数民族也不太可能

大规模地将民族成份变更为汉族#考虑到队列要素法严重依赖数据质量"加之汉族计划生育

政策在生育数量上更为严格"

!笔者认可这更有可能是由汉族人口大量生育漏报或瞒报所致

的观点#

" 因此"可以对汉族人口在
)"""

年至
)"!"

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进行重新估计#受

数据的局限"本文参照陈卫的估计"

#利用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两种生育率估计方法*整

合法和变量
I

法+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是汉族人口在
)"""

年至
)"!"

年期间的生育水平为

!,+)

*整合法+或
!,##

*变量
I

法+"而非两次普查分别公布的
!,!%

和
!,!+

#在其他指标保持

不变的前提下"按这两个生育水平对汉族人口重新进行队列要素法估计"得到两个新的结果&

一是整合法*附录表
)

第
'

行+"汉族人口实际增长的
%'$#

万人中有
!"#"

万人*占绝对变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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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来自民族成份变更和人口迁移变动-二是变量
I

法*附录表
)

第
$

行+"汉族人口自然

增长
%+&&

万人"民族成份变更和人口迁移变动使其减少
)+'

万人*占绝对变动的
),%#0

+#

笔者认为"这两个调整后的结果更接近汉族人口实际变动情况"即自然变动依旧主导了汉族人

口的变动#对于少数民族的情况"笔者认为"在
)"""

年以后"人口迁移变动为零的假设可能不

太符合现实#以朝鲜族为例"其非人口自然变动占比高达
%),&!0

"且影响方向为负#根据笔

者在延边的调研"当地朝鲜族存在着大量跨境迁出的现象#

总之"

)"""

年至
)"!"

年的情况比以往情况更为复杂"体现在&一是人口迁移变动似乎发

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居住在边境或者有跨境迁移先例的少数民族-二是民族成份

变更似乎重新活跃起来"这反映了各民族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此外"通过观察上述几个阶段"

我们可以发现"

)"

世纪
&"

年代以后"出生在主导民族人口总量变动趋势的自然变动中的影响

更大#这是因为"

!&&"

年以来"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变缓"变化幅度有限-同时"出生率开始大幅

下降"其变化幅度远高于死亡率#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传统人口变动平衡方程的适应性改造"结合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使用
!&%)

年!

!&&"

年!

)"""

年和
)"!"

年四期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及其微观数据"以及
!&%(

年和
)""+

年

全国
!0

人口抽样调查汇总数据"对中国各民族人口在
!&%)

年至
)"!"

年期间的人口转变过

程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与启示#

*

!

+截至
)"!"

年"汉族等
))

个民族已经处于人口转变完成阶段-除门巴族和珞巴族处于

转变初期阶段外"少数民族总体和其他
')

个少数民族皆处于转变后期阶段#对于死亡率转变

相对滞后且转变较慢的民族人口*如门巴族!珞巴族!怒族和独龙族+"应重点关注"通过实地调

研等多种手段了解背后原因"同时兼顾好地区因素和民族因素两个方面"充分借鉴好同处或接

近一个地域的转变较快的民族人口发展经验"加速推进其死亡率的降低"进而助力$健康中国

)"'"

%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出生率转变相对滞后且转变较慢的民族人口*如珞巴族+"若出生率

水平对民族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已产生制约"那么除了运用上述提到的做法外"还可以加强

生育文化引导"促进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相适应"这对于促进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

发展有重要意义#

*

)

+族际婚生子女民族成份选择方面"在本文分析的
&

个民族人口中"除汉族人口外"各民

族虽然净择入率水平高低不一"但其在人口转变中从转变初期阶段"经转变后期阶段"进入转

变完成阶段的过程中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的

净择入率变化特点则从侧面反映了民族优惠政策对族际婚生子女民族成份选择倾向影响的存

在#因此"在制定和修改民族政策时要考虑其对民族人口发展的影响"而在民族人口的研究中

也应重视政策因素#此外"笔者建议"在未来的民族人口研究中"应始终将民族成份的选择和

变更置于分析的视野之中#

*

'

+

)"

世纪
%"

年代"民族成份变更因素主导了民族人口总量变动趋势"但
&"

年代以后"

人口自然变动因素中的出生取代民族成份变更因素成为影响民族人口总量变动趋势的主导因

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环境稳定的前提下"未来民族人口总量变动主导因素将有三种可能

的变化&一是因人口老龄化加剧而带来的死亡率上升使得死亡替代出生成为主导因素-二是随

)+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着族际通婚的愈发普遍"民族成份变更因素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三是因国际人口迁移流动活跃

而带来的民族人口国际迁移率的变化"这使得人口迁移变动因素成为主导因素变得可能#因

此"在人口老龄化!族际通婚普遍化以及国际迁移活跃化的未来到来之前"我们应提前做好制

度和研究上的准备和安排#

*

$

+应加强对民族人口统计资料的调查!收集和分享工作#在对民族人口分析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

!&%)

年及以前的人口普查均未公布分民族的出生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而在历次

!0

人口抽样调查中"仅
!&%(

年和
)""+

年公布了分民族的出生人口数"而所有
!0

人口抽样

调查皆未公布分民族的死亡人口数#这使我们对以往*

!&%)

年以前+以及最新*

)"!+

年+的民

族人口自然变动无从把握#有学者在对我国民族人口统计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民族人口统

计存在着$起步晚!口径多!不全面%等问题#

! 对此"笔者建议"在未来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

中"应推动民族人口统计向连续化!系统化!常规化和共享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民族人口的研

究!民族政策的制定以及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附录&

表
!

"

各民族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单位&

c

民族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 !&%( !&&" )""" )""+ )"!" !&%) !&&" )""" )"!" !&%) !&&" )""" )"!"

汉族
)",!&)",#()",%(&,!) &,!) %,#& #,'# #,)) +,%# +,#" !',%'!$,#+',)# ',"&

蒙古族
'),"!)',"%)#,(&!",&"!",%& &,)) (,'$ +,%+ +,#& $,!# )$,#()",&++,)! +,"(

回族
)(,+")',!%)$,)%!',)$!!,(&!!,$%(,+) +,$' $,&$ $,$( !&,&%!%,%$%,'" (,"!

藏族
)$,%#)&,"&)#,("!+,%'!$,%$!",%(!",&$ &,"" (,)% #,)+ !',&)!(,#&%,++ $,#)

维吾尔族
$$,$!'$,)#'),"&!%,"(!(,$!!(,!!!',$( %,(" #,)" +,)% '",&$)',$"!!,%(!!,%'

苗族
)+,!&)#,"&)#,++!(,''!$,!(!),$(&,") (,+( (,"$ +,+# !#,!(!%,&%!",)& #,&!

彝族
)%,)%)(,"")#,)!!%,%'!#,&)!',%(&,%+ %,+) (,%% #,"! !%,$'!(,#&!",&+ (,%#

壮族
)$,&&)(,&")",'(!!,%"!),&&!!,%)#,%) #,)+ +,&% +,$( !%,!(!$,!)+,%) #,'+

布依族
)#,+$)#,$$)#,&+!&,"+!$,!&!',!$!",$% %,() (,() #,#) !#,"#!%,)'!!,'' #,+!

朝鲜族
!#,#%)","(!$,&&$,%( $,&' ',(' +,&& #,&$ +,&& +,#$ !",#&%,"+*!,!)*!,&!

满族
!#,"!)',#()),&$%,%# %,&' (,!( +,#% $,+( $,#" $,+" !",''!%,'%$,)+ ),#(

侗族
)(,($)',%%)+,""!$,)!!),)$!),!%%,+$ #,%' #,(% #,"$ !&,)"!%,!((,$' #,!$

瑶族
'","()',#+)$,(#!!,&%!!,#)!!,&+&,"% #,&& +,&' +,!+ )",&&!(,((#,"+ #,%"

白族
)(,%')),'#)#,""!$,("!),!$ &,+% (,%+ (,!! #,++ #,"# !&,&%!%,%&%,!+ ',+'

土家族
)%,"!)!,$%)$,!!!),+)!!,!( &,$$ (,($ (,"$ #,$+ +,$' )",)(!(,"(#,"( $,"!

哈尼族
$",+('!,)()&,"$!(,##!+,#(!$,!)!!,"#!",!+&,!+ #,'( )&,+!!%,%&%,+! (,(+

哈萨克族
'#,"% )&,!#!#,#(!#,!$!#,"'#,&% #,&' +,!& $,#% )&,!")),)'!!,$%!!,'+

傣族
)+,#$ )(,#$!',)#!$,""!!,&&%,%& (,#" #,%% #,"# !#,(+)","+#,'% +,&'

黎族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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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 !&%( !&&" )""" )""+ )"!" !&%) !&&" )""" )"!" !&%) !&&" )""" )"!"

傈僳族
)(,&# )%,)(!(,%$ !$,"%&,'! !",'(&,$! (,)" !%,#+!(,&"%,$' #,%(

佤族
'#,%) '!,(+!#,&' !),()!!,("!',%'&,(' (,'! )+,!)!(,&)(,)" +,$!

畲族
)#,"' )),%!!",$( %,'+ #,&" #,") #,"$ +,(+ !&,!'!#,(%$,$) ),#"

高山族
)+,#)!%,"# ),$& #,') $,)& ),$& !&,'"!',(( ",""

拉祜族
'',!) '",%$!#,#% !),$$!!,($!!,&%&,+# (,+$ )!,'%!%,%+(,!! $,&"

水族
'#,(% )$,)"!&,$( !+,$)&,"+ (,$# #,## %,$% )(,('!#,($!),%! #,&$

东乡族
'',## )+,+'!+,+! !(,%((,)# +,&& +,(' $,)# )#,$"!&,+$&,(% !',#"

纳西族
)+,)' )),'&!$,+) (,%) &,'( (,&( (,() #,)$ !+,%#!$,$)#,%" !,+%

景颇族
)&,%) '',#(!%,") )",+"&,!$ !!,"&%,+' (,)' )",#%)),+%&,$& !',)#

柯尔克孜族
$!,(' '#,)+!&,!+ !',)'!',#& &,%% +,&( $,($ )%,"$)#,'%!',!% %,$&

土族
'",$& )(,#$!(,)( &,(# %,%# (,'" +,'& +,(+ )!,#')",'$!!,%( $,""

达斡尔族
)#,$+%,)$ %,&# (,)# #,!+ $,!+ !&,!%),"& $,%!

仫佬族
)',+! )#,+)!",&% !!,(&(,+! $,+! $,&# ',&& !#,"")),"!#,") (,%"

羌族
'",&$ )#,#(!',() !",+'&,") #,') +,!$ $,&( )!,&))",'+%,+( +,+#

布朗族
'+,$( '',#%!#,+" !',(#!',)&!),'%%,+( +,#' )),!%)!,'!(,&' %,!'

撒拉族
)%,)" )%,"'!(,#) !%,+!%,$+ #,'( +,'' ',#" !&,(+)!,##!),)&!$,&!

毛南族
)+,%' )",!+!),$+ !!,)"(,)+ +,#& #,+" +,+$ !%,+%!$,$#+,&+ +,##

仡佬族
)+,!(!(,'( !",)' (,)& (,!% +,## !(,%%!",!& $,+(

锡伯族
)&,+$ )+,#(&,+! +,+) %,'! ',%) ',(( ',+% )!,)')!,%++,($ !,&'

阿昌族
)%,)! '$,""!%,"% !+,)+&,'' &,$) #,#( +,!' !%,%%)$,+%!!,$!!",!!

普米族
)%,&& )(,$!)",## !!,$(%,(% %,!& %,)$ +,+) )",)!!&,)'!),$' +,&$

塔吉克族
'(,#)!(,$! !$,(# !","$+,(& $,+& )(,+&!!,#)!",!%

怒族
$),#) '',)(!#,"+ !!,$%!#,!"!!,(+%,%' %,#+ )#,+))!,+)(,)) ),%'

乌孜别克族
)#,+(!',%! (,+& $,'% ',$& ),%+ )),!&!",') $,($

俄罗斯族
)#,$'(,(" $,++ +,)$ ',&% ',(" )!,!&',() ",%$

鄂温克族
'',")!!,+" !!,"+ (,)) #,'% ',&' )+,%"+,!' (,!)

德昂族
'",'( '(,)"!%,$& )",+(&,'" !),"+%,!% #,&! )!,"()+,!+!",'!!',#(

保安族
)$,%"!+,%$ )",+& +,(" +,)$ $,)) !&,!"!",#"!#,'(

裕固族
)%,&' )',('!#,%# (,## #,%+ $,&' #,"% $,'& )),"%!%,%"!",(( ',)(

京族
)#,$' '",'+!(,&" &,+& #,($ +,)$ ),&! #,#! !&,#&)+,!!!$,&& ),&%

塔塔尔族
)$,'!!",)# +,#' +,(% ',$& $,(% !%,+$#,(( ",%$

独龙族
'(,(& '),"(!)),)+ !!,+#!$,%$!),$%!",&+&,)+ )),&+!&,+&!!!,'!),'!

鄂伦春族
'$,!$!(,!% ',$# (,+) +,#$ $,"$ )#,#)!!,+$*",+%

赫哲族
'$,!!!&,++ +,#! $,+' ',#& !,%( )&,+%!+,%# ',($

门巴族
'(,#%%,&# !$,)) !),$)&,&(!!,)% )+,)+*!,"!),&$

珞巴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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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 !&%( !&&" )""" )""+ )"!" !&%) !&&" )""" )"!" !&%) !&&" )""" )"!"

基诺族
)+,#! '",!%&,+% !$,''(,$' %,") (,&" $,$' !%,!%)),!#!,#% &,&"

少数民族

合计
)%,'')#,)!)$,&+!$,"!!',!%!!,#%&,$( #,&+ #,)# +,'# !%,%#!%,"!(,(+ #,''

""

资料来源&

!&%)

年的少数民族合计以及汉族的出生率使用普查微观数据计算得来"由于缺乏分民族的死

亡人口数据"分母以调查时点人口数替代"

!&%)

年的其他出生率数据来自钱建明#

!

!&%(

年和
)""+

年数据

根据对应年份
!0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由于缺乏死亡数据"出生率的分母以调查时点人口数替代#其余

年份出生率根据对应年份普查汇总数据计算#

!&%)

年的汉族人口死亡率用全国人口死亡率替代*因为在此

后的历次普查中"汉族人口死亡率与全国人口死亡率十分接近"相差不超过
",!c

+"

!&%)

年的其他死亡率数

据来自钱建明和张强#

" 其余年份死亡率根据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自然增长率根据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

计算#

注&$少数民族合计%指的是包含其他未识别的民族和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少数民族合计人口"

!&%)

年则

不包含"但历年包含与不包含口径的数据相差不超过
",!c

-空格为缺失值-独龙族
)"""

年出生率过高"可能

是登记错误或者因人数较少而导致的波动#

表
)

"

各民族人口的变动 单位&万人(

0

民族

实际人口 估计人口
!&%)*!&&"

年
!&&"*)"""

年
)"""*)"!"

年

!&%) !&&" )""" )"!" !&&" )""" )"!"

人口自然

变动占比

民族成份

变更占比

人口自然

变动占比

民族成份

变更占比

人口自然

变动占比

民族成份

变更占比

汉族
&$!!$!"'&!%!!'('&!))"%$!"+'"+!!$!$&!!(%"' %%,&( *!!,"' &#,!$ *',%# $%,(" +!,'"

汉族

*整合法+

!)!")+ %(,'" !),("

汉族

*变量
I

法+

!))''% &(,!$ *),%#

蒙古族
'$% $%" +%! +&% '&+ +'( #!$ '+,#! #$,'& +#,!% $',%) #(,+& *'),$!

回族
()( %#! &%) !"+& %)& &%+ !"#! (#,!) )',%% &(,() *),)% &#,&$ *',"#

藏族
'&! $+& +$) #)% $+& +)# +%) !"" " %!,#) !%,'% $#,&# +',"$

维吾尔族
+&$ ()! %$" !""( ()! %+& &$( !"" " %(,&+ *!),"+ #$,!$ '+,%#

苗族
+"' ('% %&$ &$' +&$ %(" &%$ '%,() #!,)% %$,'( !+,#' #%,$) *'!,+%

彝族
+$$ #+% ((# %(! #'% ((! %+# %),$# !(,+$ &+,)$ $,(# %',#& !#,'!

壮族
!'$! !++# !#!% !#&' !++# !(#$ !($' !"" " +%,(( *$!,)' (!,'+ *)%,#+

布依族
)!" )++ )&( )%( )$' '") ')& (','' )#,#( &!,") *%,&% $',"$ *+#,&#

朝鲜族
!%) !&) !&) !%' !&) )"" !&! !"" " +",!# *$&,%$ *!(,"& *%),&!

满族
$'' &%+ !"#% !"'& $%' !"%( !!"( &,"# &",&$ %$,)% *!+,() '#,)( *#',('

侗族
!$$ )+! )&# )%% !#+ )%& ')" !&,#' %",'( %$,%' !+,!( $),&+ *+(,"+

瑶族
!'& )!$ )#$ )%" !+& )$) )%# )#,#( (','' +(,"+ $),&+ ((,+% *)),$)

白族
!!# !#" !%# !&' !'" !%+ !&% '!,%) #%,!% &#,+# ',$$ (!,$& *)%,+!

++

中国大陆
!&%)*)"!"

年各民族人口转变研究
"

!

"

参见钱建明&'中国少数民族健康状况研究("'现代预防医学(

!&&!

年第
)

期#

参见钱建明!张强&'中国少数民族死亡分析("'人口研究(

!&&"

年第
!

期#



民族

实际人口 估计人口
!&%)*!&&"

年
!&&"*)"""

年
)"""*)"!"

年

!&%) !&&" )""" )"!" !&&" )""" )"!"

人口自然

变动占比

民族成份

变更占比

人口自然

变动占比

民族成份

变更占比

人口自然

变动占比

民族成份

变更占比

土家族
)&) +(' %"' %'+ ')' #+$ %++ !!,"' %%,&( '+,'" #$,(" (),+" *)(,+"

哈尼族
!!$ !)+ !$$ !## !)+ !$# !+% !"" " &","( *&,&' #),+% '(,$)

哈萨克族
&! !!! !)+ !$# !!! !') !$) !"" " (+,#( *)$,'' ((,+& )),$!

傣族
%$ !"' !!# !)# &( !!( !)$ #%,$) '!,+% &),+' *(,$( ((,#% )),')

黎族
%% !!! !)+ !$# !!! !') !'& !"" " (',(+ *)#,)+ #(,"' '),&(

傈僳族
#' (" #( #& ($,%# *)+,!$ (&,#' )",'(

佤族
$" $' $! $' %',(' *!#,)( &!,$! %,+&

畲族
(! (! (! ($ &%,%" !,)" $&,') *+",#%

拉祜族
$+ $& $( $& (+,)! *)$,(& &&,&# ","$

水族
$! $! $! $# &),#' *(,'( +),#$ *$(,'#

东乡族
+! #) $' +( $',(# +#,)$ +','! $#,#&

景颇族
!' !+ !$ !+ #&,#" *'",$" &$,$# *+,+$

柯尔柯孜族
!# !& !( !% (!,!" *)%,&" #+,') '$,#%

土族
)$ )& )' )# (",%( )&,!' $),(' +(,)(

布朗族
& !) !" !" (+,$( *)$,+' '',!$ ##,%#

撒拉族
!" !' !" !) &&,$$ *",+# #!,!& '%,%!

仡佬族
+% ++ +) #' +#,%" $',)" '%,++ *#!,$+

少数民族

合计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实际人口%来自历次人口普查资料#$估计人口%中"

!&&"

年数据来自黄荣清"

!其余为笔者估计#

注&由于
!&&"

年和
)"""

年普查参考时点相差
$

个月"本文在估算中令各民族人口按
!&&&

年自然增长率继续增长了
$

个月#人口自然变动占比
f

*末年估计人口
*

初年实际人口+/*

'

末年估计人口
*

初年实际人口
'

L

'

末年估计人口
*

末年实

际人口
'

+#民族成份变更占比
f

*末年估计人口
*

末年实际人口+/*

'

末年估计人口
*

初年实际人口
'

L

'

末年估计人口
*

末

年实际人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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