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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人口面临的严峻形势
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严维青　段继业　孙发平

　　【摘要】　认清青海人口形势是研究青海人口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青海小康社会 ,实现青海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前提。本文拟针对青海人口的现状 ,通过与全国人口形势的比较 ,分析青海人口面

临的严峻形势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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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青海人口问题首先必须从青海人口的基本现状出发 ,分析青海人口形势 ,掌握青海人口的发

展规律及其变化趋势。 这是研究青海人口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青海小康社会 ,实现青海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最基本的前提。本文拟针对青海人口的现状 ,通过与全国人口形势的比较 ,分析青海人口面

临的严峻形势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一、青海人口面临的严峻形势

根据青海省统计局公报 , 2003年末全省总人口为 533. 8万人 ,出生率为 16. 94‰ ,自然增长率为

10. 85‰ ,新增育龄妇女 4. 6万人 ,出生性别为 113。 跟全国人口形势相比 ,目前青海人口面临的严峻

形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口数量小 ,但增长快 ,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青海省是全国人口总量最小的省份之一 ,但人口增长快 , 1949年的人口数为 148万人 ,到 2003

年为 533. 8万人 , 54年共增加 385. 8万人 ,增加了 3. 61倍。从 1949年以来进行的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看 ,青海省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见表 1)。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从“四普”至“五

普”全省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4. 5‰ ,人口增长幅度为 16. 1%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3. 8‰和 4. 4%。

表 1　青海省历次人口普查年均增速与全国比较表

普查年份
青　　海 全　　国

人口数 (万人 ) 年平均增长 (% ) 人口数 (万人 ) 年平均增长 (% )

1953 167. 65 59434. 67

1964 214. 56 2. 27 69794. 34 1. 47

1982 389. 57 3. 37 100817. 53 2. 06

1990 445. 69 1. 7 113368. 25 1. 48

2000 518. 16 1. 45 126583 1. 07

　　　　资料来源: 历次人口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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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来看 , 2000年全国的人口出生率为 15. 23‰ ,自然增长率为 8. 7‰ ,

而青海同期的人口出生率为 19. 25‰ ,自然增长率为 13. 10‰ ,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个千

分点以上 ,位居全国第二位 (西藏第一 )。而且近几年来 ,这种差距仍无缩小 (详见表 2)。 2001年 ,青海

省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曾超过西藏 ,而位居全国第一 ( 2001年青海省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

长率分别为 19. 06‰和 12. 62‰ ,而西藏分别为 18. 6‰和 12. 10‰ )。目前 ,全省每年出生人口仍然接

近 10万人 ,年净增人口近 7万。由此可见 ,控制人口数量仍是青海省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面临的一项

重大任务。

表 2　 2000— 2003年青海省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与全国比较表

年份

青　　海 全　　国 差　　距

出生率 (‰ )
自然增长率

(‰ )
出生率 (‰ )

自然增长率

(‰ )
出生率 (‰ )

自然增长率

(‰ )

2000 19. 25 13. 10 15. 23 8. 70 4. 02 4. 40

2001 19. 06 12. 62 13. 38 6. 95 5. 68 5. 67

2002 18. 05 11. 70 12. 86 6. 45 5. 19 5. 25

2003 16. 94 10. 85 12. 40 6. 01 4. 53 4. 75

　　资料来源: 2000— 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报。

(二 )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尤为迅速 ,所占比重上升明显

青海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之一 ,共有 43个民族 ,世居的主要少数民族有藏族、回族、撒拉族、
土族、蒙古族等 5个民族 ;有 6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 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 28个民族乡。解放以来 ,党和

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 ,努力改善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 ,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事

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由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 85. 41万人 ,增加

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235. 83万人。“三普”、“四普”、“五普”少数民族与汉族增长情况对比见表 3。由

此可见 ,全省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高于汉族人口的增长速度 ,如果分民族看 ,增幅最快的

是回族 , 1990年至 2000年 10年间的增幅达到 28. 9%。

表 3　青海省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对比

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 (% ) 汉族人口年均增长率 (% )

1982 3. 48 3. 3

1990 2. 54 1. 12

2000 2. 24 0. 87

　　　　资料来源: “三普”、“四普”、“五普”资料。

与此同时 ,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上升明显。青海省历次人口普查主要民族构成详见表 4。目
前青海省少数民族的比重已跃居全国第 3位 ,仅次于西藏和新疆。 由于少数民族有特殊的生育政策 ,

这必将给青海省的人口控制带来严峻挑战。

表 4　青海省历次人口普查主要民族构成 (% )

普查年份 汉　族 藏　族 回　族 土　族 撒拉族 蒙古族 其　它

1953 49. 05 29. 44 15. 03 3. 18 1. 66 1. 56 0. 08

1964 61. 35 19. 70 13. 05 3. 23 1. 39 1. 16 0. 12

1982 60. 58 19. 35 13. 70 3. 32 1. 57 1. 30 0. 18

1990 57. 90 20. 46 14. 33 3. 65 1. 73 1. 61 0. 32

2000 54. 49 21. 89 15. 89 3. 85 1. 85 1. 71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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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口文化素质低下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根据 2000年青海省每 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文化程度人口数及相关比较表 (见表 5)和分地区

“五普”文盲率对比图 (见图 1) ,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 ,青海省每 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文化程度人口

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反映出青海人

口中 ,普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与全国水平相比差距较大。第二 ,青海 18. 03%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 6. 72% ,甚至高于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15. 88%的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在这一指标上 ,

青海至少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10年以上。第三 ,城乡牧三元社会的人口文化素质差异特别明显。 农村

牧区 ,特别是牧区是青海低文化素质人口的主要分布地区。玉树州 43. 77%的文盲率是西宁市 9. 86%

文盲率的 5倍以上。因此 ,提高青海人口的文化素质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是今后一项长期而

又艰巨的重大任务。

表 5　 2000年青海省每 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文化程度人口数及相关比较

区别 大专以上 高中 (含中专 ) 初　　中 小　　学

全国 3611 11146 33961 35701

青海 3299 10431 21661 30944

　　　　资料来源: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图 1: 分地区“五普”文盲率对比

(四 )人口年龄构成从年轻型逐步向成年型过渡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人口年龄构成较轻

据“五普”结果 ,青海省 0— 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6. 62% ,比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下

降了 4. 13个百分点 ;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4. 33% ,比 1990年“四普”上升了 1. 26个百

分点。 从五次人口普查年龄构成看 ,依照国际通用标准衡量 ,青海省年龄构成已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过

渡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青海人口的年龄构成仍比较轻 ,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全国最低。这

一方面说明青海省尚未进入老龄化地区 ,但另一方面也说明青海省潜在的劳动力人口比重高 ,必将给

全省的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五 )育龄妇女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 ,人口增长的潜在压力大

由于受庞大的育龄人群以及生育高峰、人口基数、增长惯性的影响 ,青海省每年出生人口都在 10

万人左右 ,育龄妇女由 1964年“二普”调查的 49. 6万人增加到 2002年的 146万人 ,育龄妇女占总人

口的比重由 23. 11%增加到 27. 62% ,提高了 4. 51个百分点。另外 ,少数民族有早婚习俗 ,育龄妇女人

数及其比例的增长 ,使青海省的生育基数加大 ,较高的出生率水平仍将持续一段时期 ,人口增长的潜

在压力大 ,这进一步说明青海省控制人口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六 )人口分布极不平衡 ,人口城镇化水平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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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虽然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少的省份之一 , 2000年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为 7. 2人 ,但人口分布

地区差异很大。西宁市和海东地区的土地面积仅占全省总面积的 2. 84% ,却集中了全省 67%的人口 ,

平均每平方公里达 170. 4人 ,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 132人 ;西部 6个自治州的土地面积占全省总

面积的 97. 16% ,而人口只占全省总人口的 33% ,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 2. 4人。

从青海省历次普查城镇人口比重看 ,其城镇人口在不断增加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仅 1990年至

2000年 10年间 ,城镇化水平由 1990年的 27. 35%提高到 2000年的 34. 76% ,提高了 7. 41个百分点。

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 ,“五普”时相差近 2个百分点 ,与广东省相差 20. 24个百分点 ,而且自 2000

年以来 ,这种差距仍在拉大 (详见表 6)。人口城镇化水平低 ,直接影响着城市对区域经济辐射带动作

用的发挥 ,也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表 6　 2000年至 2003年青海省城镇化水平与全国比较

比 较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全　　国 36. 09% 37. 70% 39. 10% 40. 53%

青　　海 34. 76% 36. 32% 37. 70% 38. 18%

差　　距 1. 33% 1. 38% 1. 40% 2. 35%

二、青海人口形势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青海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 ,素有“世界屋脊”、“江河源头”、“中华水塔”之称 ,青海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为世人所关注。 研究青海人口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做到青海人口与资源、

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人口与资源相互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人口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利

用 ,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剧

距今两千多年的公元 2年 ,青海地区的总人口仅 4. 6万人 ;两千年后 ,人口数量增长了 100多倍。

但青海的耕地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 0. 8% ,可利用草场占 46. 3% ,有林面积占 0. 26% ,有鱼水面积

占 1. 46% ,四项之和尚不到全省总面积的 50% 。在全省土地中 ,不适宜农林牧的土地占全省土地总面

积的 28% ,若加上 4等草地面积 ,约占土地面积的 38%。 在可利用土地中 ,受中度和严重限制的土地

面积达 97. 6% ,宜农土地仅占土地面积的 2% ,人均耕地和人地矛盾与我国东部地区相差无几。目前 ,

生活着 300多万人的湟水流域人均占有水资源仅有 1000多立方米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 /3,森林

覆盖率仅为 2. 5%。全省中度以上退化草地面积达 833万公顷 ,荒漠化草地面积达 113万公顷 ,“黑土

滩”面积达 200万公顷 ,而且每年仍以 2. 2%的速度逐年递增 ,这是人口增长过快导致资源过度开发

利用的一个典型表现。

(二 )人口与环境相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人口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青海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大气的演化和青藏高原的地质变化所导致的

环境变迁 ,如干旱导致冰川萎缩、湖泊消失、江河断流和沙漠化 ;另一类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 ,如开垦

荒地草原导致的荒漠化、过度放牧导致的草场退化、采伐滥挖导致的水土流失、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

的水气污染 ,等等。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 ,近一两个世纪以来青海境内生物资源的利用量激增 ,消失速

度越来越快。 不但大量的珍贵动植物资源减少、退缩乃至彻底消失 ,而且连普通的植物如薪炭林也越

来越少 ,植物滋生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类的需要 ,从而丧失了自我再生能力 ,导致青海的山头白化、绿

地沙化。河湟地区、环湖地区、柴达木地区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就整个青海来说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

破坏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农耕和垦殖引起的水土流失 ;过度砍伐和滥捕造成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过

牧超载造成的草场退化 ;狩猎、采集、采挖 (主要是黄金和虫草 )导致的生态破坏 ;挖掘树根草根当燃料

造成的植被破坏 ;过度用水造成的生态失衡 ;交通与城乡建设对环境的破坏。这七个方面的问题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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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人口增长压力有关 ,是人们为了缓解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而不得已采取的行为。这些行为所

带来的生态环境恶果现在已经被人们意识到了 ,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这样的局

面恐怕只能继续恶化。

目前 ,河湟地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75% ,而面积仅占全省的 5%左右。 在 5%的面积上生活着

近 400万人口 ,而且每年仍以近 5万人的速度在增长 ,人多造成的各种污染增多 ,再加上防治不力 ,势

必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近几年来 ,工业的快速发展 ,使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烟尘等排

放到大气中。青海省 2000年废气排放量为 607. 37亿标立方米 ,而净化率只有 0. 47% ,严重破坏了大

气环境。另据统计 ,每年排入湟水流域的污水量已近亿吨。再据有关部门检测 ,西宁市生活噪音、交通

噪音和工业噪音均超标 ,噪音污染严重。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人口数量的庞大

造成的。

(三 )人口与经济相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人口增长过快必然延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根据人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人口每增长 1% ,至少需要经济增长 3%才能维持现有生活水平。我

国目前每年要拿出 20%的新增 GDP来供养新增的人口。从青海来看 , 1985年与 2000年相比 ,青海人

均 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 45元拉大到 1991元 ;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 1985年比

全国高 64元变为 2003年低 1740元 ;“七五”末 ,青海的人均 GDP在全国排列第 14位 ,“八五”末退为

19位 ,到“九五”末进一步退到第 21位。这种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虽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应该说人口增

长过快是制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青海人口过快增长必然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青海 ,人口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问题 ,但这还不是惟一的问题 ,人口的

过快增长 ,还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引发了许多新的矛盾。

1、就业问题

历史上的青海 ,广大的农村牧区地广人稀 ,城市极不发达 ,因而基本不存在失业问题。 今天 ,青海

的总人口数和国内其它地区相比仍然很低 ,但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一点也不低 , 2003年的登记失业

率为 3. 6% ,城镇约有 5万人左右将无业可就 ,另外农村牧区有 6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问题

已经成为影响全局的大问题。特别是大量的刚刚从农村和牧区走进城市的进城农牧民 ,其中有许多人

身无一技之长 ,一旦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 ,对家庭和社会都将带来威胁。

2、文教问题

人口的过快增长必然阻碍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青海的社会事业发展不但滞后内地发达

地区 ,与本地经济发展相比 ,也是滞后的。按照《 2004年中国社会蓝皮书》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4)的分析 , 2002年青海综合指数排名第 21名 ,但涉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社会方面的指标

排名都靠后 ,分别列第 27、 29名。近几年 ,青海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 ,但 GDP的增长并没

有带来社会事业的繁荣 ,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成就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抵消了。照此下去 ,人口如

果得不到有效控制 ,青海在社会事业的投入上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只能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缓慢前

进 ,从而陷在经济与社会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
3、财政问题

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财政负担加重、政治运行成本提高。青海省是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最高的

地区之一 , 2001年达到 21∶ 1。 比之 1952年 ,青海总人口增加了 2. 24倍 ,而财政负担人口却增加了

20. 08倍。财政长期疲于“保吃饭” ,几乎拿不出钱来搞建设。虽然财政负担和人口总量的增长没有必

然的联系 ,但存在间接的关系 ,就是: 人口总量增加——就业压力增大——财政供养人口增加。 所以 ,

要解决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 ,固然需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 ,但控制人口增长也十分重要。

4、稳定问题

人口的快速增长还可能给社会秩序造成麻烦 ,比如导致犯罪增加。 大量的人缺乏必要的劳动岗

位 ,社会上的无业闲散人员越来越多 ,客观上就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人口快速增长还有可能给

民族关系带来威胁 ,因为人口越多 ,人均资源越有限 ,争夺生存空间的逐利行为必然 (下转第 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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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概括或所有特殊的个体对象的严格等价物。后者

不能使我们对世界发表任何看法 ,而前者可以这样理

解: 如 “人类”这个词包括这样的概念:人活到从一分钟

至一百岁这一时期的任何时候。尽管有些人一生下来就

死了 ,也有些人活到 110岁 ,但是这个词包含的概念并

不因此而无效 ;统计的平均数不会以与统计研究的类中

包含的特殊个体的变化相同的比例而变化 ,统计描述这

个概念包含着共用词的相对持久性。 此外 ,虽然理性不

能跟上变化的世界 ,但是 ,“无论我怎样努力 ,我自己也

看不出一种与变化的世界并驾齐驱的认识的优点。如果

我们对一棵树的认识能够并且确实从某一精确时刻到

另一精确时刻随着那棵树的每一细小变化而变化 ,那么

我们就会像做噩梦一样 ,比《项狄传》中的项狄更加迷惑

不解并且更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生活包括这样的

认识 ,那么生活不但十分沉重 ,甚至是不可能。我们不能

生活 ,因为我们甚至不能开始生活。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

无限延续的 ,我们也许可以生活 ,但是无论我们的精神

在我们的肉体化为灰烬后可能做什么 ,任何人都认为我

们的生命总是有限的。” [24]总之 ,“无论哪种方式 ,认识都

不能逃避逻辑 ;它可能包含不同的逻辑种类或不同的逻

辑系统 ,但是没有某种逻辑或某个逻辑系统 ,认识就不

能发展。” [22]

总之 ,逻辑与哲学、生活、认识是血与肉的关系。 逻

辑的工具性所体现的“惟精惟一、片面精深、穷推极演”

的品质正好是哲学、生活、认识中不可或缺的。金先生对

“器”与“道”相融的认识可谓朴实而深刻。现今学界对此

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形式。有学者认为不妨开展逻辑社会

学研究 ,因为社会的规范化、有序化的深层底蕴是社会

的理性化 ,而逻辑正是人类理性的最重要的支柱学科之

一。 逻辑学既是一门工具性学科 ,又是支撑人类理性思

维大厦的基础性学科 [25]。 也有学者主张 “东土学术汲养

必待逻辑化入吾人血脉而后大补” [26]。笔者认为 ,西学之

本在“逻辑” ,随着逻辑语用学和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形

式理性、非形式逻辑理论、逻辑教育等等研究的深入和

开展 ,“中西对话”不仅在“标”层面对话 ,更会在“本”层

面对话 (事实上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 如此 ,逻辑学定会

在中国发扬光大。

【注释】

[ 1]张建军 . 真正重视“逻先生”—— 简论逻辑学的三重

学科性质 [N ]. 人民日报 , 2002— 01— 12.

[2 ] [ 3] [4 ] [ 5] [6 ] [7 ] [ 8] [9 ] [ 10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 20 ] [ 21 ] [22] [23] [24]金岳霖著 ,

扬书澜编 . 金岳霖学术文化随笔 [M ]. 中国青年出

版社 , 2000. 228— 229、 279、 285— 289、 273— 274、

241— 242、 242、 253、 253— 254、 202— 203、 205、 206、

207、 210、 214、 211、 212— 213、 215、 215、 218、 221、 222、

222、 226.

[ 25 ]张建军 . 关于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构想 [ J]. 哲

学动态 , 1997, ( 7) .

[ 26 ]冯胜利 . 从人本到逻辑的学术转型—— 中国学术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抉择 [ J] . 社会科学论坛 , 200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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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1页 )越来越普通 ,客观上可能会引发民族矛盾。

可见 ,人口过快增长 ,直接导致的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出现障碍 ,人的生存和发展变得越来越

难 ,由此将必然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 ,人口问题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结　论

长期以来 ,由于青海地广人稀 ,许多人认为青海不存在人口问题。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把青海作为
人口迁入的理想之地。一部青海史 ,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口迁移史。然而 ,历史发展到今天 ,青海不

仅出现了人口问题 ,而且形势比较严峻 ,已成为制约青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高

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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