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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

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

魔里
，

除汉族外还有�� 个少数民族
。

至 ���。 年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 ����

万人
，

占全国 �大陆�人 口总数的 �
�

���
，

其中女性人

口为 ����万人
，

占全国女性人口总数的 �
�

�� �
�

根据 ���。 年普查的结果
，

全国人口超百万的少数

民族已由 ����年普查的 �� 个增加到 �� 个
�

这些民族

是
�

蒙古
、

回
、

藏
、

维吾尔
、

苗
、

彝
、

壮
、

布依
、

朝鲜
、

满
、

侗
、

瑶
、

白
、

土家
、

哈尼
、

哈萨克
、

傣和黎族
。

人

口在 �� 万一��� 万的有
�

傈僳
、

饭
、

金
、

拉枯
、

水
、

东

乡
、

纳西
、

景颇
、

柯尔克孜
、

土
、

达斡尔
、

松佬
、

羌
、

化佬
、

锡伯�� 个民族
。

人口在 �万��� 万的有
�

布朗
、

撤拉
、

毛难
、

阿昌
、

普米
、

塔吉克
、

怒
、

乌孜别克
、

俄

罗斯
、

那温克
、

德昂
、

保安
、

裕固
、

京
、

基诺 �� 个民

族
。

人 口在 �万以下的有
�

高山
、

塔塔尔
、

独龙
、

哪伦

春
、

赫哲
、

门巴
、

路巴 �个民族
�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少
，

但分布地区很广
。

他们

居住的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

全国�� 个少

数民族大致是这样分布的
�

满
、

朝鲜
、

赫哲
、

蒙古
、

达

斡尔
、

那温克
、

那伦春等民族分布在东北
、

内蒙地区

�辽宁
、

吉林
、

燕龙江和内蒙古�
� 回

、

东乡
、

土
、

撤拉
、

保安
、

裕固
、

维吾尔
、

哈萨克
、

柯尔克孜
、

锡伯
、

塔吉

克
、

乌孜别克
、

俄罗斯和塔塔尔 �� 个民族主要分布在

西北地区 �甘肃
、

宁夏
、

青海和新获�
�
藏

、

门巴
、

路

巴
、

羌
、

葬
、

白
、

哈尼
、

傣
、

傈僳
、

扳
、

拉枯
、

纳西
、

景颇
、

布朗
、

阿昌
、

普米
、

怒
、

崩龙
、

独龙
、

基诺
、

苗
、

布依
、

侗
、

水
、

佗佬 �� 个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

�西藏
、

四川
、

云南和贵州�
，壮

、

瑶
、

松佬
、

毛难
、

京
、

土家
、

黎
、

金
、

商山 �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
、

东南地

区 �湖南
、

湖北
、

广西
、

广东
、

福建和台湾�
�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
，
人口数占第一位的是壮族

，

为 ����� �万人
，

女性人口数为 ���
�

�万人 � 人口数最

少的民族是实施普查区域的路巴族
，

为 ����人
，

女性

人口数仅为 ����人
。

年盼构成 对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来讲
�

人 口年

龄构成是过去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泉积结果
�

就全

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来讲
，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封闭

的
，
即没有国际迁移和其他民族成份更改等因素

，
即便

有
，

也不大 ，但对个别民族如满族
，

其人口状态就不仅

仅是过去出生与死亡变动的结果
，

而在一定程度上是

因民族成份更改所致
。

与全国汉族女性人 口年龄构成一样
，
少数民族女

性人口的年龄构成从�� 年代到 �� 年代也发生了变化
，

但不及汉族女性人口
，

因为在汉族人 口中有着强有力

的计划生育政策
�

至 ����年
，

汉族女性人口中的少年

比 ���岁以下人口�总人口� 为 ��
�

���
，

老年比 ���

岁及以上人口�总人 口 �为 �
�

��� ， 而少数民族女性人

口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是 ��
�

�� �和 �
�

���
�

在人口超百

万的 �� 个少数民族中
，

篆古
、

藏
、

维吾尔
、

彝
、

瑶
、

哈

尼
、

哈萨克和黎 �个民族属于较年轻型
，

共同特点是
�

少年比均在 ���以上
，

老年比在 ��以下
。

其中
，

又以

琅居在新班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最为典型
，

两项指

标分别为 ��
�

���
、

�
�

���和 ��
�

���
、
�

�

���
。

朝

鲜
、

满
、

土家 �个民族女性人口少年比较低
，

其中朝鲜

族女性人口少年比为 ��
�

���
，

这与朝鲜族生育水平

低
、

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好有直接关系
。

文化状况 文化水平是表现人 口素质的一个重耍

方面
�

���。 年
，
全国女性 �� 岁及以上人 口的文盲

、

半

文盲率为 ��
�

�息�
，

其中汉族女性人口 占��
�

��� �由

于汉族女性人 口 占全国女性人 口的 ���以上
，

所以全

国的各项人口指标基本上由汉族所左右�
。

在人 口超百

万的 �� 个少数民族中
，

只有蒙古
、

维吾尔
、

朝鲜
、

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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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哈萨克 �个民族燕性文盲率低于全国女性平均水

平
，

其中以朝鲜族最低
，

仅 �
�

���
。

其他 �� 个少数民

族女性人口的文盲率均高于全国
，

尤以藏族女性为最
，

竟达 ��
·

���
，

苗
、

彝
、

布依和傣族女性人口的文盲率

也都超过 ���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少数民族中
，
女性人

口与男性人口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

从全国整体来

讲
，
女性人 口 的文盲率 ���

�

����高出男性人 口

���
�

����的 ��一��写， 而整个少数民族女性人口和男

性人口的文盲率分别为 ��
�

“ �和 ��
�

���
，
两者之差

为 ��
·

���
。

足见男女文化教育普及之差距
。

根据普查
，

男女人口文盲率差距较小的民族有
�

朝鲜
、

满
、

蒙古
、

哈萨克
、

维吾尔族
�
其他各少数民族

，
男女人口的交盲

率之差墓本上都在 ���以上
�

女性人口的文化水平之所以重要
，

不仅因为文化

教育关系到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
，
还直接关系到母婴

健康和下一代子女的培养
，

更关系到妇女社会地位的

提高
�

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

人口中
，
多数女性人口处于不利的位�

。

婚烟状况 由于婚姻习俗
、

生活方式
、

宗教信仰等

的不同
，
各少数民族女性人口在婚姻状况上也有不同

表现
�

����年
，

全国 �� 岁及以上女性人 口 的未婚比为

��
·

���
，
而 大 大 高 出 这 个 水平 的 民 族 是 蒙 古

���
�

����
、

藏���
�

����和哈萨克���
�

����
。

事实上
，

泉古族和哈萨克族主要从事游牧业
，
流动性较大

，

其未

婚比高直接与生活方式有关
� 藏族则与传统宗教的清

规戒律有关
，

如严禁僧人娶妻
。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

与哈萨克族同聚居在新班并都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

族
，

未婚比最低 ���
�

����
。

这一高一低处在两极
，
除

了与年龄
、

性别构成等因素有关
，

其生活方式也是不可

忽视的 �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班南部从事农业�
。

在

人口超百万的 �� 个少数民族中
，

女性人 口的有配偶比

一般都在 “ ���� ，

只有藏
、

哈萨克族例外
。

根据 ����

年的普查
，
我国的离婚比不高

�

全国平均水平为

。 ，

���
，

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女性人口中这一比值也都

在 ��以下
，

只有维吾尔族和藏族突出
，

分别为 �
�

���

和 �
�

���
�

维吾尔族女性人口离婚比值高的原因
，
主要

与传统习俗
、

宗教有关
�

过去
，

维吾尔妇女在家庭中地

位低下
，
而且宗教还给予男子不少特权

，

包括离弃妻

子
。

少数民族女性人口的早婚现象也值得注意
，
比较

严重的有藏
、

维吾尔
、

葬
、

哈尼
、

傣 �个民族
�

其 ���

�� 岁女性的已婚率均超过 ��� �汉族为 �
�

����
，

尤

以维吾尔族为最
，

达 ��
�

���
。

事实上
，
我国各民族都

有早婚的传统习俗
。

生育
、

死亡状况 与汉族人口相比
，
少数民族计划

生育工作起步较晚
，

始于 �� 年代中末期
�

到�� 年代已

初见成效
，
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率总和由 ����年的

���� 降至 ����年的 �
�

��
。

在人口超百万的峪个少数

民族中
，
以哈萨克

、

维晋尔和滚族妇女生育水平为最

高
，

其总和生育率均在 �以上 �生育水平最低的是朝鲜

族和浦堆妇女
，

在 �以下
，

其中朝鲜族妇玄总和生育率

仅为�
�

��
�

总和生育率处在 ���之间的有泉古
、

回
、

壮
、

侗
、

瑶
、

白
、

土家和傣 �个民族
�

苗
、

彝
、

布依
、

哈尼
、

黎 �个民族妇女生育水平在 ���之间
�

另一方面
，

各少数民族女性的死亡水平差异也是

比较大的
，

这与各民族女性人口居住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程度
、

文化教育水平
、

医疗卫生保健
、

自然地理环境
、

生活习俗等有直接关系
。

死亡水平低的是
�

回族
、

朝鲜

族和满族
�

平均期望寿命在 �� 岁以上
，

耍儿死亡率在

���
。
以下

�

与全国水平相当
�死亡水平居中的是

�

浪古
、

苗
、

壮
、

侗
、

瑶
、

白
、

土家
、

傣
、

黎 �个民族
，

其平均

期望寿命在 “ 岁以上 ，
要儿死亡率在��编以下

� 死亡

水平偏高的是
�

藏
、

维吾尔
、

彝
、

布依
、

哈尼和哈萨克

�个民族
，

其平均期望寿命在 “ 岁以下 ，
委儿死亡率在

���
。
以上

。

一般认为
，
在相同条件下

，

女性人日的死亡

水平较男性人 口低
，
这主要是由生物学因素所致

。

所

以
，

从反映死亡水平的平均期望寿命指数来看
，

女性人

口均高于男性
。

但维吾尔族女性是唯一的例外
，

其平均

期望寿命为��
�

�� 岁
，
比男性小 �岁多

，
而且其成年女

性死亡率大大高于男性
，

这可能与维晋尔族女性生活

在穷困落后地区
，

特别是妇女成家以后
，

养育子女
，

承

担家务
，

生活负担加重有关
。

人口增长滋力 根据以上对少数民族女性人 口现

状的描述
，
我们可以对其今后的发展做一简略的分析

。

在人 口超百万的 �� 个少数民族中
，
女性人口增长

潜力较大的是
�

藏
、

维吾尔
、

布依
、

哈尼
、

哈萨克和攀

族
�

这 �个民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

���
。

他们的

共同特点是
，

年龄构成育
，
生育水平高

，
死泞水平也较

高
，

处在人口转变的前期阶段
�

一旦死亡率降下来
，

女

性人口增长速度将加快
，

其中藏
、

维吾尔和哈萨克族更

可能如此
，

因为这 �个民族居住十分集中
�

宗教
、

文化
、

生活习俗封闭性相对较强
�

第二种类型的女性人口是在今后保持一定的速度

增长
，

但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人开展
，

其增长速度会

减慢
。

这些民族是蒙古
、

回
、

苗
、

葬
、

壮
、

侗
、

瑶
、

白
、

土家和傣族
，

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我国的西南和东南部
·

生育水平居中
，

死亡水平也不算高
，

处在人 口转变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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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哈萨克 �个民族燕性文盲率低于全国女性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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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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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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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计划

生育工作起步较晚
，

始于 �� 年代中末期
�

到�� 年代已

初见成效
，
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率总和由 ����年的

���� 降至 ����年的 �
�

��
。

在人口超百万的峪个少数

民族中
，
以哈萨克

、

维晋尔和滚族妇女生育水平为最

高
，

其总和生育率均在 �以上 �生育水平最低的是朝鲜

族和浦堆妇女
，

在 �以下
，

其中朝鲜族妇玄总和生育率

仅为�
�

��
�

总和生育率处在 ���之间的有泉古
、

回
、

壮
、

侗
、

瑶
、

白
、

土家和傣 �个民族
�

苗
、

彝
、

布依
、

哈尼
、

黎 �个民族妇女生育水平在 ���之间
�

另一方面
，

各少数民族女性的死亡水平差异也是

比较大的
，

这与各民族女性人口居住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程度
、

文化教育水平
、

医疗卫生保健
、

自然地理环境
、

生活习俗等有直接关系
。

死亡水平低的是
�

回族
、

朝鲜

族和满族
�

平均期望寿命在 �� 岁以上
，

耍儿死亡率在

���
。
以下

�

与全国水平相当
�死亡水平居中的是

�

浪古
、

苗
、

壮
、

侗
、

瑶
、

白
、

土家
、

傣
、

黎 �个民族
，

其平均

期望寿命在 “ 岁以上 ，
要儿死亡率在��编以下

� 死亡

水平偏高的是
�

藏
、

维吾尔
、

彝
、

布依
、

哈尼和哈萨克

�个民族
，

其平均期望寿命在 “ 岁以下 ，
委儿死亡率在

���
。
以上

。

一般认为
，
在相同条件下

，

女性人日的死亡

水平较男性人 口低
，
这主要是由生物学因素所致

。

所

以
，

从反映死亡水平的平均期望寿命指数来看
，

女性人

口均高于男性
。

但维吾尔族女性是唯一的例外
，

其平均

期望寿命为��
�

�� 岁
，
比男性小 �岁多

，
而且其成年女

性死亡率大大高于男性
，

这可能与维晋尔族女性生活

在穷困落后地区
，

特别是妇女成家以后
，

养育子女
，

承

担家务
，

生活负担加重有关
。

人口增长滋力 根据以上对少数民族女性人 口现

状的描述
，
我们可以对其今后的发展做一简略的分析

。

在人 口超百万的 �� 个少数民族中
，
女性人口增长

潜力较大的是
�

藏
、

维吾尔
、

布依
、

哈尼
、

哈萨克和攀

族
�

这 �个民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

���
。

他们的

共同特点是
，

年龄构成育
，
生育水平高

，
死泞水平也较

高
，

处在人口转变的前期阶段
�

一旦死亡率降下来
，

女

性人口增长速度将加快
，

其中藏
、

维吾尔和哈萨克族更

可能如此
，

因为这 �个民族居住十分集中
�

宗教
、

文化
、

生活习俗封闭性相对较强
�

第二种类型的女性人口是在今后保持一定的速度

增长
，

但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人开展
，

其增长速度会

减慢
。

这些民族是蒙古
、

回
、

苗
、

葬
、

壮
、

侗
、

瑶
、

白
、

土家和傣族
，

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我国的西南和东南部
·

生育水平居中
，

死亡水平也不算高
，

处在人 口转变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