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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 1982—2010 年全国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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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中国1982—2010年四次分县（区）人口普查数据，借助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多阶段嵌套Theil系数、重

心曲线、空间分布图系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

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演变态势。结果表明：①近3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位移距离变化较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

持稳定，东北—西南方向人口空间分布呈现出不断集聚趋势，西北—东南方向人口空间分布则呈现出分散趋势。②
多阶段嵌套Theil系数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总体呈缓慢缩小趋势，但省内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和地

级行政单元内的空间分布差异却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③人口分布密度变化重心曲线呈“波浪”形，有西北向东南

方向人口密度逐步由稀疏趋于稠密的趋势；基于分布图系、人口重心曲线将人口密度变化区域划分为无人区、极端

稀疏区、相对稀疏区、中等分布区、低度密集区、中度密集区、高度密集区、极端密集区8大类型区，整个研究阶段八

大类型区的县级行政区数量及人口数量变化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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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alysis of the Four National Cens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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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four census data of counties(districts) in China from 1982 to 2010, we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its change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alysis, the multi- stage nested Theil coefficient, the gravity center curve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system and so on, which reveals the basic evolution trend of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In the last 30 years, the displacement distance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in China is small and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remains stable, the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Northeast- Southwest presents a continuous agglomeration trend and in the Northwest- Southeast shows a trend of

dispersion; ② the calculation result of the multi- stage nested Theil coefficient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are in a slowly narrowing trend, b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rovince and prefecture 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 present an obvious increase trend; ③ the gravity center curve of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density

changes presents a shape of "wave" and there is a trend that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s from sparseness to dens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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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分布是指人口过程在地理时空的表现形

式，即人口分布现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集散程度［1］。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人口的分布特征随社会

发展呈不断变化趋势。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

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时期差异化的区

域发展规划及人口政策，加剧了人口空间流动，促

使中国人口空间格局重塑［2］。从区域发展的角度

来讲，研究人口地理分布，辨析其空间格局的演进

过程，可以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及未来人口政策的制

定提供部分决策参考。

1930年代，多期人口普查数据促使人口空间分

布研究逐步过渡到定量化分析，尤其是瑞典地理学

家S. de Geer首次采用大小不同的点代表人口数量

进行制图，极大地推进了人口空间分布的定量分

析［3］。进入1950年代后，Zelinsky、Beaujeu-Garnier、
Clark等开始将简单的定量分析方法引入人口空间

分布和变化规律研究中［4-6］。1980年代之后，部分

学者开始将系统学、行为学以及空间信息技术等定

量化研究方法与技术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中，使

得该时期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得到快速发展［7］。

2000年以后，随着GIS技术的应用，空间差值、网络

分析、时空最优化、时空模拟等空间计量分析方法

逐步成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主流。Hugo认为将

GIS与空间分析方法融入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中已成

为21世纪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的重要趋势［8］。

近年来，中国人口地理学关于人口空间分布研

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探讨以及人口空

间分布与相关因素量化关系的探讨。其中，关于人

口空间分布格局探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葛美玲

等采用人口密度分布图系法对 2000年中国人口空

间分布进行研究，表明中国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多

圈层过渡特征［9］；戚伟等人结合四次人口普查数

据，探讨“胡焕庸线”两边的人口空间分布模式［10］；

柏中强等通过探讨 2000年乡镇级别人口空间分布

特征，更为详细地解析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模式［11］；

刘德钦等通过将人口分布空间化，揭示其空间地理

分布的内在关系［12］；韩嘉福等利用Lorenz曲线测度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并进行可视化［13］；刘

睿文等引入人口集聚度分析中国人口空间集疏程

度［14-15］；杨波通过人口密度及人口密度刨面图测度

201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16］；王露等以四次人

口普查数据为依据，通过运用 Logistic 模型预测

2020和 2030年中国县级人口分布格局，认为未来

中国人口集聚趋势将更为明显［17］；邓羽等通过构建

自上而下的人口预测方法，分析 2050年中国人口

省级尺度上的分布格局，结果显示人口空间分布的

阶梯效应将继续存在［18］；施华萍等通过构建人口系

统的演化模型，研究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复杂性，

其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在省、市、县三级尺度上都具

有相似指数增加规律等［19］。从目前国家层面大尺

度格局定量分析来看，县级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单一时间段特定年份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而多时

间段的研究由于受数据的制约主要集中在地级及

其以上尺度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1982、1990、
2000和2010年4期人口普查数据，以分县（包括市、

旗、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空间分

布规律，以期为区域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科

学依据。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人口数据源于 1982、1990、2000和 2010
年 4期分县人口普查数据。在整个研究阶段由于

中国县级行政区划发生多次调整，对于不同年份行

政区划不匹配等问题，本文以 2010年中国县级行

政区划为基准，综合借鉴胡鞍钢、王露等人的处理

方法，按行政区划码由 2010年向起点年份 1982年

回溯的方法［17，20］。通过拆分合并部分县（旗）、市、

区，最终获得 1982—2010年稳定的县级行政单元

共计 2 326个，通过将四期人口分县普查数据统一

到该行政区划空间上，建立人口普查数据库。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三阶段嵌套

Theil系数、等值图分级等研究方法。其中，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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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map system and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curve,

the region of the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is divided into 8 types, including no man land, extreme sparse area, relatively

sparse area, medium distribution area, low density area, medium density area, high density area and extreme dense area,

the change of 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area number and the population number of 8 types in the whole research stage is

more obvious.

Key words: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census; quantitative analysis; stability; China



椭圆分析主要用于刻画各年份全国人口的总体分

布轮廓和主导分布方向；三阶 Theil系数用于衡量

不同尺度人口的差异水平；等值图分级法用于识别

人口空间的分布规律。

1.2.1 标准差椭圆分析法

标准差椭圆（SDE）可以有效识别人口空间分

布的重心位置和分布方向，刻画人口空间分布离散

程度，该方法已在人口、居住等地理数据的空间分

布格局中得到广泛应用，其计算公式详见文献［21-
22］。
1.2.2 嵌套Theil系数

Theil系数通过不同阶段的嵌套分解［23］，可以将

区域地理数据的差异进一步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

内差异，本文通过构建人口Theil系数，并将Theil系
数进行多阶段嵌套分解，其中一阶段嵌套分解，主

要识别全国人口空间差异在地带间的差异和地带

内省际的差异；二阶段嵌套分解主要识别人口差异

在省内差异、省间差异以及地带间差异；三阶段嵌

套分解，主要识别人口差异在地级单元内差异、地

级单元间差异、省间差异以及地带间差异。不同阶

段具体公式分解如下：

Tpop =∑
i = 1

n Popi

Pop
× logæ

è
çç

ö

ø
÷÷

Popi Pop
Si S

（1）
通过对 Tpop进行一阶段分解，识别中国人口差

异在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和三大地带内各省之间的

差异，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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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对 Tpop进行二阶段分解，识别中国人口差

异在省内地级行政单元间差异、省间差异以及地带

间的差异，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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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Tpop进行三阶段嵌套分解，识别中国人

口差异在地级行政单元内部差异、地级行政单元间

差异、省间差异以及地带间差异，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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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Popijkm为第 i地带第 j省第 k地区第m县（区、

市）的人口；Pop为全国所有地区的人口总和；Sijkm为

第 i地带第 j省第 k地区第m县（区、市）的面积，S为

全国所有地区的总面积；Tpop_BR为地带间差异；Tpop_WR

为省间差异（地带内差异）；Tpop_BP为省内差异（地级

行政单元区间差异）；Tpop_WC为地级行政单元内部

差异。

1.2.3 等值图分级法

等值图分级［9］是以某一数值在地图上以面域

方式显示的等级结构，只要选择合适的类别间隔

（Class Interval），就可以清楚地表达这个变量的空

间分布规律，并显示其地区集聚特征。本文基于

ArcGIS10.1，将各阶段人口密度变化分为 16级，将

级别不同的地区分割成单独图层，形成中国人口密

度空间分布图系，辨析人口空间格局。基于Tobler
地理学第一定律，依据人口密度重心通过对图系的

适当合并，形成更为简洁的人口级别图。

2 人口空间格局形态分析

本文以 1982—2010 年为研究阶段，以 1982、
1990、2000、2010年四次特征时点的人口普查资料

为基础，综合运用椭圆分析、嵌套Theil系数研究方

法对其空间格局形态进行分析。

2.1 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2.1.1 人口重心分析

结合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可进一步分析中国

人口空间格局演化路径。从各时期人口的重心分

布来看 (图 1），各特征时点的重心在 113.35°E~
113.59°E、32.58°N~32.81°N之间变动，与中国几何

中心（103°50′E，36°N）相比，人口重心更加向南偏

移。从偏移距离来看，1982—2010年中国人口重心

大致向西南偏移 34.14km，其中向南偏移 27.05km，

向西偏移 20.82km。从偏移速度来看，198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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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体偏移速度为 1.22km/a，相对于 1982—1990
年，2000—2010年速度加快，达到1.78km/a，说明西

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相对于全国呈增加趋势。

2.1.2 人口标准距离与标准差椭圆分析

从各特征时点人口标准距离的计算结果来看，

1982—1990年标准距离呈减小趋势，总体密度略有

上升，说明在该研究阶段，人口外围增长较慢，核心

增加较快，1990—2010年标准距离呈增加趋势，总

体密度呈上升趋势，表明外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核心区较慢。

以正北方向为0°，1982—2010年中国人口标准

差椭圆的旋转角基本保持在 33.47°~34.55°的方

向。说明整个研究阶段中国人口主体分布方向为

东北—西南走向，与人口重心位置变化共同说明近

30年来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强稳定性。从标

准差椭圆覆盖范围来看，近 30年中国人口离差椭

圆覆盖范围基本稳定在京、津、冀、晋、陕、鲁、豫、

鄂、皖、苏、沪、黔、赣、渝等省份。相对于 1982年，

2010年椭圆覆盖面积增加 2.21%。说明中国人口

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呈分散趋势，从长短轴的变化

来看，长轴呈不断减小趋势，说明中国人口在长轴

方向上形成向心极化效应，短轴方向呈增长趋势，

说明人口在短轴方向呈扩散趋势。

2.2 中国人口空间差异具有较强的尺度效应

2.2.1 Theil系数一阶分解结果

通过对 Theil系数做一阶分解，计算以省级尺

度为基本空间单元区域人口的 Theil系数，将全国

人口差异分为地带间差异、地带内差异两部分，从

计算结果（表 1）来看，全国（Tpop_R）人口总体差异呈

不断减小趋势，相对于1982年，2010年全国人口总

体差异下降 1.32个百分点。从人口差异贡献率的

变化来看，三大地带间的人口差异是造成全国人口

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四个特征时点的贡献率均保

持在 44%左右；从地带内人口差异来看，东部省际

人口差异最小，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中部及西部人

口差异较大，其中，中部地区省际人口差异呈上升

趋势，西部地区省际人口差异呈下降趋势，即东西

部地区人口差异在省级层面呈逐步缩小趋势，中部

地区人口差异在省级层面上进一步加强。

2.2.2 Theil系数二阶分解结果

运用 Theil系数二阶分解法，以地级行政单元

为基本空间单元，分别计算各特征时点全国人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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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趋势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trend of China's population

表1 Theil系数一阶嵌套分解
Tab.1 The first order nested decomposition of Theil coefficient

名称

地带间

地带内

总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heil系数T
1982

0.32585
0.14473
0.01427
0.07829
0.08856

1990
0.32533
0.14472
0.01379
0.08047
0.08635

2000
0.32416
0.14464
0.01337
0.08125
0.08489

2010
0.32154
0.14236
0.01214
0.08340
0.08365

贡献率/%
1982
100

44.42
4.38

24.03
27.18

1990
100

44.48
4.24

24.73
26.54

2000
100

44.62
4.13

25.06
26.19

2010
100

44.27
3.77

25.94
26.02



体差异及各分解组分的人口 Theil系数（表 2）。从

中可以看出，地带内省间差异的贡献率最高，四个

特征时点均达到43%以上，三大地带间总体差异次

之，省内差异对总体贡献率最低。在三大地带中，

西部地区Theil系数T贡献率最高，中部次之，东部

最低，即说明西部地区及中部地区各省份之间人口

发展不平衡，省际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

人口发展较为均衡，省际差异较小。

对全国不同特征时点省内人口差异进行综合

分析发现，全国各省份的省内人口不均衡，西部地

区省内差异整体表现最大，尤其是四川省内人口差

异最为明显，其对中国整体差异的贡献率达到 6%
左右，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整体各省内人口整

体差异最小，说明中国各省份省内人口差异主要由

西部地区各省份省内差异所引起。

2.2.3 Theil系数三阶分解结果

以县（市、区、旗）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

对人口作Theil系数三阶分解，从结果可以看出，与

二阶分解人口 Theil系数相似，地带内省间差异贡

献率仍最高，三大地带间次之，城市内差异贡献率

最低。从四个特征时点差异变化来看，城市内差异

贡献率具有明显变大趋势，说明地级单元内人口空

间差异总体呈增大趋势。通过将地级行政单元内

人口空间差异可视化（图2）（为了便于可视化，将原

有 Theil系数值扩大 1 000倍），进一步分析各地级

单元人口的空间差异，从内部格局来看，北京、哈尔

滨、重庆三个地区人口差异最为显著，且具有较强

持续性；河北、内蒙、吉林、辽宁四省交界地区，黑龙

江东北部地区以及甘肃、新疆两省交界地区人口差

异次之。从三个地区的演化路径来看，均呈现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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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heil系数二阶嵌套分解
Tab.2 The second order nested decomposition of Theil coefficient

各省

省内

山东

广东

江苏

河北

浙江

海南

福建

辽宁

内蒙

吉林

安徽

山西

广西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黑龙江

云南

四川

宁夏

新疆

甘肃

西藏

贵州

陕西

青海

省间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地带间

总计

1982
Theil系数

0.0845
0.0008
0.0043
0.0011
0.0043
0.0015
0.0001
0.0025
0.0012
0.0049
0.0020
0.0018
0.0007
0.0015
0.0007
0.0019
0.0040
0.0017
0.0034
0.0022
0.0261
0.0002
0.0033
0.0065
0.0005
0.0005
0.0036
0.0035
0.1811
0.01427
0.07829
0.08856
0.14473
0.41036

贡献率/%
20.59
0.19
1.04
0.26
1.06
0.36
0.02
0.61
0.30
1.19
0.48
0.44
0.18
0.36
0.17
0.45
0.96
0.41
0.83
0.54
6.36
0.04
0.81
1.58
0.11
0.13
0.88
0.85
44.14
3.48
19.08
21.58
35.27
100

1990
Theil系数

0.0851
0.0010
0.0048
0.0009
0.0048
0.0014
0.0001
0.0027
0.0013
0.0050
0.0019
0.0021
0.0007
0.0017
0.0007
0.0020
0.0037
0.0017
0.0032
0.0022
0.0247
0.0002
0.0034
0.0067
0.0005
0.0006
0.0037
0.0035
0.1805
0.01379
0.08047
0.08635
0.14472
0.41025

贡献率/%
20.73
0.24
1.16
0.22
1.18
0.34
0.02
0.65
0.32
1.22
0.47
0.50
0.18
0.41
0.18
0.48
0.90
0.40
0.78
0.54
6.03
0.04
0.83
1.63
0.11
0.14
0.90
0.85
43.99
3.36
19.61
21.05
35.27
100.00

2000
Theil系数

0.0860
0.0010
0.0054
0.0008
0.0048
0.0014
0.0001
0.0027
0.0013
0.0051
0.0019
0.0023
0.0008
0.0021
0.0007
0.0021
0.0035
0.0015
0.0031
0.0024
0.0244
0.0002
0.0034
0.0069
0.0005
0.0006
0.0038
0.0034
0.1795
0.01337
0.08125
0.08489
0.14464
0.41018

贡献率/%
20.97
0.25
1.32
0.20
1.17
0.35
0.03
0.66
0.31
1.24
0.45
0.57
0.18
0.50
0.17
0.52
0.84
0.36
0.74
0.59
5.95
0.04
0.83
1.69
0.11
0.14
0.93
0.82
43.76
3.26
19.81
20.70
35.26
100.00

2010
Theil系数

0.0885
0.0011
0.0062
0.0008
0.0051
0.0014
0.0002
0.0029
0.0013
0.0050
0.0019
0.0028
0.0008
0.0024
0.0008
0.0023
0.0035
0.0016
0.0030
0.0027
0.0238
0.0002
0.0037
0.0069
0.0005
0.0007
0.0039
0.0034
0.1792
0.01214
0.08340
0.08365
0.14236
0.41007

贡献率/%
21.59
0.26
1.51
0.19
1.24
0.34
0.04
0.72
0.33
1.22
0.45
0.68
0.20
0.57
0.21
0.55
0.85
0.38
0.73
0.65
5.79
0.04
0.90
1.68
0.12
0.17
0.94
0.83
43.70
2.96
20.34
20.40
34.72
100



减小趋势，差异较小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地

区、新疆北部地区以及青藏地区，从其地级人口差

异的演化路径来看，差异较小地区在保持稳定性的

同时具有明显增大趋势，尤其是两广交界地区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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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人口地级行政单元空间分布差异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Chinese population at local administrative units

图3 中国地级行政单元人口空间差异热点、冷点区分布
Fig.3 The hot spots and cold spots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China



明显。

通过Getis-Ord Gi
*指数分析中国城市 Theil系

数空间分布趋势，并采取Nature Break将Z（Gi
*）值划

分为热点区、次热点区、过渡区、次冷点区以及冷点

区。从图3来看，中国城市Theil系数具有明显的异

质性和空间依赖性，从南向北形成明显的冷点区—

次冷点区—过渡区—次热点区—热点区人口差异

梯度发展态势。西南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长期

存在相对稳定的冷点集中区，主要包括山东、安徽、

江苏、河南、湖北、海南、广西等省份部分地区。从

冷热点区的数量结构中可以看出，1982、1990、2000

和 2010年四个特征时点 95%以上的冷点区域均集

中在中东部地区，而次冷点区的数量在东、中、西三

个地区表现出相对均匀的分布态势。不同特征时

点（次）冷点区数量在东中西三大地区上虽有浮动，

但整体上（次）冷点集中区长期存在，并趋于稳定。

与冷点区相比，热点区具有相同分布趋势，从数量

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四个特征时点中

东部热点区的数量占全部热点区数量均超过

90%。即在地级单元尺度上中国人口差异较大的

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以及河南，西北部地区的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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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2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图系
Fig.4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China in 1982

图5 199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图系
Fig.5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China in 1990



西南地区的四川盆地等，差异较小的区域主要集中

在华北地区的山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

安徽、江西、江苏，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三

省，东南地区的广东、海南两省。

2.3 人口密度的分布图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人口空间差异的特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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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图系
Fig.6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China in 2000

图7 201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图系
Fig.7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China in 2010

图8 中国人口重心曲线
Fig.8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curve of China



文引入分布图系分析方法，参考文献［3］的研究思

路，以县为基本行政单元，将各特征时点的中国人

口密度划分为16个等级，图4~图7分别是四个特征

时点按照等密度分级的分布图系，数值从1级到16
级逐步增加。从连续的分布图系中可以看出，四个

特征时点的人口按照低密度到高密度的空间变化，

均呈从西部逐步过渡到东部地区的趋势。

多等级的人口密度划分，虽然能够提供较多的

信息，但使得图斑破碎度较大，不利于读图。本文

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工具，获取各特征时点不同级

别人口密度的重心，并将相同特征时点的人口密度

重心合并到同一图层上，形成人口重心曲线。特别

注意的是，人口空间分布状态决定重心位置，如果

人口均匀分布则重心应该处于该区域的几何中心，

如果不是均匀分布重心则会发生偏移。从 4个特

征时点的人口重心曲线来看（图 8），均呈现出波浪

型结构，即总体上四个时期中国人口密度空间分布

具有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结构。

依据人口重心曲线相邻级别重心的邻近关系，

我们将四个时期人口空间分布图系进行适当的合

并。人口密度分级由原来的16级减少到8级，合并

后形成的人口密度变化级别图（图9）与中国人口空

间分布图系相比，该图的破碎度明显减小，且人口

空间分布的地理集聚特征得到了更好的表达。根

据人口密度变化8个级别的划分，可将中国人口密

度变化区域类型划分为无人区、极端稀疏区、相对

稀疏区、中等分布区、低度密集区、中度密集区、高

度密集区、极端密集区 8 大类型区，各类型区如

图9。
①基本无人区，1982年该类型区包括34个县，

人口约 59.31万人，面积占到全国（除台湾省）面积

的 20.8%，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北部以及阿拉善

高原。1990—2010年该类型区所含县域呈持续减

少趋势，其减少区域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西的青

藏高原东南部地区，至2010年减少到25县区，其总

人口为63.45万人，面积占全国16.8%。

②极端稀疏区，1982年该类型区包括 247个

县，人口约2 009.70万人，面积占全国33.14%，集中

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南部、内蒙古高原、小兴安岭以

及西北干旱地区。1990—2010年该类型区所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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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分县人口密度分级调整图
Fig.9 The adjusted classification map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at county level



域个数总体呈持续减少趋势，减少区域主要散布在

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至2010年该类型区减少至228
个县区，其总人口为 2 334.70 万人，面积占全国

35.28%。

③相对稀疏区，1982年该类型区包括 124个

县，人口约 2 329.67万人，面积占全国 6.59%，主要

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地区，东北山地丘陵地带、云

贵高原西南部以及塔里木盆地南部。1990—2010
年该类型区所含县域个数总体相对稳定，减少区域

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西南部，增加区域集中在东北

地区丘陵地带，至 2010年该类型区减少至 97个县

区，其总人口约为2 225.38万人，面积占全国6.14%。

④中等分布区，1982年该类型区包括 300个

县，人口约 6 826.23万人，面积占全国 9.65%，主要

分布在东北山地过渡地带、中部黄土高原山地过渡

地带、东南丘陵过渡地带以及西南云贵高原山区过

渡地带。1990—2010年该类型区所含县域个数持

续减少，减少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丘陵过渡地带以

及云贵高原东南山地过渡地带，增加地区主要集中

在中部黄土高原区，至2010年该类型区减少至222
个县区，其中人口约为 5 738.99万人，面积占全国

8.08%。

⑤低度密集区，1982年该类型区包括 789个

县，人口约为 31 084.47万人，面积占全国 18.63%，

广泛分布于中、高密度集中区的边缘地带，包括东北

平原、辽东半岛、燕山丘陵地带、汾渭平原、贵州高

原、岭南丘陵地带。1990—2010年该类型区所含县

域数量持续减少，减少区域主要集中在贵州高原中

部贵阳地区、岭南广西东南沿海地区，增加地区主

要集中在西部绿洲地区以及河谷地带，至2010年该

类型区减少至733个县区，其中人口约为32 235.65
万人，面积占全国18.76%。

⑥中度密集区，1982年该类型区包括 206个

县，人口约为11 579.53万人，面积占全国3.43%，该

类型区零星分布于高度密集区边缘地带。1990—
2010年该类型区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所以呈减

少趋势，至 2010年该类型区减少至 178个县区，其

中人口约为11 682.20万人，面积占全国3.50%。

⑦高度密集区，1982年该类型区包括516个县

区，其中人口约为 34 206.96 万人，面积占全国

6.70%。该类型区主要分布于黄淮平原、长江中下

游平原、四川盆地、东南沿海地区。1990—2010年
该类型区所含县域数量呈上升趋势，增加地区主要

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至

2010年该类型区数量增加至569个县区，其中人口

约为46 683.97万人，面积占全国8.69%。

⑧极端密集区，1982年该类型区包括110个县

区，其中人口约为12 286.21万人，面积占全国1.07%，

该类型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市区以及特大城市市

区。1990—2010年该类型区所含县域数量急剧上

升，其增加区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市区以及邻近县

区，至 2010年该类型区数量增加至 274个县区，其

中人口约为32 963.74万人，面积占全国2.74%。

总体来看，四个特征时点中国人口极端稀疏区

和基本无人区全部集中在胡焕庸线以西，人口占全

国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1.75%~2.06%，总面积占全

国面积比例保持在 52.08%~53.94%，占到全国总面

积一半以上。人口密集区（低度密集区、中度密集

区、高度密集区和极端密集区）人口占全国比例基

本保持在88.82%~92.26%，面积比例保持在29.82%
~33.70%，也就是说占全国 1/3的土地集中了全国

90%的人口，人口不均衡的分布趋势依然没有得到

改变。

3 结论

第一，整个研究阶段，中国人口呈现出较为稳

定的空间分布格局。四个特征时点，人口重心位置

变动较小，从标准差椭圆整体演变趋势来看，其覆

盖范围相对稳定，椭圆面积呈缓慢增加趋势，转角

总体保持在东北—西南方向，即表明中国人口空间

分布呈现出缓慢分散趋势。长轴方向上中国人口

呈现出不断集聚趋势，短轴方向上人口则呈现出不

断分散趋势，说明中国人口在东北—西南方向呈集

聚趋势，在西北—东南方向呈分散趋势。

第二，省间人口差异及地带间差异是中国人口

整体空间差异的成因。不同阶段的嵌套人口Theil
系数结果显示，省间的人口差异及三大地带之间的

差异在各阶段嵌套人口 Theil系数贡献值均超过

70%。相对而言，省内人口差异和地级行政单元内

人口差异较小，从中国人口差异演化过程来看，省

内人口差异和地级行政单元内人口差异正在逐步

增大，尤其是以东三省、华北地区及四川盆地最为

突出。因此，未来区域人口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

三大地带间的人口差异和省间人口差异，还需兼顾

省内及地级行政单元内的人口差异水平。

第三，中国人口集聚的区位特征较为显著。从

四个特征时点的人口密度分布图系、重心曲线及类

型分区来看，中国人口具有向盆地、平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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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及沿海等自然条件较好地区集聚的趋势，且随

时间变化呈不断加强趋势，75%以上人口集中分布

在不到 20%国土面积的基本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更

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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