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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口普查，进行直接普查的人口超过

5.7亿，是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

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开展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 普查标准时点

为 2020年 11月 1日零时，10月

11 日至 12 月 10 日为入户工作

时间。 人口资料自古以来就是各

国政府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 自

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算起，我国

已有近 2800 年的人口调查历

史。 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甚

至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

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

度。 从《汉书·地理志》中西汉元

始二年的第一个全国性人口数

字开始，我国各类史籍记载了丰

富的全国或地方性的历史人口

数据。 当然，古代文献中的人口

数字常常受到学者的质疑， 正如

何炳棣所言，“困难并不在于缺乏

人口数据， 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

数据”[?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

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

书店 2000年版，第 1?]。随着自

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从 19

世纪起， 现代人口调查方法在欧

美国家萌发并逐渐趋向成熟，于

20世纪上半叶东渐中国。

现代人口普查及其

在中国的最初尝试

现代意义上的人口调查一

般分为三类， 一类是在户口管

理的基础上， 通过经常性登记

取得人口数量及变动等各类资

料的人口经常性登记；一类是采

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对一个地区

的人口按照一定比例抽样并进

行调查登记以取得人口等方面

资料的人口抽样调查；第三类是

按照统一的方法、项目、表格和

标准时间，对某地区逐人逐户进

行调查以获得确切人口资料的

人口普查。 现代人口普查又称

“国情普查” 或 “国势普查”，指

“在国家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根

据国家行政和社会、经济以及科

学研究的需要， 按照统一的项

目、统一的表格、统一的时点和

统一的填写办法，对调查区域内

的全部人口，逐一进行调查和登

记的过程”（李永胜，《人口统计

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6?）。这三种人口调

查方法既相互独立， 又互相关

联。一般人口普查需要以经常性

登记资料为依据，确定调查的范

围， 作为制定方案的依据等；人

口普查的结果又能和人口经常

性登记的资料进行核对更新，帮

助建立和完善人口经常登记制

度；人口抽样调查相比人口普查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又可以获得

人口经常登记所没有的资料，还

能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进行检验，

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种人

口调查方法。

清 末 宣 统 年 间 （1909—

1911）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但由于清政

府在普查实施过程中被推翻，普

查的数据没有得到完整的汇总

和统计，是一次没有最终完成的

人口普查。后世学者根据各方面

材料估算，宣统年间全国人口总

数大约在 3.6—3.7亿左右。

民国时期， 国民政府主计处

在吸取 1928年全国户口普查失

败教训的基础上，于 1936年开始

筹备原定于 1951年举行的全国

户口普查。西迁之后，国民政府又

在四川、 云南等地区进行了试验

性质的地区人口普查，获得成功。

虽然民国时期并未真正成功举行

过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但历时 12

年的筹备工作为之后新中国第一

次人口普查在技术、 人力上做了

一些铺垫。

划时代创举： 新中国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 1953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实施，精确

获得各地的人口数字成为实施

选举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

1953 年 4 月 3 日， 中央人民政

府发出了 《政务院为准备普选

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

示》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

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并公布了

《全国人口登记调查办法》。 按

照两个指示和登记办法， 此次

全国人口调查的标准时间为

1953 年 6 月 30 日 24 点整。 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中国第一次

人口普查就此拉开序幕 。 从

1952 年底开始筹备算起 ，至

1954 年 11 月初正式公布了人

口数字为止， 我国的第一次全

国人口普查工作（时称“全国人

口调查”）历时两年。 这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完成的现代

全国人口普查。

由于新政权有着强大的基

层力量， 此次普查工作开展得

较为顺利。 以上海为例，全市划

分为 944 个选区， 每选区分为

若干个调查登记站， 登记站的

设立，原则上市区、市郊各镇与

直属选区每一个户口段设立一

个登记站， 郊区按每乡设四个

登记站 ， 全市共设立登记站

4500 余个（水上及机关、工厂、

学校、企业等除外）。平均每 200

到 300 户划一户口段。 每个登

记站以 6 人配备计算， 共动员

工作人员 27000 余人， 其来源

除户籍警外， 以当地基层干部

为主， 包括居民委员、 治保委

员、工会、妇联和社会知识青年

等。 个别有困难的地区，市选举

委员会还从师生中调配加以补

充。 由于调查登记区划分得很

小，参与调查的人员相对较多，

上海的人口调查一共只用了三

天。 这次普查是根据我国当时

的实际情况， 吸收民国时期小

范围普查和筹备全国人口普查

的经验，并参照苏联 1939 年人

口普查工作而进行的， 整个普

查过程中，共组织和训练了 250

余万登记人员。

根据 1954 年 11 月 1 日中

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关于全

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

1953 年 6 月 30 日 24 时的全国

人口总数为 601938035 人。 直

接 调 查 登 记 的 人 口 为

574205940 人 ； 用其他办法调

查的人口为 27732095 人 ， 包

括： 没有进行基层选举的和交

通不便的边远地区 8397477 人

（如西藏 、 新疆等少数民族地

区， 数据均来自各地方政府的

资料 ）； 台湾地区 7591298 人

（根据 1951年台湾公布的数字）；

国外华侨和留学生等 11743320

人 （根据华侨事务委员会等机关

的资料）。 其中， 大陆地区的总

人口为 580603000人。

中央统筹 ， 广泛宣

传 ，结合生产 ，因地

制宜

从清末宣统年间的人口普

查开始， 中国历次普查方案中

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始终是工作

的重点， 宣传的形式要求多样

化、 群众化、 口语化。 新中国

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宣传

工作也不例外。 除口头宣传外

还普遍采用了锣鼓、 戏曲、 曲

艺、 电影宣传片、 海报、 黑板

报、 大字报、 广播等各种宣传

方式， 从传统的到现代的传播

形式均包含在内。 少数民族还

采取了他们自己的方式， 例如

湘西苗族自治区采用了在当地

群众中广受欢迎的 “片屋会 ”

的形式 ， 在苗族居住的寨子 ，

培养歌郎， 把普选政策和当地

情况相结合， 编成苗族人民最

喜爱的山歌， 使群众普遍都唱

起来， 让政策变得容易懂、 容

易记。 虽然此次人口普查和普

选合在一次进行宣传， 提高了

宣传的难度， 但宣传过程中充

分发动了地方组织的力量， 取

得了理想的效果。 通过这次人

口普查和普选的宣传工作， 新

政府进一步巩固了基层中的宣

传网络， 由上而下的宣传效率

进一步得到提高， 为开展其他

工作提供了便利。

中央人口登记调查办公室

在此次人口普查过程中， 起到

了非常好的协调与指导作用 。

中央人口登记调查办公室由内

务部、 公安部、 国家统计局等

有关部门组成， 是此次人口普

查工作的主导机构。 它通过与

各地的沟通协调， 发现和总结

在人口调查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研究解决方案并告知各地。 各

地的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开展的

日期、 持续的时间都不尽相同，

通过各级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

与中央建立起日常的请示报告

制度， 除了使中央掌握全国人

口调查登记情况的进程外， 还

能使部分省市的问题、 经验和

方法与其他省市一同分享。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

时间定于 1953年 6月 30日， 正

值农忙时节， 7月、 8月份又值

南方多雨水灾频发时期， 因此，

人口调查、 普选工作要结合生产

并以生产为重也是第一次全国人

口调查的特色。 例如， 当上海的

人口登记调查队到达上海市郊典

型试办乡———高南乡时， 正逢久

旱无雨， 工作队就首先组织农民

进行水利灌溉， 领导抗旱保生产

的工作， 保全了该乡五百多亩棉

田的棉苗。 工作队在得到农民信

任后， 利用劳动中的空闲时间进

行宣传，并精简会议，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有些地区由于受灾严重，

就直接推迟了人口调查和普选的

时间， 优先组织当地群众救灾和

恢复生产。

此外， 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

情和特殊情况是此次人口普查工

作的一个亮点。和其他进行过现代

人口普查的国家相比，中国国土广

袤， 人口众多， 各地的经济、 文

化、 地理环境又相差很大， 因此，

因地制宜的政策是普查工作成功

推进的保障。 例如， 对于一些交

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

区， 这次没有采取直接普查， 而

是通过当地政府来收集资料。 南

方河道纵横的地区， 有许多人终

年生活在船上， 其中不少还四处

漂泊。 对于这部分人口， 从一开

始 《全国人口登记调查办法》 中

就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水上人口

的普查方式。

量体裁衣：第一次全

国人口普查的巧妙

设计

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项

目， 仅包含姓名、 性别、 年龄 、

民族与户主关系等共五 项 ，

陆新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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