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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全国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羌族聚居腹心区茂县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运用人口统计学方

法, 用数据论证了社会变动是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羌族人口持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自然增长则是

次要因素,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变动导致人口变化的案例, 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演

变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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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of the data from China 5
th
Population Census and socia-l economic statistics in the area of

Qiang nationality, the author discloses that it is the social change instead of the natural factor which truly

brings about transnormal growth of Qiang nationality populat ion, and this is an typical case of population

change due to social change. The analysis will b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population

evolution of minority nat ional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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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五次人口普查表明, 少数民族人口增

长快于汉族和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尤其是部分

少数民族从建国初期到 2000年, 其人口的增

长一直保持比较高的速度, 这些民族持续出现

的人口超常规增长, 引起人们的关注。出现这

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是单一因素还是多种因

素? 对今后人口趋势又有何种影响? 本文根据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等资

料, 分析新中国诞生以来羌族人口超常规增长

的原因, 以期对上述问题交出一份答卷。

一、羌族人口数量变动一般情况

羌族是我国人口数量较少的一个民族, 全

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共 30161 万人, 在 56

个民族中居第 27位。羌族人口 98127%集中分
布在四川省, 只有 1173%的羌人聚居于贵州
或散居于其他省区。在四川省内, 羌族人口又

集中聚居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沿岷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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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及绵阳市

的北川、平武等连绵 7 个县的狭长区域, 与

汉、藏区相邻。少数羌民与汉、藏、回等族

杂居。

据 5四川通志6 卷 65载, 羌族人口在清

代中期 ( 1812 年, 嘉庆十七年) 曾达到 26

万
[ 1]
, 但以后的百余年间急剧下降, 至 20 世

纪50年代初仅存 3万人。140余年间, 下降约

86% , 年递减 1143%, 已濒于灭亡边缘。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 羌族人口趋势发生了重大转

折, 不但结束了锐减的局面, 而且人口数量成

倍增长,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我国人口发

展最快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一变化过程很有特

色, 颇具典型性。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羌族人口

约3157万人, 到 2000年第五次普查, 已经达

到30161万人。47年内净增 27104万人, 增长

716倍。不但快于汉族和全国人口增长的速
度, 也远远高过全国少数民族增长的速度。下

面分时期考察羌族人口数量的变化 (见表 1)。

1953~ 1964年, 是少数民族人口缓慢增长

的阶段。羌族人口的增长率也相对较低, 人口

总量由 3157万人发展到4192万人, 11年净增

1135 万人, 增长了 38% , 年平均增长率

2195%。净增人口占1953~ 2000年总增人口的

5%, 是羌族人口增长幅度及规模较低的阶段。

但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少数民族 1119%的
1176个百分点 (见表 2)。

1964~ 1978年, 全国少数民族跨入人口增

长的高峰期, 羌族人口规模及增长幅度也显著

地高于前一阶段。人口总量达到 8150 万人,

14年间净增3158万人, 增长 72176% , 年平均

增长率 3198%, 较全国少数民族高出 1155个
百分点。净增人数为 1953~ 2000 年羌族总增

人数的 13%。

1978~ 198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

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恢复和落实, 少数民族人

口的增长上了一个新台阶, 羌族人口达到

10128 万人, 4 年间净增 1178 万人, 增长

20194% , 和全国少数民族年平均增长 4179%
较接近, 净增人数占总增人口的 7%。

表 1 羌族人口数量与全国人口的比较 万人

年份 全国 全国少数民族 羌族

1953 57786 3504 3157

1964 69122 3990 4192

1978 97523 5582 8150

1982 100818 6730 10128

1990 113368 9120 19183

2000 126583 10643 30161

资料来源: 11 全国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1 1978年为国家有关

部门估算数.

表 2  羌族人口变动与全国人口的比较
年份 全国 全国少数民族 羌族

  

1953~ 1964 增长人数 (万人) 11336 486 1135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1030 44 0112

年均增长率 ( % ) 1164 1119 2195

1964~ 1978 增长人数 (万人) 28401 1592 3158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2029 114 0126

年均增长率 ( % ) 2149 2143 3198

1978~ 1982 增长人数 (万人) 3295 1148 1178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824 287 0145

年均增长率 ( % ) 0183 4179 4187

1982~ 1990 增长人数 (万人) 12550 2390 9155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1569 299 1119
年均增长率 ( % ) 1148 3187 8156

1990~ 2000 增长人数 (万人) 13215 1523 10178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1322 152 1108

年均增长率 ( % ) 1111 1157 4144

1953~ 2000 增长人数 (万人) 68797 7139 27104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1464 152 0158

年均增长率 ( % ) 1168 2139 4168
资料来源: 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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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1990年,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持续高

增长。羌族人口总量猛增至 19183万人, 8 年

间净增 9155万人, 增长 92190%。此时, 全国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趋势减缓, 年平均增长率下

降到 3187%。但羌族人口年均增长率继续攀
高到 8156%, 比全国少数民族年均增长率高

出4169 个百分点。净增人数占总增人口的
35% , 超过前 30年净增人口的总和。

1990~ 2000年, 羌族人口依然快速增长,

人口总量已突破 30万人, 10 年内净增人口达

到10178 万人, 增幅达到 54136%。年平均增
长率较前一阶段微降, 但仍达到 4144% , 其

增长速度在 56个民族中仅次于高山族, 位居

第二, 较全国少数民族年平均增长率高出

2187个百分点。净增人数占 47年来总增人口

的40% , 是羌族人口增长最集中的阶段。

由此可见, 羌族人口不断地加速增长集中

于1978年以后, 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趋势基

本相同。羌族人口发展的特点, 在于各个时期

其年平均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少数民族。而且在

1982年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连

续下降的情况下, 羌族依然居高不下, 继续

攀升。

二、羌族人口超常增长的原因分析

羌族人口是怎样增长起来的, 发展速度何

以如此迅速? 众所周知,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人口总量的变动受两大因素制约, 一是人口的

自然变动, 一是人口的迁移变动。但研究一个

民族, 就尚有由于民族的融合、同化和分化的

演变过程, 所引起的各民族之间人口数量消长

的因素。

就羌族而言, 无论哪一个时期, 人口的发

展变化, 都受到人口自然变动和改变民族成分

这两大因素的影响, 迁移变动的作用微小到可

以不计。从 1953 年到 2000 年, 羌族净增的

27104万人中, 据估算, 自然增长约 7155 万
人, 占人口增加总量的 28%; 更改民族成分

增加总数约 19149 万人, 占人口增加总量的

72%。这些数字表明, 羌族总人口的变动在很

大程度上受更改民族成分的影响, 自然增长的

作用则属于第二位 (见表 3)。

11社会变动是羌族人口高速增长的最重
要因素

更改民族成分是民族演变过程中的现象,

古往今来历来都有。民族的融合和民族的自然

同化,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

然趋势, 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但由此引起的

民族成分的变动是渐进的、长期的演变过程。

相对较短的一定时期中, 民族成分以较快的速

度、较大的规模发生变化, 则受统治阶级的民

族政策所左右。民族压迫, 强制同化或民族平

等, 共同繁荣, 决定着民族成分变化的取向,

会缩小或扩大某一些民族的人口数量。而民族

成分较快、较大规模的变化, 正是近百年来羌

族人口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

新中国建立前, 历代统治者都推行 /震慑

番夷, 俾沐汉化0, /泯灭汉夷界限, 化一风

同0, /强制其同化与统一0 的政策。明、清两
代曾多次用兵, 迫使诸羌 /归附0、/岁贡粮蜡

为编氓0 [ 2]
, /易姓更俗0, /示不复为羌也0。

清自乾隆十七年 ( 1752年) 至道光年间, 在

羌区大规模实施 /改土归流0, 将完成 /改土

归流0 地区的羌民划入汉族。如 /乾隆五十一

年 ( 1786年) , 茂州营属桃花等十八寨编入汉

户0 [3]
。 /乾隆五十三年 ( 1788年) , 大定千户

属连环等寨编入汉户0[ 4]
, /道光六年 ( 1826

年) , 大、小姓, 大、小黑水及松坪五个土百

户所辖五十八寨土地人民拨归附近之茂州管

辖, 编入汉甲0 [5]
。清中叶开始, 清政府更籍

推行 /里甲制0, / 纳粮编里即为汉民0。如茂

州所辖二十六里中, 原本仅两个汉民里, 清政

府却将邻近汉区的陇东、蓬族、陇木、静州等

七里均划为汉民里, 迫使所辖羌民更改为汉

族
[6]
。再如北川、平武二县, 史上曾经是白草

番诸羌的聚居区域, 中央王朝强制推行 /出汉

冠冠诸羌0 ¹ , 迫使白草诸羌改变自己的民族

属性。到新中国成立时, 二县境内羌族不足

60人。这类记载, 史籍上屡见不鲜。此外,

有部分羌民迫于民族歧视隐匿自己的民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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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还有部分羌民在与汉、藏民族的长期交往

中, 吸收他民族的文化而改称汉族或者其他民

族。这类事实, 史籍上亦不乏记载。导致羌族

人口规模和分布区域不断缩小, 至 20世纪 50

年代, 今茂县、松潘、汶川、理县的部分羌区

和黑水、北川、平武等县的羌民, 大都改变为

其他民族成分。1952年, 西南民族大学赴羌

区调查, 据自称 /尔玛0 (羌族自称) 和讲羌

语估算的人口, 除北川和平武外, 尚有 615万
余人 ¹ , 而 1953年人口普查时, 四川羌族人口

只有 3157 万人, 只占 615 万人的 54%。其中

分布于黑水的 2136万人, 在藏族的巨大影响

下, 自愿改称藏族。可见大量羌族人口更改为

其他民族成分, 是新中国建立前羌族人口锐减

的一大原因, 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量羌族人口

/还本归原0 的历史根源。

更改民族成分, 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 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

治的政策, 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历史上被强迫

同化、游离于民族母体的羌民, 纷纷要求 /还

本归原0。其后, 随着羌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民族政策得

到全面恢复和落实, 起到了鼓励 /还本归原0

的作用, 成为引起羌族人口总量剧增的一个主

要原因。

更改民族成分引起羌族人口数量变动的强

度, 整个羌区缺乏这项统计, 但个别县有比较

确切的登记。如北川县 1982 年 / 三普0 到

1989年 1 月, 为 4129 万人恢复了羌族成分,

羌族人口总数由 1982年的 0120万人增长 2514
倍, 占总增人口的 84%以上。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后, 平武县也有 3万余人陆续恢复羌族

成分。

自然变动和更改民族成分是制约羌族总人

口变动的两大因素。为更好的观察两大因素在

羌族人口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根据人口统计学

原理, 估算出自然增长和社会变动的人数。

(见表 3) 这种估算虽有一定的局限, 但比较

接近实际。

1953~ 1964年, 更改民族成分增加的羌族

人口为 0152万人, 占这一时期净增羌族人口

的 39%, 年平均增长不到 400人, 仅及年均自

然增长人数的一半, 说明对人口总量变动的影

响, 尚属于第二位因素。

1964~ 1978年, 更改民族成分增加的羌族

人口为 0189万人, 占这一时期净增羌族人口

的 25%, 年平均增长600余人, 是年均自然增

长人数的 33% , 上升较平缓, 比例较前时期

还有所下降。对总人口变动的影响, 也属于次

要因素。

1978~ 1982 年, 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短短 4年时间, 恢复为羌族的人口骤增至 0194
万人, 占同期羌族净增人口的 53%, 年平均增

长 0123万人, 超过前一时期年平均增长人数的

2168倍, 也超过了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的 11%。

上升为影响羌族人口数量变动的第一因素。

1982~ 1990年, 更改民族成分的趋势进一

步强化, 由此增加的羌族人口猛增至 7156万
人, 占到这一时期总增羌族人口的 79%, 年

平均增长 0195万人。为前一时期的 3 倍, 也

高于年均自然增长人数 2182 倍, 构成这一阶

段羌族人口总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

表 3  羌族人口数量变动因素构成

年份
中国羌族人口

(万人)

净增总人口

(万人)

自然变动 社会变动

总自然增长

人口 (万人)

占同期净增

总数比重 ( % )

改变民族成分

增加人口 (万人)

占同期净增

总数比重 ( % )

1953 3157 ) ) ) ) )
1953~ 1964 4192 113581 0183 61100 0152 39100

1964~ 1978 8150 315759 2169 75100 0189 25100

1978~ 1982 10128 117768 0184 47100 0194 53100

1982~ 1990 19183 9155 1198 21100 7156 79100

1990~ 2000 30161 10178 1113 10150 9165 89150

1953~ 2000 ) 27104 7155 28100 19149 72100

资料来源: 11 5四川人口年鉴6 ( 1950- 1987) ; 21 根据茂县 5国民经济统计资料6 和户籍管理部门提供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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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2000年, 更改民族成分的趋势延

续, 人数达到 9165 万人, 总增人口比前一时

期高出 1015 个百分点, 为 89150%。也就是
说, 在新增加的人口中, 有近九成是因民族成

分改变所至。是导致这一时期羌族人口高速增

长, 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少数民族的平均增幅,

而且在55个少数民族中仅次于高山族, 位居

第二。同样是构成这一时期羌族人口总量变动

的决定性因素。

21高自然增长率是羌族人口高速增长的
次要因素

高自然增长是羌族人口发展的又一个典型

特征。随着羌区在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形势

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不同, 人口的自然变动经

历了一个由高峰到低谷、再到高峰和开始下降

的过程。

1953 ~ 1964 年, 羌族 年均 出生率 为

30121j , 年均死亡率 1214j , 年均自然增长

率17181j。特别是头 6 年, 年均自然增长率

保持在 21165j的高水平。形成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 与汉族人口几乎

是同步发展的, 与其他少数民族此时尚处于缓

慢增长的阶段有所不同。这主要由于新中国建

立后, 羌区社会空前安定, 战祸兵燹消除, 鸦

片禁绝, 疾病得到控制, 羌民得以休养生息,

人口负增长迅速扭转。11年内自然增长人数,

估算达0183万人, 占这一阶段羌族人口增长

总量的61%, 约2/ 3的人来源于自然增长。自

然增长在这一时期羌族人口总量变化中起着决

定性作用。

1964~ 1978年, 羌族人口的自然变动处于

加速发展中, 出现第二个增长高峰期。14 年

中, 有 10年的出生率均在 40j以上, 最高年

达到 46188j , 只有 4年略低于 40j , 年均出

生率为 41116 j , 年均自然增长率便高达

28159j , 十分惊人, 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约

0119万人, 较前一阶段增长 21j。14 年内自

然增长人数共约 2169万人, 占同期羌族人口

增长总量的 75%。有 3/ 4 的人来源于自然增

长。自然增长仍是这一阶段羌族人口总量变动

的决定性因素。

1978~ 198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

国民族工作上出现了新的转机, 对羌族人口增

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 改正民族成分的

深度和广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 另一方面

羌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其他民族地区略早。前

者使相当数量的人口 /回归0, 后者的干预则
使羌族人口自然增长下降。这一时期年均自然

增长率较前一阶段下降 6个千分点。自然增长

总人数占同期羌族人口增长总量的 47%, 未

到半数。自然增长对羌族人口变动的影响, 由

过去的决定性作用, 下降为第二位因素, 这是

一个重大的变化。

1982~ 1990年, 计划生育促进人们的生育

行为转变,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 年均

自然增长率控制在20j以下, 8年内自增人口

共计 1198万人, 仅为同期羌族人口增长总量

的 21%, 说明净增人口中大部分来源于更改

民族成分, 自然增长的影响缩小。

1990~ 2000年, 羌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 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逐步为大部分

群众所接受, 自然增长率连续下降, 并保持在

较低的水平, 最低年份已不到 10j。这一时

期的年均自增率控制在 12j以内, 自然增长

的人口 1113万人, 仅是社会变动增长人口的

1117%, 占总净增人口的 10%略强, 较前一人

口时期减少近 11 个百分点。可以说, 净增人

口中绝大部分来源于更改民族成分, 自然增长

的影响已经减弱到历史的最低点。

三、结论

综上所述, 羌族人口数量的变化, 受到自

然增长和社会变动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

首先, 在 1978 年以前, 更改民族成分起

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但自然变动是决定性的因

素。在 1978年以后, 由于恢复和更改民族成

分的规模和广度比以往更大更突出, 人口自然

变动的影响退居第二位, 更改民族成分成为一

定时期内羌族人口猛增的决定性因素。从 47

年整个过程看, 更改民族成分增加的人口占到

净增人口的 72% 以上, 应该说是决定性的,

自然增长的影响则居次要地位。

其次, 更改民族成分是一定时期、一定地

区民族之间人口的此消彼长, (下转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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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上的变化,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 流动人

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 只是这种贡献

的趋势是逐渐递减的。我们在对消除异方差后

的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

经济增长具有贡献效应, 而进一步的研究发

现, 人口流动其实对我国的地区收敛影响很

大, 尽管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 但是它为我国

地区差距和各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 通过本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 即吸引更多高层次的人才参与西

部建设将有力地促进西部的发展, 同时缩小地

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消除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人

口迁移的制度成本将极大地增强人口流动对地

区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程度, 当然, 解决地区

发展不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与完善政府职

能、加强宏观调控有关, 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

动人口向 /后发地区0 流动, 将逐渐消除地区

差异。因此, 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

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区

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 加快城市化

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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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地区的总人口不发生影响。随着一些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历史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 少数

民族群众恢复本民族的愿望得到实现, 今后成

批的更改民族成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

过去影响羌族人口超常规发展的决定因素将不

断减弱, 不复存在。自然增长才是羌族未来人

口变动的最基本的因素。

第三, 关于羌族未来人口的发展, 从目前

了解的情况看, 其人口增长呈现良性发展态

势。1990~ 2000年, 在羌族腹心地区年均自然

增长率已控制在 12j以内, 此后的 5年更降

到历史最低水平, 在 7j上下波动。而在羌族
聚居的边缘地区, 自然增长率则更低。对平武

县羌族的调查反映出这 5年中就有 3年为负增

长, 人口发展已表现为向缩减型过渡。

与此同时,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 羌族目

前的低生育水平是计划生育的调控结果, 尽管

人们的观念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但传统观念在

乡村的巨大影响依然存在。因此, 计划生育工

作依然任重道远, 不得有丝毫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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