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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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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有11.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6%，

其他55个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8.4%，称为少数民族。在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有22个，统称为人口较少民族，总人

口63万人。 

    22个人口较少民族分别是：高山族（大陆人口4461人）、布朗族（91882人）、撒拉族（104503人）、毛南族（107166人）、阿昌

族（33936人）、普米族（33600人）、塔吉克族（41028人）、怒族（28759人）、乌孜别克族（12370人）、俄罗斯族（15609人）、鄂

温克族（30505人）、德昂族（17935人）、保安族（16505人）、裕固族（13719人）、京族（22517人）、塔塔尔族（4890人）、独龙

族（7426人）、鄂伦春族（8196人）、赫哲族（4640人）、门巴族（8923人）、珞巴族（2965人）、基诺族（20899人）。 

    人口较少民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黑龙江、福建、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10个省（区）。其中，内蒙古有俄

罗斯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黑龙江有俄罗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福建有高山族；广西有毛南族、京族；贵州有毛南

族；云南有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和基诺族；西藏有门巴族、珞巴族；甘肃有撒拉族、保安族和裕固族；青

海有撒拉族；新疆有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 

    22个民族的共同特点是：人口较少，最少的只有几千人，大多地处边境地区和偏远地区，大多数聚居在以乡、行政村为单位的农村

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民族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地处偏远、自

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原因，这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落后，他们的生产生活还存在诸多困难，贫困问题仍较

突出。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2005:9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