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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应用地理学中的罗伦斯曲线及定量方法, 对新疆不同民族人

口的空间分布状况、集中与分散程度以及各个民族在空间上积聚状况的变动等进

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分析, 显示了不同民族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集中化程度

以及变动趋势, 指出新疆大多数民族人口自 90年代以来的空间分布呈现分散分

布的趋势, 这对于新疆和西部的开发、民族的团结、边疆的稳定等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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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祖国西北边陲, 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的自治区。全自治区

面积为 166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 是全国最大的省区。目前, 居住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共有 49个民族, 其中 13个是世居民族, 他们是维吾尔族、汉族、哈萨

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

族、满族、达斡尔族。受到历史、自然、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 新

疆各民族人口的地区分布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变动趋势, 而各民族人口的地区分布与

变动趋势, 也反过来对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状况产生深刻的影响。



新疆目前正面临着西部大开发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中国 21世纪西部大开

发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疆具有其他省区不可比拟的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光热水土条件, 具备

加快发展的有利物质基础条件。但是,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现, 除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

件, 还需要具备较好的人口环境条件, 包括人口数量规模及其变动、合理的人口结构以及

良好的人口素质。除此之外, 人口的分布与迁移状况, 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人口的区域分布

和变动, 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疆的发展。这一点在西部开发中将会变得日益重要。

作为一个多民族自治区, 新疆各个民族地域空间的分布及其变动, 不仅反映出各不同区域

人口在出生、死亡等方面的变化, 也可以反映出人口以及劳动力在区域间和部门间的流动

情况, 而这一点对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和繁荣是十分有意义的。

对于新疆诸多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变动规律, 目前还缺乏专门的分析与研

究。本文从各民族人口的分布现状出发, 通过一定的量化方法, 对各民族人口的分布现

状、空间聚集程度和变动等进行了分析, 试图揭示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特点, 考察

新疆各民族人口分布的规律性和趋势, 为新疆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以及西部大

开发提供一定的咨询和参考。

二、方法和数据

1 方法 本研究在对新疆主要几个民族人口地区分布格局进行统计分析和描述的基

础上, 主要采用了地理学中的空间罗伦斯曲线图法研究了各民族人口空间集中与分散程度

以及集散状况的变动。

空间罗伦斯曲线图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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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供了一种把实际地区分布数据和标准分布数据直接进行比较的方法, 因此

不仅直观, 而且可以计算出比较精确的集中与分散程度指标, 从而可以在本研究中用来揭

示不同民族在同一时间或者同一民族在不同时间空间分布方面的变化情况。主要步骤如

下:

( 1) 以某一级行政区 (也可以是经济区、自然区) 为单位, 计算每一个区各个民族人

口占全疆相应民族总人口的比重。

( 2) 以每一个民族为单位, 按照各区民族人口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 给出按民族比重

大小所排出的地区的秩。

( 3) 按照上述顺序, 分别计算每个民族的地区累计百分比。

( 4) 以地区秩为横轴, 以各民族人口累计百分比为纵轴, 做图。

( 5) 定量计算各民族人口集中化指标。公式如下:

I=
Ai- Ri
M- Ri

式中, I 是集中化指数, Ai是某一民族在各地区的累计频率之和, Ri是假定人口在各

地区均匀分布时的累计频率之和, 可根据实际地区的个数进行等份求百分比之和, M 是

假定某一民族 100%集中在一个地区的最大频率总和。指数越接近 1, 表明人口越集中,

反之, 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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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资料, 主要来自新疆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

及 1999年人口统计数据。

三、新疆各民族人口分布的现状特点

1. 新疆各民族人口数量及其增长

新疆是多民族自治区域。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时确认了 13个世居民族, 即

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塔吉克

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满族、达斡尔族。解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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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人口普查时, 全区民族个数已增加到 49个, 成

了名副其实的多民族集聚的民族自治区。1998年, 全区人口为 1747. 35万人, 其中少数

民族人口为 1073. 24万人, 占全区总人口的 61. 42 %。13 个世居民族总人口为 1740.

69万人, 而其他 36个少数民族总人口共计为 6. 66万人, 仅占全区总人口的 0. 38%。

在 13个世居民族中, 汉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率, 从 1982 年至

1998年, 少数民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 2. 02% , 而同期汉族的为 1. 53%。不过汉族人

口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 ( 2. 12% ) 明显高于 80年代 ( 0. 94% ) , 这主要是机械人口增

长所致。在 12个少数民族中, 满族和俄罗斯族人口的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民族。这主要

源于 80年代民族成分的更改, 并不说明这两个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或机械人口增长率

奇高。从 1982年到 1990 年, 满族和俄罗斯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竟分别高达 9. 21%和

14. 86%。从 1990年至 1998年, 两民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回落到了 1. 47%和 1. 74%

的水平, 90年代以后民族成分更改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维吾

尔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逐步走低, 人口最少的塔塔尔族和乌孜别克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不

到 1%, 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基本上高于全区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

表 1 新疆各民族人口数量及其增长 (单位: 万人, % )

民族
1998年 1990 年 1982 年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1982~ 1998 年

均增长率

合计 1747. 35 100. 00 1515. 69 100. 00 1308. 15 100. 00 1. 83

少数民族 1073. 24 61. 42 946. 15 62. 45 779. 51 59. 58 2. 02

汉族 674. 11 38. 58 569. 54 37. 58 528. 40 40. 39 1. 53

维吾尔族 813. 95 46. 58 719. 18 47. 45 595. 59 45. 53 1. 97

蒙古族 15. 91 0. 91 13. 80 0. 91 11. 75 0. 90 1. 91

回族 78. 20 4. 48 68. 29 4. 51 56. 77 4. 34 2. 02

满族 2. 09 0. 12 1. 86 0. 12 0. 92 0. 07 5. 56

哈萨克族 128. 70 7. 37 110. 63 7. 30 90. 33 6. 91 2. 23

柯尔克孜族 16. 41 0. 94 14. 18 0. 94 11. 24 0. 86 2. 39

锡伯族 3. 95 0. 23 3. 32 0. 22 2. 74 0. 21 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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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民族
1998 年 1990 年 1982 年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1982~ 1998 年

均增长率

塔吉克族 3. 96 0. 23 3. 32 0. 22 2. 66 0. 20 2. 52

乌孜别克族 1. 37 0. 08 1. 47 0. 10 1. 22 0. 09 0. 07

俄罗斯族 0. 93 0. 05 0. 81 0. 05 0. 27 0. 02 8. 04

塔塔尔族 0. 47 0. 03 0. 49 0. 03 0. 41 0. 03 0. 86

达斡尔族 0. 64 0. 04 0. 54 0. 04 0. 44 0. 03 2. 37

资料来源: 1982 年、1990 年新疆人口普查资料, 1999 年新疆统计年鉴。

2 新疆各民族人口在地区上的基本分布状况

由于其他民族人口所占比重很小, 因此, 本文仅对新疆的 13个世居民族进行分析研

究。下面根据 1999年新疆统计年鉴中的人口统计数, 对各个民族的人口在地区上的分布

状况进行简单描述:

( 1) 维吾尔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 占维吾尔族总人口的 88. 15%, 北疆合计占

11. 85%。与汉族人口分布特点不同, 维吾尔族人口分布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从地区上

看, 仅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就占到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 36. 01% , 占本地区总人口

的89. 37%。其次, 和田地区和阿克苏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比例

也都在 18%以上, 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 96. 91%和 74. 99%。三个地区的维吾

尔族人口合计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 75. 05%。此外, 伊犁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也占一定比重。

( 2) 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新疆汉族人口表现为非常明显的广域性分布特点, 全疆 15 个地、州、市都有分布且

占有一定比重。北疆的汉族人口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 73. 29% , 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

26. 71%。从各个地州市来看, 受到地区范围大小以及汉族人口本身分布状况的双重影响,

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和昌吉州的汉族人口比重较大, 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比例均在 10%

以上, 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72. 72%、44. 71%和 74. 88% , 三地汉族人口合计

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 58. 22%。其他如石河子、克拉玛依和奎屯市, 虽然地区内汉族人

口占到 75%甚至 90%以上, 但在汉族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不大, 这主要是由于地区人口规

模小造成的。

( 3) 哈萨克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哈萨克族作为新疆第二大少数民族, 在人口分布上, 与维吾尔族有相似之处, 也是人

口分布的集中化程度较高, 不过不是主要分布在南疆, 而是主要分布在北疆。北疆地区的

哈萨克族人口占全疆哈萨克族总人口的 94. 27%, 而南疆仅占 5. 73%。其中以伊犁地区

为最集中, 占全疆哈萨克族总人口的 36. 76%, 占本地总人口的 22. 88%。此外, 阿勒

泰地区和塔城地区的哈萨克族人口占全疆哈萨克族总人口的比例也都在 17%以上, 占本

地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 49. 31%和 24. 63%。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和博州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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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其他地区很少。

( 4) 蒙古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蒙古族人口在新疆的分布表现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南北疆均有分布, 但相对集

中在某几个地区内。蒙古族人口的地区分布以北疆占优势, 占全疆蒙古族总人口的

68. 02% ,南疆占31. 98%。蒙古族人口在北疆主要分布在伊犁地区、塔城地区和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境内, 比重均在 10%以上, 在南疆主要分布在巴州, 占全疆蒙古族总人口的

27. 88%。此外, 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也有少量分布。

( 5) 回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新疆回族人口有广域分布特点, 全疆各地均有分布, 但以北疆为主, 占全疆回族总人

口的 83. 27%, 南疆占 16. 73%。从地区来看, 昌吉州最多, 占全疆回族总人口的

21. 45% ; 伊犁地区第二, 占20. 86%; 乌鲁木齐第三, 占18. 71% ; 第四是塔城地区,

占7. 68% ; 以后依次是塔城 ( 7. 68%)、吐鲁番 ( 4. 58%)、巴州 ( 6. 69%)、阿勒泰

( 2. 57% )。

( 6) 满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疆, 占全疆满族总人口的 83. 69%。其中乌鲁木齐市最

多, 占 39. 27%。其次是伊犁地区, 占14. 79%。此外, 哈密地区、昌吉州、克拉玛依、

巴州、塔城和石河子等均有分布。

( 7) 柯尔克孜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 占全疆柯尔克孜族总人口的 88. 38%。其中

76. 98%的人口分布在克孜勒苏自治州境内, 集中化程度非常高。其次, 北疆的伊犁地区

分布有 9. 54%的柯族人口, 阿克苏有 5. 07%的柯族人口。

( 8) 锡伯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疆, 占全疆锡伯族总人口的 95. 61% , 集中化程度极

高。其中, 主要分布在伊犁地区, 占全疆锡伯族总人口的 80. 8%。其次, 乌鲁木齐的锡

伯族人口占到全疆锡伯族总人口的 8. 98%, 塔城还有 4. 55%的人口。

( 9) 塔吉克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 占全疆塔吉克族总人口的 99. 22%, 其中喀什

地区占 82. 93%, 也是人口分布相当集中的民族。克州占 11. 56% , 和田地区还有 2.

21%的人口。

( 10) 乌孜别克族人口以北疆分布为主, 南北疆均有分布, 分别占全疆乌孜别克族总

人口的 68. 31%和 31. 69%。其中以伊犁地区为最多, 占 36. 54% ; 其次是喀什地区,

占 25 09%; 昌吉州占 18. 87%。其他地区有零星分布。

( 11) 俄罗斯族人口以北疆分布占绝对优势, 占全疆俄罗斯族总人口的 94. 28%。其

中以塔城地区最多, 占33. 19%; 其次是乌鲁木齐, 占 28. 09% ; 伊犁地区位居第三, 占

13. 24%; 昌吉州占6. 42%, 克拉玛依市占 5. 19%。此外, 在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地区

也有少量分布。

( 12) 塔塔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疆, 占全疆塔塔尔族总人口的 90. 66%, 南疆仅占

9. 34%。阿勒泰地区最多, 占 26. 41% ; 其次是昌吉州, 为 22. 39% ; 伊犁地区第三,

为19%; 乌鲁木齐第四, 为17. 29%; 塔城第五, 也占到10. 59%; 其他地区分布很少。

( 13) 达斡尔族人口以绝对比例分布于北疆, 占到全疆达斡尔族总人口的 99. 01%。

其中, 主要分布在塔城地区, 占 82. 77% ; 其次是伊犁地区, 占 7. 84% ; 第三是乌鲁木

齐市, 占 5. 42% ; 克拉玛依市占 1. 57%; 其他地区分布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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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疆各民族人口的地区分布 ( 1998年 , % )

总人口 汉族 维吾尔族 蒙古族 回族 满族 哈萨克族

总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北疆 46. 15 73. 29 11. 85 68. 02 83. 97 82. 91 94. 27

南疆 53. 85 26. 71 88. 15 31. 98 16. 03 17. 09 5. 73

乌鲁木齐市 8. 86 16. 71 2. 41 4. 07 18. 85 40. 24 3. 80

克拉玛依市 1. 51 2. 99 0. 48 1. 43 0. 76 4. 24 0. 77

奎屯市 1. 51 3. 72 0. 01 0. 50 0. 72 1. 79 0. 34

伊犁地区 11. 83 10. 05 6. 88 17. 25 28. 89 14. 58 36. 76

塔城地区 5. 18 7. 79 0. 52 20. 57 7. 84 3. 14 17. 33

阿尔泰地区 3. 34 3. 77 0. 12 3. 61 2. 60 1. 46 22. 35

石河子地区 3. 33 8. 20 0. 08 0. 40 1. 73 1. 34 0. 24

昌吉州 8. 34 16. 18 0. 72 3. 65 20. 85 14. 23 9. 67

博尔塔拉州 2. 26 3. 88 0. 63 16. 52 1. 73 1. 88 3. 02

吐鲁番地区 3. 11 1. 89 4. 65 0. 05 4. 59 1. 35 1. 89

哈密地区 2. 70 4. 70 1. 12 1. 26 1. 78 7. 10 4. 70

巴音郭楞州 5. 68 8. 15 4. 18 27. 88 6. 85 4. 04 0. 08

阿克苏地区 11. 31 6. 96 18. 22 0. 29 1. 71 1. 48 0. 01

克孜勒苏州 2. 44 0. 34 3. 34 0. 01 0. 06 0. 04 0. 00

喀什地区 18. 77 4. 43 36. 01 0. 15 0. 91 1. 73 0. 01

和田地区 9. 05 0. 68 18. 82 0. 02 0. 14 0. 14 0. 01

柯尔
克孜族

锡伯族 塔吉
克族

乌孜别
克族

俄罗
斯族

塔塔
尔族

达翰
尔族

其他
民族

总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北疆合计 11. 62 98. 32 0. 78 66. 56 100. 00 97. 15 100. 00 45. 89

南疆合计 88. 38 1. 68 99. 22 33. 44 0. 00 2. 85 0. 00 54. 11

乌鲁木齐市 0. 63 9. 55 0. 31 9. 89 29. 55 17. 67 6. 11 8. 87

克拉玛依市 0. 07 1. 70 0. 07 1. 28 5. 09 1. 59 1. 41 1. 50

奎屯市 0. 01 0. 61 0. 01 0. 12 0. 81 0. 19 0. 61 1. 51

伊犁地区 9. 54 78. 54 0. 29 31. 57 13. 79 16. 26 6. 59 11. 61

塔城地区 1. 16 4. 61 0. 01 2. 00 36. 35 10. 82 83. 55 5. 16

阿尔泰地区 0. 06 0. 89 0. 01 2. 16 4. 37 26. 33 0. 20 3. 33

石河子市 0. 03 0. 33 0. 05 0. 17 2. 46 0. 02 0. 19 3. 32

昌吉州 0. 07 1. 21 0. 05 18. 32 6. 18 23. 97 0. 94 8. 33

博尔塔拉州 0. 06 0. 89 0. 01 1. 05 1. 41 0. 30 0. 41 2. 25

吐鲁番地区 0. 00 0. 06 0. 00 0. 03 0. 45 0. 02 0. 06 3. 12

哈密地区 0. 01 0. 29 0. 01 0. 04 0. 75 1. 22 0. 09 2. 71

巴音郭楞州 0. 08 0. 33 0. 05 0. 17 2. 31 0. 06 0. 20 5. 69

阿克苏地区 5. 07 0. 14 0. 00 0. 68 0. 96 0. 09 0. 05 11. 34

克孜勒苏州 76. 98 0. 01 11. 56 0. 80 0. 00 0. 39 0. 00 2. 45

喀什地区 3. 32 0. 18 82. 93 20. 35 0. 83 0. 36 0. 09 18. 83

和田地区 0. 49 0. 01 2. 21 0. 25 0. 13 0. 11 0. 02 9. 08

资料来源: 1999 年新疆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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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包括东乡族、撒拉族、藏族等。受民族比重和构成的影响, 总地来说, 这些

民族的人口以北疆分布为主, 占 94. 48% , 南疆仅占 5. 52%。

3 各民族人口空间集散状况与程度

为了定量说明新疆各个民族人口在地域空间的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 我们采用前面介

绍的空间罗伦斯曲线图法, 对以上各民族人口在空间的集中程度进行定量的分析和比较。

图 1是根据罗伦斯曲

线图法作出的新疆 13个

主要民族的空间罗伦斯曲

线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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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曲线偏离对角线越多,

则人口的空间聚集程度越

严重, 即分布越集中; 反

之, 则越分散。可以比较

直观地看到, 新疆 13个

世居民族人口的空间聚集

大致可分为三类: 只有汉

族人口空间分布的罗伦斯

曲线最靠近对角线, 即人

口地区分布相对最均匀;

塔吉克、达斡尔、柯尔克

孜和锡伯族人口分布属一

类, 其人口空间分布的罗

伦斯曲线离对角线最远, 即人口空间聚集程度最高; 其他八个民族人口地区分布虽有差

异, 但人口空间聚集程度比较相似, 即比较集中在某几个地区。

为了进一步对不同民族人口的集中化程度进行精确比较, 本文计算了各个民族人口空

间集中化指数 (见表 3) , 并按照集中化指数的大小, 划分出不同等级。新疆几个主要民

族的集中化程度和等级如下:

( 1) 非常集中的民族 (集中化指数 80~ 100) : 塔吉克族 ( 0. 96)、达斡尔族 ( 0.

95)、柯尔克孜族 ( 0. 92) 、锡伯族 ( 0. 92)。

(2) 比较集中的民族 (集中化指数 60~ 80) : 哈萨克族 ( 0. 78)、乌孜别克族 ( 0.

77)、俄罗斯族 ( 0. 75)、塔塔尔族 ( 0. 73)、蒙古族 ( 0. 72)、维吾尔族 ( 0. 71) 、满

族( 0. 70)、回族 ( 0. 67)。

( 3) 较分散的民族 (集中化指数 40~ 60) : 汉族 ( 0. 44)。

由此我们看到, 新疆不同民族人口的分布有很大差异性, 其中, 汉族、回族属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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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散的民族, 满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蒙古族、维吾尔

族、满族属于分布比较集中的民族, 而塔吉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等分布

最为集中。

表 3 各民族人口的集中化指数及其变化

年代 汉族
维吾

尔族
蒙古族 回族 满族

哈萨

克族

柯尔

克孜族
锡伯族

塔吉

克族

乌孜别

克族

俄罗

斯族

塔塔

尔族

达斡

尔族

1990 0. 45 0. 74 0. 75 0. 69 0. 68 0. 80 0. 94 0. 94 0. 97 0. 79 0. 74 0. 77 0. 95

1998 0. 44 0. 71 0. 72 0. 67 0. 70 0. 78 0. 92 0. 92 0. 96 0. 77 0. 75 0. 73 0. 95

四、新疆各民族人口地区分布格局的变动趋势

根据普查和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从 1982年到 1998年, 新疆不同民族人口在区内各个

地区的人口比重虽均有一定的变化, 但变化程度不是很大。其中, 新疆人口最多的三大民

族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变化的幅度不大, 也即近二十年来, 这三大民族人口的地区

分布总格局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维吾尔族依旧主要在南疆地区, 而哈萨克族依旧主要在

北疆地区, 汉族则相对还是均匀分布, 虽然主要在北疆地区。其他民族, 尤其是人口较小

的民族, 在各个地方的比重变化比较明显。 (见表 4) 蒙古族在博尔塔拉和巴音郭楞两个

蒙古自治州以及伊犁、塔城等传统分布区的比重显著下降, 而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

吉州等北疆地区增加较多。满族人口在伊犁地区比重大为减少, 而在乌鲁木齐增加最多。

锡伯族和俄罗斯族也有类似趋势。乌孜别克族在昌吉州和喀什地区增加比较明显, 达斡尔

族则伊犁地区比重上升, 塔城地区比重下降。

各个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程度和方向也不一样, 有些趋于更为集中分布, 另一些

趋向分散分布。通过计算新疆几个人口较多的民族 1990年、1998年两个年度的集中化指

数, 可以定量观察和分析在 90年代以来各个民族空间分布上的变动情况。1990年至 1998

年, 大多数民族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化程度有所下降, 个别民族有所上升。其中, 汉族人

口集中化指数从 0. 45下降到 0. 44, 维吾尔族从 0. 74下降到 0. 71, 蒙古族从0. 75下

降到 0. 72, 回族从0. 69下降到0. 67, 哈萨克族从0. 80下降到 0. 78, 柯尔克孜族从

0. 94下降到 0. 92, 锡伯族从 0. 94下降到 0. 92, 塔吉克族从 0. 97下降到0. 96, 乌

孜别克族从 0. 79下降到 0. 77, 塔塔尔族从 0. 77下降到 0. 73, 只有满族和俄罗斯族

有所上升, 达斡尔族没有变化。这种状况与 90年代以来人口空间变动情况是基本一致的。

随着新疆农村城镇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发展, 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因此人口

在空间上的迁移和流动增强了, 反映在集中化指数上就是许多民族人口的集中化指数呈现

下降趋势。人口的分布进一步趋于扩散和均匀分布, 各民族杂居和融合得到强化, 这对于

增强各民族的相互了解, 提高各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增强各民族的市场和竞争意识, 都

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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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新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1 新疆各民族人口的分布, 以天山为界, 南北疆有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北疆地区

汉族人口占多数, 哈萨克族、回族也分布较多, 其他民族也均有分布, 是民族分布较为混

杂的区域。南疆以维吾尔族占绝大多数, 其他民族成分少, 比重低, 是民族分布相对单一

的区域。回族在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北疆西北部地区比重下降, 而在天山北坡一带的乌

鲁木齐、克拉玛依以及东疆的吐鲁番等地区比重明显上升。

2 新疆除了汉族、满族和回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较为分散分布的特点外, 其

他民族人口的分布都有集中分布的趋势, 有自己的集中分布区域。其中聚集程度最高的是

塔吉克族, 汉族的聚集程度最低。

3 新疆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人口的区域空间分布格局基

本保持了 80年代初的状况, 但是其他民族, 包括蒙古族、回族、满族、俄罗斯族、乌孜

别克族等在地区分布格局上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4 新疆大多数民族人口在空间分布上趋向于分散, 其中包括一些集中化程度相当高

的民族如塔吉克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等。这对于西部开发和各民族经济发展是有利

的。但锡伯族、俄罗斯族和达斡尔族的情况与此相反。这三个民族都集中在北疆西北部,

数量不大, 文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较高, 趋于集中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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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Nationalities in XinJiang

T ong Yuf en L i Jianx in
Abstract: The art icle deals w ith the populat ion distribut ion and change of nat ionalit ies in Xin

Jiang according to Low rance curve and quant itat ive analysis. The author thought most nat ional

it ies have kept distribut ing dispersively since 1990, this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Xin

jiang and western areas, ethnic uni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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