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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口问题研究历来是民族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晰内蒙古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探究这种变化的原因之所在进而提出相

应的应对措施，对于制定我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规划、建设“和谐’’社

会的战略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问题进行

探讨，全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文中

数据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80年——2007

年)。本文着眼于社会因素进行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分析，强调政策环

境、文化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对于解决人口问题的作用所在。

通过对各年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人口总数比

例上涨，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汉族人口增长速度。少数民族

中，蒙古族、满族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偏高。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迅速，政策倾斜的原因首当其冲。国家对少数民

族的各项照顾政策如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少数民族就业政策、少数民族

文化教育政策等，使一部分人为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纷纷更改民族成分。

鉴于民族政策的吸引力，基本上所有民族通婚家庭所生子女均选报少数

民族成分。我认为，某个个体应该归属什么民族，应当是个体的一种民

族认同感的情感选择，而不应是一种根据血统来确定的“血统论”，更

不应是鉴于某种实际利益而做出的取舍。由于上述各项民族政策在执行

时的种种问题而导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事实不容忽视。这样不仅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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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实行民族政策的成本大大增加，同时也极易促进地区民族间的矛

盾。

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人口增速快于中西部地区。当地的牧民(以

蒙古族为主)经历了从游牧——半农半牧——农业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入口增长和农业生产之间形成一种互相递增的循环关系，农业生产导致

了人口激增。“重农轻牧”这样的产业选择其文化根源就是认为农耕先

进而游牧落后，不分地理环境一味的将农耕文化作为主导文化，从而致

使起源于草原并最适应于草原生态地区的游牧文化逐渐衰落。由于没有

充分尊重自然条件错误的选择生产方式而使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茫茫草原如今只剩下少数的优良牧场，荒漠化、沙尘暴等等的生态问题

已不仅是内蒙古当地的事情了。

一个民族的强大和兴旺发达，不取决于民族人口是否众多，而在于

民族群体素质的高低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因此，要把提高人口质量作为

头等重要的人口政策。此外，控制人口数量刻不容缓。其他具体的民族

优惠政策在执行时应考虑政策制定者真正要照顾的人群，不能仅靠户口

簿上的民族成分来判定是否应予以照顾，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理性地以本地区的自然生态条件选择适宜的产业模式就一定要建

立一种适宜的主导文化，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

应是以游牧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

息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一种开放性体系。

关键词： 少数民族人口，民族政策，生产方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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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tudy of ethnology．

Based on researching on the trends and the reasons of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in Inner Mongolia，appropriate measures would be produced to

solve the problem．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raft the development plans of

society and economics and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Inner Mongolia．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in Inner

Mongolia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paper．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sequence of proposing questions，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Data in the paper are from“Compilation of Demography of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1 980-2007)．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population how are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factors and places emphasis on important effects of

the policy environment，cultural environment(including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dam of the populmion in Inner Mongolia in every ye％it

can be found that minority population are rising year after year,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Han．In

ethnic minorities，the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f Mongoli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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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u is higher than others．

The primary reason of rapid growth of minority population is minority

policies．Because of the beneficial policies for minority，such as minority

cadres policy，minority employment policy，minority education policy，and

SO on，some people altered their nationalities in order to enjoy the minority

policies，and minority are selected by the children who are born in those

families that are intermarriage with minority．I think that what nationality a

people should attribute to should be decided by his emotion select of the

people，not the family origin，and more than the real interest．The fact that is

the rapid growth of minority population Call not be ignored．Because some

people are driven by beneficial minority policies to select minority

nationalities，thus it is not only greatly increasing the cost to implement the

minority policies，but also promo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o produce．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dwest．Local herders(Mongolian—based)experienced the

change of modes of production from nomadic production，to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production，an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Populatio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y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eads to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The culture roots to choos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not the animal husbandry are that many people

think that the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more advanced than tha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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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husbandry．．However，regardles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chosen as the dominant mode of production，it

leads to the animal husbandry going down gradual ly．And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cattle and sheep emerged behind wind’’is disappearing

gradually and only small number of excellent farm exists．Thus，ec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desertification，sandstorm，are arising because of farms

decreased,and it is not j ust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Inner Mongolia．

Whether a nationality is strong and prosperous or not，it is not decided

by the large national population，but the national quality and the strength of

total economy．Therefore，we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nationality

鹊the most important population policy．In addition，it is of great urgency to

control the minority population．And those people who really need to attend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ose policies for minority are implemented，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to determine

who should be attend．All these should be treated differentially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

A suitable dominant culture must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region。S

natural ecological conditions．In the approaching long period time，the

dominant culture of grassland areas should be an open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the nomadic culture and all outstanding human civilization including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should be fully absor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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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学者曾这样说过，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能从人口数量规

模上找到答案；入口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

人口问题研究历来是民族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晰内蒙古人口重要组成部

分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探究这种变化的原因之所在进而提出相应的应

对措施，对于制定我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规划、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实施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一定时期内一定地区的～定民族在人口方面的变化可以从多角度分析研究。比

如说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性别比变化、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人口的受教育结

构变化、人口的职业结构变化等等。多方位的研究才能全面地揭示该地区的该民族

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变化状况。受各方面条件所限，尤其是受可以取得的资料所限，

本论文仅就人口的数量变化进行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其一，人口数量变化是其余各

项人口问题研究的基础，是探究民族人口变化的第一个指标。万丈高楼平地起，良

好的根基有助于今后研究工作的继续；其二，多年来的人口统计资料中最有延续性

的就是人口数量数据，其余方面的指标如民族人口的受教育结构、职业结构等都是

近几年才开始统计的数据，无法进行一定时期的比较研究。

影响一定地区一定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影响人口自然增长

的因素(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有人口基数、人口性别比例、人口年龄结构等)、

人口机械增长(人口机械增长是指人口在地区间的迁移)的因素以外，还要受一定

时期的民族政策、民族较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

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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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然增长是人口学所关注的，从人口学角度出发，对

民族人口的研究着重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年龄结构、育龄妇女人数等等方

面：从政策制定的角度上看，计划生育本身就是直接控制人口的出生率进而控制人

口增长率。事实上，社会因素对于人口数量的影响虽是间接的但却是巨大的。本文

正是着眼于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诸多社会因素进行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分析，强调影

响人口生育的“软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对于解决人门

问题的作用所在。

(二)研究意义

首先，论文对从1980年到2007年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作了详

细的数据分析，包括民族人口数量变化数据、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数据等，这

些都是目前无法直接查阅到的数据资料。通过对这些数据资料的整理、计算、统计

后形成的一系列表格，不论对本人今后的研究，还是对于其他对这方面问题感兴趣

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可以继续研究使用的实证资料。

其次，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论文从全新的角度看待民族人口数量变化背后的原

因。通过对影响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一些社会因素的分析进而提出社会

方面的对策建议更显得有理有据。

二、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世界观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的

反映，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一个阶级的民族观表现为这个阶级对民族及其发展的认

识和理论，对民族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内容发展变化的认识和理论，处理民族关系、

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就是要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1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系统

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38页，民族jf；版社，1994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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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容丰富且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2001年2月，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概括为十个方面：“一、

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

繁荣的阶段，各民族恻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

二、民族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三、国家统一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

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四、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

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五、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

族的大团结。六、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七、发展经

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民族问题的基础。八、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

题的基本制度。九、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

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十、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

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2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观察、分析和认识民族和民族问

题的理论基础，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在实际中体验、感悟并使之成为我们自

己思想和世界观的一部分是必要且可行的。

2、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两种生产’’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发展史来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是极为重要的著作，在该书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明确的表述了“两种生

产"的思想，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

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

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

马、恩共同创立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马

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我们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

社会生产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没有

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干部读本)，第2．3页。民族{ll版社，

2002年。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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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就失去了d玎提、主体和目的，就不会有人类社会；

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则无法生存。应该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正

是这两种生产矛盾运动的结果，并不是只由哪一种生产单独地起决定性作用。无论

是国家、地区还是民族都必须研究并寻求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相互适应的人类自身生

产问题的最佳方案。

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与

反作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

理。书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

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

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

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

来了。”‘

从书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生产关系要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应，否则便

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上层建筑(法律、政治和社会意识形式)要与一定发展

阶段的经济基础(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相适应。即不仅要认识到生产力对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也要充分认识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

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

民族学本身是--1"7新兴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步入正轨，所以相比于经

济学来说，无论是理论基础、方法论，还是研究成果都是非常不足的。据笔者目前

掌握的资料来看，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待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还是空白。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ll；舨社1972年版，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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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蠢绪论

关于民族人口的问题，是民族学领域的重要问题。主要集中在从总体上探讨中

国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情况。比如黄荣清的《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北京经济学

院出版社，1995年)、才让加的《对民族地区人口规模动念变化的分析》(《西北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张天路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五

十年》。在黄荣清的书中，就提出了入门增长分为自然增长和社会增长这两种概念，

这也是本文立题的一个理论来源。在张天路的文章中，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作

了阶段性划分，本文也有所采用。

讨论不同区域少数民族的入口问题的文章有：金枫，《辽宁省少数民族入口现

状、特点及存在问题》(《满族研究》，2005年第2期)，吴克尧《黑龙江少数民族人

口变化探析》(《黑龙江史志》，2004年第3期)，郑长德《凉山彝族自治州少数民

族人口变化研究》(《西北入口》，2008年第4期)。上述文章均针对特定区域对其少

数民族的人口变化总结一定的规律，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数据来源都是国家几次入

口普查的资料。其中，看待人口变化的视角对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影响。

分别讨论少数民族人口与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生产方式的关系的文章有：

朴莲玉《黑龙江人口较少民族和谐文化建设研究》(《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年3月)，杨军昌《文化、人口文化与民族人口文化研究刍论》(《西北人口》，

2008年第6期)。这几篇文章其实只是讨论少数民族的文化问题和民族人口文化问

题，并非研究少数民族人口与民族文化等的内在关系问题。但杨军昌的文章中对于

民族人口文化研究较深，对笔者有一定的启发。

专门讨论内蒙古的人口问题的文章有：齐晓娟《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分布变化及

其原因分析》(《人口与经济》，2007年4月，增刊)，宝音、赵明、包玉海《内蒙古

民族人口发展模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经济统计教研室课题

组《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分析》(《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5年第二期)，

布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的历史与现状简述》(《内蒙古统计》，2003年第二

期)。上述文章大多是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是对人口现象的描述。

此外，不少著作中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少数民族的人口问题，如庄孔韶主编的

《人类学通论》、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年)，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些著作都

以民族学的视角看待民族人口问题，有很多思想对笔者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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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外文献综述

关于国外文献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及人口与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的关

系研究的文章，笔者只找到了一篇即王虎《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后的民族人口政策及

其实践》(《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月)，对比之后，

亦有一定的借鉴。

三、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尽量吸取了文化人类学、入口学、民族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等学科的知识，力图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入口变化问题进行探讨，

全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符合理论框架——应用

分析——对策研究的研究范式。采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和静

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依据是

1980年叫007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
四、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全文的绪论部分。首先从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提出了研究这一问题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然后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简要的回

顾，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第二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近几十年来的变化，其中

包括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重、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等等。通

过对大量数据的计算、分析，总结出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的特点和趋势。属于

提出问题部分。

第三、四章主要依据第二章提出的我区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特点，分别从社会因

素的不同方面予以阐释。属于分析问题部分。第三章研究主要论证了少数民族人口

变化与民族政策的关系，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其他优惠政策等。第四章主

要研究少数民族人口变化与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关系。

第五章是结论和对策，依据第三、四章的分析，提出从社会全方位着眼，综合

性的使我区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与环境、资源相协调，为创造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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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情况

一、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及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内蒙古2007年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此资料为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编写，以

下人口数据资料除作特别标注外，均采用本汇编的各年度资料。)表明：2007年内蒙

古自治区总人口为2413．7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515．78万人，占全区总人

口的21．37％。同1980年相比，少数民族总人口增加了271．9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

增加人数537．24万人的50．62％，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为111．54％，汉族人口增

长率为28．63％。2007年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

12．99％上升了8．38个百分点。

本文选取从1980年至2005年之间每隔五年的数据以及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

表2-1：各民族人口数量(单位：万人)

朝鲜 达斡尔 其他少
年份 合计 汉族 蒙古族 同族 满族

族 族 数民族

1980 1，876．51 l。632．69 209．03 15．29 lO．32 1．62 5．64 1．92

1985 2，006．67 1，677．04 274．68 17．13 27．06 1．86 6．15 2．76

1990 2，149．43 1，749．15 328．49 18．75 40．05 2．24 7．10 3．67

1995 2。237．21 1。803．38 356．49 20．00 43．70 2．27 7．27 4．10

2000 2，300．95 1，832．48 386．01 20．88 47．Ol 2．33 7．64 4。59

2005 2，351．91 l，853．77 412．75 20．98 49．05 2．35 7．92 5．08

2007 2，413．75 1，897．97 427．66 21．27 50．63 2．41 8．36 5．45

由表2—1可以看到，蒙古族人口从1980年的209．03万人增加至2007年的427．66

万人，增长率为104．59％；回族人口从1980年的15．29万人增加至2007年的21．27

万人，增长率为39．11％，满族人口从1980年的10．32万人增长至2007年的50．63

万人，增长率为390．6％；达斡尔族人口从1980年的5．64万人增长至2007年的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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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人，增长率为48．23％；朝鲜族人口从1980年的1．62力．人增加至2007年的2．4l

万人，增长率为48．77％。同期汉族人口增长率为15．15％。

表2-2：各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单位：％)

其他少数
年份 合计 汉族 蒙占族 同族 满族 朝鲜族 达斡尔族

民族

1980 100．00 93．47 5．23 0．97 0．28 O．0l 0．02 O．Ol

1985 loo．oo 87．01 11．14 O．81 O．55 O．09 O．30 O．10

1990 100．00 83．57 13．69 O．85 1．35 O．09 0．3l O．14

1995 100．00 81．38 15．28 O．87 1．86 O．10 O．33 O．17

2000 100．00 80．6l 15．93 O．89 1．95 O．10 O．32 O．18

2005 loo．oo 79．64 16．78 O．9l 2．04 0．10 O．33 O．20

2007 lOO．oo 78．82 17．55 O．89 2．09 O．10 O．34 O．22

由表2．2可以看到，蒙古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5．23％上升至2007

年的17．55％，同期汉族人口从93．47％下降至78．82％。

表2．3：各少数民族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比重(单位：％)

少数民族 各少数民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比重(％)
年份 人口合计

蒙古族 回族 满族 朝鲜族 达斡尔族 其他少数民族(万人)

1980 243．82 85．73 6．27 4．23 0．66 2．31 0．79

1985 329．63 83．33 5．20 8．21 0．56 1．86 O．84

1990 400．29 82．06 4．68 10．00 0．56 1．77 O．92

1995 433．83 82．17 4．6l lO．07 O．52 1．68 O．94

2000 468．46 82．40 4．46 lO．04 0．50 1．63 0．98

2005 498．14 82．86 4．2l 9．85 O．47 1．59 1．02

2007 515．78 82．91 4．12 9．82 O．47 1．62 · 1．06

由表2．3可以看到，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重变化差别较大。

可见在总体增长较快的趋势下，仍有速度差别。

由表2．1、表2．2、表2．3可以计算出，至2007年，我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

区总人口的21．18％，少数民族中，人口过百万的只有蒙古族，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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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1％。故而本文的论述多以蒙古族为例，兼颐其他少数民族。

二、内蒙古各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表2—4：各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

年份 汉族 蒙古族 19l族 满族 朝鲜族 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

1980 9．64 33．95 46．73 167．2I ．252．90 44．31 ．57．40

1985 8．25 24．32 -24．44 40．40 10．40 15．94 31．38

1990 11．05 39．75 ．2．90 115．70 56．65 19．64 75．7l

1995 6．54 19．47 14．12 21．64 O．26 ．9．23 4．82

2000 ．17．86 833 -4．97 22．06 -23．23 34．04 20．74

2005 -6．83 11．60 -13．67 7．24 ．25．79 ．8．94 ．12．59

2006 ：4．53 4．10 4．54 17．66 12．56 38．29 29．73

2007 9．03 31．38 9．17 14．03 13．23 15．23 lO．75

注：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年人口数一上年人口数)／(奉年人口数+上年人口数)×2×1000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依据本年人口数与上年人E1数计算所得的，故而只反映相

邻年度间的人口增长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多数是从一个时期总体的数字情况来分析

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动特点。

三、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趋势及特点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到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有以下特点：

特点一：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入口总数比例上涨，由1980年的12．99％上升至

2007年的21．18％，占这一时期总人口增加数的50．62％。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远

远大于汉族人口增长速度。

特点--少数民族中，蒙古族、满族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偏高，蒙古族从1980

年的209．03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427．66万人，增长率为104．6％：满族从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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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32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0．63万人，增长率为390．6％。回族、朝鲜族、达

斡尔族入口增长相对缓慢，回族从1980年的15．2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1．27万

人，增长率为39．1％；朝鲜族从1980年的1．62力．入增加到2007年的2．4l力．人，

增长率为48．8％；达斡尔族从1980年的5．64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8．36万人，增

长率为48．2％。

特点三：入口不足万人的“其余少数民族”人数增长，由O．39万人增至2．54

万人。一方面是原居住在内蒙古的这些少数民族人口也在增加，另一方面是少数民

族成分增加。

那么，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出现以上种种特点的原因是什么昵?本文将抛

开以往研究常用的人口学分析方法——研究人口自然增长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等

等自然因素，以民族学的社会文化视角来看待社会因素对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

变化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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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民族政策与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

由表2．1、表2．2、表2．3可以看出，我区少数民族人口从1980年的243．82万

人增加到2007年的515．78万人，增长了lU．54％，同期汉族人口从1632．69万人

增加到1897．97万人，增长了16．25％：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入口的比重从1980

年的12．99％上升至2007年的21．37％，占这一时期人口总增加数的50．62％。少数民

族人口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政策倾斜的原因首当其冲。

一、少数民族人口政策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

少数民族入口政策，是国家调节、干预和指导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政策。它集

中反映了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人口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为实现此

目标而采取的措施。5

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种生产"的理论为依据而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社会生产有两种，

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两种生产是互为条件

并相互渗透的，两种生产必须相互适应。因此，我们的人口规模要与我们的经济发

展相适应，与我们的生存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

1950年以来的少数民族人El政策大致经历3个阶段：6

第一阶段：人口兴旺政策阶段(1950-197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少数民族

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有的还出现了负增长，人口不断减少，甚至濒临于灭族的边

缘，而且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传统经济或原始经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生

活的改善还依靠强壮劳力数量来保证。这便成为制定人口兴旺政策的依据。经过国

家的大力推行，从1953年开始扭转了民族人口下降的局面，进入了缓慢增长时期，

到60年代中期出现了高自然增长率的大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从1971年起全国对汉

族居民广泛开展计划生育政策。中央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少数民族地区除外”的政

策。直到1980年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为4．49，比汉族的2．65高69．43％。

第三阶段：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阶段(1982．)。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指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

5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火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蜘7页。
6张天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五l‘年>，hh__ttp_：l／www．xianfD．．qov．cn／Inde)(，Catal09117／277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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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1984年4

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精神的汇报》中说：

“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力．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

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0990

内蒙古的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始于1988年，2002年公告的人口政策中规定，

“蒙古族公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夫妻双方均为非城镇户籍且从事农牧

业生产，已有两个子女均为女孩的，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三个子女。达斡尔族、鄂温

克族、鄂伦春族公民，提倡优生，适当少生；要求节育的，给予技术服务。其他少

数民族(全国总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公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7从表

2．4可以看出，1990年——1995年_2000年之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明显下降趋
势，以蒙古族为例，199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9．75‰，1995年这一指标为19．47

‰，到了2000年降至8．33‰。

在优惠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作用下，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长迅速，

～方面，为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发展提供了较以前更为充足的人力资源，另一方

面，也给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带来更沉重的负担。

二、更改民族成分政策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

1981年11月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出《关于恢

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提出：“凡属少数民族，无论其在何时出于

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而申请恢复其何种成份的，都应予以恢匡

复。”据此，从1982年开始，全国陆续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有260多万人。随着

《通知》文件的贯彻与落实，更改民族成分者逐渐减少，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时期。

1989年11月，国家民委、公安部发出了《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更

改民族成分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从表2-4可以看到，以蒙古族为例，1982年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161．91‰，以后各年逐步下降，以1990年为界，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30．40‰降到10．20‰。

三、民族优惠政策对于人口增长的负效应

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各项照顾政策如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少数民族就业政策、少

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民族地区扶贫优惠政策、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等，使一部

分人为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纷纷更改民族成分，如果本人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甚

7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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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八分之一的少数民族血统，那么就更改为少数民族成分。更有甚者，通过不正

常的渠道，在没有一点少数民族血统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少数民族中的一员。1982

年——1990年，全国入门增长率为12．16％，汉族人口增长率为10．42％，而少数民

族人口增长率为36．62％。据黄荣清估算，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增长中包括了43．36％

的自然增长和56．64％的社会增长(即更改民族成分和民族通婚家庭子女选报少数民

族成分数)。8在我区，社会增长主要是蒙古族的增长，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蒙古族

是我区的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占全区少数民族人口的82．92％(2007年)，少数民

族人口增长基数最大：二是蒙古族是我区主体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三是蒙古族

是我区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较之其他少数民族，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更

容易找到蒙古族血统的亲属。对于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增长问题该如何看待呢?在

此，不妨从社会增长的两大渠道分别讨论，即肆意更改民族成分和民族通婚家庭所

生子女选报少数民族成分。

首先，更改民族成分。更改民族成分最初开始于1981年I 1月颁布的《关于恢

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至1990年政策性的更改基本结束。1990年

国家民委、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中国公民确定

民族成分的规定》，指出“个人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确定；不

同民族公民结婚所生子女，其民族成分在18周岁以前由父母商定，满18周岁者由

本人决定，年满20周岁者不再更改民族成分"。从表2—4可以清楚看到，1990年

以后，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可见更改民族对于之前的高增长率贡献

巨大。同时， 《规定》还指出更改民族成分的审批手续为“须经过本人所在单位人

事部门或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报经县级以上民族工作

部门审批后，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手续。"这样的审批手续显然不能杜绝徇私舞弊

现象的出现，如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有lO名考生在没有任何政策依据

的情况下更改民族成分，被有关院校录取。涉案的16名国家工作人员受到了党政

纪处分或组织处理(内纪办通报，第五期，内蒙古纪委办公厅，2005年4月26日；

中共巴彦淖尔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巴纪字[200515号)。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族

事务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对恢复、更改民族成分工作

管理的通知》，将更改民族成分的审批权限上划到自治区民委和公安厅，从表2—4

可以看到，2006年蒙古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10‰，同期汉族人口增长率为14．53

。黄荣清．《中国务民族人口的增长》，北京经济学院jI；版社，1995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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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前年度蒙古族高增长率、汉族低增长率甚至是负增长率对比鲜明，可见审

批权限的上划在短期内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民族通婚家庭所生子女选报少数民族成分。鉴于民族政策的吸引力，基

本上所有民族通婚家庭所生予女均选报少数民族成分。我个人认为，民族是一个根

据语言、历史文化以及归属认同感等属于精神层次的要素来确定的团体，即是一个

属于精神上、意识上的团体，某个个体应该归属什么民族，应当是个体的一种民族

认同感的情感选择，而不应是一种根据血统来确定的“血统论”，更不应是鉴于某

种实际利益而做出的取舍。

为什么本来为了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而制定的民族政策被不少本不应享受的

人以各种渠道得以享受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为了追逐某个少数民族可以享受

到的优惠政策不惜违法乱纪铤而走险地选择“加入”该民族呢，恐怕只能归因于政

策本身的不完善以及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的漏洞了。

由于上述各项民族政策的不完善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的流于表面而导致少数民

族人口增长的事实不容忽视，不少人在多生一胎、高考加分、提拔干部等等利益的

驱动下加入少数民族的行列。这样不仅使国家为实行民族政策的成本大大增加，同

时也极易促进地区民族间的矛盾。新时期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政策的

执行情况已经迫在眉睫。

14



第四章民族文化与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

第四章民族文化与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

本文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与民族政策的关系，对

少数民族入口增长明显快于平均人口增长予以一定的解释。然而细细看来，同属于

被各项政策照顾下的各少数民族，其人口增长速度也大相径庭。如蒙古族、满族人

口增长较快，回族、朝鲜族人口增长较缓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此外，通过下表分

析，同为蒙古族人口，在我区各个盟市的增长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

表4．1：各盟市蒙古族人口占全区蒙古族入口比重情况(％)

呼和 包头 乌海 赤峰 呼盟 兴安 通辽 锡盟 伊盟 巴盟 阿盟 乌盟

浩特 盟

1980 3．46 0．88 O．18 14．76 5．3l 20．76 32．88 9．43 5．7l 2．28 1．50 2．86

1985 3．60 O．90 O．20 16．78 5．03 18．74 35．85 8．0l 4．86 2．08 L 33 2．62

1990 3．83 0．96 O．23 19．47 5．27 17．63 34．64 7．66 4．43 2．03 1．25 2．58

1995 4．22 1．1l O．3l 19．93 5．32 17．3l 34．6l 7．45 4．20 2．15 1．2l 2．20

2000 4．87 1．66 O．37 20．09 5．32 16．75 34．52 7．26 4．13 2．14 1．19 1．70

2005 4．96 1．74 O．42 20．62 5．57 16．30 34．28 6．98 4．08 2．07 1．19 i．79

2006 5．03 1．75 O．43 20．66 5．47 16．45 34．72 6．35 4．04 2．12 1．2l 1．76

2007 5．02 1．74 O．44 20．4l 5．54 16．17 34．53 6．96 4．10 2．10 1．19 1．81

表4-2：各盟市蒙古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比重情况(％)

呼和 兴安

浩特
包头 乌海 赤峰 呼盟 通辽 锡盟 伊盟 巴盟 阿盟 乌盟

盟

1980 6．30 I．20 O．02 8．59 4．92 32．68 29，07 25．80 11．43 3．63 22．48 L95

1985 7．8l 1．53 0．02 12．00 5．85 35．8l 38．16 26．68 11．78 4．05 24．58 2．26

1990 9．10 1．80 O．03 15．56 6．73 37．57 41．00 28．3l 12．08 4．34 25．67 2．59

1995 9．14 2．16 O．03 16．66 7．10 38．98 42．27 29．30 11．94 4．62 26．77 2．50

2000 8．99 3．14 O．04 17．66 7．82 40．02 43．96 30．8l 12．14 4．80 26．22 2．44

2005 9．59 3．43 O．04 19．1l 8．54 41．10 45．74 30．53 12．23 4．86 27．20 2．7l

2006 9．65 3．42 O．04 19．02 8．39 41．25 45．6l 27．48 11．89 4．90 27．5l 2．63

2007 9．7l 3．46 0．04 19．27 8．7l 4L 48 46．70 30．46 12．19 4．93 27．74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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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4．2可以看出，各盟市的蒙古族人口占全区蒙古族人口的比重变化趋

势有很大差别，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四盟市(包括赤峰、呼盟、兴安盟、

通辽)的蒙古族入口由1980年的占全区蒙古族总人口的73．71％增长为2007年的

76．65％，中部锡盟的蒙古族入口由1980年的占全区蒙古族总人口的9．43％下降为

2007年的6．96％，西部四盟市(伊盟、巴盟、乌盟、阿盟)的蒙古族人口由1980

年的占全区蒙古族总人口的12．35％下降为2007年的9．2％。

既然在同样的民族优惠政策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的人口增长趋势，其原因就势必

在优惠政策因素以外。我们不妨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民族文化的角度予以解释。

一、生产方式与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

(一)、东、中、西部蒙古族人口增速差别：农业生产方式是导致人

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本属长城以北的天然牧场，然而长久以来，由于“农耕"先进、

“游牧"落后这一传统社会思想根深蒂固，在农业与畜牧业之间所做出的错误的产

业选择——“重农轻牧"，在这里产生巨大的影响：清朝后期，清王朝为巩固其东

北发源地，废止以前实施250余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正式

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清统治者在内蒙古实施的这一所谓“新政"，敞开了

内地汉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区的门户：民国时期，无论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均

沿袭了清朝放垦内蒙古草原的“蒙地汉化”政策，并为此制订了许多奖励开垦的办

法。伴随从沿海各省通往内蒙古铁路的修筑，移民大量涌入，使草原地区开垦规模

更加扩大，除经东北地区继续移入内蒙古东部，开垦昭乌达盟东部和呼伦贝尔盟大

兴安岭东麓平齐铁路沿线地区外，也大批涌向河套西部、伊盟中部等西部地区，开

辟许多不适于耕作的地区为农田；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牧民不吃亏心粮"、

大批生产建设兵团开进草原地区的现象，直到1997年还在鼓励扩大耕地。9

从内蒙古草原原有的牧业生产模式被逐步的“农业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受一

系列移民及开垦草原影响深刻的地区就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当地的牧民(以蒙古族

为主)经历了从游牧——半农半牧——农业的生产方式的转变。那么，农业生产方

9根据恩和：‘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的文化学透视》，2003年‘曾经草原．内蒙古生态与游牧文化展'专家讲座，

整理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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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如何导致人口增长的昵?

农业(种植业)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人类是靠采集食物来维持生活的。在那样

的条件下，寻食者为了调适于一定的资源环境，把人口数量稳定在他们的生存环境

的供养能力水平之下。随着人们谋生方式的变革，人类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

产者。农业生产方式导致人口增长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

力。农业生产周期长，在落后的生产工具的限制下，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人，人多

收获也多，这样大大刺激了人口增长。二是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增加人口的成本低

廉。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基本能够实现食物自给自足，增加的人口供养不会给家庭

带来过多的负担。三是农业生产条件下，增加人口的效益可观。一般情况下，小孩

子长到10岁左右就可以帮忙从事一定的农活。农业生产的低技术含量使得增加的

人口在较早阶段就可以产生效益。于是，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

递增的循环关系，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导致了人口激增。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内蒙古各盟市中，蒙古族人口占全区蒙古族总人口

76．65％的东部四盟市中的牧业区有13个，只占东部四盟市下设旗(县、区)总数

的30．95％，而蒙古族人口占全区蒙古族总人口6．96％的中部锡盟的牧业区有8个，

占其下设旗(县、区)总数的66．67％。相比之下，直接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族人口

增长是明显低于从事农业生产的蒙古族的。内蒙古草原虽然辽阔，但适宜人类居住

的面积并不广大，不能认为人口密度小我们就没有人口负担。

(二)回族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工商业生产方式对入口规模

的影响

至2007年，内蒙古的回族共有人口21．27万人，占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的

4．12％。回族在内蒙古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之所以引起笔者的关注是由于在

少数民族人口高速增长的浪潮中，回族人口增速缓慢，占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逐年下

降。1980年----2007年内蒙古的回族人口分布如下：

表4—3回族人口分布(单位：万人)

呼和 兴安

浩特
包．头 乌海 赤峰 呼盟 通辽 锡盟 伊盟 巴盟 阿盟 乌盟

盟

1980 2．24 2．49 O．44 2．09 2．55 O．23 O．9 O．9l O．08 1．57 O．7 O．9

1985 2．73 2．73 0．55 2．54 2．76 O．3 1．1 1．1 0．09 1．49 O．76 0．98

199lo 3．06 2．97 0．67 2．78 2．97 O．3l 1．16 1．16 O．09 1．74 O．7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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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3．22 3．27 0．7l 2．92 3．12 O．33 I．37 1．24 O．1 1．8l O．87 1．03

2000 3．47 3．49 O．77 3．2l 3．2 O．32 1．33 1．2I O．12 1．99 0．82 0．94

2005 3．55 3．5l O．8 3．03 3．56 O．3 1．25 1．37 0．14 1．97 O．83 0．9l

2006 3．55 3．5 0．8 3．05 3．5 O．3l 1．42 1．1 O．14 I．98 O．83 O．88

2007 3．59 3．53 O．8l 3．13 3．49 O．3l 1．3l 1．16 O．15 2．04 0．84 O．9

由上表可以看出，回族人口在全区各盟市的增长速度基本趋于一致，没有明显

的过高或过低。此外，回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呼市、包头、赤峰和呼盟，占全区回族

人口的65％(以2007年数据为代表，其余各年这一比重基本相近)。再进一步分

析，呼市的回族主要居住在呼市回民区、新城区、玉泉区、赛罕区，占呼市回族入

口的89％：包头的回族主要居住在昆区、青山区、东河区，占包头市回族人口的8I％；

赤峰的回族主要居住在红山区、松山区、元宝山区，占赤峰市回族人口的63％：呼

盟的回族主要居住在海拉尔区、满洲罩、牙克石、扎兰屯，占呼盟回族人口的61％。

以上数据表明，内蒙古的回族人口大多居住在城区。

内蒙古的回族人口大多从事商业及工商服务业(如餐饮业、食品加工业)。据

《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尊称成吉思汗之际，就有花刺子模回回商人阿三来往于

汪古部与蒙古之间。汗国建立之后，花刺子模的算端(苏丹)摩诃末曾派使团晋见

成吉思汗，达成自由通商的协议。当时花刺子模境内的各族穆斯林，统被称为“回

回”。回回商人通过商业贸易，把粮食、铁器和各种手工业品带给当地的蒙古族人。

回族人所从事的商业及服务业对于人口规模的影响与农业生产方式是相反的。首

先，商业和服务业以城区为主要的活动地点，新增人口的各项成本．(如生育、抚养

等)均高于农村牧区；其次，低龄人口对于该种生产方式的贡献远不如其对于农业

生产方式的大。

(三)产业选择的文化根源

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

的复种区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

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长城以南、

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在这里，

定居农业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

营。农桑并举或耕织结合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在广大农户中，畜牧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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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副业存在的。在长城以北，横亘着适合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问分布的蒙

古高原，发展农耕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柔

然、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牲畜

数以力．计、十力．计以至百万计的庞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

饮湮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畜群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

资料。游牧民族并非没有种植业，不过种植业比例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

是唯一的衣食之源。

前面我们提到过，长期以来的重农轻牧的思想是导致产业选择的根源。这种思

想认为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等等一系列文化现象和生物进化一样，都是由低级向高

级、由简单向复杂逐渐地发展：认为农业产生在牧业之后、农业要比牧业先进。关

于农业和牧业产生先后的问题有不少争论，我们不妨从经典著作中看看智者的说

法：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有这样的描述： “野蛮时代的特

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东大

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

用干砖(即用阳关晒干的生砖)和石头丌始。⋯⋯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

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时期似乎很久还不

知道。⋯⋯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

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10由此可见，无论是农业还是游牧业，只

不过是一定地区的人们为了生存而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作出的调适性选择。我

们无须辩驳农业与游牧业何者落后何者先进，这是因为农业与游牧业本就产生于不

同的自然条件下的不同地域，而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之间是没有比较

标准的，这是因为不同区域、民族或国家之间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大环境(这里的大

环境是指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在内的)各不相同，而文化均是为满足本环

境下人们的需要，在本环境下适应的文化在他环境下不一定是适应的。因此，所谓

的优秀、先进的文化必先冠之以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环境前提。

正如恩格斯的描述：“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

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

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的确如此，我们本应

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大多数人的

’o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四卷，第19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四卷，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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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是人类社会由游牧到定居，到农耕，在走向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这是天

经地义的必由之路，草原也不能例外。这样一种认识要从我们的宣传教育上找原因，

我们的教科书，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的，是站在农耕文化的立场看待游牧文化

的。由于没有充分尊重自然条件错误的选择生产方式而使昔R“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茫茫草原如今只剩下少数的优良牧场，荒漠化、沙尘暴等等的生态问题已不仅是

内蒙古当地的事情了。

“重农轻牧”这样的产业选择其文化根源就是认为农耕先进而游牧落后，不分

地理环境一昧的将农耕文化作为主导文化，从而致使起源于草原并最适应于草原生

态地区的游牧文化逐渐衰落。

二、生活方式与民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关系

(一)与异族通婚情况

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婚习俗，是最古老的氏族外婚制的扩大与延伸，也是氏族内

部通婚禁忌必然发展的结果。不同民族在看待与异族通婚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倾向。

这种倾向直接影响到该民族人口的增长情况。

从表2一l、表2．2、表2．3中可以看出，1980年-2007年，满族人口剧增。
从1980年的lO．32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50．63万人，增长了390％，是内蒙古少数

民族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是与汉族融合程度最

高的少数民族之一。无论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等等方面都基本与汉民族相近。

在这样的情况下，满族与汉族通婚现象普遍，这是导致满族入口剧增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所作的分析，当时满族是少数民族中与异族通婚率

最高的一个，通婚率为65．13％。12

(二)宗教信仰

我区的少数民族中，宗教信仰较为突出的是回族。回族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

特殊的信仰导致其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如饮食习惯等)。回族人的宗

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尤其限制了其他民族更改为

回族的行为，从而限制了人口的发展速度。

12商求梅．从1990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看我国的民族通婚，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三期，总第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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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对策

至此，本文通过前面四章的内容对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及导致

这种变化的社会因素作了一定的论述分析。通过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少数民族人口总体增长过速，当前控制人口数量的形式依然严峻；

其次，控制人口数量不能单纯依靠计划生育一刀切，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

素，全方位地解决人口问题。具体如下：

一、各项民族政策的完善和严格执行

(一)关于少数民族人口政策

近十几年来，在国家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

是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

地区的贫困在貌，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生产，另一方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改变“越

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既是落实基本国策的一部分，又是贯彻民族政

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中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少数民族人口有计划

地发展，抑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

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同时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这是少数民族本身

繁荣、进步的需要，是符合少数民族根本利益的。一个民族的强大和兴旺发达，不

取决于民族人口是否众多，而在于民族群体素质的高低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因此，

要把提高人口质量作为头等重要的人口政策。此外，控制人口数量刻不容缓。

(二)关于更改民族成分的政策

从最初的民族识别到后来的民族成分变更政策，国家都将个人的意愿作为认定

民族成分的重要依据，¨可见，民族是～个基于心理认同的共同体，不应该根据血

统来传承，更不应该根据现实利益来取舍。之所以会有大批人希望并采取多种手段

让自己成为少数民族，除了个人的因素外，政策也给其提供了可乘之机。

到目前为止，应改的早已改完，不应改的也已改了不少；民族通婚家庭所生子

’3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火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8页．

¨关十民族识别，参见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I；版社，2006年舨，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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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也基本上会在申报户口时就选择少数民族成分，且出于利益的考虑，个人在长大

后变更为汉族的情况估计不多。因而，变更民族成分的政策(这里指汉族变更为少

数民族)应该彻底停止实施。

(三)关于其他民族优惠政策

其他具体的民族政策本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

人口的素质，更好的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故而政策的执行要切实的落到实处，

不能流于表面。对于具体的民族优惠政策在执行时应考虑政策制定者真正要照顾的

人群，不能仅靠户口簿上的民族成分来判定是否应予以照顾，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区

别对待。当民族优惠政策能够将那些本不应享受照顾的人群排除在外的时候，少数

民族人口数量的增长趋势必然会有一定的缓减。

二、创建适宜本地自然生态条件的文化模式，以可持续发展的

眼光制定本地区的产业发展取向

所有的生物为了延续生命都必须满足某种基本需求，人类也不例外。这些需求

都要从生物生存的环境中求得，人要适应于生态环境，所以象任何有机体一样，人

类必须具有调适于生态环境或成为它一部分的潜能。人类运用其文化实现对生存环

境的调适，与此同时，生存环境也在由于人类的活动而相应改变，在这种相互调适

的过程中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产生，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新的文化有时是适应于环境

的，这时人与自然相互协调，人类可从生存环境中取得所需而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

益，这样的文化就是先进的：有时却相反，相反的时候人类总是输家，会受到自然

界无情的惩罚，这样的文化就是落后的。

从内蒙古草原的历史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理性地以本地区的自然生态条件选

择适宜的产业模式就一定要建立一种适宜的主导文化，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草

原地区的主导文化应是以游牧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

明和信息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一种开放性体系。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地理环境有着重要影响，作为生产

力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自然环境，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区甚至具有决定意义。因地制宜，

尊重自然，构建一种先进的文化进而选择一种适宜的产业模式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民

族、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伟大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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