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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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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期间六期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民族人口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香

农－威纳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研究发现：近６０年里，少数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从 西、中、东 的 梯 度 格 局 向 西、东、中 的 梯 度 格 局 转

变；少数民族人口仍高度集中分布在传统区域，但集中程度趋于下降，朝着其他区域扩散。１９８２年

后，向全国迁移扩散的态势愈发显著，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已成为少数民族人口的重要集聚地；各

地民族多样性持续发展，民族人口形 成 多 个 民 族 多 样 性 中 心 和 次 级 民 族 多 样 性 中 心，随 着 民 族 间

交流互动的增强，藏彝、南岭和河西 三 大 民 族 走 廊 的 地 理 脉 络 也 更 加 清 晰。从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空 间

分布的影响因素来看，历史因素奠定 了 我 少 数 国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的 基 本 格 局；自 然 环 境 因 素 对 少 数

民族人口分布的约束作用不容忽视；经 济 社 会 因 素 对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的 分 布 有 着 重 要 的 影 响，且 随

着时间的推移，其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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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

进，民族人口流动迁移日趋活跃，加之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和民族成份的认定、恢复或更改等

因素的叠加影响，传统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正在逐渐发生改变。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变动对

于区域人口的合理布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都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对少数民族

人口的分布及其变动的研究应引起重视。

一、文献回顾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一直是民族人口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对

民族人口分布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张其昀较早地关注到这一问题。①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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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ＺＤＣ０３５）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生

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ＡＺＤ０２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张其昀：《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地理学报》１９３５年第１期。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数据资料的日益丰富和民族工作的推进，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变

动的相关研究日趋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拓展。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分析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增长状况、分布情况及扩散趋势。张盟土基于“三
普”人口资料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分布状况、区域特征和变化情况。① 李若建、黄荣清分析了中

国民族人口的地域分布及其扩散特征，指出１９５３年以来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是朝着地域扩散的

过程变化。② 原华荣等利用“四普”数据，指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程度及民族间的差异具

很强的地域性，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空间分布上呈低离散、高集中态势，同时表现为低文化程度

和高文盲率；而东北地区集聚的少数民族空间分布上多呈高离散，较少集中及较高文化程度和

低文盲率。③ 波士顿（Ｄｕｄｌｅｙ　Ｌ．Ｐｏｓｔｏｎ　Ｊｒ．）等基于１９８２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汉族和少数

民族的空间分离和社会差异进行了分析，指出少数民族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与汉族之间存在

较大的差异，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分离。④ 沈泽昊

等利用“四普”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多样性的地理格局，对少数民族集聚地的

“六大板块、三大走廊”进行了检验。⑤ 张善余等基于“四普”、“五普”人口资料，着重对２０００年

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特征和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多数少数民族仍集中在传统区

域内，但其集 中 程 度 已 趋 于 减 小，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重 心 持 续 向 西 移 动。⑥ 郑 长 德 研 究 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空间分布和社会发展状况，指出少数民族人口在

省际层面的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但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区域的人口增长率

存在较大的差异。⑦ 焦开山通过对比分析“五普”、“六普”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指出少数民族人

口分布及其变动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趋势

表现出不同的特点。⑧ 骆为祥基于１９５３—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结合２００５年全国１％抽样调

查数据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状况和变动趋势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格

局有着非凡的稳定性，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政策的变化和交通工具的进步，民族人

口再分布渐趋活跃。⑨ 高向东等通过对比分析六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发现中国少数民族人

口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少数民族人口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不均衡性，在民族传

统分布区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二是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很强的稳 定 性，１９５３—

２０１０年“胡焕庸线”两侧民族人口７５：２５的比重一直相当稳定。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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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盟土：《我国民族的分布及变化》，《西北人口》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参见李若建：《１９５３—１９９０年中国民族人口的地域扩散》，《西 北 人 口》１９９２年 第４期；黄 荣 清：《中 国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的地域扩散》，《市场与人口分析》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参见原华荣、张志良、吴玉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性研究》，《民族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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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善余、曾明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民族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参见郑长德：《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与分 布》，《西 北 人 口》２０１３年 第２期；郑 长 德：《中 国 少 数 民 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展评估———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民族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焦开山：《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的空间统计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参见骆为祥：《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分析》，《南方人口》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参见高向东、王新贤、朱蓓倩：《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人口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二是在地带及省域尺度的研究上，对局部区域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变动进行分析。张

天路具体分析了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状况。① 马戎、高向东等研究了新疆喀什地区民族

人口的地理分布和集聚特征。② 童玉芬等对新疆不同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和集聚变动特

征进行分析，发现１９９０年以来新疆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分散分布的基本

趋势。③ 刘聪粉等研究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出很强的空间正相

关性，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具有高度稳定性。④ 左永君等研究了新疆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

和空间结构特征。⑤ 田愿静激等分析了上海市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数量状况和空间分布特征。⑥

李松等研究了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新疆主要民族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状况。⑦ 孙俊等基于民族

多样性指数、变 异 指 数 和 民 族 贡 献 率 等 指 标 分 析 了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云 南 省 民 族 人 口 的 发

展态势。⑧

三是分析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张海洋在探讨中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不

同类型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

民族分布格局的成因进行分析，指出中国民族分布格局是在丰富多姿的地理条件下，各民族适

应当时技术水平和开发条件的集中表现。⑨ 费孝通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

民族的格局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综合性分析研究，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归纳为“六大

板块、三大走廊”（“六大板块”即指北方草原地区、东北山地林区、青藏高原地区、云贵高原地

区、中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三大走廊”即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河西走廊），各板块之间以民

族走廊 相 连 结，各 民 族 经 过 长 期 的 接 触、混 杂、联 结 和 融 合，形 成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多 元 一 体 格

局。瑏瑠 管彦波对中国民族的分布格局、各民族地域行政组织定位及各民族的生态环境分布与

地缘分布进行分析，指出现今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是历史因素、自然环境和各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瑏瑡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某个或某些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分布、迁移集聚状况、发展状况等进行

了专门分析。瑏瑢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及变动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但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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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都集中在少数时点上，纵向长时间比较研究存在不足；（２）相关研究多以地带、省市等尺

度展开，以县级尺度展开的研究尚不多见；（３）研究的区域多集中在民族地区，对全国层面少数

民族人口总体分布格局及其连续性变化研究仍显薄弱；（４）对影响民族人口分布的量化分析存

在不足。基于以上分析情况，本文整理了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六期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民族人口数据

资料，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和Ｇｅｏｄａ等空间分析软件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及变动趋势进

行分析，并选取历史、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数据来探讨它们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

响。预期通过本研究从县级尺度发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基本分布格局和空间变动特征，同

时分析各项因素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强度，为民族人口的管理和科学合理布局，以及推

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６期全国人口

普查分县民族人口数据，其中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西藏地区人口以整个区域的形式呈现。文

中提及的少数民族人口指除汉族之外的各少数人口数的总和（未识别民族人口数包括在内，但
不包括外国 人 加 入 中 国 籍 的 这 部 分 人 口）。影 响 因 素 分 析 中 采 用 的 社 会 经 济 数 据 来 源 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部分地区的缺失数据，由该地区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

数据补充。文中２０１０年县级行政区划矢量图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全国高程、地形地

貌和干湿区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鉴于本文的研究需求和数据

资料的可获取性，本文未将港澳台地区纳入考察范围。为方便对比分析，以２０１０年的中国县

级行政区划为基本研究单元，将前５期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合并和调整。文中提及的

市或城市，如无特殊说明，均指其市辖区。
（二）研究方法

为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特征、演变状况及相关要素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本文

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分析方法：
一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本文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关联特征。空

间自相关分析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公式如下：

Ｉ＝∑
ｎ
ｉ＝１∑ｎ

ｊ＝１Ｗｉ　ｊ（Ｘｉ－Ｘ）（Ｘｊ－Ｘ）
Ｓ２∑ｎ

ｉ＝１∑ｎ
ｊ＝１Ｗｉ　ｊ

（１）

其中，ｎ表示县市单元数；Ｘｉ、Ｘｊ 分别表示县市ｉ、ｊ的某一属性值；Ｘｉ 为属性为所有县市单

元某一属性值的平均值；Ｓ２ 则表示Ｘ值与均值Ｘ的方差；Ｗｉ　ｊ 则是表示空间关系的空间权重

矩阵。
局部空间自相关采用指数来表征，公式如下：

Ｇ＊
ｉ ＝ ∑ｎ

ｉ＝１Ｗｉ　ｊＸｊ－Ｘ∑ｎ
ｊ＝１Ｗｉ　ｊ

ｓ［ｎ∑ｎ
ｉ＝１Ｗ２ｉｊ－（∑ｊｉ＝１Ｗｉｊ）２］槡 ｎ－１

（２）

在方程式中，Ｓ为标准差，其他各变量的含义同上式。当Ｇ＊ｉ 值大于０时，表示某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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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高值空间集聚；反之，当Ｇ＊ｉ 值小于０时，则表示该属性值在空间分布

上表现为低值空间集聚。
二是香农－威 纳 指 数。各 地 区 的 民 族 多 样 性 采 用 香 农－威 纳 指 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来计算和度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Ｈ＇＝－∑ｓ
ｉ＝１ｐｉｌｎΡｉ （３）

该式中，ｓ表示某一县市少数民族个数，ｐｉ 为第ｉ个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县市总人口的比重。
香农－威纳指数越高，则表明该县市民族个数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均处于较高水平。①

三是地理探测器。为了探究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差异性及经济社会或自然环境对其空间

分布的影响，本文引入地理探测器，其公式如下：

ｑ ＝１－ １Ｎσ２ ∑
Ｌ
ｎ＝１Ｎｎσ２ｎ （４）

方程式中，ｑ为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探测力指标，Ｎ表示整个区域的县市个数，

σ２ 表示整个区域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方差，Ｌ为次级区域个数，Ｎｎ 为次级区域内县市个数，σ２ｎ
分别为次级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方差。ｑ的取值在［０，１］之间，当ｑ＝０时，表明人口

是随机分布的，ｑ值越大，表明该因子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越大。②

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变动

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的近６０年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国家民族和人口

政策的调整，少数民族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空间集聚趋势和扩散发展态势都发生了一系列的

变化。
（一）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的梯度分布特征显著，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增

幅最为明显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总体上呈梯次变化，具有鲜明的地带性特征。西部地区为少数民族人

口的主要分布区域，该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比重最高，其次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

区，根据对东、中、西部的划分，统计各个区域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和占比，结果显示，２０１０年西

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比重为７１．４２％、东部为１５．７７％，中部为１２．８１％。从

表１可以看出，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期间，东、中、西三大区域总人口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少

数民族人口变化明显，且西多东少的梯度格局依然显著。
从各区域的变化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幅最为显著，且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

幅度显著高于同期总人口增幅。与１９５３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

比重从９．１６％升至１５．７７％，而同期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仅增长了１．９３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出现了小幅上升，与１９５３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

数民族人口比重从１０．４３％升至１２．８１％，上升了２．３８个百分点，而同期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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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Ｅ．Ｃ．Ｓｈａｎｎｏｎ　ａｎｄ　Ｗ．Ｗｅａｖｅｒ，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ｒｂ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ｐｐ．１８－２２。

参见Ｊｉｎｆｅｎｇ　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ｓｈｕｎ　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２０１０。



的比重下降了１．１８个百分点。具体来看，１９５３—１９８２年间总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呈上

升趋势，１９８２年后，中部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而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仍持

续上升，１９９０年这一比重达到最大，为１４．３５％；１９９０年以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与总人口比重

发展趋势趋同，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出现大幅下降，与１９５３年相比，２０１０
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从８０．４１％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７１．４２％，下降了８．９９
个百分点，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１９９０后也出现下降。

表１　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三大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 单位：％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比重

少数民族占全国

少数民族比重

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比重

少数民族占全国

少数民族比重

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比重

少数民族占全国

少数民族比重

１９５３　 ３９．３３　 ９．１６　 ３２．８８　 １０．４３　 ２７．７９　 ８０．４１

１９６４　 ４０．７２　 １０．４８　 ３２．６９　 １１．５０　 ２６．６０　 ７８．０２

１９８２　 ３７．５１　 ９．４６　 ３３．８３　 １２．８９　 ２８．６６　 ７７．６５

１９９０　 ３７．１８　 １３．３１　 ３３．４２　 １４．３５　 ２９．４０　 ７２．３３

２０００　 ３８．９６　 １４．２９　 ３２．９１　 １４．２６　 ２８．１３　 ７１．４６

２０１０　 ４１．２６　 １５．７７　 ３１．７０　 １２．８１　 ２７．０４　 ７１．４２

　　各区域少数民族人口的差异化发展，推动着民族人口空间构成、地带格局的 变 化。１９５３
年民族人口呈现西、中、东的梯度格局，到了２０００年，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中

部，在２０１０年形成了西、东、中的梯度格局，并得到进一步强化。
（二）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其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

为揭示县级层面少数民族人口占县市总人口比重的空间集聚特征，笔者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

数，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和Ｇｅｏｄａ软 件 对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比 重 进 行 空 间 自 相 关 分 析。结 果 表 明：

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值均在０．６以上（见表２），且均通过了１％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中国县级尺度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
而是相似类型的县市集聚分布，其空间集聚特征十分显著，整体上其集聚趋势在增强。

表２　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中国县级层面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估计值

年　份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Ｅ（Ｉ） Ｚ－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１９５３　 ０．６２８４ －０．０００５　 ４３．２０８９　 ０．００１

１９６４　 ０．８８５３ －０．０００５　 ６２．１７２４　 ０．００１

１９８２　 ０．８５４４ －０．０００４　 ６０．６１７６　 ０．００１

１９９０　 ０．８４８２ －０．０００４　 ６０．９８７９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０．８５４６ －０．０００４　 ６５．６５２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０．８５８７ －０．０００４　 ６６．１３２０　 ０．００１

　　从具体时段来看，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年期间，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值显著上升，表明这一时期县级尺

度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值集聚趋于增强。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新中国成以后，国民经济得以

逐步恢复和发展，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营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其次是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

等政策，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两个阶段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身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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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１９６４—１９９０年县域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整体趋于降低，这一变化与

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家实施的“三线建设”战略部署，
东部沿海地区很多大中企业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这些区域导入了大量的汉族人口，使得一

些区域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呈下降之势；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北京等

内地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党和政府号召下，奔赴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青海等边疆

民族地区屯垦戍边的“上山下乡运动”，也造成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而汉族人

口所占比重上升。此外，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一些民族地区吸引

了很多外来人口前来投资开发，同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相对闭塞的传统集聚区域走

向全国，这一增一减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县域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集聚程度。而在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年期间，县域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集聚程度呈小幅上升趋势，导致这种变化的

原因主要是民族差异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少数民族较为宽松，使得

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具有相对优势。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人口流动迁移规模日趋扩

大，少数民族人口的再分布日趋活跃，但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增量相对于人口流动迁

移的流失量更具优势，因此，这一时期县域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值仍小幅上升。
全局空间自相关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但掩盖了具体的空

间分布规律。因此借助Ｇｅｏｄａ软件对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的县级尺度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进行局部

空间自相关分析，Ｚ检验在５％水平下显著。
据此，我们将少数民族人口集聚情况分为四种类型：高—高集聚类型表示某一县市和周围

其他县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都较高；低－低集聚类型表示某一县市和周围其他县市少数民

族人口比重均较低；低—高集聚类型表示该县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低而周围县市少数民族

人口比重较高；高—低集聚类型表示该县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低而周围县市的少数民族人

口比较高。其中，高—高和低—低集聚类型表示同质性强，前者主要是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的

集中分布区域，后者则为汉族人口比重高且集中分布的地区；高—低和低—高分布区的类型表

示异质性强，前者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人口高值分布区域的边缘地带，后者多分布在汉族人口

高值区域向少数民族人口高值区域过渡的中间区域。
从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的空间集聚状况来看，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中国分县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存

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全境、青藏高原、横
断山区、内蒙古高原的东部、宁夏平原的中南部、中朝边境和海南西南部，以及由云南、广西、贵
州、湖南、湖北、重庆组成的走廊地带，这些区域多为少数民族人口传统集聚区。而低值集聚区

主要为汉族人口的传统分布区域，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的黄土高原、四川盆

地，以及华北平原、山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并散见于东南沿海丘陵和东北地区。
低—高区域主要伴随高值集聚去零星分布，高—低区比较少见。

从集聚离散的变化趋势来看，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期间，少数民族人口占县市总人口比重格局

均呈现高—高、低—低集 聚 两 极 分 化 的 现 象，且 总 体 格 局 相 当 稳 定，仅 局 部 地 区 发 生 变 化：

１９５３—１９８２年期间，内蒙古东部、新疆北疆的部分县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对于其

他地区降幅较大；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期间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高

值区集中连片化发展，并向东北方向扩展，到２０１０年已在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重庆形

成一条民族人口比重高值区的走廊地带。从几大集聚类型的具体变化情况来看：
高—高集聚类型县市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人口的传统集聚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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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从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的近６０年里，国家边疆建设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为这些区域导入了

不少汉族人口，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从这些传统集聚区域走向全国，这一增一减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但降幅有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云南、广西、贵

州、湖南、湖北、重庆组成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值走廊地带在这一时期得到扩展延伸，这些区

域原先少数民族人口规模较大、民族种类较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的几次民族识

别、恢复或更改民族成份工作的展开，使得这些区域很多少数民族确认、恢复或更改了民族成

份，少数民族比重提高，少数民族人口高值集聚区域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延伸。
低—低集聚类型的县市多为汉族人口的传统分布区域，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期间这一类型区域

表现出两大显著特征：一是在西侧边缘表现出强劲的稳定性，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低一低集聚区

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在近６０年时间里，除渭河河谷地区出现小幅“上溯”，以及云南、
广西、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组成的民族人口比重高值走廊地带得到发展延伸外，其他西侧区

域沿“胡焕庸线”分布的地理脉络清晰可见。二是由“胡焕庸线”东侧的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山
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丘陵为核心的较为零散区域发展成为“胡焕庸线”以东的黄土

高原、四川盆地，以及华北平原、山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等主要区域，并在中部地

区的湖南、湖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以及江苏等省组成的片带状区 域。前 者 主 要 受

“胡焕庸线”背后所蕴含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因素的约束，后者的变化与这些区域汉族人口

比重较高的县市出现了发展延伸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县市的汉族人口原本基数及增长规模具

有显著优势，导入的少数少数民族人口对其人口结构影响不大。低—高集聚区仍少量分布在

高—高集聚区周围，而原本数目较少的高一低集聚区变化不大，仍呈现零散分布。
（三）少数民族人口向全国扩散趋势显现，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的重要

集聚地

少数民族人口高度集聚于民族传统区域，但受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经济

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迁移趋于活跃，向全国其他区域迁移扩散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各县市少数民族的个数及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扩散趋势，将各民族人口规模纳入

考量可以更为准确地刻画民族迁移扩散这一态势。为此，笔者引入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核
算结果表明，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各 县 市 少 数 民 族 多 样 性 指 数 普 遍 呈 上 升 趋 势，且 上 升 幅 度 较 大。
导致这种变化 的 原 因，除 了 民 族 成 份 的 认 定、恢 复 或 更 改 以 外，主 要 是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的 迁

移扩散。
具体来看，１９５３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香农－威纳多样性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四

川中西部、青海甘肃两省交汇处、宁夏平原、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此外，在 北 京、天 津、河

北、河南、安徽、海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有着零星的分布。１９６４年新疆至内蒙古北方国境线一带

香农－威纳多样性高值区趋于显现。１９８２年少数民族人口向其他区域扩散趋势愈发明显，此
时大部分县市的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值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新疆北部、内蒙古、宁

夏、青海、四川西部、广西及云贵高原等民族传统分布区域的香农－威纳多样性高值区域均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延伸。１９９０年鄂湘川交汇区域高值区范围延伸发展，与云贵高原高值区

域形成贯条带状的高 值 区 域。２０００年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进 入 扩 散 活 跃 期，各 地 多 样 性 进 一 步 发

展，多样性高值区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到２０１０年，大部分县市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值

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在云南，贵州，广西，鄂湘渝三省市交汇区域，新疆东北部，四川中西部，
藏南地区，青海东北和甘肃西南地区形成了多个民族多样性中心；在新疆南部，海南西南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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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内蒙古，东北三省，东南沿海地区，河南、河北、山东的零散区域，京津冀地区，以及上海、深

圳、武汉等大城市形成多个次级民族多样性中心。这些变化表明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是朝

着地域扩散的方向发展。
各县市少数民族的个数变化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１９５３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国

家认定了３８个少数民族，除北京外，其余县市少数民族个数均在２５个以下，其中５个及以下

少数民族的县市有近１８００个，２００多个县市仅有一个少数民族。１９６４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

发展，以及民族识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恢复或更改民族成份工作的持续展开，各县市少数民

族个数普遍增多，５个及以下少数民族的县市减少了近８００个。此后，该类型县市数量持续减

小，到１９８２年仅有４７０多个。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该类型县市仅有６５个，全国近５０％
的县市少数民族个数在２５个及以上，其中北京、武汉、成都、银川、深圳、东莞等地有５５个少数

民族。各县市的少数民族个数整体上呈增加趋势，也再一次证明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是朝着

地域扩散的方向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提到的民族走廊在空间分布上

也有着较为清晰的脉络。南岭走廊从云南、广西、广东境内向北经贵州、湖南一直发展到鄂渝

交汇处，形成民族人口多样性高值区的条状地带；藏彝走廊是一条从云南横断山区沿青藏高原

的边缘区向北一直延伸至四川北部的狭长地带；河西走廊从四川、甘肃两省边界及宁夏平原沿

河西走廊向西北延伸，直至新疆境内。从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的近６０年里，三大民族走廊均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地理脉络也愈发清晰。其发展不仅体现在地理范围出现了延伸和扩展，也体

现在民族多样性指数的提升上，表明其民族多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表３　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三大都市圈和部分大中城市少数民族人口 单位：万人；％

１９５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少数民族人口

年均增长率

总人口年

均增长率

京津冀都市圈 ６３．８１　 ８８．１　 １９０．３５　２３２．９８　６２４．６８　８８３．６５　 ４．７２　 ２．９３

长三角都市圈 １０．４９　 １３．６７　 ２４．２　 ２９．１　 ６２．２３　 １５５．５１　 ４．８４　 ２．８５

珠三角都市圈 １７．９　 ２６．０４　 ４４．６４　 ６１．７５　 １９０．０４　 ３７３．７　 ５．４８　 ２．８１

武　汉 ０．８５　 １．６４　 ２．４７　 ３．７６　 ５．４５　 ８．８４　 ４．１９　 ３．４４

长　沙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６　 １．９５　 ４．８６　 ７．７２　 ８．２９　 ４．２７

济　南 ２．６３　 ３．３４　 ６．１４　 ９　 １０．９３　 １２．６６　 ２．７９　 ４．１３

成　都 ０．８６　 １．１３　 １．６４　 ３．４７　 ６．７３　 １２．６９　 ４．８３　 ５．０３

青　岛 ０．３６　 ０．１４　 ０．６７　 ０．９８　 ３．３　 ７．６７　 ５．５３　 ４．０３

郑　州 ２．０５　 ３．５８　 ６．３８　 ９．６９　 １２．４５　 １４．５４　 ３．５　 ４．８

　　从少数民族人口扩散的主要方向来看，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集聚了大量少数民族人口。
改革开放以后，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吸引了大量

的少数民族人口向这些地区流动迁移。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１９５３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少数民族人口均在６５万以下，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

口分别达８８３．６５万、１５５．５１万、３７３．７万，较１９５３年分别增长了１２８５％、１３８２％、１９８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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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总人口分别仅增长了４１８．０４％、３９６．７％、３８５．２７％。
各大中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已成为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的重要集聚地，仅京津冀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少数民族人口增幅就达２５０多万。武

汉、青岛、长沙、济南、成都、长沙、郑州等城市也吸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入，在近６０年

里，这些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增幅均在３００％以上，其年均增长率大都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
随着人口流动日趋活跃，少数民族人口向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迁移的态势也将持续发展。

四、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

胡焕庸在分析中国人口分布差异时指出，人口分布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

条件三个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① 因此，本文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三个大方

向出发，选取了高程、干湿分区、地形地貌、人均ＧＤＰ、从业人员、流动人口占比、工业化水平、
城镇化率、民族多样性指数９个指标，来分析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三大类因素

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自然环境方面选取了高程、干湿分区和地形地貌３个指标；高程

划分参照蒋捷等的划分标准，将海拔６００米以下地区划分为一级阶梯，海拔６００—２６００米之间

的为二级阶梯，海拔２６００米以上的划分为三级阶梯；②干湿分区划分参照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数据中心对全国干湿状况的划分，将全国划分为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湿润／半湿润、湿
润五大类型区；地形地貌划分参照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划分方法，将２６个地

貌类型综合为平原、台地、丘陵、山地４大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均ＧＤＰ、从业人员、流
动人口占比、工业化水平、城镇化率５个指标。人均ＧＤＰ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从业人员表示地

区吸纳就业的能力，流动人口占比代表区域人口再分布活跃程度，城镇化率代表地区综合发展

水平。人均ＧＤＰ、就业规模、城镇化率、流动人口占比４个指标均按自然断裂点法分为５类；
工业化水平参照李佳洺等人做法，依据兹涅茨的产业结构三阶段理论，将中国工业化水平划分

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５个阶段。③ 历史因素

从民族人口的传统分布格局出发，考虑到国内民族成份认定、变动和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迁移

的状况，选取１９８２年各县市民族多样性指数作为民族人口传统分布格局的表征，按自然断裂

点法将全国各县市分为５类。根据公式（４），计算出各因素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作用强度的差

异性（见表４）。
总体来看，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较强，而经济社会因素的

影响则相对较弱，这与中国人口的总体情况存在一些差异，体现了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特殊

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趋于降

低，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程度则在增强，这与现有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具体来看，自然环境是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高程、干湿条件和地形地貌作

为自然环境的重要表征，其影响力在各地理探测要素中处于较高水平，是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分

布的重要因素。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０年自然环境类要素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整体影响

７６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变动研究　

①

②

③

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地理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参见蒋捷、杨昕：《基于ＤＥＭ中国地势三大阶梯定量划分》，《地理信息世界》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参见李佳洺等：《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地理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力趋于降低，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环境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

约束作用越来越小，但自然环境在一定的条件下仍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
历史因素奠定了我国民族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是影响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首

要因素。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０年民族多样性指数的地理探测器ｑ值出现了降低，但相对于其

他因素仍表现出显著的优势。我国民族人口的基本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

相当的稳定性，虽然民族人口分布状况与过去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基本格局和特点仍

得以延续。
社会经济因素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少数民族

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呈上升趋势。就业规模表征着县市吸纳就业的能力，在社会经济类的各

地理探测因素中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影响最大，特别是东部沿海一些就业能力较强的城市，
吸纳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来此谋生，成为少数民族人口新集聚地。城镇化率表征着县市综

合发展水平，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也有着较大的影响；表征产业发展阶段的工业化水平也影

响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表征区域人口再分布活跃程度的流动人口比重对少数民族人口分

布的影响较小；而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ＧＤＰ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程度不显著。
表４　２０１０年不同要素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作用强度

高　程 干湿区 地形地貌 人均ＧＤＰ 城镇化率 就业规模
工业化

水　平

流动人口

比　重

民族多

样　性

２０００

全　国 ０．０４４６＊＊＊０．０３９８＊＊＊０．０３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６＊＊＊０．０１０２＊＊＊０．０５４３＊＊＊ ０．０１１　 ０．１８６１＊＊＊

东部地区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６３７　０．１６４５＊＊＊

中部地区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５５＊ ＊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９　０．２０３４＊＊＊

西部地区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９９＊ ０．１２６１　 ０．０８０８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２７＊＊＊

２０１０

全 国 ０．０３４４＊＊＊０．０５６８＊＊＊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４８３＊＊＊０．０５８７＊＊＊０．０３４２＊＊＊ ０．０２７９＊ ０．１５８１＊＊＊

东部地区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６８０＊＊＊０．１８７９＊＊＊０．３３０１＊＊＊０．０７１９＊＊＊０．１８０７＊＊＊０．１２９３＊＊＊

中部地区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９＊＊＊０．０２６８＊＊＊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４５４＊ ＊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７　０．２００３＊＊＊

西部地区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３８０＊＊＊０．１０１６＊＊＊０．０６３５＊＊＊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７１５＊＊＊

　　注：＊ ＊ ＊ 表示ｑ值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 表示ｑ值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表示ｑ值０．０５水平上显著。

　　从已有研究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再分布。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因素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吸引力将不断增

强，在民族人口空间格局变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各区域来看，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和历史因素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梯度效应。自然环境中的干湿因

素在中西部地区影响要大于东部地区；地形地貌在东、中部地区的影响力度要高于西部地区，
前者主要受我国气候条件的影响，后者主要受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多分布在丘陵和山地这

一状况的影响。历史因素在各个区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在中部地区影响力度最大。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力度上升显著，其就业规模的ｑ值均已超越历史因素；东部地区经

济社会因素的相对影响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强趋势，其就业规模和城镇化率的ｑ值均处于较高

水平，可 见 东 部 地 区 的 大 中 城 市 对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具 有 较 为 强 劲 的 吸 引 力，这 也 印 证 了 前 文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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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研究发现

本文主要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香农－威纳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

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１）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的梯度分布特征显著，１９５３—２０１０年间各区域少数民

族人口差异化发展，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幅最为明显，推动着民族人口空间构成地带格局

从西、中、东梯度格局向西、东、中梯度格局的转变。
（２）当前少数民族人口仍高度集中分布在传统区域，但集中程度趋于下降，朝着其他区域

扩散，改革开放后向全国迁移扩散的态势愈发显著，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已成为少数民族

人口的重要集聚地。
（３）各地民族多样性持续发展，少数民族人口形成多个民族多样性中心和次级民族多样性

中心，随着时间推移，藏彝、南岭和河西三大民族走廊的地理脉络也愈发清晰。少数民族人口

在云南、贵州、广西、鄂湘渝三省市交汇处、新疆东北、四川中西部、藏南地区、青海东北和甘肃

西南地区形成了多个民族多样性中心；在新疆南部、宁夏、内蒙古、东北三省、东南沿海地区、海
南西南、中原地区、京津冀地区等地形成多个次级民族多样性中心。藏彝、南岭和河西三大民

族走廊在空间上具有较为清晰的轮廓，随着时间推移其地理脉络也愈发清晰。
（４）从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来看，自然环境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约束作用

不容忽视，历史因素奠定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社会经济因素对少数民族人口

的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各大类要素对各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度，并表

现出明显的梯度效应。自然环境中的干湿因素在中西部地区影响要大于东部地区，地形地貌

在东、中部地区的影响力度要高于西部地区。历史因素在各个区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在

中部地区影响力度最大；东、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更多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且

其影响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强趋势。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因素对少

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力度将趋于增强，而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度或将减弱，但其约束作用仍将

保持。

〔责任编辑　马　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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