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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

研究是一项基本国情研究。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

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公
报，之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公布了省级

行政区划的七普公报，2022年6月出版了《2020中国

人口普查年鉴》，其中涉及最新的、权威的各地区少

数民族人口数据，这为全面及时了解我国各地区少

数民族人口的最新动态以及准确做出形势判断提供

了必要的数据基础。本文利用七普数据，分析了最

新少数民族人口态势、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并结合历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数据资料，通过纵向和

横向对比，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化趋势、分

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

“大流动、大融居”格局的详细特征，为把握我国少数

民族人口发展态势以及国家民族事务决策的制定提

供参考。

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变动及增长原因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普查登记的大陆 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总人口共 140977.87
万人，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31.57万人，占大陆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总人口的比重为

8.89％[1]。2020年，我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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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殊，人口数量最高的民族为壮族，达到 1956.85万

人，人口数量最少的民族为高山族，人口数为0.35万
人。人口千万以上的民族有5个，按人口数量高低依

次为壮族(1956.85万人)、维吾尔族(1177.45万人)、回
族(1137.79万人)、苗族(1106.79万人)、满族(1042.33
万人)；人口100万至1000万之间的民族有13个①；人

口10万至100万的民族有18个②。

1949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速较快，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逐步提高。历次人口普查全

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见图1。
1953年新中国举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采用

了调查登记办法。全国自报的少数民族名称达到

400多个，经过民族识别工作，确认了 39个民族成

分 [2]。39 个少数民族和未识别民族的总人口为

3401.3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5.89％。为了制定第

三个五年计划，1964年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这次普查的数据当时没有公布，直到1981年，国家统

计局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九项主要统计

数据》发布在当年第5期《统计》杂志上。1954-1964
年是全国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新确认15个少数民

族，并将74个不同称谓的少数民族归并到53个少数

民族中。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53个少数民族及

未识别民族的总人口达到3988.39万人，占全国总人

口的比重为5.77％。

1965- 1978 年，经过

民族识别新增珞巴族、基

诺族两个民族，全国少数

民族达到 55个。1982年

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

查，55个少数民族及未识

别 民 族 的 总 人 口 达 到

6643.43万人，占全国总人

口的 6.62％。1982-1990
年，国家恢复、更改了部分

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主

要是满族、土家族、侗族、

苗族和贵州、云南两省的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1990
年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

普查，因民族身份更改原

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大

幅增长，55个少数民族及未识别民族的总人口达到

9056.72万人，比1982年增加了36.33％，远高于同时

期全国总人口的增幅(9.87％)，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从1982年的6.62％增加到8.01％。2000年第五次全

国人口普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突破 1 个亿，达到

10449.0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8.41％。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地

流动和迁移。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

称“六普”)，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达到 11379.22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8.49％。由于人口流动产生民族身

份错报，使得六普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比真实人数要

少，2020年人口普查采用了身份证登记措施，获得了

比较精准的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信息，使得按人口普

查计算的 2010年至 2020年我国少数人口增长幅度

比真实情况偏高。与2010年相比，2020年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增加了1335.08万人，增长了11.92％，是同

期全国大陆人口增幅(5.77％)的2.07倍，年均增速是

全国人口年均增速的 2.01倍。2000-2010年全国少

数民族人口增长数量为673.97万人，2010-2020年提

高到 1335.08万人，提高了 0.98倍。2000-2010年全

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62％，2010-2020
年提高到1.13％，提高了0.82倍，见下页表1。

1949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速呈现出一

图1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占全国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等 .1953-1990：中国民族人

口资料[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

计司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

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国务院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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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到1990年达到顶峰，后增速逐步

降低 [3- 4]。 1982- 1990 年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

2413.29万人，年均增速达到3.95％，是全国人口年均

增速的 2.63倍，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国家放开民族

身份更改政策，大量汉族人口改成少数民族身份[5]。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

人口总体生育水平逐步向全国水平趋近，最近10年，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频繁，部分城镇化率低的民族，出

生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局部边疆地区发生了少数民

族多生现象，但这些因素还不能造成我国少数民族

人口如此高的增长态势，也与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

会发展大环境和各民族人口发展进步态势相背离。

因此，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存在复杂的社会

背景因素，初步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七普采用了身份证登记等新措施，减少了

少数民族人口身份错报的问题。七普启用了电子化

方式采集数据，利用公安部门的户籍数据、卫生部门

的出生数据，采用身份证来登记项目。这些措施提

高了七普的数据质量，使得普查漏报率仅为 0.05％
[6]，达到世界一流质量水平，为了解当前我国人口的

客观真实情况提供了更精确的数据[7]。民族身份错

报使得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偏

低，七普启用身份证登记项目，减少了以往历次人口

普查中少数民族人口民族身份错报问题，给出了我

国民族人口总量的精确结果，客观上使得六普、七普

两次人口普查间的人口增速大幅提高。

通过比对六普、七普各民族分年龄数据，发现我

国部分民族七普的30-59岁年龄段人口数量高于六

普20-49岁年龄段人口数量，其中9个百万人口以上

少数民族就高出130.21万人，而这9个民族中有6个
民族的七普人口流动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6.66％)。

通过六普、七普各民族分年龄数据比对发现，六

普少数民族人口出现了漏报现象，并直接导致六普

多个民族出现人口减少现象。少数民族人口减少最

开始出现在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只有

两个民族人口减少，当时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

专家调查组赴新疆进行调查，发现原因是苏联解体

后，新疆的跨境民族开始去中亚经商、定居，导致普

查人口减少。六普数据显示我国有13个民族人口减

少，当时国家统计局利用公安户籍数据进行比对，发

现这13个民族中，人口较多民族的户籍人数高于普

查数据，最多的高出普查数据30万人，直接说明六普

少数民族人口确实存在漏报的问题。

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人口漏报，不是全国人口

总量的漏报，而是民族身份的错报，将少数民族人口

统计到了汉族人口上。调查发现，民族身份错报问

题具体分为两类：一是主动错报，主要发生在城市地

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并且是发生在人口流动

率比较高的民族；二是无意识错报，主要发生在20世
纪80年代更改民族身份比较多的民族中。

其次，精准脱贫工程为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少数民族人口准确程度提供了帮助。我国偏僻的

山区、牧区交通不便，人迹罕至，导致以往人口普查

存在漏查、漏报情况。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为解决

这个问题，保证普查工作全面完成和普查资料的完

整性，实行了普查的提前登记工作。如2010年9月5
日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启动了人口普查登记工

作，避免了独龙江乡每年10月进入冰雪封山期的影

响。全国约700个存在类似情况的边远乡镇在2010
年9月份陆续启动了人口普查的提前登记工作[8]。

六普解决了边远乡镇级的人口普查问题，但还

存在部分村寨的漏报问题。笔者调查发现，我国西

南地区有些偏远、交通不便的山寨，普查仍没有涉

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了精准脱贫工程，干

表1 1953-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

时期

1952-1964年
1964-1982年
1982-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20年

净增人口

587.01
2655.04
2413.29
1392.35
673.97
1335.08

年均增加

53.46
147.50
301.66
139.24
67.40
133.51

年平均增长率

1.46
2.88
3.95
1.38
0.62
1.13

与全国年平均增长率的比值

0.89
1.37
2.63
1.52
0.89
2.01

数据来源：同图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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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乡驻村，将偏僻地区人口迁移到交通方便的地

区定居，彻底摸清了这些偏僻村寨的人口数量，客观

上促进了七普少数民族人口的精准程度，使得七普

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有所提高。

再次，当前我国族际通婚所生子女的民族身份

选择增加了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我国少数民族人口

增长幅度较大的另一个因素是族际通婚所生子女的

民族身份选择。在我国现行民族政策下，族际通婚

夫妻所生子女的民族身份选择倾向于得到优惠照顾

的民族。研究显示，当前我国族际通婚的子女身份

选择是“汉少从少，少少从小”[9]，因此族际通婚显著

提高了少数民族新生人口数量。

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为25.61％，比

2010年提高了 4.14个百分点，少数民族族际通婚

80％以上是与汉族通婚。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少数民

族人口族际通婚率要高于这个数值，七普数据显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少数民族人口，族际通婚

水平在 20％左右，80年代出生的少数民族人口族际

通婚水平上升到 30％，90年代出生的少数民族人口

族际通婚水平达到 35％。另外，我国少数民族族际

通婚率与受教育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 [10]，七普数据

显示，少数民族本科学历人口族际通婚率超过50％，

研究生学历人口族际通婚率超过70％。如果按七普

的族际通婚率计算，以通婚夫妻的人口数量按比例分

配通婚所生子女的民族身份，推算出2010-2020年少

数民族出生人口中有200万以上的民族身份为汉族，

即少数民族出生人口将减少 200万人以上，2010-
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将降低2个百分点。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民族政策的分民

族差异将逐步取消，如全国执行统一的生育政策；高

考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幅度逐步缩小，一些省份

已经取消高考民族加分。这些新政策的实施，使得

在我国18岁前更改民族身份的情况大量减少，同时，

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条件大幅改善，少

数民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全国水平的差距也在逐

步缩小，未来少数民族人口与全国人口的增长幅度

差异将更多取决于生育水平。

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和生育率为 1.53，
高出全国水平 0.23，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而少

数民族的人口生育水平相对汉族较高，可以为国家

保持一定的生育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

源。今后国家将持续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努力缩小

发展差距，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能够

参与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变动

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

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部分百万人口

以上的少数民族在全国分布较广，而其他少数民族

的人口分布特点是聚族而居、高度集中，特别是一些

人口较少的民族绝大多数集中在一个省区，甚至一

个省区中的几个县、几个乡内 [11]。随着我国现代化

进程的加快，我国民族人口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迁

移距离也越来越远，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显

著变化。各民族人口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

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

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

融居”的新特点[12]。

1.我国四大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变动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从

1.04亿增长到1.25亿。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四个地区民族人口占比呈现两种不同的变化。西部

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最多，但占全国民族人口比重逐

步降低，从2000年的71.3％、2010年的71.01％，下降

到2020年的70.22％；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

民族人口比重也呈现逐步降低趋势，从 2000年的

10.32％、2010年的 9.58％，下降到 2020年的 9.08％；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变动比较剧烈，不仅少数民

族人口数量减少，且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下降

较快，从2000年的10.48％、2010年的9.06％，下降到

2020年的 7.68％。从下降趋势看，东北地区下降速

度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缓慢下降。东部地

区少数民族人口变动趋势与其他三个地区相反，少

数民族人口数量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占全国少数民

族人口比例也快速提高，占比从 2000年的 7.91％、

2010年的10.35％，提高到2020年的13.02％。2010-
2020年，全国人口年均增长0.53％，少数民族人口年

均增长 0.98％，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达

到 4.00％，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 4.08
倍，是全国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 7.55倍。2020年全

国四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占全国少数民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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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比重，详见表2。
从七普数据看，2010-2020年东部地区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了48.07％，高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

幅度(11.92％)，也远高于东部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幅

度(11.36％)，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

增长幅度也分别高于各自地区的总人口增长率，东

北地区的总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均呈现净流出态

势，但少数民族人口下降幅度低于东北地区总人口

的下降幅度。

近年来，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中国人口空

间分布格局发生快速转变，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和

重点城市群集聚，东部地区人口出现明显的机械增

长。我国大量少数民族的青壮年人口加入这一趋势

中，从传统聚居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以及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迁移，逐渐融入国家现代化

发展潮流中。

(1)我国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变动趋势。在我

国55个少数民族中，以东部地区为世居地的少数民

族只有黎族、畲族两个民族，另外回族在全国分布比

较广泛，在东部地区也有比较多的人口分布，其他民

族人口在东部地区分布比较少。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吸纳全国优秀人才向东部地区迁移。各民族人口从

中部、西部、东北向东部地区迁徙流动，使得东部地

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远高于其他地区。2000-
2010年、2010-2020年两个10年间，东部地区少数民

族人口增长幅度分别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

幅度的4.55倍、4.03倍，是东部地区总人口增长幅度

的2.25倍、4.23倍，说明最近10年少数民族人口向东

部地区迁徙的势头在增强。2010-2020年，在东部地

区10省市中，除河北省、海南省原有少数民族人口比

较多，其增长幅度略低外，其他8个省市少数民族人

口增加幅度均在20％以上。广东省以少数民族人口

增加268.48万、增长幅度高达129.87％，高居东部地

区10个省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量、增长幅度第一名；

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量、增长幅度

分别位列第二名、第三名，具体数据见表3。
东部地区各省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动主要来自

机械增长，从七普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路径来看，广东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来自世居地为广西、云南、贵州、

湖南的少数民族，浙江、江苏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来

自世居地为湖南、湖北、贵州的少数民族，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世居地

为北方的少数民族。

(2)我国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变动趋势。2020
年我国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为1138.22万人，占全

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的 9.08％。与 2010年相比，中

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加 59.96 万人，增长了

5.56％，具体数值见表3。
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总人口增长缓慢，低于同

时期全国人口增长幅度。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

长同样缓慢，但 2010-2020年间中部地区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幅度有所提升，达到中部地区总人口增长

幅度的2.5倍。

(3)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变动趋势。西部

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2020年少数民

族人口为 8799.45 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70.22％。与2010年相比，人口增加了803万人，增长

了 10.05％。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主要来自

自然增长。

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超过千万，居西部

地区 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前

四名。2010-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增量超过百万，居西部

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量前3
表2 2020年全国四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地区

合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总人口

140977.87
53371.71
36469.44
38285.23
9851.49

少数民族人口

12531.57
1631.28
1138.22
8799.45
963.09

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

100.00
13.02
9.08
70.22
7.69

占本地区人口的比例

8.89
3.06
3.12
22.98
9.78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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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幅度分别达到 17.28％、16.92％、16.24％，

居西部地区 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少数民族人口

增长幅度前三名，详见表3。
(4)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变动趋势。2020

年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为 963.01万人，占全

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7.68％。与 2010年相比，人口减

少了57.35万人，减少了5.62％，具体数值见表3。
2010-2020年，东北地区总人口大幅减少，减少

了10.04％。2000-2010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减

少了 6.77％，少数民族人口减少发生时间早于东北

地区总人口，但 2010-2020年间东北部地区少数民

族人口减少幅度低于东北地区总人口的减少幅度。

2.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省域分布及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趋势的增强，我国

少数民族人口从传统的聚居地向全国各地扩散，各

民族人口居住的分散程度逐步提高。1990年北京市

成为我国第一个 55个少数民族齐全的省级地区，

2000年、2010年55个少数民族齐全的省级地区分别

增加到 11个、20个[13]，2020年 55个少数民族齐全的

省级地区增加到 27个。1982年、1990年、2000年、

2010年，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人口分布的

民族分别为18个、22个、28个、43个，2020年达到51
个，呈现逐步提高态势。

民族八省区③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主要的居

住地，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

逐步降低。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民族

八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分

别为68.90％、64.99％、63.41％、62.98％[13]，2020年降

低到61.48％。2010-202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人口总量分别减少2.64％、12.31％、16.87％，三省的

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减少了 3.34％、4.49％、18.44％，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受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影

响，人口变动幅度与总人口趋势比较一致，呈现明

显减少趋势。2010-2020 年东部地区的广东、浙

江、江苏三省少数民族人口增幅处于全国前三位，

分别达到 129.82％、82.46％、61.32％。2020年我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变动情

况见下页表4。
3.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县域分布及变动

2020年在我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17个
民族有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超过2000个。回族是我

国人口分布最分散的少数民族，2020年其人口分布

的县级地区数量最高，全国仅有4个县级地区没有回

族人口分布；苗族和土家族其次，在全国仅有24个县

级地区没有人口分布；蒙古族第三，在全国仅有30个
县级地区没有人口分布。

从 2010-2020年，我国 18个百万人口以上民族

中的17个民族有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数量呈现增长

态势。增长数量最高为白族，达到1134个；侗族和布

依族增长量排在第二、三，增长数量分别为 965个、

600个。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县

表3 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 万人，％

年份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年份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全国

少数民族

人口

10449.07
11196.49
12531.57

增长

幅度

7.15
11.92

东部地区

总人口

44233.81
50619.12
56371.71

西部地区

总人口

34952.13
36035.78
38285.23

增长

幅度

14.44
11.36

增长

幅度

3.10
6.24

少数民族

人口

831.35
1101.64
1630.89

少数民族

人口

7518.97
7996.23
8799.45

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幅度

32.51
48.04

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幅度

6.35
10.05

中部地区

总人口

34588.87
35674.88
36469.44

东北地区

总人口

10486.42
10951.31
9851.49

增长

幅度

3.14
2.23

增长

幅度

4.43
-10.04

少数民族

人口

1077.78
1078.26
1138.22

少数民族

人口

1094.42
1020.36
963.01

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幅度

0.04
5.56

少数民族

人口增长幅度

-6.77
-5.62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200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国
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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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区数量及变化见表5。
2020年其他 37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差异比

较显著，其中东乡族等 9个民族的人口数量在 31.30
万至77.49万人之间，另外28个民族人口低于30万，

规模在 0.35万人至 28.19万人。一个民族有人口分

布的县级地区数量与一个民族人口总量有关，也与

其人口分布均匀程度有关。37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

量、有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数变动见表6。
2010-2020年这37个少数民族中有人口分布的

县级地区数量介于 219~2551间。有 32个民族的人

口分布县级地区数量呈现增长态势，水族增长数量

最多，达到1138个，东乡族、仡佬族排在第二、第三，

增长数量分别达到925个、900个。

三、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均匀程度分析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在全国各级行政区划上的

人口数量已发生明显的变动，分布地区数量显著增

加。但受传统分布格局影响，各地区间的人口数量

差异显著。为直观、简单地把握我国少数民族的人

口空间分布变动特征和变动方向，本文构造了一个

综合性定量指标对此进行刻画。

表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变动 万人，％

地区

合计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2010年
11196.61
80.12
33.14
299.29
9.36

505.56
664.31
218.57
137.48
27.62
38.49
121.47
39.56
79.69
15.23
72.59

2020年
12531.57
104.79
44.34
322.08
12.18
511.35
642.13
208.76
112.13
39.97
62.09
221.64
43.24
112.10
21.71
90.47

增幅

11.92
30.79
33.81
7.62
30.14
1.15
-3.34
-4.49
-18.44
44.71
61.32
82.46
9.30
40.67
42.57
24.63

地区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10年
112.16
246.85
655.14
206.73
1710.77
142.54
193.71
490.78
1240.44
1534.92
275.69
18.96
241.04
264.32
221.5

1298.58

2020年
115.53
277.07
668.49
475.11
1880.73
158.29
217.05
568.80
1404.43
1563.51
320.47
22.24
265.64
293.04
258.97
1493.22

增幅

3.00
12.24
2.04

129.82
9.93
11.05
12.05
15.90
13.22
1.86
16.24
17.29
10.20
10.87
16.92
14.99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表5 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数量及变化 万人，个

民族

蒙古族

回族

藏族

维吾尔族

苗族

彝族

壮族

布依族

朝鲜族

2010年
人口

629.02
1137.79
706.07
1177.45
1106.79
983.03
1956.85
357.68
170.25

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数

2010年
2746
2840
2546
2161
2700
2609
2670
2337
2123

2020年
2960
2986
2904
2646
2966
2953
2934
2937
2584

增加

214
146
358
485
266
344
264
600
461

民族

满族

侗族

瑶族

白族

土家族

哈尼族

哈萨克族

傣族

黎族

2020年
人口

1042.33
349.60
330.93
209.15
958.77
173.32
156.25
133.00
160.21

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数

2010年
2761
1875
2312
1723
2682
1849
1438
1965
2301

2020年
2953
2840
2707
2857
2966
2513
1283
2473
2626

增加

192
965
395
1134
284
664
-155
508
325

数据来源：同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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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计算方法

为计算我国 55个少数民族人口在省、县两级行

政区划分布的均匀程度，本文利用信息熵的定义，引

入了人口分布均匀度的概念，其计算公式如下：

H=-∑i = 1
n pi ln pi (1)

其中，H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均匀度，pi

为一个少数民族在第 i个地区的人口数占该少数民

族全国总人口数的比重。n为全国某一级行政区划

数量，在计算省级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均匀度时，公

式中的n=31，表示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

计算县级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均匀度时，n为人口普

查时点我国的县级行政区划数，2020年为2990个。

一个民族人口分布均匀度的数值大小，取决于

不为零的 pi的数量大小和 pi的均匀程度。当一个民

族全部人口居住在一个行政区划内时，H值最小，为

0；当一个民族的人口平均分布在所有行政区划时，H

值达到最大。H值越大表示一个民族其人口在全国

所有行政区划的分布越分散、越均匀；H越小表示一

个民族人口分布越集中，聚居程度越高。

人口分布均匀度的数值可以用于各少数民族间

的横向比较，但不方便进行直接观察和理解，因此，

本文构造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 Hlnn *100％ (2)
这里的 lnn为最大熵，表示一个少数民族其人口

在全国所有行政区划内平均分布时的人口分布均匀

度，即在全国的空间分布最分散、最均匀的数值结

果。S的取值范围为0~100％，表示一个民族在全国

的实际人口分布均匀度相对于该少数民族人口分布

最均匀程度的百分比。

2.各少数民族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及变化

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

为 38.25％。55个少数民族的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

匀度数值介于 3.14％~89.21％之间，相差比较悬殊。

相对人口分布均匀度超过 50％的少数民族有 4个，

依 次 为 回 族 (79.07％ )、苗 族 (57.41％ )、土 家 族

(55.04％)、高山族(89.21％)，表示这些民族在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人口分布较为均匀，详见下页表7。

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低于 10％的少数民族有 7
表6 37个百万人口以下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数量及变化 万人，个

民族

东乡族

傈僳族

畲族

仡佬族

拉祜族

水族

佤族

纳西族

羌族

土族

仫佬族

柯尔克孜族

锡伯族

撒拉族

景颇族

达斡尔族

布朗族

毛南族

塔吉克族

2010年人口

77.49
76.30
74.64
67.75
49.92
49.59
43.10
32.38
31.30
28.19
27.72
20.44
19.19
16.52
16.05
13.23
12.73
12.41
5.09

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数

2010年
856
1532
1590
1651
1286
1222
1823
1080
1399
2101
1251
529
1258
845
917
1162
813
857
245

2020年
1781
2368
2235
2551
2078
2360
2244
1504
1769
2224
1965
733
1628
1252
1695
1585
1329
1578
365

增加

925
836
645
900
792
1138
421
424
370
123
714
204
370
407
778
423
516
721
120

民族

普米族

阿昌族

怒族

鄂温克族

京族

基诺族

保安族

德昂族

俄罗斯族

裕固族

乌孜别克族

门巴族

鄂伦春族

独龙族

赫哲族

珞巴族

塔塔尔族

高山族

2020年人口

4.50
4.38
3.66
3.46
3.31
2.60
2.44
2.24
1.61
1.47
1.27
1.11
0.92
0.73
0.54
0.42
0.35
0.35

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数

2010年
420
419
1001
635
900
268
262
214
577
425
262
294
495
313
559
99
269
758

2020年
698
821
727
937
782
431
580
531
836
505
286
363
677
355
501
219
245
743

增加

278
402
-274
302
-118
163
318
317
259
80
24
69
182
42
-58
120
-24
-15

数据来源：同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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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别为塔吉克族(3.14％)、维吾尔族(3.15％)、哈萨

克族(3.48％)、柯尔克孜族(5.50％)、基诺族(6.34％)、
乌孜别克族(7.28％)、普米族(8.71％)。2020年这7个
民族在其主要聚居地省份的人口占到其民族总人口

的比例均超过 95％，其中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在新疆的人口占其民

族总人口比重分别为 98.71％、98.72％、98.54％、

97.49％、96.54％，基诺族、普米族在云南的人口占其

民族总人口比重分别为97.09％、95.67％。2010年和

2020年两次普查期间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对均匀

度及变化情况见图2、图3。
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省级人口分布相对

均匀度有所提高，整体上增加了 3.59个百分点。55
个民族中，43个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有所

提高，其中仫佬族、布依族、仡佬族、水族提高10个百

分点以上，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土族、塔吉

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赫

哲族、门巴族12个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有

所下降。

3.各少数民族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及变化

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体的县级人口分布

相对均匀度为 60.34％。55个少数民族的县级人口

分布相对均匀度数值介于11.66％~76.26％之间。人

口分布相对均匀度超过 60％的少数民族有 9个，依

次为回族(76.26％)、高山族(72.84％)、苗族(69.24％)、
满族(66.60％)、蒙古族(65.40％)、彝族(64.60％)、藏族

(64.28％)、朝鲜族(60.61％)、畲族(60.51％)。2010年

和2020年两次普查期间各少数民族县级人口分布相

对均匀度及变化见图4、第78页图5。
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数值低于20％的少数

民族有 4 个，依次为独龙族 (19.63％ )、塔吉克族

(19.49％)、门巴族(19.42％)、基诺族(11.66％)。
表7 2020年不同人口规模的少数民族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

均匀度范围

50％以上

20％~50％

10％~20％
10％以下

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

回族、苗族、土家族

满族、朝鲜族、藏族、侗族、瑶族、蒙古族、

彝族、白族、布依族、壮族、黎族

布依族、傣族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百万人口以下的民族

高山族

东乡族、保安族、鄂温克族、仡佬族、撒拉族、水族、仫佬族、土族、锡伯
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畲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

纳西族、布朗族、拉祜族、门巴族、怒族、羌族、德昂族、傈僳族、珞巴族、
独龙族、阿昌族、塔塔尔族、景颇族、京族、佤族、裕固族

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普米族、基诺族、乌孜别克族

数据来源：同表2。

图2 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的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
数据来源：同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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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总体的县级相对人

口分布均匀度提高了 2.87个百分点。在 55个民族

中，49个少数民族的相对人口分布均匀度有所提高，

其中，仫佬族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京族、怒族、赫哲

族、塔塔尔族、回族、哈萨克族6个少数民族县级人口

分布相对均匀度有所下降。

4.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增长情况分析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总体上呈现大

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特点，最近10年，各少数民族

人口分布既呈现居住地区增多态势，人口分布均匀

程度也明显提高。根据各少数民族人口省、县两级

相对人口分布均匀度数值结果，结合当前各少数民

族人口相关数据，得出各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

如下特征。

(1)整体上，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在

省、县两级尺度上的人口分布相对均匀程度均有所

提高，县级尺度上的人口分布相对均匀程度高于省

级尺度上的人口分布相对均匀程度，2020年省、县两

级尺度上的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分别为 38.25％、

60.34％，后者高于前者22.09个百分点。

当前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状况主要是由传统的

人口分布格局加上近年来的人口迁徙流动而形成

的。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分布格局是在主要聚居地省

域内的人口分布较多，且分布于省域内多个县市。

而人口流动的发生都是由近及远，绝大多数少数民

族的省内流动人口数量高于跨省流动人口，各少数

民族跨省和省内人口流动强度的差别，导致各少数

民族首先在省域内各县市的人口分布趋向均匀化。

以 2020年人口流动为例，全国少数民族省内流

动总人口为 2295.55 万人，跨省流动总人口为

1071.75万人，省内流动人口数量是跨省流动人口的

2.14倍。在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中，苗族、布

图3 37个百万人口以下少数民族的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
数据来源：同表5。

图4 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的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
数据来源：同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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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族的跨省流动人口数量高于省内流动人口数量，

其他16个少数民族的跨省流动人口数量均低于省内

流动人口。如 2020年 98.72％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

在新疆，分布在自治区内全部106个县(县级市)。近

年来，新疆大力推进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北疆经

济发达城市就业，2020年维吾尔族在自治区内流动

人口达到 160.44万人，是同期跨省流动人口数量的

17.10倍，比 2010年增长了 120.29％，这些变化使得

维吾尔族的县级相对人口分布均匀度远高于省级相

对人口分布均匀度。

分民族来看，在 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高山族

的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低于省级人口分布相

对均匀度，说明这两个少数民族在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分布较均匀，但分县级区域的分布均匀

度有所降低。其他 53个少数民族的县级人口分布

相对均匀度均高于其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主

要特征是在其主要聚居省域内人口分布较分散，而

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察的人口分布相对

比较集中。

(2)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的提高，其

成因可以分为“各地区间分布趋向均匀”及“地区间

分布趋向均匀和居住地区增多两种因素并存”两种

类型。从省级人口分布方面来考察，2010-2020年间

我国少数民族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提高3.59个
百分点，有43个少数民族的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

度提高，12个少数民族的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

下降。在43个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提高的民族

中，其中 36个民族 2010年、2020年在 31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都有人口分布，它们的省级人口分布相

对均匀度的提高，成因是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在31个
省(市、自治区)的“地区间分布趋向均匀”；其他 7个

少数民族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提高的成因包括

两方面：一是该民族各地区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

比重趋向平均，二是该民族居住地区增多，是“地区

间分布趋向均匀和居住地区增多两种因素并存”所

造成的。

从县级人口分布方面来考察，2010-2020年间我

国少数民族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提高了2.87个
百分点。49个少数民族的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

有所提高，6个民族的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下

降。在 49个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提高的民族

中，有3个民族在2010-2020年间的县级分布地区减

少，他们的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提高的成因是

在已有人口分布的县级地区中，这些民族的人口“地

区间分布趋向均匀”。其他46个少数民族的县级人

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地区间分布

趋向均匀和居住地区增多两种因素并存”。

2010-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降

低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人口分布呈现集中趋势，人口

分布的省级地区没有减少，人口分布县级地区大幅减

少；二是人口分布进入“后均匀”阶段，即人口分布从

“向全国扩散”到“开始收缩并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

阶段转变，使得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指标值降低。

四、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变动分析

人口流动、受教育水平是当前影响我国各少数

民族人口在全国分布的主要因素。2020年我国少数

图5 37个百万人口以下少数民族的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
数据来源：同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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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人口流动率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超过1/4的
少数民族人口在流动，显著改变了各民族人口在全

国的分布。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大量

少数民族青年进入高校学习，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

生活，实现了从民族聚居地区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1.人口流动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影响

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 37581.68万人，流动

人口占比提高到26.66％，即全国每四人中有一人在

流动。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 3371.30
万人，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8.97％，高于少数民族

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8.89％)。2020年我国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比重为

26.90％，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6.66％)。
2020年我国 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的总

人口为 11738.51 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93.67％，流动人口为 3148.07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93.38％。其中，有10个少数民族的流动

人口占比超过全国水平，按流动人口比重高低依次

为 ：布 依 族 (35.78％ )、侗 族 (34.02％ )、蒙 古 族

(33.54％ )、苗族 (32.66％ )、土家族 (31.81％ )、朝鲜族

(31.26％ )、满 族 (27.98％ )、瑶 族 (27.66％ )、彝 族

(27.07％)、壮族(26.98％)。
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上升到一

个新台阶，流动人口增加了 1869.05万人，增长率高

达到 124.42％，是全国流动人口增长率(70.03％)的
1.78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重从 13.52％提高到

26.90％，增长了 13.3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流动人口

增幅(10.08个百分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活

跃，流动人口增长迅猛，流动态势发生了全新变化，

带来了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快速转变。

2010-2020年间我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的

流动人口占比变动情况见下页表8。
当前，各少数民族迁徙流动的人口规模、迁徙流

动的网络复杂程度、涉及的民族和地区数量，都达到

空前繁荣的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各地政府也在积

极完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工作，促

进了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形成了城镇化快速提升

的新局面。

2.受教育水平提高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

影响

随着全国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2010-2020年我

国少数民族教育进步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的增加。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生到城市接受高

等教育，毕业后到发达地区、城市生活和工作，直接

改变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

2010年我国少数民族每 10万人大学文化程度

人数为7139人，2020年增加到11596人，10年间增加

了 4457人，增长率达到 62.43％。2020年 18个百万

人口以上少数民族中，蒙古族、朝鲜族、满族每10万
人大学文化程度人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万

人口以上少数民族的每10万人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变

动情况见下页表9。
2010年到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每10万人大学

文化程度人数的增加值仅为全国增加值的62.98％，

蒙古族的进步幅度超过全国进步幅度，其他17个民

族的进步幅度均低于全国进步幅度，提高我国少数

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缩小教育方面差距任重道远。

分年龄段看，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 25-30岁人

口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为28.35％，比2010年该年龄

段人口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提高了 11.64 个百分

点。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4.4％，

2021年增长到 57.8％ [1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今后大量少数民族青年去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到

全国各地就业，必然会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

率，也使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继续发生变化，从而推

动全国各民族大融居格局的形成。

五、结论

本文利用七普数据、以往历次人口普查的少数

民族人口数据，给出了当前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现

状及变动情况，并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速较高的

原因作了初步分析；构建了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的

度量指标，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进

行研究，给出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的特征

和影响因素，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七普给出了准确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

七普采取了身份证登记等新措施，减少了民族身份

错报现象，获得了 1949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最准确

的少数民族人口数据。2010-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

于全国人口有了较高速度的增长，这其中既有少数

民族较高生育水平因素的影响，也有六普少数民族

人口因民族身份错报而导致的人口数量偏低因素的

作用，近年来国家实施精准脱贫工程对七普的我国

偏远地区各民族人口的精准确认同样产生作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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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及占比 万人，％

民族

全国合计

少数民族合计

蒙古族

回族

藏族

维吾尔族

苗族

彝族

壮族

布依族

朝鲜族

满族

侗族

瑶族

白族

土家族

哈尼族

哈萨克族

傣族

黎族

2020年
总人口

140977.90
12533.23
629.02
1137.79
706.07
1177.45
1106.79
983.03
1956.85
357.68
170.25
1042.33
349.6
330.93
209.15
958.77
173.32
156.25
133.00
160.21

2010年
流动人口

22103.09
1502.25
101.52
150.91
51.11
77.09
150.54
96.37
277.06
43.12
38.56
141.96
43.86
35.64
21.79
136.06
21.06
14.04
10.07
15.33

占比

16.58
13.52
16.97
14.26
8.14
7.66
15.97
11.06
16.37
15.02
21.06
13.67
15.23
12.75
11.27
16.29
12.68
9.60
7.98
10.48

2020年
流动人口

37581.68
3371.30
210.97
290.49
148.30
173.18
361.48
266.07
527.89
127.98
53.23
291.65
118.94
91.54
50.38
304.95
43.08
38.36
21.86
27.72

占比

26.66
26.90
33.54
25.53
21.00
14.71
32.66
27.07
26.98
35.78
31.26
27.98
34.02
27.66
24.09
31.81
24.86
24.55
16.43
17.30

流动人口

增长率

70.03
124.42
107.81
92.49
190.16
124.65
140.12
176.09
90.53
196.80
38.04
105.45
171.18
156.85
131.21
124.13
104.56
173.22
117.08
80.82

占比增长

10.08
13.38
16.57
11.27
12.86
7.05
16.69
16.01
10.61
20.76
10.2
14.31
18.79
14.91
12.82
15.52
12.18
14.95
8.45
6.82

数据来源：同表4。
表9 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每10万人大学文化程度人数 人，％

民族

全国合计

少数民族合计

蒙古族

回族

藏族

维吾尔族

苗族

彝族

壮族

布依族

朝鲜族

满族

侗族

瑶族

白族

土家族

哈尼族

哈萨克族

傣族

黎族

2010年
8390
7139
14244
9359
5473
6347
4405
3784
5649
4545
15959
11369
6171
5547
7964
7203
3029
8821
4035
3952

2020年
15467
11596
22230
13896
11047
9364
8183
7773
9802
8908
19464
17681
10999
8641
14606
12449
6757
14836
7671
7961

增长量

7077
4457
7986
4537
5574
3017
3778
3989
4153
4363
3505
6312
4828
3094
6642
5246
3728
6015
3636
4009

增长率

84.35
62.43
56.06
48.48
101.85
47.53
85.76
105.41
73.51
96.01
21.97
55.52
78.23
55.78
83.40
72.83
123.07
68.19
90.10
101.44

数据来源：同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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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逐步增长的族际通婚率所带来的通婚子女少数民

族身份人口大幅增加也是重要影响。

第二，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改

变。2010-2020年受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我

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发生快速转变，各民

族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和重点城市群集聚，东部地

区少数民族人口出现明显的机械增长，其少数民族

人口数量开始超过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改革开放

前期，少数民族人口从传统聚居区向全国扩散，其驱

动力是摆脱贫困生活。进入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

人口迁徙流动的驱动力是谋求更好的发展、追求幸

福的生活，迁徙流动的路径发生明显改变，开始向东

部经济发达地区迁徙流动。

第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比、高等教育人口比

例的大幅提高，直接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

的变化。七普数据初步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占比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超过1/4的少数民族

人口在流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大幅增长，

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每10万人大学文化程度

人数增长了62.43％。这些因素的变动，促成了我国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推动了

我国民族人口的迁徙流动，使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

布格局快速变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基础。2019年 9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

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

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七

普数据给出了明确的证明，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各

民族差异巨大，部分民族自发产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还很困难。局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高，

人口生育意愿旺盛，呈现出人口高速增长，大量农村青

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全国流动存在难度。未来，应当从

少数民族青少年入手，促使其加强基础教育，转变观

念，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推动他们到内地求学、就业，

融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有利于实现我国少数

民族人口发展和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统一。

注释：

①依次为彝族(983.03万人)、土家族(958.77万人)、藏族

(706.07万人)、蒙古族(629.02万人)、布依族(357.68万人)、侗族

(340.6 万人)、瑶族 (330.93 万人)、白族 (209.15 万人)、哈尼族

(173.32万人)、朝鲜族(170.25万人)、黎族(160.21万人)、哈萨克

族(156.25万人)、傣族(133万人)。
②依次为东乡族 (77.49 万人)、傈僳族 (76.3 万人)、畲族

(74.64 万人)、仡佬族 (67.75 万人)、拉祜族 (49.92 万人)、水族

(49.59万人)、佤族(43.1万人)、纳西族(32.38万人)、羌族(31.3万
人)、土族(28.19万人)、仫佬族(27.72万人)、柯尔克孜族(20.44万
人)、锡伯族(19.19万人)、撒拉族(16.52万人)、景颇族(16.05万人)、
达斡尔族(13.23万人)、布朗族(12.73万人)、毛南族(12.41万人)。

③民族八省区指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贵州、云南、

青海3个多民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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