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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分布是人口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于一定地理空间的集散状态或称之为人口的空间形

式。它包括自然地形 、行政管理以及城乡经济等主要区域之间的人口分布 。人口地形区域

分布是指人口在不同自然地域里的数量比重关系 。在我国人口分布图中 , 江西人口聚集在

黑河 ———腾冲线以东 、全国地势三大台阶中第一台阶 (丘陵平原区)上的长江中下游交接

处的南岸。1990年 , 江西土地面积为 16.69万平方公里 , 分别占全国面积和长江中下游区

内6个省市 (即上海市 、 江苏 、 安徽 、江西 、 湖南 、 湖北)总面积的 1.74%和 20.54%,

在全国各省区中和全区各省市中分别居第18位和第 3位;江西人口为 3771万人 , 分别占

全国和全区人口的 3.34%和13.05%, 在全国各省区中和全区各省市中分别居第13位和第

5位。本文首先描述江西人口的地形区域分布的基本态势 , 接着讨论江西人口地形分布的

类型和特点 , 最后对江西人口地形分布的 40年变动进行原因分析。

一

表 1　江西省东西部人口地域分布:1953-1993

面积 (平方公里)

总数 %

人　　口　　(　万　　人　)

1953 1964 1982 1990 1993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全省 16.69 100 1677.3 100 2106.8 100 3318.6 100 3771.0 100 3966.0 100

赣东 7.48 44.82 700.8 41.8 873.8 41.5 1398.7 42.2 1595.8 42.3 1671.2 42.1

赣西 9.21 55.18 976.5 58.2 1233 58.5 1919.9 57.8 2175.2 57.7 2294.9 57.9

　　资料来源:1江西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 , 1986年

2江西省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上),

3江西统计年鉴:1994年

　　1990年江西土地面积为 16.69平方公里 , 人口为 3771万人 , 分别占全国面积和人口

的1.74%和 3.34%” 。表一资料显示 , 由九江市的彭泽和半个都昌 、南昌市的进贤 、 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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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市 、 鹰潭市 、 上饶地区 、杭州地区和赣州地区的宁都 、 石城 、 于都 、 瑞金 、安远 、 会

昌 、 寻乌以及大约三分之一的定南和兴国组成的赣东地区 , 土地面积约为 7.48万平方公

里 , 占全省面积的比重接近 45%, 而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42%, 比土地面积比重略小

3%。从 1953至1993年的四十年间 , 居住在赣东地区的人口总数从 700万人 增加到 1670

万人 , 大约增长2.4倍 , 但人口比重基本上保持不变 , 仍为 42%。由彭泽和半个都昌除外

的九江市 , 不包括进贤的南昌市萍乡市 、新余市 、宜春地区 、 吉安地区以及赣州地区的赣

州市 、上饶 、南康 、 赣县 、崇义 、 大余 、信丰 、 全南 、龙南和三分之二的兴国和定南组成

的赣西地区 , 土地面积为 9.21万平方公里 , 约占全省面积的 55%, 1953年以来人口总数

从979万上升到 1993年的 2300万人 , 约增长 2.4倍 , 但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 58%

左右微略波动。和赣东地区相比 , 赣西地区土地面积和人口在全省面积和人口中所占的比

重分别超出10%和 16%, 表明江西人口分布重心略向西部倾斜。

表 2　江西省南北部人口地域分布:1953-1993

面积 (平方公里)

总数 %

人　　口　　(　万　　人　)

1953 1964 1982 1990 1993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全省 16.69 100 1677.3 100 2106.8 100 3318.6 100 3371.0 100 3966.0 100

赣南 6.62 39.66 554.0 33.0 741.5 35.2 1064.1 32.1 1179.1 31.3 1243.3 31.4

赣北 10.07 60.34 1123.3 67.0 1365.3 64.8 2254.4 67.9 2592.0 68.7 2722.7 68.6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2资料说明江西省南北部人口地域分布情况。以赣州地区全部 、 抚州地区的广昌

县 、 新干和峡江除外的吉安地区以及半个萍乡市构成的赣南地区 , 面积 6.62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面积的 40%, 1953年居住人口为 554万人 , 占同期全省人口的 33%, 1964年人口

增加到 740万人 , 比重上升为 35%, 1993年的 31%。从 1964年至 1993年的 30年间 , 人

口比重与土地面积比重之间差额从 5%上升到 9%。以南昌市 、 景德镇市 、 九江市 、 新余

市 、 鹰潭市以及半个萍乡市的五个半省直辖市 、 宜春地区 、上饶地区 、广昌县除外的抚州

地区和吉安地区的新干和峡江两县构成的赣北地区 , 土地面积为 10.07万平方公里 , 占全

省土地面积的 60%强 。1953 年居住人口部数达 1123万人 , 占同期全省总人口的 67%。

1993年的 2722万人 , 人口比重为 69%。人口比重与土地面积比重之间的差距从 5%扩大

到9%。1993年 , 赣北地区土地面积和人口数在全省面积和人口中的比重分别比赣南地区

超出 20%和 38%, 后者又比前者高出 18个百分点 , 说明江西省人口地域分布态势明显是

以北部为重心的 。

现在 , 让我们分析江西人口的垂直地形分布 。江西全境以山地 、丘陵为主 。山地占全

省总面积的 36%, 其中绝对高度为 500-1000和 1000-2000米的低中山分别占 22.3%和

13.6%;丘陵占 42%, 其中绝对高度低于 300米和介于 300-500米之间的低高丘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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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和 18.5%①。从人口的垂直分布看 , 江西人口主要集中在海拔较低的地区 , 其中以

鄱阳湖平原为人口分布最为稠密地区。据 1994年江西统计年鉴按自然地貌分类的市县统

计 , 平原市县共 21个 , 包括南昌 、 九江 、 鹰潭 、赣州 、丰城 、高安 、樟树 、吉安以及临

州等九个市和南昌 、 新建 、安义 、 进贤 、九江 、 永修 、星子 、 都昌 、湖口 、彭泽 、 余干和

波阳等12个县 。丘陵市县 27个 , 包括乐平 、 萍乡 、 新余 、 宜春 、 上饶等五个市和德安 、

分宜 、贵溪 、余江 、 南康 、 上高 、 宜丰 、 上饶 、 广丰 、 弋阳 、 万年 、 吉安 、 吉水 、 峡江 、

新干 、 泰和 、万安 、永新 、 南城 、 崇仁 、 金溪和东乡等 22个县 。其余的 42 个为山区市

县。这三个低 、 中 、 高海拔水平地区的土地面积分别为 3.22 、 5.92和 7.55 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19.2%、 35.5%和 45.2%, 大约呈 2:3.5:4.5的比例 (见表

3)。但从各地区的人口比重来看 , 其比例大约为 3.2:3.3:3.6 , 说明丘陵地区人口比重

和土地面积比重持平 , 而占全省面积不到 20%的平原地区居住着全省 32%左右的人口 ,

但占地 45%的山区却只拥有不到全省 36%的人口 , 山区人口分布显然比平原地区稀疏。

这种 “低密高疏” 的人口垂直分布态势在1953至 1993的四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发生显著的

变化 , 1993年三地人口比重仍是 32%、 32%和 36%, 其主要原因是三地人口总量四十年

来的增幅是彼此相近 , 大约为 2.4倍。

表 3　江西人口垂直分布:1953-1993

面积 (平方公里)

总数 %

人　　口　　(　万　　人　)

1953 1964 1982 1990 1993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全省 16.69 100 1677.3 100 2106.8 100 3318.6 100 3771.0 100 3966.0 100

山区 7.55 45.24 621.5 37.1 774.9 36.6 1244.4 37.5 1352.1 35.9 1418.2 35.8

丘陵 5.29 35.47 543.0 32.4 679.6 32.3 1015.5 30.6 1006.2 32.0 1275.9 32.2

平原 3.22 19.29 512.8 30.6 652.3 31.0 1058.7 31.9 1212.8 32.2 1271.9 32.1

　　资料来源:同表 2

下面观察江西省人口按水系流域的分布情况。全省 90 个市 、 县分归八大水系流域 ,

即赣江流域 , 包括 42个市县的全部或部分土地面积;抚河流域 , 包括 11个市县的全部或

部分面积:信江流域 , 包括 12个市县的全部或部分面积;以及包括 6市县的饶河流域 、 7

个县的修河流域 、 10个市县的鄱阳湖区 、 4个市县的长江中下游干流区和 4个全部或部市

县面积的湘江珠江流域。赣江流域占地 8.09万平方公里 , 约为全省面积的一半。鄱阳湖

区 、 抚河流域 、 修河流域以及信江流域土地面积为 1.76 、 1.62 、 1.51和1.48万平方公里 ,

分别占全省面积的 10.5%、 9.7%、 9%和 8.9%。其他饶河流域 、 长江中下游干流区以及

湘江 、 珠江流域共占地 2.23万平方公里 , 约为全省面积的十分之一强。从各流域所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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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重来看 , 信江流域 、鄱阳湖区 、 长江中下游干流区以及湘江 、珠江流域的人口比重

都程度不同地超出各自的土地面积比重 , 其中以鄱阳湖区超出最多 , 人口比重与土地面积

比重之差高达 7%强 , 表明这些流域人口分布相对比较稠密 。相反 , 赣江流域 、 扶河流

域 、 饶河流域 、 修河流域的人口比重则低于它们的面积比重 , 其中以赣江流域的面积比重

超出最多 , 约达 4%, 表示这些地区人口呈略为稀疏的分布 。江西省按水系流域的分布态

势四十年来基本上保持不变 , 没有发生明显的起伏 (见表 4)。

表 4　江西省人口水系流域分布:1953-1993

面积 (平方公里)

总数 %

人　　口　　(　万　　人　)

1953 1964 1982 1990 1993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总数 %

全省 16.69 100 1677.3 100 2106.8 100 3318.6 100 3771.0 100 3966.0 100

赣江流域 8.09 48.5 754.6 44.1 944.5 44.8 1460.1 44.0 1650.3 43.8 1778.6 44.9

抚河流域 1.62 9.7 140.7 8.4 147.5 7.0 250.4 7.6 278.2 7.4 301.9 7.6

信江流域 1.48 8.9 173.3 10.4 277.3 10.8 357.9 10.8 404.7 10.7 420.8 10.6

饶河流域 1.14 6.8 89.3 5.3 123.7 5.9 194.4 5.9 227.4 6.0 229.3 5.8

修河流域 1.51 9.0 98.8 5.9 125.9 6.0 189.2 5.7 215.0 5.7 215.0 5.4

鄱阳湖区 1.76 10.5 86.4 17.1 365.1 17.3 583.4 17.6 669.3 17.8 685.1 17.3

长江中下 0.45 2.7 53.4 3.2 69.7 3.3 123.4 3.7 144.1 3.8 146.8 3.7

游干流区

湘江、珠江流域
0.64 3.8 80.4 4.8 103.2 4.9 159.3 4.8 181.9 4.8 188.0 4.7

　　资料来源:同表 3

最后 , 我们借用行政区划图描绘江西人口重心 40年以来的变动趋势。人口重心是一

个区域中每个人距离的平方和最小的点 。如果人口分布是极端均匀的 , 人口重心则就是该

区域的几何中心 。人口重心在一个时点上脱离区域几何中心的情况和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移

动轨迹 , 可以反映该区域人口分布的静动态性质 。人口重心的位置一般是以地图的经纬度

来表示的 。江西省几何中心在乐安县境内 , 即位于东经 115.8 、 北纬 27.4。而根据地图出

版社 1986年出版的 “中国县市政区资料手册” 提供的资料计算①, 1953 年江西人口重心

位于几何中心西北方的新余市 , 经纬度坐标分别是 114.87和 27.51;1993年人口重心则向

东北方向推移至丰城市境内 , 即东经 115.74和北纬 27.75。综合以上分析 , 江西人口地形

区域分布的总态势是 , 人口分布南疏北密 , 人口重心呈现出向东北方向推移的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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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口重心的计算方式是:把江西省分为 90个市县 , 确定各市县的地理座标 , 即经纬度 , 再乘以该市县的人口

数 , 而后把所有乘积加总起来 , 再除以全省的总人口数。

算式为:X=PiXi/Pi;Y=PiYI/Pi

其　中:Pi=i市县的人口数;XiYi=i 市县的经纬度座标;

X , Y=人口重心的经纬度座标。



二

和江西类别多样的地形地貌一样 , 其人口地形区域的分布也种类繁多 , 并带有明显的

地貌特征 , 体现了地形地貌性质对人口分布的自然影响。江西人口聚居点分布的类型主要

有这么几种:

1 、 带状型。江西人口带状型分布主要取决于江西丰富的水流资源和发展较快内河航

运以及公路铁路运输 。赣江 、 抚河 、信江 、 修水和饶河等五大河 , 流域总面积达 15万平

方公里 , 这些主要江河河谷地带地势平坦 , 为主要农业可灌耕地 , 利于开发水上交通 和

淡水渔养殖业。因此 , 主要江河两岸人口密集 , 使城乡人口居住区多呈现顺江流而走的带

状分布。例如 , 吉安人口沿赣江作南北狭长分布 , 又如九江以西沿长江南岸江堤居民聚集

不断 , 绵延 26公里之长。① 另外 , 沿主要铁路 、 公路干线两旁集结的居民点也表现出人

口带状分布的特点。可以预计 , 随着交通运输网的进一步展开和新干线的不断延伸 , 人口

的这种带状分布也会深入到丘陵 、 山地等地势较高的地区 。

2 、 散状型。江西人口散状型分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集中在山区 , 以九岭山

区 、 雩山山区 、 赣南山区以及其他边境山区较为普遍 , 这些地区人烟稀少 , 居民点也不多

而且规模很小 , 甚至还有数家村 、 独家村。②二是呈现在更为广大的山地 、 丘陵地区。占

地近 80%的江西山地和丘陵地区散布着许多盆地 , 较大有有吉安 、 赣州 、 于都 、 瑞金 、

兴国 、南丰 、贵溪等盆地 , 都是经济林木和农业生产地带 , 成为人口较为密集的小区。这

种散发在更大地域内的人口相对集中的盆地分布是江西人口地形分布的一大特点。

3 、 环状型。江西的人口不仅密集于山地 、 丘陵区的盆地 , 而且城镇乡村多分布于盆

地四周边缘的山麓地带 , 呈环状分布。象井冈山的城镇结构即呈环状 , 表现出山地的地貌

特色 。还有鄱阳湖沿岸湖滨平原地带或山岳四周 (如庐山山麓)也呈环状分布的形式。③

4 、 密集型。这种密集型的人口居住块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平原区以及萍乡 、 广丰等人

口密集地带。在这些区域 , 城镇成片 , 居民点规模较大 , 人口密集 。另外 , 在山间丘陵里

的盆地人口稠密区 , 也常形成集团状的居民点分布小区。
④

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分析 , 江西人口地形区域分布呈如下特点。1 、从静态观察 , 江

西人口地域分布呈明显的不均衡性 , 具体表现为不同地形地貌的面积比重和居住人口比重

失衡 , 象以上对江西人口东西南北分布 、垂直分布 、 以及水系流域分布的分析结果都基本

上反映了这一不平衡的特点。江西人口分布从地理方向上看是北密南疏 , 从地理垂直水平

上看是低 (平原)密高 (山地)疏 , 从水系流域分类看是鄱阳湖区密赣江流域疏。2 、 从

动态追溯 , 除人口重心向东北方向推移以外 , 人口地域分布总的来讲表现为相对的稳定

性。至少从解放以来 , 以上的各种人口和地域面积比重的不均衡性都基本上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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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江西人口地形区域分布模式和 40年来某些地域分布特征的变化 , 主要取决于自然环

境和经济发展两大因素。首先从自然环境因素来看 , 丰裕的水资源特别是地表水资源不仅

能够满足人口生活用水 , 而且还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交通 运输 , 人类这种自古以来傍

水而居的人口分布特点在江西也表现的很突出。江西人口的顺江沿河的带状分布就是人口

地域分布受制于自然环境因素的一个例证。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鄱阳湖区 、人口相对集中

的大小不一的盆地居住区 , 还有人口逐步增加的矿产资源开发区 , 也都从自然环境角度

(如资源 、 地貌地质 、气候等)说明江西人口分布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西的自然条件。

其次 , 从经济发展来看 ,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 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能

力也日益增强 , 其结果是人们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减少 , 人口分布中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也

相对变小。经济发展对江西人口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性质 , 交通 条件的优

劣等等。当产业结构中工业产值比重比较高时 , 一个地区的人口分布相对就比较密集。位

于江西北部的南昌市 1993年的工业产值占该市工农业总产值的 86.5%, 占全省工业总产

值的 22%;而江西南部的赣州地区同期的工业产值只占该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的 59.6%,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8.7%, 这两个地市的产业结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疏密不同的人口分

布。另外 , 属于第三产业的旅游业的发展 , 对人口分布也产生影响。庐山原为荒芜山区 ,

1949年前 , 建设了一些避暑设施和私人别墅 , 1949年后开设为旅游点 , 修建了登山公路 ,

增设服务设施 , 常住人口也逐渐增多 , 在行政上相继设为镇特区 、 市辖区 。革命摇篮井冈

区 , 原为一个仅有 3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 , 如今已建成一座美丽的山城;1993年总人口增

加为 5.46万人 , 其中非农业人口已达 1.57万人。还有交通业的发展 , 吸引人口沿公路 、

铁路线而居也是经济影响人口分布的表现之一 。例如 , 鹰潭在 50年代初 , 只是贵溪县的

一个几千人的小镇 , 浙赣 、鹰厦铁路在此交汇后 , 一跃而成为福建通往内地的咽喉 , 1979

年设市 , 1985年的人口超过 6.4万人 , 1993年鹰潭市人口又翻一番 , 已达 14.5万人 。

最后 , 从人口自然和迁移变动来看 , 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对人口分布的影

响通常是间接的 , 一般是通过促进或阻碍人口自然变动或人口迁移变动 , 进而对人口分布

产生影响 。所以 , 人口自然变动因素象出生 、死亡 、 年龄构成 、性别比例等和人口迁移变

动因素象迁入迁出等才是江西人口分布及其变化的直接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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