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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我国藏族人口的数

量变化及其地理分布

马戎 潘乃谷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

但是
,

有关藏族

人 口的历史资料存留甚少
。

解放后第一
、

二次人口普查对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只有估计数字
,

所以国内外对于我国藏族人口究竟有多少
,

曾有种种预测
,

出入极大
。

,

19 8 2年的第三次人口

普查首次对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进行了登记普查
,

而且这次普查的准确程度已得到世界公认
。

这为我们研究藏族人口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

达赖近期对我国政府在西藏的政策进行了直接

攻击
,

他的指责建立在两个论点上
, `

即解放后藏族人口
.

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和汉族人口大量迁

入西藏
。

本文将依据比较可靠的统计数字来探讨藏族居住区的人口变化
,

这将有利于国内外

学者从有科学根据的数字和资料出发
,

了解我国西藏的实际情况并进行研究
。

一 关于我国藏族地区的地理范围

研究一个民族及其人 口变化
,

需要对该民族的集中居住区域划定一个固定的地理范围
.

从历史上看
,

唐朝时吐蕃王朝 的版图曾包括西藏自治区
、

西康 ( 现在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

州
、

凉山彝族 自治州和雅安地区)和青海省的西南部①
。

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我国藏族的

三个部分
:

西藏 ( 现西藏自治区的前藏
、

后藏和阿里地区 .) 康 ( 又名喀木
,

包括现川西两

个藏族自治州
、

西藏昌都地区
、

云南迪庆地区 ) 和甘青藏区 ( 现君南和青海地区 )
。

这三个

地区分别使用卫藏
、

康
、

安多三种藏语方言
。

在元
、

明
、

清三朝
,

对康和甘青藏区以土司制

度进行管理
,

在西藏用分封法王和生爵 ( 明朝 )
,

册封达赖
、

班禅
,

设立
“

噶厦
”

地 方政 府

( 清朝 ) 来进行管理
。

同时
,

这三个地区又各为驻藏大臣
,

四川
、

西宁办事大臣 的管辖区①
.

这三个地区也正是今天我国藏族的主要居住区
。

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结果表明
,

全国 29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都有多少不等的藏族人 口
,

其数量从阳人 ( 吉林省 ) 到 1阳万人 (西藏自治区 ) ( 见表 l )
。

但同时藏族人 口又明显地集中

在西藏
、

四川
、

青海
、

甘肃屯 云南五省区
。

这五省区的藏族人口 占我 国 全部 藏 族 人 口 的

9 9
.

3%
。

此外
,

在与西藏自治区接壤的印度
、

尼泊尔
、

不丹
、

锡金和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
,

也

① 黄奋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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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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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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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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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日翻族人口的地理分布

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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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省区合计 ) 9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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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587
,二,上1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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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百分数因过小不列
。

资料来源
: 《 中国人口年鉴 》 ( 19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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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着一定数量具有藏族血统的人 口
,

有人估计其总数达百万人①
。

另外还有几万我国的藏

族人口长期流亡印度
。

达赖集团宣称截族人 口有启00 万
,

一方面是无根据地夸大了在我国的藏

族人 口
,

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南亚各国具有藏族血统的人 口数
。

解放三十多年来
,

我国行政区划曾有过一些变动
。

藏族居住区的主要行政变动是 1 956 年昌

都地区行政上正式归属西藏自治区和西康省的撤梢
。

另外
,

50 年代在青
、

甘
、

川
、

云四省陆
续建立的 l。个藏族自治州②

、

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
,

基本上是藏 族传 统 居 住

区
.

但在解放时
,

这些地区已拥有一定数量的汉族
、 ,

回族
、

蒙古族等民族的居民
。 .

19 5 3年
,

在这 10 个自治州除居住着 1 50 万藏族人 口外
,

还有 43 万汉族
,

22 万回
、

蒙
、

羌
、

彝等兄 弟 民

族
.

本文将主要在这样一个地理范围内讨论藏族人 口变动和汉族人 口的迁移
。

二 历史上的藏族人口

有关历史上藏族人口的资料很少
,

而且多为估计数字
,

资料来源也不一定可靠
.

本文只

简略地介绍一下有关文献中涉及的藏族人 口数字
。

根据黎吉生的 《 西藏简史 》
,

13 世纪元朝

清查藏族人 口时
,

认为藏族当时只有 30 万人⑧
。

公元 17 3 7年
,

清朝理落院册籍记载称达赖和班

禅管辖的藏族人 口 ( 即今天的西藏自治区 ) 为 9 5了巧 。人④奋但有人认为这个数字不包括非 寺

院所属的居民户
,

实际藏族人 口数当时约为 1 34万⑥
.

1 9 2 8年
,

民国内政部统计报告估计藏族人 口为 3 92 2 0 11
, 19 2 9年又估计 为 5 2 34 3 59 人

。

一年之间
,

估计数字竟相差如此悬殊
。

随后
,

19 3 9年林东海调查认为藏族人 口
“

最多亦不过

七
、

八十万人⑥
” .

表 2列举了一些有关藏族人 口的估计数字和来源
.

这些估计数字相差很大
。

① 人 : K ol :b
`

东亚
:
中国

、

日本
、

朝鲜
、

越南文 化 区域 的 地 理学
, ,

19 7 1, C
.

人
.

M
.

讨 论 会论文集
.

L
,
o n d o n : M e t h n e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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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包括一个各族联合自治州 (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联合自洽州 )
。

⑧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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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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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页
。

④ 黄奋生
: 《
藏族史略

》 ,
19 8 5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

第264 页
。

⑤ 王克
、

吴怡平
: `

论民主改革前藏族人口增长缓慢的诸原因
口 , 《

西藏研究
》 ,

1982 年
,

第2期
,

第60 页
。

⑥ 拱涂尘
: 《西藏史地大纲

》 ,
19 3 6

,

南京
,

正中书局
,

第41 页
。



、
一

厂

裹 2 有关我国曲族人口的估计救字

资 料 来 源
间

{估计人 口数 (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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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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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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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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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M a e D o n a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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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 内 政 部

H
.

H
a r r e r

R ie h a r d
s o n

S t e i n

达 赖

达 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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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 5

3

。

5~ 3
`

0

19 1 0

192 8

1 92 9

1 9 2 9

19 3 4

19 4 7

19 5 9

19 6 2

19 6 2

19 62

19 8 7

3

3
.

7

_

5
.

2
“

3
.

9

0
.

7~ 0
.

8

2
.

8
·

4

3

3
。

5~ 4
.

0

7~ 8

6

担有一点似乎是得到公认的
,

即自清初至解

放前的一段时间内
,

西藏人口是 持 续 下 降

的①
。

张荫棠认为西藏人 口
“

自清 朝乾隆初

至光绪 170 余年间
,

减少 80 万
”

②
。

藏族人 口下

降的原因大致可归为
:

1
、

性病的流行
,

这使

相当一部分人丧失生育能力 ; 2
、

一 妻 多夫

制
,

减少了家庭和孩子的数量
; 3

、

气候和地

理条件
,

使藏族地区难以维持大量人 口 ; 4
、

喇

嘛教的影响
,

大量男子 ( 喇嘛 ) 不结婚骨
。

由于我国藏族地区长期缺乏人 口统计系

统
,

无法提供基本数据
,

这就使得人们对我

国藏族人口的情况了解甚少
,

导致了对藏族

人口数字估算的差距
,

乃至现在仍有些外国

学者
、

通讯社公开称达赖是
“

6 00 万 藏 人
”

的领袖和代表④
,

这正说明了我国目前需要

加强藏族人口研究的重要意义
。

阿一

|…
:

l
!l!1

三 解放以来我国藏族人口的变化

19 4 9

—
1 95 1年

,

青海
、

昌都地区和西藏相继解愈
,

在除西藏 ( 前丁后藏 ) 以外的其它

藏区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
。

我国藏族地区的社会
、

经济
、

文化和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
。

为了研究解放以来藏族人口的变弗
, 一

首先霜要了解解放初期我国的藏族人口 究 竟 有 多

少
。

据黄奋生编著的《藏族史略》
,

解放初期

我国藏族人 口的总数和地理分布如表 3
。

这与

19 5 3年第一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布的数字十分

接近
。

在第一次人 口普查时
,

由于当时的历

史条件所 限
,

西藏和昌都两地区的人 口数字

是估算的
,

但其它各藏族居住区都有分县的

详细统计数字
。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
,

我国的

藏族人 口总计为2 7 5
.

3万
,

其中西藏地区 ( 昌

都除外 ) 为 1 00 万
。

后来常讲的
“

百万农奴
” ,

盖源于此
。

一般来说
,

50 年代初 期 藏族 实

际人口数
,

与第一次普查的 结 果 ( 2 7 5万 )

不会有很大的出入
。

因为22 0平方公里的藏族

表 3 解放初期我国藏族人口救 (万人 )

解放初期
*

西 藏 }

第一次人口普查
( 1 9 53 )

1 0 0

昌 都 地 区

酉
.

康

青
`

海

甘 肃

四 川

云 南

合 计

1 2 7
。

5

6 0

42
.

5

1 4
.

5

2 7
.

4

4 9
.

9

4 9
。

4

2 0
,

5

2 3
.

4

2 7 7
.

6 2 7 5
.

3

* 引自黄奋生
, 《藏族史略

》 ,
1始 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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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域中
,

有 100 万平方公里 ( 即青
、

甘
、

川
、

云四省的藏族居住区 ) 在普查登记范围内
,

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数字
。

在这些地区的藏族人 口
, ,

占统计的全部藏族人
,

口 的 54 %
。

另 外

46 %
·

的藏族人 口居住在西藏和昌都地区
,

其人 口数字是由当时达赖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 申报

的
。

对于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

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并未提出异议
,

只是到了 19 62 年
,

流

亡在印度的达赖才提出藏族人口总数为 7叩一80 0万
。

_

西藏自治区的民主改革是在 19 5 9年平叛之后才开展的
。

从此
,

现代化医疗卫生事业在西

藏才真正得到发展
。

在此以前
,

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农奴制度
,

长期限制了 人 口 的 增

长
,

贫苦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晖疗条件
,

使截族人 口几世纪以来持续下降
。

民主改革实行之

后戴族人 口有所增长
,

是合乎事实的
。

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

藏族人口从 2 75 万发展到了00 ~ 8 00

万则是不可思议的
,

事实上
,

西藏自治区的人口 ( 95 % 以上是藏族 )
,

只是从 19 52 年 的 1 15

万增加到 1 9 6 2年的 1 30 万人①
。

民主改革以后第五年 ( 19 6 4年 ) 进行的第二次人口普查表明
,

藏族人 口为 2 50 1 174 人
,

比 1习5 3年减少了 27 万
,

西藏自治区 ( 包括昌都地区 ) 仍然只有估测数字
,

为 1 20 8 1“ 人
,

比

1 95 3年估计的数字减少 6万
,

另外减少的21 万则来自青
、

甘
、

川
、

云四省
。

关于第二次普 查 藏

族人 口数低于第一次普查的原因
,

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

第一
,

60 年代初期我国处于经济困难

时期
,

圣国总人 口 196 1年优 ,舫 9年减少了 1 3 4 8万人②
,

藏族人 口可能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 第

二
,

两次普查藏

户籍管理登记制嚣
区的人 口数都是估测得到的

,

由于这些地区人 口稀少
,

1 9 5 3年根本没有

有也很不健全
,

估测中出现误差是完全可能的
。

以西藏自治 区为例
,

地区统计部门的材料认为 19 5 2年全 自治区 ( 包括昌都 ) 的人 口 为

1 15 万
,

而全国普查部门认为 19 5 3年第户次普查时
,

自治区人 口是 1 i2’ 万
。

地方统计部门的数

据表明 19 5 2

—
1 9 6 4年期何

.

自治区左口总数继续增长
,

l洲4年为 135 万⑧
,

而普查 部 门 公

布 ` ” “ 4年第二次普查结果彝` “ `万
·

按照地方统计部门的数据
,

这 “ 年间西藏 自抬区人 口 增长

了 2。万
,

而普查部门的数据减少了 6万
。

究竟哪方面的数据更可靠
,

需要通过仔细 深 入 的 分

析研究才能加以证明
。

但至少有两点看起来对支持统计部门数据的准确性是有利的
:

( l ) 195 3

年西藏地方政府申报的西藏人口是 10 0万整 (不包括昌都地区
,

昌都地区为 2了3 96 9人 )
,

这个

整数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当时西藏的人口
。

在西藏达赖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十分

微妙的时候
,

夸大自已所管辖的人口数是比较合乎逻辑的
。

( 2 ) 1 9 6 4年
,

西藏自治区和 其 它

藏区的户籍制度已逐步建立
,

藏北和 山区的一些游牧藏民很可能已由户籍部门进行登记 ( 这

是地方统计部门的数字来源 )
,

但没有被普查部门章记
。

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普查登记范围包括了西藏自治区
。

这次普查表明我国藏族 人 口 已达

3留万
,

.

其 中西藏自治区 ( 包括昌都 ) 为 : 7 86 54 4人
,

比 19 6续年增长了 4 7
.

8写
,

平均每年增长

2 2编
,

略低于我国整个藏族人 口的年增长率 ( 25 瓜 )
。

这样的年增长率可使人 口每 28 年翻一

番
,

是相 当高的增长速库
。

因此可以说
,

` 9 64

—
` 9“ 2年的 ` 8年

,

是我国藏族人口大发展的

时期
。

在西藏自治区之外其他藏区的藏族人口增长略快于西藏自治区
,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

们处于青藏高原 的边缘地区
, ’

拥有地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
,

民主改革的进程早于 西 藏 自治

区
,

解放后在经济
、

文化
、

卫生事业方面的发展水平高于西藏自治区
,

而社会经济发展
,

特

① 王大梅
, ` 西藏自治区人口

” , 《
中国人口年鉴

》
( 19 8 5 )

,

第546 页
。

② 《
中国人口年鉴

》
( 1985 )

,

第80 7页
。

③ 王大拼
: “

西藏自治区人口
, 《
中国人口年鉴

”
( 1 9肠 )

,

郭 46页
。



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会直接降低死亡率
,

导致人 口增长
。

第三次人 口普查给我们提供了藏族自治地区全部 147 个县①的人口数字 (包括民族构成)
,

使得我们有可能按地域来看一下藏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和藏族地区的人口密度
。

从图 1可
’

以 看

出除拉萨市区和甘肃临潭县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 50 人外
,

整个藏族地区的人 口密度都

在 50 人以下
。

只有 20 个县高于 10 人
,

还有 104 个县的人口密度在 1~ 10 人之间
,

有 23 个县 ( 总县

数的 1 6叱 ) 的密度甚至低于每平方公里 1人
。

人口密度稍高一点的县都集中在青海东部
、

川西

中部和拉萨一 日喀则地区` 19 能年我国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 1 05 人
,

所以我国 藏 族地

区仍然以地广人稀为基本特点
,

是我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
。

关于 19 5 3年至 1 9 0 2年的 29 年间藏族人 口数量和地理分布上的变化
,

由于 195 3年对西藏自

治区 ( 7 2个市
、

甚 ) 没能进行详细普查
,

所以本文将着重讨论青
、

甘
、

川
、

’

云四省的藏族自

治区域 ( 共 ,l5 个县 ) 的情况 (参见图 1 )
。

在行政单位 (县 )方面
,

这 75 个县占全部藏族自治

区域的一半
。

在人 口方面
,

这 75 个县的藏族人口占全国藏族人 口的 46 %
。

由于这些地区位于

汉藏民族传统居住区域的衔接地带
,

在研究解放以来汉族往藏区移民状况时
,

这些地区的人

口变动情况特别能说明问题
。

图 1 我国旅族居住地区的人口密度 ( 1 9 8 2年 )

在这 4省的75 个县中
,

只有 6个县 ( 青海的海晏
,

甘肃的卓尼
,

四川的阿坝
、

稻 城
、

得

荣
,

云南的维西 ) 19 8 2年的藏族人口绝对数字低于 19 5 3年
。

而全部 75 个县的藏族人 口绝对数

字
,

19 82 年都高于 1 9 G4年
。

这可以说明自50 年代以来藏族人口的增长
,

从地域上讲在所有的

县份都没有例外
。 ,

表 4反映的是 29年间各县藏族人口数字的变化情况
。

人 口有所增长 ( 增长 1~ 1
.

5倍 ) 的县

有20 个
,

占总县数的 27 % , 增长迅速
’

( 增长士
.

5~ 3
.

。倍 ) 的有 28 个县
,

占37写
,

在 29 年间增

长3倍的人 口
,

年自然增长率为 38
.

6瓜
,

属于世界上自然增长率的最高水平
。

超过这一水平的

石个县
,

如金川县 58
.

4瓜
,

茂坟县 178
.

0偏
,

沪定县 2 1 1
.

0肠
,

净迁入无疑是 藏族人 口增加如

此迅速的主要原 因
。

6个藏族
.

人口数下降的县
,

人 口迁 出也有一定影响
。

如 甘 肃舟曲县
,

29

年间藏族人 口从不足 7 0 00 增加至 7
.

2万 , 同期
,

毗邻的卓尼县的藏族 人 口 由6
.

1万 降至 4
.

5

① 其中包括两个县级市 (拉萨
、

格尔木 ) 和三个在人口普查中与县同级的镇 ( 大柴旦
,

冷湖
、

茫崖 )
。



表 4 1 982年与 10 5 3年相比
,

藏族人

口数遥的变化
_ _

_

土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通
_
_ 兰仁二三二二` . _

下 降
. _

!
6

{ 8
·

“

钾长-1 1
·

5借
_ _

}
“ 0 { 26

·

7

望炸
i
`
5一2

`

。借 {
,

1 ” } 王7
·

”

增长2
·

o一 3
1

。 } 1 5 … 2 0
·

0

竺兰
3倍以上 } “

{
“

·

”

小详 (缺5畏不数字少 } 1 5 { 2 0
·

0

共 计 生 7 ,
! 10 .0 。

万
,

很可能卓尼县有一部分欢旅人 日迁到了

舟曲县
.

可惜没有具体的统计共字来说明各

县藏族人口下降的原因和迁移在 其 中 的作

用
。

但从各个方面来看
,

自西藏和平解放以

来
,

藏族人口没有大量减少的任何迹象
.

达

赖宣称藏族人 口达 60 0万是没有任何事 实 根

据的
,

同时他在
“

五点声明
”

中所说
“

100 多

万藏胞死于非命
” ,

也拿不出任何具体统计

数字
。

但令人遗憾的是
,

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却被当作事实写入 19 8 7年 l。月 6 日美国参 议 院

通过的所谓
“

西藏问题修正案
”

中
。

图 2是 1 9 8 2年西藏自治区汉
、

藏两民族的人 口年龄结构
。

具有人口学常识 的人都知道
,

战

““ .
六书 ,,

址址址
。。 DDD
,,

门门

……
。
,

_

扮 ,,

圈 2 西藏自治区汉
、

藏族人口的年龄结构

内地与家人团聚
。

如果真象达赖所说的那样
,

争
、

灾荒等非正常死亡会影响人口的年龄结

构
,

由于某个年龄组成员的大量死亡会造成

金字塔形状上的缺齿
。

图 2中藏族人口的年龄

结构完全正常
,

看不出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任

何迹象
。

与之相比
,

汉族人 口的年龄结构倒

是反常的
,

2 5~ 2 9岁年龄组的人数最多
,

1
一

飞

岁以下人口较少
,

这反映了在西藏自治区的

汉族人 口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实行轮换制的大

学毕业生
、

青年干部
、

医生
, 、

教师和工程技

术人员
,

他们当电许多人没有子女
,

有的是把

家属子女留在了内地
,

几年服务期满后回到
“

大量的汉族移民侵占了当地藏民 的家 园 土

地
” ,

这些移民的大部分应当是农民
,

那样汉族的年拎结构就会接近于藏族
,

皇正常的金字

塔形
,

而不是图 2中的纺锤形
。

四 藏族自治地区的汉族人口

关于我国藏族居住 区的汉族人口数
,

国际上有许多估测数字 ; 从表 5列举的一些估 计 数

中可以看到
,

其差距从 5万到 1 2 00 万
,

但大多数认为在 4 50 万 以上
。
`

而后面将要讲到 19 6`年 这

些地区的汉族人口总数不超过百万
。

这些人把汉族人口数估算得如此之大
,

很可能是因为他

们把
“

藏区
”

的地域范围扩大到青海的海东地区 ( 19 64 年有 100 万汉族 ) 和四川中部
。

事实上
,

西藏地区的汉族人 口自和平解放以来增加得并不快
。

一

1 9 5 3年时极其粗略地估计

西藏 ( 前
、

后藏 ) 人 口为 10 0万
,

昌都地区为 127 万
,

同时两地都没有一个汉族人
。

到 1 9 8 2年
,

在这 12 0万平方公里的上地上也只有 9
.

2万汉族人 口
,

包括所有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干部
、

技术人

员
、

工业地质部门的工程师和工
.

人以及医生
、

教师等
.

最新的统计表明又降 到 7
.

3万 人①
.

尽管中央政府采取各项优惠待遇以吸引有文化和特殊技能的汉族人到西藏工作
,

但 由于 气

① 《人民日报 ,
,

1987 年10 月3 日



候
、 `

高原反应
、

生活条件等种种原因
,

愿意去的人仍然很少
,

且主要采取的是轮换制度
。

表 6说明
,

在 1 9 5 3

—
19 8 2年的 30 年间

,

汉族在各个藏族自治地区 ( 其面积共为2 20 万平

方公里左右 ) 的人 口总数从们方增加到 15 4万
。

同期藏族人 口从 2 75 万增加到 3 85 万
。

就西藏自

治区而言
,

1 9 8 2年藏族占总人 口的94
.

4%
,

汉族仅占4
.

8写
。

如从全部藏族自抬地区来 看
,

19 8 2年藏族占67
.

1%
,

汉族仅占26
.

9%
,

其它民族为6纬
。

由此可见
,

达赖在最近的
“

五 点声

明
”

中说
“

在整个藏区
,

迁居去的中国人已达 7 50 万
,

… …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已经居少数
”

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

表 5 有关我国藏族地区汉族人口的

估计救字

表 6 藏族自洽地区的汉族人口数

( 单位
:

万人 )

资

T
.

料 来 源

F
,

T s i a n
g

B
a r

b
e r

T
r ik a m d

a s

赖

T h
o m a , ,

J r
.

R
u
f

a i l

R i e h a r
d
` o n

S m i t h

P y e

赖

时间

1 9 58

1 9 59

1 9 59

19 59

1 95 9

19 59

19 61

19 6 1

19 76

1 9 8 7

估计人口数 (万 ) 19 53 { 1 9 6 4 ! 19 8 2

3 0

4 50

500

550

58 0

60 0

5

1 2 00

是藏族的两倍

7 5 0

西藏自治区 (包括昌都 )

青海 6个自治州

(其中
:
海西自治州 )

甘肃1个自治州1个自治县

四川两个自治州 1个自治县

云南 1个自治州

共 计

37
.

5

石2
.

0

西西藏自治区 (包括昌都 ))) 000 3
。

777 9
.

222

青青海 6个自治州州 4
.

000 3 0
.

666 5 0
.

444

(((其中
:
海西自治州 ))) ( 2

.

7 ))) ( 8
.

皇))) ( 2 1
.

3 )))

甘甘肃1个自治州1个自治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111115
.

弓弓 23
;
777 37

.

555

因因川两个自治州 1个自治县县 2 0
`

333
J

弓巧t巧
---

石2
.

000

云云南 1个自治州州 2
.

888
`

3
.

333
一

_

5
.

000

共共 计计 4 2
.

666 9 7
.

999 1 54
.

111

又.P达.L.W.H.B.L达

表 7为 196 5 ~ , 9 8 4年西藏自治区的净迁移数
,

一

表明自 1
一

96 8年以后迁出
:

g 室多于迁入
。

从

1 96 4

—
19 84 年期间

,

西藏自治区的净迁入为 16
.

45 万人
,

但其中大多数不 是 汉
`

族
,

因 为

19 6 4

—
198 2年汉族净增人数仅为 5

.

5万
,

大约有 10 万藏族人 口在这 10 年间从其它藏 区 迁入

西藏自治区居住
。

裹 7 西魏自治区省际迁移情况

( 单位
:

万人 )

净迁移

19 6 5

19 6 6

1 9 6 7

1% 8

19 69

19 7 0

19 7 1

1 9 7 2

19 7 3

1 9 74

19 7弓

1976

1 9 7 7

19 78

1 9 7 9

1 9 8 0

资料来资
: 《 中国人口年鉴》 丈1 985 ) 第5 46 页

图 3和图 4是 1肠 ,年和 19 8 2年在藏族自治
.

地区 ( 以县为单位 ) 汉族在总人 口 中 的 比

例
。

可以看出
,

虽然在东部与汉族地相连的

几个县份 ( 青海东部和四川西部 ) 以及拉萨

市区
,

汉族人口比例有所上升
,

但这 29 年的

变化是很有限的
。

同时
,

有 10 个县 1 9 8 2年汉

族人口在总人口 的百分比低于 19 5 3年
。

如四

川的色塘县
,

由 n
.

3%降到 6
.

3 % ;
茂仪县由

61
.

0 %降到 18
.

7%
。

而青海中西部和西藏的

广大地区
,

汉族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始终低

于 5%
,

甚至低于 1%
。

达赖所说的7叨万汉族

移民不过是编造的谎言
。

前面所列西藏自治区汉族人 口的年龄结

构 ( 图 2 )
,

说明在西藏不存在大量的汉族农

44865764055726184043000001
月000娜

ù

..123136.200.164..089143.184.143..109066

业移民
。

各藏族居住区中汉族人数增长最快的是青海的 6个自治州 (46 万 )
。

如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一个州就增加了近 20 万
。

海西州所在地是著名的柴达木盆地
,

地面是戈壁和盐湖
,

自



图 3 藏族自洽地区汉族在当地总人口中的百分 比 ( 19 5 3年 )

%

, 0 一 5

5
。

1 ~ 1

1 0
.

1 , 3

岛0
一

1一 5

,

SO
o

f

韶氛触涵石 ~
图4 旅族自治地区汉族在当地总人 口 中的百分 比 ( 19 82 年 )

古以来人迹罕至
。

解放后
,

为了开发盐湖资饭和铅锌矿
,

上万的汉族工人来到了柴达木
,

后

来修建青藏铁路又迁来了几万名工人
。

全海西州 21 万汉族
,

仅格尔木市一处就有 7万
,

其中铁

路系统职工及家属近万人
,

国营农场 1
.

6万
,

地质
、

水文和基建工程兵家属近万人
,

还有 2
.

5

万人属于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和其所属的 3个运输车队
。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盐湖地区开采地下

资源
,

对以农牧业为主的当地藏族
、

蒙古族只有益处而无任何损害
。

铁路
、

汽车 运 输 和 养

路部门的汉族职工则担负着每年几十万吨援藏物资的运输任务
,

包括西藏经济建设和人民生

活所需的粮食
,

布匹
、

日用品
、

建筑材料等
。

这些汉族职工到气候恶劣的柴达木戈壁工作安

家
,

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1 9 8 0年
,

在西藏自治区工业
、

邮电
、

商业
、

卫生
、

教育部门工作的汉族约有 3万人
,

其中



工业技术人员和工人 1
.

2万人
,

商业职工 5 60 0人
,

教师 4 5 00 人
,

邮电气象部门职工 :2 5 00 人
,

医

生 3 0 0 0人①
。

而全部汉族人 口包括儿童和老人
,

也只有 9万人
。

因此可以说
,

在西藏自治 区

的汉族移民 ( 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属于轮换制
,

即只到西藏工作 2一 3年
,

又回到内地 )
,

成年

人几乎全部在工交
、

文教
、

卫生部门工作
,

他们的到来没有减少藏族居民的耕地或牧场
,

而

是促进了各项经济
、

文化事业 的发展
,

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
。

自和平解放到 1 9 8 9年
,

中央给

西藏的财政补贴共计 50
.

8亿元
,

用于基本建设
、

发展农牧业
、

文教卫生事业和社 会 福 利 救

济
。

由于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
,

这些进藏的汉族职工帮助了地方政

府合理地计划和使用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援助
。

结 束 语

以
_

L讨论可以说明几点
:

( 一 ) 解放 以前
,

我国藏族人 口长期处于下降趋势
。

卜: 主改革后
,

开始恢复增 长
,

而

1 9 6 4 ~ 1 9 8 2年是大发展时期
。

( 二 ) 解放初期
,

我国藏族人 口约为盯 5万
,

1 9别年发展到 3沂万
。

JL个世纪 以来
,

我国

藏族人口从未达到过的。万
。

( 三 ) 我国藏族人 口无论就整体或各县而言
,

自西藏和平解放后没有明显的减少
。

对个

别县在 19 5 3~ 19 6 2年间藏族人 口的绝对数减少
,

需要作进一步调查研究
,

但迁移可能是一个

重要原因
。

从藏族人 口年龄结构也看不出有任何大量非正常死亡曾经发生
。

所谓 100 万 藏族

人 口非正常死亡
,

10 Q万被监禁
,

纯属无稽之谈
。

( 四 ) 舫放后
,

藏族地区的汉族人 口从 43 万增加到 1卫万
,

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和四川西

部的藏族自治州
。

在这些自治州中
,

解放前即居住着 4 3万汉族和咒万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

解放

后的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和连接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运输而迁去
。

在西藏自治区境内
,

汉族
己

人 口总数不过 7
,

3万人
,

其中包括 3万多名工业
、

邮电
、

商业
、

卫生
、

教育部门的职工
。

所谓 7 50 万汉人迁入西藏
,

侵占当地藏民的家园
,

并把他们变 为 少

数
,

是毫无根据的
。 ’

( 作者工作单位
:

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

( 上接第咒页 )

化的优势在东部地带
,

这种优势是相对稳定的
。

利用东部优势
,

加速东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进程
,

对逐步提高全国城市化水平具有战略意义
。

强化东部优势
,

_

合理提高中
、

西部城市化水平
,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

’

城镇化水平从东部

向中
、

西部作梯度推移是我 国条件下的必然过程
。

重点是轴向推进
,

以沿东西向一级交通轴

线为主
,

特别是发挥长江的动脉作用
,

与沿海一起
,

首先构成一个
“

了
”

字形的城市化核心

地带
,

同时逐步扩散
。

在城市化过程中
,

城镇体系层次结构有个浮动和协调的问题
,

经过两级浮动后
,

还将出

现中层级城市在规模结构中的调整
。

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之一
。

各个地带
、

区域的城市化在进入竞争形势下发

展之后
,

可能导致某些偏颇
,

为了无损于全局利益
,

需要运用不同尺度的规划和计划手段实

行调节
。

( 作者工作单位
: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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