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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人口变迁与民族发展

钱　 程

摘要： 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省、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 ２０１０ 年这三个省、 自治区达斡尔族总人口占全国达斡

尔族总人口的 ９２ ４８％ 。 达斡尔族人口分布的变迁呈现既有稳定性又

有活跃性的态势， 由聚居地方向外扩散、 散居分布较广， 达斡尔族

人口分布与聚居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受教育程度、 职业分布都有一

定的关系。
关键词： 达斡尔族　 人口分布　 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 钱程，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 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 达斡尔族人口发

生了很大的变迁， 一个民族的人口变化与民族经济、 社会、 文化发展有着密

切的联系。 本文从达斡尔族人口地域分布、 人口受教育程度、 人口的职业状

况、 人口的城镇化等几个方面来阐述达斡尔族人口变迁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发

展状况。

一　 达斡尔族人口地域分布更广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达斡尔族总人口为

１３１９９２ 人。 １９８２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达斡尔族总人口增长了 ３７８６６ 人，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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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 ４０ ２３％ 。 增长趋势由快速增长转变为缓慢增长， 现已出现下降

趋势。

表 １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０ 年四次人口普查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达斡尔族人口分布情况

单位： 人

年 度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内蒙古自治区 ５８６２８ ７１４８４ ７７１８８ ７６２５５
黑龙江省 ３０２４６ ４２３１９ ４３６０８ ４０２７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４３５９ ５４０５ ５５４１ ５５３６
辽宁省 １８２ ５２６ １２８２ １８５８
北京市 ２１３ ３１３ ８５３ ２０４３
河北省 ６０ ２３５ ７０５ ９６２
山东省 ２３ １４３ ５４１ ９６０
吉林省 １１８ ３９１ ４９０ ５８７
天津市 ５４ １２７ ３５３ ６２９
上海市 １６ ２８ １７２ ４４９
广东省 １ ８ １５８ ４１１
云南省 ５ ９ １５２ ２９４
河南省 ３３ １２５ １４４ １２２
贵州省 ０ ７ １２０ ３２
湖南省 ０ ３ １１６ ３９
甘肃省 １０ ５２ １１５ ９５
江苏省 ９ ４８ １０３ ２８３
安徽省 １８ ２６ ９３ ７７
山西省 ２０ ３２ ９２ ８５
陕西省 ２０ ２９ ７５ ９３
四川省 ３２ ４１ ７３ １２４
浙江省 １２ ２２ ６９ ２０４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４０ ２０ ６０ ８３
海南省 ０ ５ ５５ ５８
江西省 ７ １３ ５２ ５７
青海省 １２ １９ ４７ ２６
重庆市 — ４ ４７ １１８
湖北省 ８ １９ ３７ ９２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 ６ ２６ ４２
福建省 ０ ４ ２４ ９６
西藏自治区 ０ ０ ３ ５
合计 ９４１２６ １２１４６３ １３２３９４ １３１９９２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８８）、 《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３）、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３）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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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１９８２ 年全国有 ６ 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没有达斡尔

族人口， 到 １９９０ 年全国只有西藏自治区没有达斡尔族人口， １９８２ 年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 达斡尔族人口增加了 ２７３３７ 人， 同比增长 ２９ ０４％ ； １９９０ 年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 人数增加了 １０９３１ 人， 同比增长 ８ ９％ 。 从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看， 全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都分布有达斡尔族人口；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０ 年达斡尔族人口减少 ４０２ 人， 同比下降 ０ ３％ 。 ２０１０ 年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达斡尔族传统聚居区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

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达斡尔族人口虽有所减少， 但仍然是达斡尔族人口分

布最多的地区， 占达斡尔族总人口的 ９１％ 。 达斡尔族人口在 ２０００ 人以下

１００ 人以上的有 １４ 个省和直辖市， 分别是北京市、 辽宁省、 河北省、 山东

省、 吉林省、 天津市、 上海市、 广东省、 云南省、 河南省、 江苏省、 四川

省、 浙江省和重庆市； 达斡尔族人口最少的是西藏自治区， 人数为 ５ 人； 其

余省份为 １００ 人以下 １０ 人以上。 在我国 ２８７４ 个区、 县 （市） 当中， ２０００
年有 １１９２ 个区、 县 （市） 有达斡尔族人口分布， 在 ２０１０ 年有 １７９５ 个区、
县 （市） 有达斡尔族人口分布， 占全国区、 县 （市） 的 ６２ ４％ 。 经济社会

较发达的北京、 天津、 上海、 广东、 江苏、 浙江、 重庆、 福建等省、 直辖

市， 达斡尔族人口增长幅度较大。

二　 达斡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

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１９９０ 年达斡尔族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 半文

盲人口是 ７８０６ 人， 占同龄人的 １０ ０３％ ； ２０１０ 年达斡尔族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

中文盲、 半文盲人口是 ９４７ 人， 占同龄人的 ０ ８７％ （见表 ２）。 ２０ 年间下降

了 ９ １６ 个百分点。 １９９０ 年达斡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为高中 １１８０６ 人、 中专

４０７６ 人、 大专 ２３８０ 人、 大学本科 １４２９ 人， 到 ２０１０ 年达斡尔族人口受教育

程度为高中 ２１７６７ 人、 大专 １１８０７ 人、 大学本科 ９１３２ 人、 研究生 ６７８ 人，
受中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和比重都有较大的增加。

达斡尔族历来重视文化教育， 其受教育程度始终排在全国少数民族前

列。 １９８２ 年， 达斡尔族人口高中学历占 １０ ５３％ ， ２０１０ 年占 １７ ８５％ ， 增长

了 ７ ３２ 个百分点。 １９８２ 年大学以上学历的达斡尔族人口占 １ ５８％ ， 高出同

时期全国 ０ ９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７ １７％ ， 增长了 １５ ５９ 个百分点， 高

出同时期全国 ７ ９８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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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全国和达斡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比重比较

单位： ％

文化程度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达斡

尔族
全国

达斡

尔族
全国

达斡

尔族
全国

达斡

尔族
全国

文盲、半文盲 １７ ８２ ３１ ８７ １０ ０３ １５ ８８ ３ ６７ ６ ７２ ０ ８７ ４ ０８

小学 ３３ １７ ３５ ３７ ４２ ３ ５２ ２４ ３０ ９７ ３８ １８ ２０ ９９ ２８ ７４

初中 ２３ ５３ １７ ７５ ２６ ８４ ３３ ３７ ３９ ７４ ３６ ５１ ４２ ２６ ４１ ７

高中 １０ ５３ ６ ６３ １３ ０９ １１ ３９ １７ ９６ １１ ９５ １７ ８５ １５ ０２

大学 １ ５８ ０ ６ ３ １４ ２ ０ ７ ５１ ３ ７２ １７ １７ ９ １９

　 　 说明： １９８２ 年文盲、 半文盲比重为 １２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文盲、 半文盲比重

为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一卷）、 《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 制作。

三　 达斡尔族就业人口的职业、 行业稳中有变

１９８２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达斡尔族人口职业分布数据显示， 全国达斡尔

族农、 林、 牧、 渔业劳动者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４５ ４６％ ， 工业就业

人数占就业人口的 １２％ ， 流通部门就业的人数占就业人口的 １１％ ， 生产生

活教育文体服务部门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１３％ ， 社会公共服务部门

中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 ９ ７％ 。 １９９０ 年， 农、 林、 牧、 渔业劳动者就业人口

的比重略低于三普， 工业中就业的人口比重比三普时上升 １ ８ 个百分点， 流

通部门比三普时仅仅高出 ０ ４ 个百分点， 生产生活教育文体服务行业下降了

１ 个百分点， 社会公共服务部门中就业的人口与三普时几乎相等。 ２０００ 年，
达斡尔族人口农、 林、 牧、 渔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５２ １９％ ， 国家

机关、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８ ２％ ， 批发零售贸

易和餐饮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７ ８％ ， 教育、 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

电视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７ ５％ ， 相比较前两次的行业比重， 除第一

产业外， 达斡尔族人口就业的结构已发生变化。 ２０１０ 年， 达斡尔族人口农、
林、 牧、 渔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５１ ５５％ ， 下降了 ０ ６４ 个百分点，
居全国达斡尔族总就业人口第一，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

人口的 ８ ０％ ， 从事教育行业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６ ２％ ， 批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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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６ １％ 。 从第五次、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来看， 近 ２０ 年达斡尔族人口就业结构趋于稳定， 没有明显的变化。
１９８２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比从

５ ５７％下降到 ２ ３９％ ， 专业技术人员在 １３ ６７％ ～ １６ ４％区间内， 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从 ５ ８２％增加到 ８ ５６％ ， 生产、 运输及有关工人占比从 １８ ３５％
明显下降到 １０ ４３％ （见表 ３）。 １９８２ 年， 农牧林渔劳动者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是生产、 运输及有关工人， 专业技术人员居第三位。 １９９０ 年第四次人

口普查时，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所占比重

都有所增长， 但是增长的幅度不大。 ２０００ 年， 农牧林渔劳动者的比重大幅

度上升， 生产、 运输及有关工人比重减小。 ２０１０ 年， 除农牧林渔劳动者外，
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占较大比重。

表 ３　 历次人口普查达斡尔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比重情况

单位： ％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

负责人

专业技术

人员

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

商业、
服务业人员

农牧林渔

劳动者

生产、运输及

有关工人

１９８２ 年 ５ ５７ １６ ４ ５ ８２ ７ ７８ ４５ ４６ １８ ３５

１９９０ 年 ５ １２ １７ ０２ ６ ４５ ９ ４５ ４５ １７ １６ ４２

２０００ 年 ３ ６８ １３ ２３ ７ ９６ １０ ７３ ５２ １９ １２ １

２０１０ 年 ２ ３９ １３ ６７ ８ ５６ １３ ２７ ５１ ５５ １０ ４３

　 　 说明：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达斡尔族职业人口属于长表， 长表为抽样数据。
资料来源：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四　 达斡尔族城镇人口发展较快

从实行改革开放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

济社会的发展， 达斡尔族城镇人口增长较快， 是达斡尔族人口数量增长最快

的时期， 也是达斡尔族人口主要聚居地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之前， 我国的城镇化得到全面推进， 这一时期达斡尔族人

口缓慢增长， 人口流动缓慢。 在城镇化进程中，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

散居化的趋势。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达斡尔族人口分布将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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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也将更加紧密。① 在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达斡尔族人

口已分布于全国各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 尽管达斡尔族总人口呈下降趋势，
但也从侧面说明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从传统聚居地区流出， 分散到全国各地，
从而使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散居化趋势进一步增强。

达斡尔族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 １９８２ 年达斡尔族城镇

人口仅占达斡尔族总人口的 ６ １８％ ， 低于当时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２１ １３％的比重。 １９９０ 年， 达斡尔族城镇人口占比已达到 ５７ ６８％ ， 高于同

期全国城镇人口和少数民族城镇人口 ２６ ４１％ 和 １６ ３６％ 的比重， 在全国各

民族中排第四位。 ２０００ 年， 达斡尔族城镇人口占比为 ５２ ２５％ ， 高于同期全

国城镇人口和少数民族城镇人口 ３６ ２２％ 和 ２３ ３５％ 的比重， 在全国各民族

中排第六位。 ２０１０ 年， 达斡尔族城镇人口占比为 ５７ ５８％ ， 高于同期全国城

镇人口和少数民族城镇人口 ５２ １％和 ３２ ８４％的比重， 在全国各民族中排第

八位， 已经成为我国 ５６ 个民族当中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达斡尔族人口的变迁呈现既有稳定性又有活跃性

的态势。 达斡尔族绝大多数人口分布于达斡尔族聚居地方所在的内蒙古自治

区、 黑龙江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较大规模的聚居体现了达斡尔族人口仍

稳定地分布在原聚居地方； 达斡尔族人口多以农牧林渔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来

源， 达斡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呈稳定增长趋势， 体现了达斡尔族人口变迁的

稳定性。 达斡尔族人口由聚居地方向外扩散、 散居分布较广； 达斡尔族人口

向第三产业转换的人口数量增长较快， 体现了达斡尔族人口变迁的活跃性。

Ｄａｕｒ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ｉａｎ Ｃ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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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Ｄａｕ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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