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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的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特征与趋势  

作者:谭克俭      

   内容摘要：社会变迁对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可归纳为经济发展因素和社会发展因素。在此

影响下，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妇女生育水平仍然较高、人口流动的特征性明显、人口

城镇化水平较低和人口的文化素质偏低等。贫困地区人口发展趋势一是人口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

二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可能降低，三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有可

能加剧。四是人口分布将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加快。  

    

   关键词：社会变迁贫困地区人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

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社会的变迁必将对包括人口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是社会

存在与发展的主体，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社会的发展起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

所要讨论的就是在社会发展变迁影响下的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与趋势。  

    

   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条件是特殊的，就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其他地区

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贫困地区的人口实际上是在双重因素影响下发展变化的，由此形成

了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特殊性，这也正是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文中所提到的贫困地区，主要指

山西省贫困人口集中的忻州市和吕梁地区，所用数据为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有关统计年鉴资料和笔

者的调查资料。  

    

   山西省忻州市和吕梁地区是全国15个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2000年山西省重新核定的国家重点

扶持贫困县为35个，其中忻州市13个县（市）中有11个，吕梁地区13个县（市）中有6个，两个市

（地）的贫困县占山西全省11个市（地）贫困县总数的48.6% (注1) 。  

    

   一、社会变迁对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  

    

   社会变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方面的变化都会对人口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但归纳起来主要是经济发展因素和社会发展因素。  

    

   1．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  

    

   经济与人口之间存在着很复杂的关系，至今学术界仍在探讨和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

是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极大的发

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更是呈现出腾飞之势，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8.3%,超额完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注2)。贫

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虽然也很大，但与全国整体水平相比，在发展的速度和现状上差距还是很

大的。（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仍然显著低于全国和全省的总体水平，

2001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36.27%，山西的50.11%，农村人均纯收入也仅为全国的

46.78%，山西的56.59%。而且如果只计算贫困县的指标的话，这个差距还要更大。  

    



   表1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单位：元、%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山西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支树平、薛军:比较与发展,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经济发展水平低首先是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

济收入水平低，虽然和全国一样经历了30年的计划生育洗礼，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很大的变化，但与

经济发展一样滞后于其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育龄群众对生育男孩的强烈追求。这在贫困地

区人口发展上的体现就是生育水平高、出生性别比升高，相应地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出生婴儿性别比

失调，进而影响到人口结构等。其次是对人口流动与迁移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根本

原因是经济因素的作用（注3）。由于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差别，刺激着贫困地区

的人口向外、向城市、向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三是对人口素质的影响。主要是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

响。经济发展速度慢，家庭的经济收入低，而现在的教育成本又很高，贫困地区很多家庭由于付不起

上学费用而辍学，直接影响了贫困地区的人口文化素质。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卫生事业发展

缓慢，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口的健康素质。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低对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是巨

大的。  

    

   2．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对人口发展影响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对人口本身诸方面规定性

的影响作用程度也是不同的。社会发展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和机制是非常  

    

   复杂的，根据本文的需要这里只对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妇女生育水平有重大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

教育水平对生育率影响的转折点是初中，达到初中文化的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下降。而在这一点上，贫

困地区的情况是很不乐观的。据我们在吕梁地区临县的调查，县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是，2001年12~14

岁的适龄少年入学率为71.1%，这就是说，该年龄段还有近30%的少年辍学在家，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也

只有25.5%。而在山区，这个比例更大。我们调查的该县郭家墕村，正处于初高中年龄段的人口共有

31人，上学的只有2人。贫困地区的这种文化教育情况与其较高的生育水平是一致的。  

    

   第二，现代化的发展对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贫困地

区的自然条件很差，耕地大多在山坡上，劳动强度大，所以历来对生育男孩有强烈偏好。随着改革开

放以后的社会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在发生着变化，农业现代化在这里也有一定程度的体

现。一是大部分耕地都修了较宽的田间道路，小型农机具大多都可以抵达，化肥等农用物资以及收获

的粮食就可以用拖拉机运回，降低了劳动强度，同时也省却了大量劳动力。虽然这些地区农村的农用

机具并不普及，但稍花点钱却完全可以解决。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农村降低劳动强度提供了非常有

效和有利的条件。二是这些年各级政府通过扶贫为贫困地区农村修建了不少机耕田，虽然比重尚不



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强度。三是以前种地主要施用土肥，量大而需用劳动力多，现在用

化肥，扛一袋就够种几亩地。四是贫困地区农村最难解决的人畜吃水问题，由于这多年从中央到地方

政府都非常重视，山西省省政府还于1999年启动了三年饮水解困工程，因而人畜吃水问题得到了比较

好的解决。所以，贫困地区农村的劳动强度还是大大地减轻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大大地减少了。

这些都对贫困地区的人口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社会变迁使贫困地区家庭在农业上的收入下降，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改革开放以

来，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受其影响，农业的收入比重也在不断下降。贫困地区由于多以

农业为主，这种情况就更显著。农田收益的减少，使家庭对土地耕种的依赖性和重视程度相对降低，

转而寻求新的收入来源。但在贫困地区，在当地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向外地发展，

向城市进军，这就促使了贫困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据对吕梁地区临县郭家墕村的收入来源结构调

查，种粮收入占35%，养殖收入占5%，打工（包括经商做小生意等）收入占50%，经济作物收入占

10%。传统农村的种养殖收入比重已降到50%以下。  

    

   第四，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广阔的活

动空间，这为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动提供了基本条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市场来决定的资

源优化配置机制激发了人们内在的积极主动性，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也极大地解除了体制的人身束

缚，从而使人的主观意识与人身的行动自由一致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收入

差异对家庭的诱惑就可能变为现实的行动，从而导致人口的流动与迁移。  

    

   第五，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的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的交通和通信条件大为改善，为人们与外界的

交流和流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据统计，山西省忻州市1978年时的公路客运量是326万人（注4），

2001年增长为1718万人（注5），增长了5.27倍。农村电话机由1978年的7840部增加到2001年的18371

部，电视机的普及率已达80%以上。这种变化对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通过电视、电话以及外出活动，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和接触了外界新的世界，新的观念，使人们的生育

观念发生大的变化；二是交通的便利使人们更方便地外出，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三是科技的发展使人

们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从而使其朝着现

代化的方向发展。  

    

   第六，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对贫困地区的人口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中国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计划生育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贫困地区也同时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发

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则是对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实行计划生育以前，贫

困地区的妇女生育水平基本上处于自然生育状态，总和生育率在6以上，人口出生率接近30‰，而目

前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更替水平（2.1）以下，人口出生率也降至15‰以下，从而使贫困地区的人口

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型基本转变为现代型。  

    

   二、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  

    

   毋庸置疑，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现状是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变迁过程会使人口发

展过程及其表现也不同。在此前提下，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贫困地区的人口发展现状就具有了自身的

特征。分析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对贫困地区人口发展趋势的把握。  

    

   1．妇女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在现代社会死亡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妇女生育水平们高低对人口数量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在计划生育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贫困地区的妇女生育水

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总和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与全国相比，违反政策生育的仍然较

多，生育水平也比较高。这是现阶段贫困地区人口发展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主要特征。第五

次人口普查给出的数据表明，普查前一年的总和生育率山西省为1.44，而忻州市和吕梁地区则分别为

1.60和1.72 （注6），均明显高出全省水平。单从总和生育率的情况看，贫困地区是高于其他地区，

但就1.7左右的生育水平应当说不是很高的，符合人口可持续发展规律要求。问题在于，目前无论在

学术界，还是政府官员，抑或是计划生育部门都对这个生育水平持怀疑态度，因为一些调查和个案发



现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多胎生育还不是个别现象，调查资料所表明的生育水平是较高的。  

    

   表2 贫困地区与全省的出生孩次率比较（五普前一年）  

    

   单位：%  

   资料来源：山西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四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通过一孩率和多孩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分析，可反映出三者的对应关

系：当一孩率高于58%时，总和生育率可降到2.1；当多孩率降到16%以下时，总和生育率可降到2.1左

右（注7）。据此对表2的数据分析，再综合各方资料的估计，贫困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当在2.0上下。  

    

   2．人口流动特征明显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无论贫困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经

济基础的不同，其流动的表现也就有了差别。贫困地区目前人口流动表现为两大特征，一是外出打工

的人较多。由于农业收入与其它行业收益存在着很大差别，同时人口增加使人均土地的减少，贫困地

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60%以上，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贫困地区农民的一项主要经济活动和收入来源。

在这些贫困地区，未成家的年轻人出去打工，成了家的中青年男性也只在农活最忙的下种和收获时在

家，其余时间也多在外打工。据了解，农村男劳力每年外出打工的占90%以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全年

都流动在外。据山西省吕梁地区临县有关人士的估计，该县近60万人口中，大约有10万人在外地打工

或经商。据笔者对临县一个农村的调查，15~19岁的青年有29人，外出打工的就21人，没出去的8人中

还有3人是残疾，但另外5人也都有打工经历，只不过是暂且在家而已。二是人口由山区向平川的流

动。在我们调查的贫困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特色是山区和丘陵占90%以上，居住在山区和条件差的丘

陵区农村的人口由于劳动强度大、收入低、交通不便、偏僻冷静，女孩都要外嫁，男孩娶不到媳妇，

子女上不了学，所以就纷纷向平川地流动，有的举家迁移，有的部分迁移，能带户口迁移的带户口

迁，不能带户口的就住在平川而在山区老家种地。在山西省吕梁地区和忻州市的一些山区农村，有的

已经迁空，有的只剩下老弱人口。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已经成为贫困地区社会变迁的一个特有表现。 

    

   3．人口城镇化程度较低  

    

   人口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大大加

快，贫困地区也不例外。但是，贫困地区由于受经济基础薄弱和产业结构单一的影响，人口城镇化水

平仍然较低。据统计，200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达37.66%，山西省也达35.09%，而贫困地区的忻

州市和吕梁地区分别为26.86%和22.07%，在山西是除传统农业大市运城市之外比重最低的两个市

（地）（见表3）。  

    

   表3 贫困地区城乡人口比重与其他地区的比较（2001年）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全国：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山西：山西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4．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  

    

   贫困地区由于受教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因素影响,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据

“五普”给出的数据，贫困地区6岁以上的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人口接近50%，比全省的平均

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见表4），在一些贫困县这个比例就更大。初中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均明显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  

    

   表4 贫困地区与全省的6岁及6岁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较（2000年）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山西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版第353~372页

计算。  

    

   三、贫困地区人口发展趋势分析  

    

   由于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环境具有特殊性，且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难以达到其他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自然环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贫

困地区人口今后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四个方面：  

    

   1．人口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其理由主要有：第一，贫困地区由于妇女的生育水平仍然较

高，而且多胎生育比重还在10%以上，这就表明生育率的下降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  

    

   这是生育水平能够下降的客观基础；第二，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贫困地区也正在进行着产业

结构的调整，有的地方已经初见成效。同时国家和各级政府还在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投资力

度，这必将会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今后贫困地区生育率的降低，最根本的就是要

依靠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第三，据测算，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规律的作用下，21世纪前15年是生育

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的比重较低时期，人口的出生量将会进一步下降，这就会直接影响到人



口的增长速度。第四，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已向以人为本、为育龄人群提供更周到的优质服务转移，这

将会更加满足贫困地区育龄群众生育健康和采取节育措施的需要，从而为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创造

更有利的条件。第五，在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确立和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的形势下，贫困地区人口流

动及与外界交流的增加，都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所以说，今后贫困地区人口增长率的进一步降低是

必然的。  

    

   2．人口的文化素质可能下降。可能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有三：第一，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失学

率较高，其原因一是上学的费用偏高，使一些家庭难以负担，如果孩子不想上学，也就顺水推舟；二

是现在学校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就业实行双向选择，整个社会就业困难，不少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

作又回到了农村，成为上学无用认识的注脚；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活动的自由度很大，外面

的市场也很大，打工的机会相对比较多，外面世界的吸引力也很强，青年人都想及早到外面去闯世

界。所以，许多青少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不再上学而往外跑。第二，贫困地区考到外地上学的学生，

大多不愿回本地工作，而家在外地的毕业生更不愿到贫困地区工作。第三，由于贫困地区人口流出大

大多于流入，而流出的人口中则以青年人为主，以文化素质高的人口为主。所以说，上述这些情况的

长期存在和发展，必然会使贫困地区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进一步降低。这是需要贫困地区重视的大问

题。  

    

   3．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速度将加快，人口老龄化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有可能加剧。一方面，随着人

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贫困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在进入21世纪后加快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外流

人口增多，而外出人口中青壮年人口占多数，绝大部分老年人会留在当地。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贫

困地区的人口老化程度加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贫困地区人口由山区向平川地的迁移，其中也以青

壮年和少年人口为主，老年人大多会留下。这就会造成贫困地区老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极不利于对

老年人口的赡养，应当引起关注。  

    

   4．人口的分布将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加快。 

    

   贫困地区人口的重新分布是正在进行着的一项大的人口革命。其动力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山区

人口自发地向平川地迁移，而平川地也在向城镇迁移；其次是政府对居住在生活条件极差的山区人口

向平川地实施搬迁。目前这两方面的迁移行动都正在进行且在加快，这必将对贫困地区人口的再分布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人口重新分布的过程中，国家的小城镇建设步伐也在加快，两个方面的作

用力都十分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综而观之，由中国社会变迁趋势所决定，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整体上是一个全面优化的发

展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在对待贫困地区人口发展问题上，  

    

   不应偏面认识人口问题，只重视某一方面问题的解决，而应当因势利导，充分利用社会发展的

巨大作用，全面认识和解决贫困地区的人口问题。虽然本文的讨论是以山西省的贫困地区为对象，但

人口发展的许多方面在其他地方的贫困地区也有共性体现。因此，本文的讨论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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