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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1 
 

李建新、常庆玲2 

 

摘要：基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及其他数据，本文从动态结构视角对新疆以及维吾尔、

汉、哈萨克、回族这四个主要民族的人口现状及变化特征进行了描述分析。主要研究发现：在人

口总量上，新疆人口总体处于增长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其中，新疆汉族以迁移增长为主，而

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仍以自然增长为主；在人口结构方面，无论是自然结构还是社

会经济结构，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在人口分布方面，汉族人口主

要集中在城镇且分布相对均衡，而少数民族人口多居住在乡村，且呈现明显的聚居性，民族之间

存在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新疆各民族人口发展的差异及不平衡性依旧存

在。新时期充分认识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发展特点、差异及不平衡的现实，将为我们落实好新疆

工作会议精神打下必要的基础。 

关键词：新疆人口；主要民族； 数量与结构；发展差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部边陲，区土面积为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

的六分之一，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是我国边界线最长、比邻国家最多的省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宗教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新疆不仅是我国西北战略要地，而且还是我国

向西开放复兴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新疆的稳定发展大势一直是各届中央政府关注的重大问

题。2014 年 5 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会议一方面全面总结了 2010 年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以来的工作，科学分析了新疆形势；另一方面，明确了新疆工作今后的重点和主攻方向。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为今后新疆发展指明了方向，新疆的稳定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发展，关系

到各民族共同繁荣。在诸多相关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中，新疆各主要民族的人口现状及未来变化趋

势无疑是影响社会稳定、均衡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因此，在当前新疆的社会局势下，很有必要深

入了解新疆人口现阶段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趋势。基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其他数据，本文

即尝试从动态结构的视角对新疆人口及各主要民族人口现状及变化趋势进行多方面的描述分析。 

 

                                                        
1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 3 期，第 22-36 页。 
2 作者：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常庆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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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人口及各主要民族人口总量变化 
 

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新疆人口 2181.58 万，其中汉族人口 882.99 万，所占

比重为 40.47%，少数民族人口 1298.59 万，所占比重为 59.63%。2013 年年鉴数据显示，新疆人

口为 2232.78 万，其中，汉族人口 847.29 万，所占比重为 37.95%，少数民族人口 1385.49,万，所

占比重为 62.05%。新疆总人口呈不断增加趋势，但其增长速度已经渐趋放缓。人口年均增长率

从 1990 年的 1.9%下降至 2010 年的 1.65%。 

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转变的自然变化趋势来看（见图 1），20 世纪 80 年代，新疆人口的自

然增长率变化趋势与出生率曲线高度一致，且变化幅度较大，而死亡率变化曲线则相对平缓，这

说明了新疆的出生率的变化是自然增长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新疆人口的出生率先后

经历了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平缓下降，再到 80 年代后期的反弹，并在 1990 年达到了出生率的

高峰，在此之后，出生率一直处于持续稳步的下降趋势，其中，1991~1995 年出生率的下降幅度

更大更为明显，其后下降速度有所变缓。从具体数值上也可大体看出这一趋势变化，出生率从

1980 年的 21.28‰下降到 1985 年的 19.8‰，继而回升到 1990 年的 26.41‰，之后开始了持续下

降，2000 年下降至 17.57‰。但 2000 年以后新疆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减缓，基本在 15‰左右徘

徊，2012 年仍为 15.85‰。与此同时，新疆死亡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变化幅度较小，近十年来一直

保持在 5‰。因此，新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一直徘徊在 10‰左右。 

与全国或是西北其他四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相比，新疆人口的出生率、自然增长

率较高。近几年来，全国的出生率维持在 12‰左右，自然增长率一直稳定在 5‰。在西北这五个

省份中，新疆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最高，而且下降速度较慢。其中，新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

10.56‰，而西北其他四个省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均低于 10‰。如果仅从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

这一人口动态的指标来判断的话，可认为新疆人口仍处在基本完成转变的初级阶段，比全国和西

北其他省份人口的转变步调要慢些，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当于全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水平，人口再

生产刚刚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 
 

图 1  新疆主要年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 1955 年成立，成立时确认了新疆 13 个世居民族，之后由于各民族的迁

移、流动，新疆的少数民族个数也不断增加，到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疆民族个数

已增加至 55 个，成了名副其实的多民族聚集的自治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新疆 13 个世居民

族即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

满、达斡尔族的人口总数分别为 1000.13 万、882.99 万、141.83 万、98.3 万、15.63 万、18.05 万、

3.44 万、0.85 万、4.73 万、1.01 万、0.32 万、1.87 万、0.55 万，共计为 2169.7；13 个世居民族

占全疆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45.84%、40.47%、6.5%、4.51%、0.72%、0.83%、0.16%、0.04%、

0.22%、0.05%、0.01%、0.09%、0.03%，合计为 99.50%。其中，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族人

口占全疆总人口的合计比例为 97.32%，构成了新疆人口的绝对主体。而在少数民族人口中，维

吾尔、哈萨克、回族人口数占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分别是 77.02%、10.92%、7.57%，合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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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95.51%，成为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主体。根据 2013 年新疆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截至到 2012

年底新疆的 13 个世居民族中有四个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民族，分别是维吾尔、汉、哈萨克、回

族，可以说这四个民族为新疆的主要民族，接下来，本文主要对这四个民族的人口现状及变化特

征进行描述分析，并兼顾其他民族的状况。 

从人口数量方面观察，新疆这四个主要民族的人口绝对数都在增长，但通过年平均增长率的

变化可看到，人口增长的速度有所变缓。根据六普数据，新疆汉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变化幅度较

大，从 1990~2000 年的 2.16%下降至 2000~2010 年的 1.97%，后十年间汉族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

最高，达 1.97%。从 2000 年至 2010 年，新疆维吾尔族与回族人口的增长率均保持在 1.6%左右，

而哈萨克族人口的增长率不足 1%。从新疆人口的民族构成来看，近二十年内，汉族所占的比例

呈微弱上升趋势，而维吾尔、哈萨克、回族人口占全疆的比例略有所下降。事实上，新疆汉族人

口的增长主要与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人口迁移增长有关。主要依据有三：其一，通过年鉴数据与

普查数据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见表 2），若使用年鉴统计口径的数据，汉族人口在近十年的年均

增长率仅为 1.38%，低于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幅度。由于年鉴数据未包括流动

人口这一部分，因此可较准确地反映汉族人口自然变化情况。其二，通过下文汉族人口年龄结构

的变化分析，可直观明晰地看出，汉族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的现象远比其他少数民族严重，这主

要是由新疆汉族人口较低的生育率所致。其三，以汉族为主体兵团人口的变化也可间接证实了这

一点。根据六普数据，2010 年新疆兵团总人口为 260.72 万，占新疆总人口的比重为 12%，其中

汉族人口为 222.98 万，占新疆汉族人口的 25%，占兵团人口的 85.56%，构成了新疆兵团的绝对

主体（胡海晨，2013）。2012 年，新疆兵团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分别为 5.67‰和 5.62‰，接近

零增长。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特别是新世纪之后，新疆兵团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特别是近些年

人口自然增长几近于停滞。所以，近十年来新疆汉族人口数量的增加主要与迁移性人口有关。 
 

      表 1.  新疆主要年份人口变化    （单位：万人，%） 

年份 全疆 少数民族 占全疆人口比重 

1990 1529.16 944.95 61.80 

2000 1849.40 1124.32 60.79 

2010 2181.58 1298.59 59.53 

1990~2000 年均增长 1.9 1.74  

2000~2010 年均增长* 1.65 1.44  

1990~2000 年均增长** 1.90 1.64  

2000~2010 年均增长** 1.57 1.70  

*根据普查数据计算出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根据年鉴数据计算出的人口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新疆统计年鉴 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表 2.  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变化       （单位：万人，%） 

年份 汉族 
占全疆 

比重 
维吾尔族 

占全疆 

比重 
哈萨克族 

占全疆 

比重 
回族 

占全疆 

比重 

1990 584.21 38.20 724.95 47.41 116.13 7.59 70.37 4.60 

2000 725.08 39.21 852.33 46.09 131.87 7.13 83.93 4.54 

2010 882.99 40.47 1000.13 45.84 141.83 6.50 98.3 4.51 

1990~2000 年均增长* 2.16  1.62  1.27  1.76  

2000~2010 年均增长* 1.97  1.60  0.73  1.58  

1990~2000 年均增长** 2.33  1.62  1.46  1.97  

2000~2010 年均增长** 1.38  1.77  1.37  1.59  

*根据普查数据计算出的人口平均增长率。 

**根据年鉴数据计算出的人口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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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

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新

疆统计年鉴 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二、新疆人口自然结构特征 

 

1、新疆人口年龄结构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界定，0~14 岁少年人口比例在 30%以下，65 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口比例在 7%以上，老少比（65 岁及以上人口与 0~14 岁人口数之比）在 30%以上，年

龄中位数在 30 岁以上，符合这四项指标标准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根据 2010 年六普数据，新疆

人口 0~14 岁所占比例为 20.45%，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6.48%，老少比为 31.68%，年龄中位

数为 32.1 岁，按照上述的判断标准，即可认为新疆的人口结构大体上为老年型。纵向来看，新

疆人口老龄化的动态趋势也较为明显，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从 1990 年的 3.91%上升至 2010

年的 6.48%，接近国际老龄化标准 7%（见表 3）。此外，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变化也直观地表明了

新疆人口渐趋老龄化的过程，塔底的低龄组人口比例明显减少，而与此同时，塔顶的高龄组人口

比重在逐渐增加（见图 3）。 

与全国相比，新疆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2010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

例为 8.87%，0~14 岁少年人口的比重为 16.60%，均已达到国际老龄化标准。在西北五省中，如

果单从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这一指标来看，新疆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是这五个省份中最轻的。相较于

陕西、甘肃等省份，新疆人口的老年人口比例较低，同时少年人口比重较大。也就是说，在短期

内，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会受到老龄化趋势的较大影响。 

在新疆各主要民族中，新疆汉族的老龄化现象尤为严重，2010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

接近 9%，与此同时，低年龄组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0~14 岁组所占比重仅为 13.49%，老少比

高达 66.13%，年龄中位数也较高，为 38.2 岁。近二十年来，新疆汉族人口的生育水平急剧下降，

这主要表现为金字塔塔底非常明显的收缩现象，这也是它相较于其他三大少数民族人口的最大区

别（见图 4、图 5）。2010 年普查中汉族总人口 875 万，占全区的 40.1%，但在全区 0~14 岁人口

中，汉族人口为 119 万，仅占全区的 26.7%；0~4 岁下降至 21.1%，而 0 岁组更是下降至 17.4%，

呈迅速萎缩态势。显然，新疆汉族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缩减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不过，从

总抚养比系数来看，新疆汉族人口的抚养负担在这四个民族中是最低的，这与外来汉族迁移人口

增加有关。事实上，外来流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疆汉族低生育率与高老龄化程度所造成

的劳动力不足。 

相较于新疆汉族，维吾尔、哈萨克族这两大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0 年 0~14

岁人口所占比例为 24%~26%，而 65 岁人口的比例保持在 4%~5%，总的人口抚养比都在 40%左

右的水平，金字塔形状也呈现典型的塔顶尖塔底宽特点。与此同时，二十年来，维吾尔、哈萨克

族人口也有明显的老龄化趋势。少年儿童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35%~45%下降至 2010 年的

20%~25%，而老年人口比例从 1990 年的 2%~5%上升至 2010 年的 4%~6%，老少比也从 1990 年

的 6%~12%增长至 2010 年的 15%~30%。当前维吾尔、哈萨克族人口类型虽已经由 20 年前典型

的快速增长型人口转向了稳定增长型，并呈现老龄化趋势，但与新疆汉族人口相比，维吾尔、哈

萨克族人口增长潜力很大，如总人口中维吾尔、哈萨克族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 45.8%和 6.5%，而

在 0 岁组总人口中，二者所占比重分别为 66.2%和 8.9%，大大超过了其总人口中的比重。相对于

维吾尔和哈萨克族，回族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要高，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达 6.12%，接近于 7%

的国际标准，而少年人口的比重为 20.41%，老少比也已达到 30%的分界线。从金字塔的形状来

看，回族人口也表现出不同于维吾尔、哈萨克族的独特性，即人口金字塔塔底收缩现象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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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接近于新疆汉族老化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回族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程度居于汉族和维吾

尔、哈萨克族之间，其人口结构类型基本为成熟型，但有向收缩型变化的趋向（见图 4、图 5）。 

 

表 3.  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变化（%） 

民族 
0~14 岁 65 岁及以上 总抚养比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新疆 33.05 27.27 20.45 3.91 4.67 6.48 58.63 46.93 36.86 

汉族 22.27 20.03 13.49 3.18 4.94 8.92 34.14 33.28 28.88 

少数民族 39.54 32.21 25.19 4.35 4.48 4.82 78.22 57.95 42.88 

维吾尔族 39.45 33.09 25.99 4.78 4.63 4.82 79.31 60.57 44.52 

哈萨克族 42.95 30.84 24.12 2.64 2.91 3.79 83.79 50.94 38.71 

回族 35.39 27.03 20.41 3.26 4.33 6.12 63.00 45.69 36.11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

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图 3.  1990、2010 年新疆人口金字塔 

 

 

 

 

 

 

 

 

 

图 4.  1990 年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金字塔 

 

图 5.  2010 年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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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人口性别结构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新疆男性人口 1127.01 万，女性人口 1054.57 万，占全疆人口

的比例分别为 51.66%、48.34%，全疆人口的性别比为 106.87（见表 4）。近二十年来，全疆人口

性别比浮动较小，一直维持在 106~107 左右，较为稳定。分民族来看，汉族人口的性别比明显高

于其他三个少数民族与全疆平均水平，这与汉族人口较高的出生性别比和迁移人口有关。 

2010 年新疆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106.54，属于正常水平，大大低于全国 119 的平均水平。

分民族来看，相较于维吾尔、哈萨克、回族这三大少数民族，汉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有

逐年升高的趋势，这与汉族较为明显的男孩偏好有关。不过尽管如此，新疆汉族人口的出生性别

比仍大大低于内地汉族人口的平均水平。相对来说，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属正常且

稳定，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男性偏好较弱，基本上不存在性别选择。 
 

表 4.  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性别比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全疆 106.67 104.63 107.24 106.65 106.87 106.54 

汉族 110.31 107.60 112.92 109.67 112.48 110.76 

维吾尔族 104.43 103.43 103.45 104.49 102.57 105.29 

哈萨克族 104.91 106.02 102.85 105.07 104.73 105.12 

回族 105.18 106.61 105.52 117.26 106.11 98.79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

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三、新疆人口社会经济构成状况 
 

1、新疆人口教育结构 

2010 年普查数据显示（见图 5），新疆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人口为多，所

占比例高达 75.65%。高中及本科学历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为 24.6%。与全国相比，新疆低层次文

化程度的比重较高，高层次文化程度的比重较低。但与西北其他四省相比，新疆的教育水平属于

较高行列，仅次于陕西省。纵向来看，近二十年来，新疆人口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2010 年

小学及以下的比例首次降至 50%以下，初高中比例逐渐升高，尤其是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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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历人数和比例增加明显。 

 

图 6.   新疆主要年份人口的文化程度 

 

 

 

 

 

 

分民族来看（图 6），新疆汉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其他三大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程

度相对较低。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层次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的占比。2010 年六普

数据显示，新疆汉族人口中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的比例为 37.55%，高于全疆平均水平。而新

疆维、哈萨克、回族人口中较高层次的教育水平占比相对较小，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重分别

为 12.63%、19.54%、20.56%，均低于全疆均值。二是低层次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的占比。

2010 年新疆汉族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比重为 24.92%，而新疆维、哈萨克、回族人口中

这种低层次教育水平的比例都在 40%左右。其中，新疆回族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略高于维族、哈

萨克族。不过纵向来看的话，无论是新疆汉族，还是新疆少数民族，近二十年来，他们的受教育

水平都有提高的趋势。 
 

图 7. 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的文化程度 

 

 

2、新疆人口行业职业结构 

从行业构成上来看（见表 5），新疆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超过

60%，其次是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为 27.49%，最后是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占比仅有 11.21%。由

此也可大致看出，新疆产业结构的失衡性，即第一产业负载的就业人口过多，而第二、三产业的

就业比重相对较低，未能较好地发挥其强有力吸纳劳动力的积极作用。2010 年全国就业人口三

大产业的分布比例分别为 48.34%、24.16%、27.51%。与全国相比，新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

重过高，而第二产业的人员分布较少，低于全国 1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与全国

基本持平。如果与西北其他四省相比，新疆就业人口产业分布失衡问题虽然不是最为严重的，但

仍然较为突出。纵向来看，虽然新疆就业人口的产业构成趋向合理化及均衡化，即第一产业的人

口比重有小幅度的下降，而且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有轻微的上升，但总体而言，在这近十年的时间

中，新疆就业人员的行业结构调整幅度较小，失衡问题依然凸显，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内地省份

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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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行业（产业）*分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0 年 

全疆 66.31 16.20 17.49 

汉族 41.00 32.05 26.94 

维吾尔族 85.31 5.04 9.64 

回族 82.57 3.47 13.96 

哈萨克 67.94 13.30 18.76 

2000 年 

全疆 61.44 12.96 25.60 

汉族 37.32 23.75 38.93 

维吾尔族 80.60 5.11 14.28 

回族 78.01 3.81 18.18 

哈萨克 60.90 9.60 29.50 

2010 年 

全疆 61.31 11.21 27.49 

汉族 32.72 21.67 45.61 

维吾尔族 82.86 3.82 13.32 

回族 78.89 3.57 17.54 

哈萨克 57.97 9.29 32.75 

* 行业与产业对应关系：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 4 个行业大类；第三产业包括余下的 15 个行业大类（批发和零售

业……）。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

社，1992。 

表 6.  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职业分布（%） 

  
国家机关、党群

组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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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

渔、水利业生

产人员 

生产、运

输设备操

作人员及

有关人员 

不便分类

的其他 

劳动者 

1990 年 

全疆 2.46 7.95 2.59 6.02 64.35 16.54 0.08 

汉族 4.48 12.40 4.54 9.15 38.06 31.23 0.15 

维吾尔族 0.87 4.14 1.07 3.62 84.14 6.14 0.02 

回族 1.85 5.32 2.04 8.67 66.92 15.13 0.08 

哈萨克族 1.81 8.77 1.79 2.89 80.35 4.36 0.04 

2000 年 

全疆 2.29 8.16 3.86 10.57 61.10 13.91 0.11 

汉族 3.99 11.12 6.10 17.20 36.77 24.73 0.08 

维吾尔族 0.83 5.35 1.93 5.41 80.51 5.84 0.13 

回族 2.08 5.48 3.56 15.37 60.65 12.72 0.14 

哈萨克族 1.86 9.64 3.13 3.34 77.22 4.76 0.04 

2010 年 

全疆 1.73 8.10 4.11 13.27 61.00 11.64 0.15 

汉族 3.37 13.02 6.81 23.17 31.94 21.48 0.21 

维吾尔族 0.45 4.24 1.92 5.81 83.01 4.45 0.12 

回族 1.35 6.09 3.62 18.86 57.53 12.40 0.15 

哈萨克族 1.23 7.36 3.64 5.03 78.10 4.59 0.05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

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分民族来看，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就业人口在产业构成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与区别。其中，

新疆汉族就业人口的产业构成较为均衡与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第一产业人员构成较

低，所占比例仅为 32.72%，远低于全疆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二是第三产业人员构成较高，所占

比重高达 45.61%，远高于全疆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三是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在其中也占了一定

的比重。而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哈萨克族）就业人口的产业构成与之正好相反，不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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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明显的失衡性，而且有高度的集中性。首先，分布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较高，都在 57%

以上，其中维吾尔、哈萨克族人口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高达 78%，远高于全疆均值。其次，第

二、三产业的人员分布比重偏低，均低于全疆均值。其中，维吾尔、哈萨克族在第二产业中的就

业人口比例仅有 4%，而且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也不到 18%。在这三大少数民族内部，也存

在就业产业分布的差异性。相对来说，回族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失衡程度较轻，第三产业的人员

比重仅次于汉族，高于全国均值。而维吾尔族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失衡最为严重，第一产业的比

重高达 82.86%，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仅有 3.8%、13.32%，远低于全疆均值。如果纵向来看，不

难发现，新疆就业人员这种民族间的行业分布差异性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并未得以扭转，以维吾尔、

哈萨克为代表的新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仍高度集中在农林牧渔这种较低层次的行业，而第二、三

产业则呈现疲软发展态势，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不增反降，这

无疑与全国整体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相背离。从职业构成上来看（见表 6），新疆人口主要从事

农林牧等职业，所占比例高达 61%，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以及生产、运输设备等职业，所占比例

分别为 13.27%、11.64%。由此可看出，新疆就业人口集中在农业领域，相对高阶层的就业人员

如技术人员构成偏低。2010 年全国就业人口中农林牧等生产人员所占比重低于 50%，相对而言，

新疆人口的职业构成较为单一，均衡性差。与西北其他四省相比，新疆的农林牧职业的比重也较

高。纵向来看，近二十年来，虽然新疆人口的职业构成中农林牧职业的比例在不断降低，服务业

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在增大，但总体来说，职业构成变化不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新疆人口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 

分民族来看，新疆汉族人口中党政机关以及商业、服务人员的构成较大，而农林牧职业的比

重相对较小。少数民族的职业构成，与之正好相反，农林牧职业占了绝对多数人口，基本都在

60%左右，尤其是维吾尔和哈萨克族，在该职业上的就业人口比例高达 80%，呈现高度集中化、

单一化特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职业构成在近二十年来几乎未有变动，结构较为固化。这一现

象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整体的产业结构与职业分布变动趋势不一致，也就是说，

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并没有跟上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社会、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

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民族间这种职业结构的差异，反映出他们在进入和参与新疆各地工业化、

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性，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差异会表现的更加明显与突出，进而在

客观上影响族际交流和族群关系的走向（马戎，2012；吴晓刚、宋曦，2014）。 

3、新疆人口民族宗教结构 

新疆与其他民族地区相比，不仅在于其多民族聚居，而且还是多宗教并存的地区，也是伊斯

兰教信仰人数最多的省份。目前，新疆人口的宗教信仰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

正教和道教等宗教，其中伊斯兰教的信教人数占绝对主体部分。在新疆世居的 13 个民族中，有

7 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根据 2010 年普查（见表 7），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数为

1264.37 万，占新疆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97.36%，占新疆总人口的 57.96%。在这众多的穆斯林人口

中，又以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和柯尔克孜族为多。2010 年普查数据显示，这四个民族的人口

分别是 1000.13 万、141.83 万、98.3 万、18.05 万，分别占新疆穆斯林总人口的 79.10%、11.22%、

7.77%、1.43%，合计比例为 99.52%。 

因为宗教文化方面的显著差异，新疆人口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群体：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

口和泛儒教教信仰的汉族人口。这也是新疆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最为明显的特点。事实上，新疆这

两大群体在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多方面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这一事实的存在也是两大群体之

间矛盾频发的因素之一（李建新，2007；李建新，2008；吴晓刚，2014）。 

 

表 7. 新疆主要年份穆斯林人口变化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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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全疆 
少数民族

人口 

占全人口

比重 

穆斯林

人口 

占少数

民族人

口比重 

维哈回柯

人口 

占穆斯林

人口比重 

占少数民

族人口 

1990 1529.16 954.50 62.42 927.18 97.14 922.20 99.46 96.62 

2000 1849.40 1124.32 60.79 1090.53 96.99 1084.6 99.46 96.47 

2010 2181.58 1298.59 59.52 1264.37 97.36 1258.31 99.52 96.90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

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四、新疆人口分布特点 
 

1、新疆城乡人口 

根据 2010 年普查数据（见表 8），新疆城镇人口为 933.58 万，农村人口为 1248.01 万，城镇

人口所占比例为 42.79%，低于全国城市化平均水平 49.68%。在西北五省中，新疆城镇人口的比

重比较低。不过，总的来说，新疆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不算低，非农业人口比重 40%，高于全国及

西北五省水平。纵向来看，新疆近十年来的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从 2000 年

的 33.84%上升至 2010 年的 42.79%。 

分民族来看，汉族城镇人口比例较高，超过 70%。在这三个主要的少数民族中，维吾尔与哈

萨克族的城镇人口比例较为接近，均为 20%左右，相较而言，回族中城镇人口的比例较高，为

42.81%，仅次于汉族人口。 
 

表 8.   新疆主要年份城乡人口分布      （单位：万人，%） 

 2000 年 2010 年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城镇人口 

所占比例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城镇人口 

所占比例 

全疆 624.75 1221.20 33.84 933.58 1248.01 42.79 

汉族 401.62 347.37 53.62 620.61 262.39 70.28 

维吾尔 160.35 674.21 19.21 219.72 780.41 21.97 

哈萨克 18.77 105.74 15.07 31.30 110.53 22.07 

回族 30.10 53.88 35.84 42.08 56.22 42.81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新疆人口地区分布1 

人口地区分布一方面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资源分布以及历史因素的影响，另

一方面它也会进一步影响各族群间的交往以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童玉芬、李

建新，2001）。尤其是对于新疆这一多民族聚居的地域来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不仅

可直接反映出各民族的聚散状况，更突出的意义在于其对族群关系（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可

能造成的影响。各民族的高度集中性以及民族人口之间的隔离，无疑会减少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

动，从而不利于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相反，族群间分布的分散化与均衡化，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族群间的融合与交流。事实上，各民族之间通过多层次、多频率的互动，可或多或少地化解

他们对彼此所留存的刻板、片面印象，从而最终实现族群之间正向积极的和谐关系。接下来，本

研究将通过基本格局、集中程度以及变动趋势三方面对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分布进行具体描述与

分析。 

                                                        
1 为了更为全面且突出地呈现当前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布格局特征以及两大族群之间的相对隔离的居住状

况，本节在少数民族的对象选择上，增加了柯尔克孜、蒙古族、塔吉克族，其人口总数及占比仅次于维吾尔、

哈萨克、回族这三大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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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格局 

一般而言，人口地区分布可分为绝对分布与相对分布。人口绝对分布是指各主要民族的地区

分布；人口相对分布则是各地区的主要民族人口构成。表 9、表 10 给出了新疆人口的绝对分布

和人口相对分布状况。 

首先从人口绝对分布来看（见表 9），新疆各主要民族的地区分布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具

体表现如下：①汉族人口的分布较为分散，表现为广域性特点，全疆各个地州市都有一定比重的

汉族人口，北疆地区汉族人口的比例为 74.18%，而南疆也有将近 20%的汉族人口。其中，北疆

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的汉族人口居多，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26.41%、12.18%。②

少数民族（主要包括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族）的人口分布呈现相对集

中的特征，主要分布于南疆各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总计占比 65.01%。同时，北疆也有 30.05%

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伊犁、博州等地。③除了上述共性，少数民族内部在人口分布特征上存

在细微差别。其中，维吾尔族主要聚居于南疆的喀什、和田和阿克苏，三地合计占全疆维吾尔族

总人口的比例高达 73.43%。此外，伊犁地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口也占一定比

重。不同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口则高度集中在北疆等地，所占比例高达 96.21%，其中，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包括塔城、阿勒泰地区、直辖县级市）是其主要的聚居地，占全疆哈萨克族总

人口的比例为 78.06%。与维吾尔、哈萨克族相对明显的聚居性有所不同的是，回族人口分布则

更多地表现出分散性的特点，各地区均有一定比重的人口，但在宏观地域上高度集中在北疆，所

占比例为 86.73%。具体而言，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州的回族人口较多，占全疆回族总人口的比例

分别为 28.50%、28.20%，其次是昌吉州（13.84%）、塔城地区（8.67%），四地合计占全疆回族人

口的比例为 79.21%。与上述少数民族不同，新疆蒙古族的人口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独

特特征。在宏观地域上，主要分布在北疆，所占比例为 70.09%。在具体的地区分布上，则主要

聚居在伊犁、塔城、博州、巴州等地，占全疆蒙古族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18.81%、19.53%、16.08%、

27.82%，合计占比 82.24%。不同于蒙古族相对分散的集中，新疆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人口分布

则高度集中在南疆，所占比例分别为 88.78%、98.8%。而且，这两个民族在聚居地上也表现出高

度的单一性，其中，柯尔克孜族 79.56%的人口分布在南疆克州，塔吉克族则有 84.87%的人口聚

居在南疆喀什地区。 

其次从人口相对分布来看（见表 10），新疆主要民族的人口分布也是有所区别的。总的来说，

通过各地区的主要民族构成指标，所呈现的分布特点与绝对分布基本一致，但在一些具体层面仍

然存在些许差异。其一，汉族人口广域性的分布特征更加明显。在新疆 15 个地州市中，有 8 个

地区的汉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其中，克拉玛依市和直辖县级市的汉族人口所

占比例均高达 80%，但考虑到这些地区本身的人口规模较小，所以它们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比例

较低，如表 8 中的数据所示，2010 年这一合计比例仅为 10%。而在绝对分布中，汉族人口相对

集中的两地（乌鲁木齐和昌吉州），它们在相对分布的比例也同样较高，均为 75%左右。 

其他如哈密、塔城、博州和巴州等地，虽然这些地区的汉族人口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比例都

较低，但它们的相对分布指数都较高，汉族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均在 60%~70%之间；其二，

少数民族的聚居性特点更为突出，而且少数民族内部聚居地分化明显。传统上被认为是少数民族

聚居地的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以及北疆的伊犁、阿勒泰地区无论在绝对分布指数还是相对分

布指数中都较高。这也再次印证了上述事实的存在，即少数民族较为突显的聚居性。 

 

表 9.   2000、2010 年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地区分布*（%） 

地区别 

维吾尔族 汉族 哈萨克族 回族 其他民族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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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乌鲁木齐市 3.19 3.88 20.93 26.41 3.92 4.80 19.90 28.50 5.94  7.68  

克拉玛依市 0.45 0.45 2.82 3.62 0.80 0.82 0.72 0.84 1.13  1.20  

吐鲁番地区 4.62 4.29 1.71 1.77 0.03 0.03 4.18 3.57 0.26  0.35  

哈密地区 1.09 1.02 4.53 4.50 3.46 3.61 1.74 1.74 0.82  0.93  

昌吉州 0.71 0.64 15.08 12.18 9.63 9.40 20.67 13.84 3.94  3.40  

博州 0.64 0.59 3.80 3.26 3.11 3.13 2.27 2.36 5.23  4.93  

巴州 4.14 4.07 8.11 8.58 0.08 0.08 6.22 6.15 9.34  8.92  

阿克苏地区 18.46 17.99 7.61 6.15 0.02 0.04 1.41 1.15 3.52  2.86  

克州 3.37 3.40 0.38 0.40 0.00 0.01 0.05 0.05 24.06  25.63  

喀什地区 36.46 36.06 4.16 3.60 0.01 0.02 0.60 0.49 8.49  8.43  

和田地区 19.43 19.38 0.75 0.82 0.01 0.01 0.17 0.12 0.49  0.43  

伊犁州 6.81 6.67 12.62 9.90 38.13 37.68 29.89 28.20 23.92  22.18  

塔城地区 0.44 0.38 6.98 9.08 17.35 16.98 7.91 8.67 9.33  9.13  

阿勒泰地区 0.12 0.09 3.07 2.63 23.18 23.14 2.63 2.41 2.04  1.75  

直辖县级市  1.09  7.10  0.26  1.92  2.19  

其中：石河子市 0.08 0.08 7.45 3.95 0.28 0.21 1.63 1.54 1.50 0.90 

* ①  昌吉州、博州、巴州、克州、伊犁州等地的全称分别为：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其中，表格中伊犁州的人口数据只包含其

直辖的 2 市 8 县； 

②  2000、2010 年新疆的行政区划稍有不同，原来单独的石河子市与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一起

并入自治区直辖县级市。为便于纵向比较，表格中把石河子市从其所属的直辖县级市中单独列出；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

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表 10.   2010 年新疆各地区主要民族人口构成（%） 

地区别 合计 

维吾尔族 

2000     

2010 

汉族 

2000        

2010 

哈萨克族 

2000      

2010 

回族 

2000  2010 

其他民族 

2000 2010 

乌鲁木齐市 100.00 12.79 12.46  75.30  74.91  2.34  2.19  8.03  9.00  1.54  1.44  

克拉玛依市 100.00 13.78 11.47  78.07  81.65  3.67  2.97  2.23  2.11  2.25  1.80  

吐鲁番地区 100.00 70.01 68.96  23.30  25.02  0.06  0.06  6.38  5.63  0.26  0.33  

哈密地区 100.00 18.42 17.77  68.95  69.35  8.76  8.94  2.97  2.99  0.90  0.95  

昌吉州 100.00 3.92 4.45  75.14  75.31  7.98  9.33  11.55  9.52  1.41  1.39  

博州 100.00 12.53 13.32  67.19  64.96  9.14  10.01  4.49  5.22  6.65  6.48  

巴州 100.00 32.70 31.83  57.50  59.29  0.09  0.09  4.94  4.73  4.77  4.07  

阿克苏地区 100.00 71.93 75.90  26.62  22.89  0.01  0.02  0.55  0.48  0.89  0.70  

克州 100.00 63.98 64.68  6.41  6.78  0.01  0.02  0.10  0.09  29.50  28.44  

喀什地区 100.00 89.35 90.64  9.15  8.00  0.00  0.01  0.15  0.12  1.34  1.23  

和田地区 100.00 96.43 96.22  3.33  3.59  0.00  0.00  0.09  0.06  0.16  0.12  

伊犁州 100.00 23.99 26.88  39.91  35.22  20.05  21.53  10.60  11.17  5.45  5.21  

塔城地区 100.00 4.12 3.16  58.59  65.73  24.21  19.76  7.45  6.99  5.63  4.37  

阿勒泰地区 100.00 1.79 1.44  40.93  38.55  51.38  54.39  3.94  3.92  1.95  1.69  

直辖县级市 100.00  14.11   81.31   0.48   2.44   1.66  

其中：石河子市 100.00 1.20  94.53  0.58  2.32  1.37 1.39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

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除此之外，少数民族内部的聚居地存在明显的分化。其中，维吾尔族的主要聚居地是南疆的

喀什、和田和阿克苏地区，而哈萨克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是北疆的伊犁州、阿勒泰地区、塔城地

区，这无论是从表 9 中的绝对指数还是表 10 中的相对指数中都可以看出。有所不同的是，吐鲁

番和克州地区的维族人口占该地总人口的比重较高，但占全疆维族总人口的比例较低。此外，回

族人口分布依然表现出类似于汉族人口的广域性特点，相对集中于伊犁州、昌吉州、乌鲁木齐市。

而在绝对分布中占比较高的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族在相对分布指数上则相对较小，这主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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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族总体人口规模较小有关。其中，柯尔克孜族在克州地区的相对分布指数相对较高，占该地

总人口的比例为 27.32%，结合其在绝对分布指数上接近于 80%的比例，可以说更为清楚地表明

了这一民族高度集中的人口分布特点。 

总而言之，绝对分布和相对分布指数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现有分布格

局，即汉族与回族人口分布的广域性以及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柯尔克孜、塔吉克族相对较

强的集中性。 

（2）集中程度 

为了进一步直接而清晰地说明与验证上述关于新疆主要民族人口的分布状况，我们根据 2010

年六普数据作出了这些民族的空间罗伦斯曲线图1（见图 8）。图中的对角线代表一种假想的人口

地区均匀分布状况，其他曲线代表不同民族在全疆 15 个地州市的空间分布状况。各民族分布曲

线偏离对角线越多，则其人口的空间聚集程度越高，反之，则分布越为分散。从图中可较为直观

的看出：①汉族人口的分布曲线最为接近对角线，也就是说汉族人口分散性最强，分布最为均衡。

②柯尔克孜、塔吉克族的分布曲线距离对角线最远，即认为柯尔克孜、塔吉克族人口分布的集中

性最强，聚居特点最为突出。③维吾尔族、哈萨克、回、蒙古族的分布曲线位置居中，偏离对角

线的程度居于汉族与柯尔克孜、塔吉克族之间，相对更接近于柯尔克孜、塔吉克族分布曲线。这

说明，维吾尔族、哈萨克、回、蒙古族人口聚居性较为明显，但集中程度不如柯尔克孜、塔吉克

族人口。 

总而言之，从图 8 中得出的直观结论与表 8、表 9 中绝对比例与相对比例所说明的分布状况

是高度一致。少数民族的高度聚居性依然凸显，从族际交流与互动的层面来看，这样聚居格局不

仅不利于民族交往和团结，而且还可能会加剧族群间的隔离与孤立。 

 

图 8.   2010 年新疆主要民族人口空间聚集程度 

 

 

 

 

 

 

 

（3）变动趋势 

综合表 8、表 9 来看，可发现近十年来，新疆各主要民族人口分布的总体变动不大，但也存

在一定的民族差异。具体表现如下：（1）汉族人口更多地聚集于乌鲁木齐市。该市汉族人口占新

疆汉族总人口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20.93%上升为 2010 年的 26.41%。而与此同时，聚居在昌吉、

伊犁州的汉族人口比例都有小幅度的下降。（2）相对而言，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近十年来变动较

不明显，整体的变化幅度较小，仍然表现出较高的聚集性。（3）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的聚集程度

仍然较高，但呈现轻微下降的趋势。传统上的民族聚居地，如维吾尔族聚集的喀什、和田、阿克

苏等地以及哈萨克族聚居的伊犁、阿勒泰、塔城等地的人口比例都有较小幅度的下降。（4）回族

人口开始更多地聚集于乌鲁木齐市，该市回族人口占全疆回族总人口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19.9%

                                                        
1 空间罗伦斯曲线图主要用来分析地理事物在空间上的集中与分散程度以及这种聚散的变化。通过把实际地区分

布数据与标准分布数据之间的对比，可较为直观地说明地理事物在空间分布方面的集散程度及变化情况。具体

操作步骤可参见（童玉芬、李建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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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 2010 年的 28.5%。同时，原聚居于昌吉和伊犁州的回族人口出现程度不同的下降，降幅

比例分别为 6.83%、1.69%。 

综上所述，新疆汉族与维吾尔、哈萨克、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居住地区上存在一定

程度的隔离。汉族人口聚居在乌鲁木齐市的趋势越发明显，而少数民族人口则高度集中在南疆的

喀什、和田和阿克苏地区，以及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考虑到人口分布特点的重要意

义，即它不仅是对人口聚散程度的说明，更会对族际交往与关系产生微观且较深层面的影响，新

疆人口的这种分布特征蕴含一定的风险。 

除了高集中的特点，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还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近十年来人口分布虽已呈

现集中程度轻微下降的趋势，但变动幅度较小。不过，近年来新疆内部的人口流动也有加速迹象，

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开始离开传统意义上的家乡，或是迫于生计也好，或是主动寻求机会、增长

见识开阔视野也罢，这些人口的流动在一定程度增加了族群之间更多的交流与接触，或有助于族

群关系的两性互动。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从数量与结构角度对新疆维吾尔、汉、哈萨克、回

族这四个主要民族的人口现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具体包括人口总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

育结构、行业与职业结构、宗教构成、城乡分布、地区分布等多个方面。而且通过与 1990、2000

年普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了新疆主要民族人口十年内或二十年内的变动状况。研究发现新疆人

口现状与变化有如下特点： 

（1）在人口总量及增长上，新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虽渐趋放缓，但仍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

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在新疆各主要民族中，汉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近于停滞，目前其人口

增加主要源自于迁移人口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较低生育率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

影响和冲击。相较而言，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虽已出现程度不同的增长放

缓趋向，但仍然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态势且以自然增长为主， 

（2）在人口年龄、性别等自然结构上，首先，新疆人口已出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但与全

国平均水平相比，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性别结构方面，新疆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一直较为稳定地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其次，从新疆内部各主要民族来看，民族间的差异

分化较大。其中汉族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低年龄组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少子老龄化的特

征凸显，为典型的缩减型人口再生产类型。相对而言，少数民族的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为增长型

或成年型人口再生产类型。相比维吾尔、哈萨克，回族人口的老龄化趋势略微明显，低年龄组人

口比例下降幅度更大；性别结构方面，虽然新疆汉族人口较内地汉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失衡要轻，

但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仍表现出较强的性别选择性，出生性别比都超出正常范围。而维吾尔、

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较为稳定、均衡的水平，未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好。

总之，新疆汉族人口自然结构处于不稳定且失衡状态，而少数民族则相对稳定和均衡。 

（3）在人口教育、行业、职业、宗教等社会经济结构方面，首先，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新疆人口总体的文化程度偏低，行业与职业构成呈单一化、低层次以及固化等特征。其次，从新

疆各主要民族来分析，汉族人口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而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受

教育水平较低，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居多。在行业上，汉族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等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较低。而少数民族的就业人口则高度集中在农林牧渔等第一产

业，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较低。在职业上，汉族人口的职业分布相对均衡、多元化，党

政机关以及商业、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而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哈萨克族人口，高度集中

于农林牧等低层次的职业。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间的这种行业、职业差异在近二十年来变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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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方面，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

调整升级处于落后地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所取得成果少数民族受益有限。显然，这

种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利于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走向。最后，在宗教构成上，新疆伊斯兰

教为少数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新疆人口从宗教信仰方面划分可分为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穆斯林

人口和以儒教为主体的汉族人口。可以说，这两大群体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从当前现状而言，在

社会经济文化人口多层面都存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带来资源分布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性，这些无疑是影响新疆这两大民族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 

（4）在人口地域分布方面，首先，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新疆人口城镇化水平处于低水平，

新疆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村户籍，城市化水平较低。其次，从新疆内部来看，新疆汉族的城镇

人口比例较高，回族居后，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城市化水平最低。由此可看出，新疆的城乡分布

存在民族间的不均衡性，即少数民族人口的多数是在农村，而汉族多数是城镇户籍，考虑到中国

城乡在社会经济层面普遍存在的差异，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因此所能享受到的社会经济发展

成果也会有程度上的不同。分地区来看的话，无论从新疆主要民族地区分布这一绝对指标还是新

疆各地区的主要民族人口构成这一相对指标来看，新疆人口的确存在民族分布之间的差异。其中，

汉族人口的分布较为分散、均衡，具有广域性的特点，相对集中在北疆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

少数民族人口则呈相对集聚性，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的

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而哈萨克、回、蒙古族则主要分布在北疆的伊犁、塔城、博州等地。

在分布的集中程度上，通过空间罗伦斯曲线可较为清晰的看出，柯尔克孜、塔吉克族人口的集中

程度最高，汉族人口的集中程度最低，而维吾尔族、哈萨克、回、蒙古族的集中程度居于中间。

可以说，直到今日新疆少数民族的聚居性仍较为明显，这一事实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民族矛盾与冲

突的缓解，不利于各民族嵌入式居住。尤其考虑到当前新疆族群关系较为紧张的现实境况下，对

于新疆民族人口分布相对隔离的问题，无疑值得进一步的关注与探讨。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新疆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处于相对落后，与内

地发展差距拉大；而新疆内部存在着诸多不平衡和差异，南疆与北疆、兵团与地方发展不平衡，

而新疆各地区各民族间差异有比较明显，尤其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无论是人口发展、社会经

济地位、宗教信仰，还是城乡分布、居住格局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是影响新疆民族

团结稳定、民族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在 2014 年新疆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新疆的问题

最长远还是民族团结问题。事实上，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

而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又涉及到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文化差异、资源分配等方

面的矛盾( 费孝通，1999；马戎，1995)，新疆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的背后, 更是这些多种矛盾相互

重叠（李建新，2008）。新疆正处在新的发展机遇期，充分认识新疆各民族人口发展特点、差异

及不平衡的现实，是我们落实好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99，《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群言出版社。 

胡海晨，201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发展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新

疆农垦经济》第 7 期。 

李建新，2007，《新疆穆斯林人口现状与家庭生殖健康服务的新模式》，《西北民族研究》第 1 期。 

李建新，2008，《新疆社会经济的区域发展差距分析》，《西北民族研究》第 2 期。 

马戎，2012，《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童玉芬、李建新，2001，《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变动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 3

期。 

吴晓刚、宋曦，2014，《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分层：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证研究》，《开放时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6 

代》第 4 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199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13，《新疆统计年鉴 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 

 

 

【论  文】 

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人口婚育状况分析1 
 

李建新、常庆玲2 

 

摘要：基于对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年鉴数据的分析，本文对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地

区（喀什、和田、阿克苏、吐鲁番地区）人口婚育现状与特征进行了描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从人口、社会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生育政策等角度探究了影响维吾尔族生育水平的因素。主要

研究发现： 

一是新疆维族聚居地人口的婚育特点：（1）早婚现象严重。法定结婚年龄之前仍有一定的结

婚比例，其中女性早婚的比例较高。这与维族女性较低的教育水平直接相关。（2）婚姻稳定性较

弱，离婚比例较高。重家庭轻婚姻稳定的现象在南疆维族聚居地较为普遍。这主要与女性较低的

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传统的习俗观念有关。（3）早育、多育、密育的生育模式较为普遍。相较于

新疆汉族，维族人口的生育水平较高，其分布曲线呈典型的宽峰型。 

二是新疆维族聚居地人口生育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1）人口因素。维族聚居地人口较高的

婴儿死亡率，以及早婚早育的生育模式，都与该地的高生育水平直接相关。（2）社会经济因素。

新疆南疆聚居地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包括较低的受教育水平、GDP 发展水平，以及较为

固化、低层次的职业行业构成等，无疑是造成高生育居高不下的主因。（3）宗教信仰。伊斯兰教

义教规中对于堕胎或是流产行为的禁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水平的转变。（4）生育政策。近

些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在新疆南疆等地的推行遇到了不少阻力，政策实施效果的不理想，也部分影

响了生育水平的下降。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是我国国土面积最大的地区。新疆地理特征可谓“三山夹两盆”，最北边

的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地域为北疆，主要包括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州。天山山脉与最南边的昆仑山脉之间地域为南疆，主要包括喀什、和

田、阿克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州。天山东麓是东疆，包括哈

密和吐鲁番地区。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疆全区人口 2181 万，北疆、南疆、东疆

人口分别占比 38%、48%、14%。其中，南疆人口占比最高，约为 1047 万人，接近全区一半。

而南疆也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2010 年六普数据显示，喀什、和田和阿克苏三地

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分别为 361 万、194 万、180 万，占三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90.64%、96.22%、

75.90%，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合计比例为 73.48%。如果再加上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

43 万（占本地人口 68.96%），四地维吾尔族人口占新疆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比例高达 77.78%。

                                                        
1 本文刊载于《西部民族研究》2016年第 1 期。 
2 作者：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常庆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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