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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藏的汉族人口及其变化既是一个学术问题 , 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 , 多数的关

注者通过中国政府颁布的人口普查结果寻求答案 , 但少数海外学者 、 尤其是流亡藏人对其结果存有异

议 , 其中对拉萨市汉族人口的数量分歧最大。本报告将通过在拉萨市进行的一个独立的抽样调查 , 力

图真实地揭示拉萨市乃至西藏自治区汉族人口的数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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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mount and its change of Han Chinese population living in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TAR)

of China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issue , but a sensitive one related to politics.Most scholars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answers through census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 but few of overseas scholars ,

especially the exiled Tibetans have shown disagreement to the census results.The biggest divergent is about the

number of Han Chinese living in Lhasa city.This paper will try to draw a genuine picture about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of Han Chinese living in Lhasa city and TAR , based on a contemporary independent sampl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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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汉族人口及其主要分布

2000年进行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对西藏境内居住在 5个月以上的不同民族的数量及其分

布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调查 , 以下是最新公布的部分数据。

地区 拉萨市 昌都 山南 日喀则 那曲 阿里 林芝 合计

总人口 474433 586152 318106 634962 366710 77253 158647 2616323

汉族人口 80584 19673 10968 12500 7510 3543 23792 158570

在2000年 11月 1日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 , 居住在西藏 5个月以上的汉族人口的总量还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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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6万人 , 仅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 6.6%, 虽与 10年前的 1990年相比 , 这一比例增长了近 3

个百分点 , 但汉族人口的比例仍非常有限 , 西藏自治区境内藏族人口占压倒优势的格局仍未变

化。此外 , 西藏的汉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城镇 , 有超过一半的汉族人口又居住在自治区首府拉萨

市。

通过比较 《2001年西藏统计年鉴》 发布的居住在西藏的汉族人口的数量与 2000年的人口普

查的结果 (见下表), 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居住在西藏的汉族人口的构成和变动之特点。

时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01年西藏统计年鉴》 91720 67407 72122

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91720 80837 158570

《西藏统计年鉴》 发布的汉族人口的统计数据来源于对传统的户籍登记人群的抽样调查 , 这

一结果没有包括那些户籍不在西藏的暂居人口以及那些长居在西藏但没有进行登记的汉族人口 。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对西藏境内暂居和长居 5个月以上的不同民族的数量进行了统计。比

较这两个统计结果可以知道 , 当时 (2000年岁末)没有西藏户籍的常住和暂居汉族人口 (半年

以上)的数量就应该是 86448人 , 这一值已超过拥有当地户籍的汉族人口数量 。可以断定 , 现阶

段生活在西藏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没有取得当地户籍的所谓暂住人口 。

《统计年鉴》 的结论还显示出 , 从 1982年到 1990年 , 在所谓 “胡式效应”① 的作用下 , 有一

大批汉族干部职工调离西藏 , 使已获得户籍的汉族人口的总量不仅没有增长 , 反而减少了

26.5%。从 1990年开始 , 常住西藏的汉族人口的变动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 到 2000年 , 汉族人口

的总量仍不及 1982年的水平 , 仅比 1990年增长 5.5%。与此同时 , 西藏的非常住汉族人口的数

量却在这一时期呈较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 2000年汉族人口的总量接近 16万 , 差不多是 1990年的

两倍 。可以肯定的是 , 汉族人口的增量中绝大部分应该是非常住人口 , 居住在西藏的汉族人口的

变化幅度最大的也应该是非常住流动人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商品的大流通和人员的大流动 , 传统的依靠户籍管

理和统计人口的方法正面临严重的挑战 。近 20年来 , 中国政府又对西藏的发展给予了特殊的优

惠政策 , 近几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就超过 10亿美元 , 西藏的建设需要数以万计的拥有一

定劳动技能的劳动大军。这一需求拉动了汉族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 , 掌握并研究这一人群数量及

其变化又非常困难。为引导人口的有序流动 , 西藏自治区政府也在采取必要的措施 , 一是与周边

劳务输出大省进行协调 , 有组织的引进西藏急需的有一定技能的劳务人员② , 二是用强有力的政

府行为制定一个比例 , 要求工程承包者将那些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工种承包给当地的藏族民工③。

二 、拉萨市的汉族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

2000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 近 8.1万汉族人口居住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 , 其中的 7.66

万 , 占拉萨市汉族总人口 95%的汉族人口又居住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区 , 即行政区划中的城关

区 , 这一比例仅占拉萨市城区总人口 22.3万人的 34.34%。这就是说 , 2000年底 , 居住在拉萨市

城区的汉族人口几乎占全西藏自治区汉族人口的近一半 , 拉萨市城区中 , 每三个人中有一个为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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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保证当地藏族农牧民也能进入工程建设 , 西藏的许多地方政府规定了一个强制性招收当地藏族民工的比例和强制性最低
工资。

比如 , 2003年 8月 , 四川省在拉萨市成功举行了 “川藏劳务洽谈会” , 签订劳务合作项目 448个 , 涉及金额 51.8亿元 , 计
划有组织的引进 26.4万名四川民工。

上世纪 80年代初 ,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考察西藏 , 对西藏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指示 , 对汉族干部离藏工作给予方
便 , 导致大批汉族干部离开西藏回到内地 , 国外有些学者将此现象称为 “胡式效应” 。



但是 , 流亡藏人 、一些欧美学者和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一直在关注西藏的汉族人口的数量及变

化 , 并对西藏的汉族人口的数量 , 特别是生活在拉萨市的汉族人口的数量有不同的观点 。一位名

叫Althea Hennedige的欧洲学者认为:“目前拉萨市城区藏族与汉族人口的总量分别为5万和 10万

人 , 藏汉族人口之比为 1∶2”①。而一位流亡海外的藏族学者 Tseten Samdup结论认为:“1950年 ,

拉萨市的人口仅为 3.7万人 , 如今却猛增到 12万人 , 因此 , 拉萨市藏族与汉族人口的比例已为 3

∶1”②。总之 , 海外比较一致地认为 , 拉萨市汉族人口的总量已超过藏族 , 在西藏自治区首府 ,

藏人已成为少数民族 , 而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最新人口普查资料 , 即便在汉族人口最集中的拉萨

市 , 藏族仍是主体民族。

笔者注意到 , 海外学者在研究西藏人口问题时 , 由于没有机会在藏进行独立调查③, 除了参

考中国政府颁布的人口资料外 , 更多的是引用西方国家 (包括流亡藏人流亡政府)提供的第二手

资料 。需要注意的是 , 这些二手资料之所以称之为二手资料在于它本身是一些未加证实的估计数

据 , 不仅难以反映西藏的客观实际 , 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数据可能还搀杂有估计者个人的看法 。当

然 ,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 , 有不少的西方学者包括少数流亡藏人以各种身份 、 特别是游

客的身份造访过西藏 , 其中的一些人还在西藏滞留过较长时间 。应该说 , 他们对西藏和拉萨市的

汉族人口的数量有其亲身和直观的认识 。但要指出的是 , 直观不意味着客观 , 人在庐山中不识庐

山真面貌的情况也常发生 。在与许多曾访问过西藏拉萨市的海外人士 、包括一些流亡藏人的接触

和辩论④ 中发现 , 语言和着装是他们用来区分汉族和藏族的重要标志。需要注意的是 , 在外来

生活方式影响下 , 拉萨市的藏族市民以穿着现代服装为主 , 并在很多时候用汉语普通话交流 。因

此 , 借助语言和着装区分藏汉民族的方法有极大的片面性 。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季节性因素 。季节是影响西藏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 11月至来年

的4月 , 西藏绝大多数地区天寒地冻 , 此时 , 没了旅游者 , 走了建设者 , 许多拥有西藏户籍的汉

族人口 (甚至包括少量的藏族干部)也将在这个时候去气候宜人的内地躲避严寒。此时 , 除藏族

人居住最集中的老城区变得异常热闹外⑤ , 夏秋季节还熙熙攘攘的其他街道变得异常的冷清 , 甚

至有些荒凉的感觉。因此 , 在进行人口统计时 , 特别是研究西藏的汉族人口的时候 , 应将常住汉

族人口和流动汉族人口加以严格区分 。尤其是近几年 , 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异常迅猛 , 仅在 2003

年的国庆黄金周期间 , 就有超过 10万的内地游客造访拉萨市 , 一时间 , 宾馆的床位和机票成为

这里最紧俏的商品 , 而拉萨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内地旅游者的身影 。此时此刻 , 这里的藏人真的

成为了 “临时性” 少数民族。但他们还远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 , 否则 , 西班牙就不会

成为西班牙人的西班牙 , 因为每年前往西班牙的游客超过了该国的常住人口。

三 、 一个独立的抽样调查

既然西藏的汉族人口中有近一半左右的汉族人口居住在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城区 , 国际社会对

拉萨市的汉族人口的数量有如此多的非议 , 那么 , 只有对活动在拉萨市城区的汉族人口的数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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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冬季对于所有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人而言 , 是一年中的农闲季节 , 也是去拉萨朝佛的最佳时节 , 此时的八廓街挤满了来自
各个藏区的藏族善男信女。

比如 , 2001年 1月 , 哈佛大学曾邀请笔者与流亡国外的几位藏族知名学者对西藏问题进行研讨时 , 西藏的汉族人口问题就
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 正是这次会议促使笔者决心在西藏进行一次独立的汉族人口方面的调查。 2002年 9月在丹麦首都
哥本哈根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期间 , 这个问题再次被许多流亡藏人和人权组织提出 , 并成为攻击中国政府治藏政策的一个
重要口实。

上世纪 90年代初中期 , 美国人类学家Melvyn C.Goldstein和英国学者 G.E Clark 曾在西藏境内进行过独立的人口学调查 ,
之后就很少有西方学者在西藏进行过独立的人口方面的调查。但是 , 海外学者在研究西藏的人口问题时很少引用上述两位
学者的研究成果。

见Tseten Samdup撰文 Chinese population—Threat to Tibetan identity , 原载同注 5。
原文标题为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Transfer , 原载 www .tibetinfor.com。



况进行独立的抽样调查。幸运的是 , 拉萨市城区面积不足 30平方公里① , 2000年底市区人口总

数也不过 22.3万 , 在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区域内 , 完全有可能通过独立的简单抽样调查比较就

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拉萨市汉族人口的数量并估算出西藏自治区境内汉族人口的总量状况。

笔者分别选择了拉萨市人流活动比较密集的 A 、 B 、 C 、 D四个路口② 即试验小学路口 、 北

京中路与娘热路交叉路口 、赛康百货大楼路口 、林廓北路两段通往雪新村路口 , 并在 2002年和

2003年 8月的第一周的周日 、周一 、 周二的上午 10:00—10:30和下午的 4:00—4:30这两个

时段里 , 对经过上述四个路口的行人总流量及其民族成分进行了调查③。下表是 2003年8月的调

查结果:

抽样日期 星期日 (8月 3日) 星期一 (8月 4日) 星期二 (8月 5日)

抽样时间 10:00—10:30 16:00—16:30 10:00—10:30 16:00—16:30 10:00—10:30 16:00—16:30

分时段行人总数 3968 5276 3817 4655 4608 3890

分时段汉族行人 1690 2313 1617 2108 1792 1764

当日行人总数 9244 8472 8498

当日汉族行人 4003 3725 3556

行人总数 26214

汉族行人总数 11284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 汉族行人的累计数为 11284人 , 占行人总数的 43.04%。不同的三日所

抽查到的汉族行人的比例分别为 43.3%、 43.96%和 41.84%, 均未超过行人总数的一半 。这一结

果说明 , 即便在西藏拉萨市城区这样一个汉族人口居住最集中的地区 , 汉族人口的总量 (包括流

动人口)还未超过当地藏族人口 , 藏人还远远没有成为这里的 “少数民族” 。

笔者还曾在 2002年的 8月做过同样的抽样调查 , 当时汉族行人的比例为 48.70%, 比今年的

抽样结果高出 5个多百分点 。汉族人口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 SARS的影响 , SARS 肆虐期间 ,

西藏对外来人口 , 特别是内地来藏人员进行了严密控制。直到当年的7月才解除了控制 , 这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内地汉族人口的进入并成为 2003年拉萨市城区汉族路人之比例较 2002年下降的

重要原因 。

2000年政府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 当时拉萨市城区汉族人口的比例为 34.34%, 与之相

比 , 2002年和 2003年的抽样调查结果分别增长了 14.36和 8.67个百分点 。这些基本为没有西藏

户籍且在藏滞留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流动人口 , 这部分人从理论到实际均不会对一个地区的常住人

口的结构产生实质影响。因此 , 如果从常住人口的角度分析 , 拉萨市的藏族人口的数量将远远超

过汉族人口 ,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测算的拉萨市藏 、汉族常住人口3∶1的比例是有事实根

据的 。

调查中 , 没有对军人进行独立登记 , 但将军人归入汉族人口中 。需要说明的是 , 在多次抽样

中 , 军人的数量相对非常有限 , 对民族结构形不成影响。此外 , 驻军之数量对每个国家和地区均

是机密 , 不容我们涉足。

除藏族和汉族人口占拉萨人口主体外 , 还有少量的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 包括正在拉萨市旅

游的国外游客。由于这部分人口总量也非常有限 , 可以省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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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抽样调查中 , 笔者聘请了对拉萨市情况非常熟悉并具有抽样调查经验的西藏大学经济系的老师和同学, 对每一位路人进行
了询问。此外, 在调查时间的选择上有意识的选择了一个周日。

在调查路口的选择上 , 回避了藏人居住比较集中的环大昭寺老城区 , 同时也没有选取汉人居住相对集中的西郊。在这些路
口上 , 汉族和藏族人口出没机会相对均等。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2年出版的徐华鑫编著的 《西藏自治区地理》 一书认为 , 当时拉萨市市区面积为 25平方公里 , 根据
2000年中国地图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由西藏自治区测绘局编制的 《西藏自治区地图册》 显示 , 拉萨市城区的面积也没有超过
30平方公里。



四 、 对汉族人口总量的估测和今后发展趋势的预测

毋庸置疑 , 夏秋季节是内地的汉族人口流向西藏人数最多 , 活动最频繁的时节 , 也是最难以

统计的一个时期。根据近两年我们在拉萨市的调查结果 , 以及最新的人口普查资料 , 可以对

2003年夏秋季节西藏的汉族人口之数量得出一个估测数。据自治区统计局对拉萨市城区 2003年

人口的抽样统计 , 居住在城关区的总人口为 23万人 。根据2003年 8月我在拉萨市四个路口的抽

查结果 , 汉族人口的比例为 43.01%为计算依据 , 那么此时拉萨市的汉族人口的数量就应该在 10

万人左右 。再根据过去 1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的 , 有一半左右的汉族人口居住在拉萨市城区这一

事实推理 , 夏秋季节西藏境内汉族人口的总量就应该在 20万左右 。与 2000年冬季进行的第五次

人口普查结果 15.86万汉族人口相比 , 汉族人口增长了25%, 如果将季节因素考虑进去 , 过去三

年汉族人口的年平均增幅就非常有限。

随着西藏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 ,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地汉族进藏务工经商 。根

据笔者的研究 , 未来几年将会是中央在藏投入力度最大的一个时期① , 将会是西藏产业结构变

动 、 特别是旅游业兴起的一个重要时期 , 也将迎来青藏铁路的完工和开通 。所有这些决定了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内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进藏参与西藏的建设 , 甚至有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后汉族

进藏的一个高峰时节 。笔者预测 , 在 2008年到 2010年这个时段 , 也就是青藏铁路开通和西藏的

产业结构得到初步优化的时候 , 拉萨市汉族人口的总量有可能达到 15万人 , 拉萨市城区汉 、 藏

人口的比例将趋于接近 , 西藏自治区境内汉族人口的总量有可能比现在增长 50%, 达到 30万

人。即便这样 , 西藏的藏族人口仍占压倒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 ,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自治省区 , 这里的地方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组

成部分 , 这里的就业市场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人 , 包括中国的汉族人 、

中国的穆斯林等前往这个市场就业本身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人口永远是按照劳动的需求调节

的 , 只要有劳动需求和供给劳动的充足工资 , 就会有挣钱的工人”
[ 1]
, 西藏的发展和开放在客观

上需要其他兄弟民族乃至国际友人的参与和扶助 , 只有商品的大流通和人员的大流动才有可能调

动起各种资源要素 , 使西藏的地方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 使西藏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

当然 , 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 , 特别是在西藏的劳务市场上 , 西藏当地居民 , 尤其是占人

口80%以上的农牧民的利益也值得关注 , 由于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西藏当地居民的竞争力不强

和能力建设等这些影响就业的关键因素 , 各级政府应该采取一些经济乃至行政手段 , 使西藏的当

地居民成为西藏劳务和就业市场上最大的受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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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的投入是拉动西藏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的关键因素。2000年下半年 ,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 “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 , 会议确定了新世纪初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奋斗目标 , 明确提出 “十五” 期间, 力争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 12%以上 , 到 2005年 , 力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入西部地区前列;到 2010年 , 力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全国中
等水平。更为重要的是 , “十五” 期间还将在西藏投入 700多亿进行 100多项重点工程 , “十五” 的最后几年和 “十一五”
的头几年将是投入的高峰时期 , 也将是拉动西藏就业和内地汉族人口进藏务工的一个高峰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