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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西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张天路 
 
 
 
      1951年及以前的几百年间，藏族人口的生存与繁衍是在世界罕见的特殊条件与严峻的环境

中度过的，这主要包括： 

 
      第一，严峻的地理环境。西藏自治区和藏族人口世代居住的地区，位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

高原，境内部分地区具有高原性气候，特别是高寒和因气压下降而导致的缺氧对人体的影响尤其严

重。 

 
      第二，封建农奴制度的长期统治。西藏地区从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期间，便由农奴制社会

过渡到封建农奴制社会，一直延续到1959年民主改革为止，相当完整地保持了八九个世纪。无数

客观事实说明它是制约西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独特的藏传佛教的传播。长期以来，格鲁派在西藏影响深远，其教徒在藏传佛教中的

比例最高，对西藏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影响也最大。因为，格鲁派教规规定有不准僧人结婚、种菜

或种庄稼等条文。随着格鲁派住寺喇嘛数量的增多和人口比例的提高，婚配“过剩”妇女便相应

地增多，终身不婚比例和不育比例也相应地提高，势必影响妇女生育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 

 
      在这3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旧西藏的人口发展停滞、素质较低。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虽然地理环境依旧，但社会经济条件逐渐转好，为人口发展提

供了良好机遇，成为近50年来人口数量增长、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结构改善的根本性因素。195
1年西藏的和平解放和1959年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央对西藏地区采取了发展经济、发展人口的休

养生息政策，以及1985年后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政策，对农牧业区则只进行人口知识和计划生育宣传，并尽可能地为主动要求节育的多子女农牧

民提供服务。 

      在以上几个特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藏地区的人口发展和某些人口指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人口增长一直较快。历史上的西藏人口长期徘徊在100万左右，处于停滞状态；而1951年至

1965年由105万人增长为137.12万人，再上升为1985年的199．48万人和2001年的253.70万
人，都分别为西藏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时期，预计到2020年可能发展到320万至362万人。 
 
      西藏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以来藏族居主导地位。1982年藏族人口占西藏地区人口的9
4.42％，汉族和其他民族分别占4.85％和0.75％；1990年的藏族人口比率提高到95．48％，

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比率降为3.68％和0.84％；到2001年藏族人口占96.22％，汉族降为3.0
4％，其他民族占0.74％。 
 
      未(或不)婚比率相当高，但随年龄降低而降低。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反映，西藏地区1
5岁及以上妇女的未婚比率高达32.21％，为全国各省、市和各民族中最高者。 
 
      妇女平均初婚年龄由20世纪50年代的22.88岁，降至70年代的21.74岁和1990年的21.86
岁，2000年则降为21.17岁。 
 
      总和生育率由低到高，再变为相当低。1951年至1958年的西藏地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在

3.02至3.85之间徘徊；195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则在4.0至5.0以上高水平线上浮动；1989
年为4.22；到1995年和2000年降为2.97和1.85。 
 
      未(或不)育率虽有下降，但仍然较高。1990年西藏地区60至64岁妇女不育率(17．7％)，
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即使到40至44岁时的未育率仍然高达9.4％，比全国

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 
 
      生育政策的特点与转变。政府对藏族等世居民族在实行人口兴旺政策的同时，从1985年开

始在藏族职工和城镇居民中实行2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在农村牧区提倡3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婴儿死亡率高中有降。西藏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由1951年的430‰大幅度地降为1981年的1
55.15‰和1990年的91.80‰，2000年更降为35.3‰。 
 
      孕产妇死亡率高中有降。西藏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0／10万降为1990年的7
15.8/10万、再降为2000年的466.3／10万，仍然大大高于全国水平。  
 
      平均预期寿命有所提高。1989至1990年西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0.75岁，到2000年时已

提高到65.30岁，但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向良性方面转变。如0至14岁人口比例已由1982年的36.61％降为2000
年的31.19％；年龄中位数则由21.60岁提高到24.47岁，但劳动适龄人口增长较快，由1982年



的110.39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67.6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3％。  
 
      人口性别比正在向正常方面转变。如总人口性别比已由1982年的97.8，转变为1990年的1
00.2和2000年的102.7；0岁人口性别比则由1982年的99．8，转变为1990年的100．3和200
0年的102.6。 
 
      文化素质提高。旧西藏的成人文盲率高达90.6％(男80.0％，女97.9％)，到1982年和199
0年分别降至73.88％和69.34％，2000年又进一步降至47.25％；全区受教育水平则由1982年
的1.52年提高到2000年的3.03年，但仍与全国水平差距甚远。 
 
      三大产业人口结构正在缓慢转变，第一产业由1982年的84.38％转变为2000年的79.8
5％；第三产业则由11.06％提升为15.74％。 
 
      但今后的西藏仍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如人口增长幅度还需降低，人口素质还需加快提高，

人口结构还需优化。总之，急需进一步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以及人口与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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