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省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分析
秦　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要：利用第四至第七次云南省人口普查数据，通过人口分布结构指数、人口重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变化分析

等方法，对县域尺度下云南省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１）云南各县域人口数量总体
上保持增长，但在“大永—澜沧线”沿线区域形成一条人口减少地带，致使人口空间格局呈现“中间塌陷、两侧增长”

的特征。（２）云南各县域人口增速近年来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表现出“东快西慢”的空间特征。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
更加明显，在空间上表现出“东密西疏”的特征且呈现逐步加强的态势，结构上表现出由一般县域向区域性中心城市

聚集的特征。（３）近年来云南东部出现一个“Ｃ”字型人口聚集带，这一地带现在已成为云南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
（４）“大永—澜沧线”作为划分云南人口东、西分布格局的界线已经显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与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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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人口的地域分布是人口发展过程在地理空间上的

表现形式［１］。从研究的地域范围看，省域的人口分布研

究兼具宏观性和区域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省域人口分布研究意义重大，产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

果［２－５］，但省域间受到的关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沿海发

达地区受到的关注明显更多，而欠发达地区的相关研究

较为薄弱。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云南省人口分布研究起

步较晚，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当时有学者指出云南人
口分布以“云岭—点苍山—哀牢山”为界，其东部的人口

较西部更加稠密［６］。其后，随着研究方法与 ＧＩＳ技术的
进步，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开始从多个视角切入，包括对

云南省不同人口群体分布的研究，如总体人口［７－８］、民族

人口［９－１０］、老年人口［１１］等；对特定区域范围内人口群体

分布的研究，如边境地区［１２－１３］、主体功能区［１４］、澜沧江

流域［１５］等；基于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如数据［１６］、ＧＩＳ［１７］技
术等；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如地形［１８］、灾害［１９］等；人口

分布的合理性评价［２０］。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深化了对

云南省人口分布的认识，但总体来看，成果相对较少，特

别是缺乏基于长时段、宏观视角的人口分布空间分析。

因此，有必要对１９９０年以来云南省人口分布的演化过
程、特征、趋势进行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利用第四至第

七次云南省人口普查数据，以县域为尺度，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平台，对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进
行研究，以期发现一些新的特点、现象和趋势，为云南省

人口、经济等方面的空间分布研究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域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总面积３９万 ｋｍ２，下辖１６
个地级市（州），共计１２９个县级行政区。２０２０年第七次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全省总人口为４７２０．９万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３．３４％。２０２０年全省ＧＤＰ为２４５２１．９亿
元，占全国ＧＤＰ的２．４２％。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人口分布结构指数

人口分布结构指数是研究特定区域人口分布集中

或分散趋势的常用指标，包括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数Ｕ和
集中指数Ｃ，具体计算公式参考相关研究［２１－２２］。

１．２．２
 人口重心

人口重心是假设人口所在区域为一同质的平面，而

每一个人都是平面上的一个质点，具有相同的重量，则

重心应为区域中距离的平方和最小的一点，即一定空间

平面上力矩达到平衡的一点。计算方法参考相关

研究［２３］。

１．２．３
 人口数量变化分析

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反映了不同地区人口增减的

数量特征与变化趋势，可采用对比时间段基期和后期人

口变化幅度来计量，主要涉及人口数量变化值 Ｒ１和人

口数量变化率 Ｒ２
［２４］。其中，Ｒ１＞０或 Ｒ２＞０，表示人口

正增长，即人口在增加；Ｒ１＜０或 Ｒ２＜０，表示人口负增

长，即人口在减少。

１．２．４
 人口密度变化分析

人口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的人口数量，反映了一个

地区人口的分布状况，是分析人口分布状态的最常用指

标［２４］，利用人口密度的变化可以分析县域人口空间分布

的集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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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数据来源

人口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第四、五、六、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各县域的经济、国土等统计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

的《云南统计年鉴》。由于研究时间跨度较长，部分县级

行政区划发生调整，为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对少数县域

数据进行了归并和估算。昆明主城的“五华、盘龙、官

渡、西山”四区于２００４年进行过区划调整，考虑到四区
人口分布情况差异不大，将昆明主城四区合并为一个县

域单元进行分析，云南县域单元总数变为１２６个。丽江
纳西族自治县于２００２年分设为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
县，因此，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古城、玉龙两个县域的人口数
据根据分设后的数据进行估算。

２　云南人口分布的总体特征
２．１

 人口分布的均衡分析

根据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分布结构指数（表１）
分析１９９０年以来云南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变化特征。
人口不均衡指数 Ｕ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由１９９０年
的０．００５５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０．００８７，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的上升幅度最小，从 ０．００６５增加到 ０．００６９，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上升幅度最大，由 ０．００６９上升到
０．００８７。人口集中指数Ｃ的变化与不均衡指数 Ｕ的变
化相类似，这表明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分布的不均衡
性在增加，人口集中分布的趋势明显，特别是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分布集中趋势在加强。

表１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分布结构指数变化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人口分布结构指数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２０年
人口不均衡指数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８７
人口集中指数Ｃ ０．２６１３ ０．２６８２ ０．２７８４ ０．３０６６

２．２
 人口重心变化分析

人口重心的变化可用来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和演化

方向［２２］。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重心始终在滇中地区
的禄丰市和安宁市境内移动（图１），经度移动了０．０５′，
纬度移动了０．０４′，呈现由安宁、禄丰交界处沿东南方向
往安宁境内移动的趋势。人口重心位置取决于人口分

布，如果人口分布是均匀的，重心则应处于该区域的几

何重心［２３］。云南的几何重心大致位于楚雄市东华镇境

内，人口重心与几何重心在纬度上的差异不大，但经度

位置差异较大且呈现出日益增大的趋势，显示出人口空

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在逐渐扩大，人口有向东集聚的趋

势。云南人口重心的移动在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也表现出一
定的差异性，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人口重心主要向南移动，显
示人口在由北往南迁移，这与１９９０年代云南经济发展的
重心向南部偏移有关，如云南计划重点在南昆铁路、滇

越铁路沿线布局的工业项目以及大量加快滇西地区开

发 的项目基本都落在云南几何重心偏南的区域［２５］；

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重心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人口重心主要往东移动，显示人口向东
部迁移，这一时期的变化应该和昆明作为省会城市的集

聚能力提升有关。

３　云南人口空间分布的数量变化
３．１

 县域人口数量变化值分析

参考相关文献的人口数量变化分类［２４－２６］，结合云南

县域人口的实际情况，将云南县域单元分为人口大幅增

加（Ｒ１＞６万）、小幅增加（０＜Ｒ１＜６万）、小幅减少（－１
万＜Ｒ１＜０）、大幅减少（Ｒ１＜－１万）４个等级。为便于
比对不同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分类标准在研究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内不作调整。
研究表明，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大部分县域的人口

数量持续增加，仅有少部分县域出现人口减少。其中，

人口数量增加的县域９２个，占云南县域数的７３％；人口
数量减少的县域３４个，占云南县域数的２７％。人口增
减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尤其明显（图２）。在云南中部形
成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人口减少地带，该地带大致呈现东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县域人口增减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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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西南走向，并在点苍山、哀牢山一带地区以及楚雄

周边形成大面积的集中连片人口减少区域。如果以这

条从大关、永善向西南延伸至澜沧形成的人口减少带状

分布（简称“大永—澜沧线”）为界，则人口变化呈现出

“中间塌陷、两侧增长”的空间格局，即人口减少县域主

要分布在“大永—澜沧线”沿线地区，人口增加县域则分

布在“大永—澜沧线”的东、西两侧。

为研究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数量变化的演变特
征及未来趋势，将研究期划分为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３个时段进行分析（表２，图３）。

表２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县域人口数量变化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人口变化类型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县域数量／
个

人口数量／
万人

人口占比／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县域数量／
个

人口数量／
万人

人口占比／
％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县域数量／
个

人口数量／
万人

人口占比／
％

大幅增加（Ｒ１＞６万） ２０ １３９２．４ ３２．９ １３ １１１８．９ ２４．３ １５ １２６７．８ ２６．９
小幅增加（０＜Ｒ１＜６万） １０３ ２７３３．３ ６４．５ ９７ ３０８８．６ ６７．２ ２１ ７１７．５ １５．２
增加合计 １２３ ４１２５．７ ９７．４ １１０ ４２０７．５ ９１．５ ３６ １９８５．３ ４２．１
小幅减少（－１万＜Ｒ１＜０） ３ １１０ ２．６ ９ １８７．３ ４．１ １３ ３４６．５ ７．３
大幅减少（Ｒ１＜－１万） ０ ０ ０ ７ ２０２．０ ４．４ ７７ ２３８９．２ ５０．６
减少合计 ３ １１０ ２．６ １６ ３８９．３ ８．５ ９０ ２７３５．７ ５７．９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云南全省各县域呈现出人口数量普
遍增长的态势。这一时期全省１２３个县域人口在增长，
占全省县域总数的９７．６％。仅有３个县域出现人口小
幅减少，为滇东北地区的东川、巧家和永善，其中人口减

少最多的东川十年间也仅减少３８００余人。在人口增长
的县域中，人口小幅增加的县域１０３个，占云南县域总
数的８１．７％；人口大幅增加的县域２０个，占县域总数的
１５．９％。这一时期人口大幅增加县域在全省各区域均
有明显的分布，表现出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化呈现普遍均

衡增长的空间态势（图３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云南各县域人口普遍增长的势头出

现不同程度的分化。人口增加县域较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减
少１３个，其中人口大幅增加的县域减少７个，小幅增加
的县域减少６个。人口数量减少的县域增加了１３个，
其中大幅减少的县域由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０个增加到７
个，主要分布在昆明主城、大理市、楚雄市、隆阳区等经

济相对发达城市周边，呈现出较强的“中心－外围”模式，
表现出经济发达区域对云南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明显

加强（图３ｂ）。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大量县域出现人口数量减少的
情况，同时人口加速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人口减少

县域由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１６个快速增加到９０个，占全省
县域总数的７１．４％。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的县域更是出现显著的人口减少，如会泽、宣威人口减

少超过１０万人，墨江、凤庆、云县、牟定、景东、禄丰、永
胜、巧家、大关、盐津、西畴、澜沧等县域人口减少超过５
万人。人口增长的县域由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０个减少
到３６个，其中人口小幅增长的县域由９７个减少到２１
个，而人口显著增长的县域由１３个增加到１５个，主要为
昆明主城四区及呈贡、晋宁、安宁和各州、市府所在地，

显示出人口进一步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这

一时期由于滇中、滇东南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其区

域范围内正形成一个“Ｃ”字型的人口聚集带，该聚集带
上集中了９个人口大幅增加的县域，占全省１５个人口
大幅增加县域的６０％，这一区域极有可能形成云南未来
最为重要的增长极。另外，滇南的思茅、景洪、勐海、勐

腊也正在形成连片的人口增长区域，是未来仅次于滇

中、滇东南地区的又一个人口聚集区（图３ｃ）。

图３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县域人口数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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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县域人口变化率分析

总体上看，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增长速度呈普
遍下降趋势，“东快西慢”的空间特征较为明显（表３，图
４）。人口快速增长、缓慢增长的县域分别由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的６５个、５８个下降到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１９个、１７个，
而人口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县域分别由３个、０个增加
到５３个、３７个。人口变化的空间特征也较为显著，表现
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县域越来越集中在云南东部①，如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人口快速增长的１９个县域就有１２个位
于云南东部，占比达６３％；同期人口快速减少的３２个县
域位于云南西部，在人口快速减少的３７个县域中，占比

表３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县域人口变化率统计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人口变化率类型

县域单元数量／个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０年

快速增长（Ｒ２＞１０％） ６５ ３９ １９ ６５
缓慢增长（０＜Ｒ２＜１０％） ５８ ７１ １７ ２７
缓慢减少（－１０％＜Ｒ２＜０） ３ １２ ５３ ２６
快速减少（Ｒ２＜－１０％） ０ ４ ３７ ８

达７０％，从而使得云南人口增长速度呈现“东快西慢”
的空间特征。

分时段看，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６５个县域的人口呈现快
速增长，占全省县域总数的５２％。其中，不仅滇中地区
的县域保持快速增长，孟连、瑞丽、耿马、沧源、勐腊、河

口、镇康等沿边、民族地区的县域同样出现超过２５％的
高速增长，这一增速甚至超过大部分州、市府所在地的

人口增速，从而推动全省人口实现普遍快速增长。这一时

期仅有３个县域人口出现缓慢减少，没有县域出现人口
快速减少的情况。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云南全省人口快速增
长的势头有所减缓，人口快速增长的县域大幅减少，从

上一时期的６５个减少到３９个，而缓慢增长县域的数量
有所增加，由５８个增加到７１个。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减少
县域由０个增加到４个，人口缓慢减少县域由３个增加到
１２个。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大量县域出现人口减少甚至快速
减少的情况，表现为人口快速减少县域由４个增加到３７
个，牟定、墨江、大关、西畴出现超过２０％的人口降幅；人
口快速增长县域由３９个减少到１９个，快速增长县域基
本为昆明主城四区及周边区县和各州、市府所在地，显

示出人口加速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图４）。

图４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县域人口变化率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Ｒａｔｅ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ｓｃａｌｅ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４　云南县域人口密度变化分析
４．１

 县域人口密度的分级

参考相关文献的人口密度分类［２６－２７］，结合云南实

际将县域人口密度分级定义高密度（＞２００人／ｋｍ２）、中
密度（１００～２００人／ｋｍ２）、低密度（１０～１００人／ｋｍ２）、极
低密度（＜１０人／ｋｍ２）４个等级。
４．２

 县域人口密度变化分析

总体上看，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人口密度的不均衡
性在扩大，“东密西疏”的人口分布格局持续强化。这一

时期高密度县域人口密度平均值由２９８人／ｋｍ２提高到
４３４人／ｋｍ２，而中、低密度县域人口密度平均值却在近年
内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表４），西北部的德钦、贡山两
县在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的人口密度长期小于 １０人／ｋｍ２。
从空间上看，人口高密度县域主要集中在云南东部，低

密度、极低密度县域则主要集中在云南西部，导致近年

来“东密西疏”的人口空间格局逐渐趋于强化。在此期

间，云南东部地区除昆明主城四区继续保持人口密度快

速提升的趋势外，滇东南的蒙自、文山也由人口中密度

县域提升为高密度县域，从而形成新的人口高密度县域

连片区，亦可看到一个“Ｃ”字型人口聚集带正在形成。
而西双版纳、普洱的部分县域虽仍属于人口低密度地

区，但人口密度有逐步提高的趋势（图 ５）。分时期来
看，初期的１９９０年，人口高密度县域主要分布在云南东
部的滇中、滇东北地区，呈相对零星分散分布，而人口低

密度地区则在滇西北、滇西南部呈大面积的连片分布。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云南全省县域的人口密度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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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所指的云南东部包括昆明市、曲靖市、昭通市、玉溪

市、红河州、文山州、西双版纳州，云南西部包括楚雄州、大理州、保山

市、丽江市、临沧市、普洱市、德宏州、迪庆州、怒江州。



表４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各县域人口密度分位统计
Ｔａｂ．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类型 年份
县域数
量／个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全部县域

１９９０ １２６ ７３２ ７ １２０ ８９
２０００ １２６ １２５４ ７ １６５ １３０
２０１０ １２６ １４８７ ８ １９３ １５７
２０２０ １２６ ２１３３ ７ ２２１ ２３１

高密度

１９９０ １５ ７３２ ２０２ ２９８ １２４
２０００ ２１ １２５４ ２０２ ３３１ ２１９
２０１０ ２５ １４８７ ２００ ３５４ ２５６
２０２０ ２５ ２１３３ ２０３ ４３４ ４１３

中密度

１９９０ ５２ １９９ １００ １３５ ２７
２０００ ５４ １９９ １０１ １３７ ２１
２０１０ ５０ １９０ １０２ １４２ ２５
２０２０ ４８ １９５ １００ １３６ ２６

低密度

１９９０ ５６ ９８ １０ ６１ ２１
２０００ ４９ ９９ １２ ６４ ２０
２０１０ ４９ ９９ １５ ６７ ２０
２０２０ ５１ ９９ １６ ６５ ２０

极低密度

１９９０ ２ ７ ７ ７ ０
２０００ ２ ８ ７ ８ ０
２０１０ ２ ９ ８ ８ ０
２０２０ ２ ８ ７ ８ ０

高、中、低密度县域的人口密度平均值分别由 ２９８人／
ｋｍ２，１３５人／ｋｍ２，６１人／ｋｍ２增长到３３１人／ｋｍ２，１３７人／
ｋｍ２，６４人／ｋｍ２。安宁、鲁甸、晋宁、宣威、彝良、绥江、宜
良成为人口高密度县域，逐步形成滇中、滇东北人口稠

密县域的连片分布。此外，孟连、楚雄、砚山、永德、腾

冲、临翔、元谋、禄劝的人口密度等级由低密度提升到中

密度，使得全省高、中密度县域个数由６７个增加到７５
个。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云南全省县域人口分布格局基本保
持稳定，呈现一定均衡化发展的态势。人口高密度县域

的人口密度平均值增幅较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大幅降低，由
１１．１％下降到６．９％，昆明主城四区人口密度亦变化不
大，从 １２５４人／ｋｍ２提高到 １４８７人／ｋｍ２，为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０年增速最慢的一段时期。同期，中密度县域人口密
度平均值增幅快速提升，由１．５％提高到３．６％，高、低密
度县域的人口密度差异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云南人口增

长出现相对均衡的态势。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县域人口
分布的极化特征逐渐明显，县域间的人口密度高低分化

不断加剧，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口的聚集速度显著加快。

这一时期高密度县域人口密度平均值增幅达２２．６％，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３倍，昆明主城四区人口密度亦是大幅
提高，由 １４８８人／ｋｍ２增加到 ２１３４人／ｋｍ２，增幅达
４３．４％。同时，中、低密度县域人口密度平均值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降幅分别达４．２％和３．０％。从人口分布
空间上看，蒙自、文山、古城３个州市府所在地县域的人
口密度等级由中密度提升为高密度，弥渡、绥江、宣威由

人口高密度等级降为中密度，姚安、南华、洱源由人口中

密度等级降为低密度，人口密度等级下降的县域基本位

于云南西部，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特征更加显著（图

５，表５）。

图５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县域人口密度变化
Ｆｉｇ．５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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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县域人口密度的类型变化
Ｔａｂ．５　Ｔｙｐ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９０ｔｏ２０２０

变化类型 变化过程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人口密度提升
中→高 安宁、鲁甸、晋宁、宣威、绥江、宜良 澄江、瑞丽、富源、弥渡 蒙自、古城、文山

低→中 孟连、楚雄、砚山、永德、腾冲、临翔、元谋、禄劝 广南、南华 思茅

人口密度下降
高→中 — — 弥渡、绥江、宣威

中→低 — 孟连、禄劝 姚安、南华、洱源

　　说明：“高”“中”“低”分别指人口密度为高、中、低密度等级；“中→高”指人口密度由中密度等级提高到高密度等级，其余类似；极低密度

县域无变化，因此没有列入；县域按照人口密度变化值由大到小排序。

５　人口分布空间演化的驱动因素
５．１

 经济因素

滇中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云南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区，１９９０年以来经济总量基本保持在全省的６０％
以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滇中地区人口密集分布的

重要原因。虽然滇中地区的人口分布已经较为稠密，但

其人口的集聚程度依然远远落后于经济的集聚。２０２０
年，滇中地区的昆明市、曲靖市、楚雄州、玉溪市以及红

河州的７个县域实现了全省６１．５％的地区生产总值，而
同期该地区的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仅为４６．５％。经
济因素将导致滇中一带区域未来仍然是云南人口持续

性流入地区。

５．２
 区位因素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云南省人口数量绝对减少的县域仅
有３个是边境县，而云南省有２５个边境县，人口减少的
边境县占全部边境县的比例仅为１２％，而同期全省人口
减少县域占比却高达２７％，沿边地区人口的减少幅度要
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与沿边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不

断强化密切相关。云南沿边地区毗邻越南、老挝、缅甸

三国，国境线长达４０６０ｋｍ，是我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
最前沿区域，１９９０年以来基础设施、贸易便利化的持续
改善使得口岸城市和边境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推动了

沿边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我国与东南亚次区域合作

的深化，以滇东南、滇南、滇西南等城市群为多核心的沿

边开放经济带正在形成［２８］，也为云南沿边地区人口发展

提供了支撑。

５．３
 交通因素

世界人口分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人口多分布于交

通沿线［２９］。自古以来，云南对外交通的西线就是沿着

“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的走向，往西通往缅

甸再连接印度洋，抗战时期著名的滇缅公路就是沿着这

一对外通道的走向修筑而成，这一交通线至今对云南人

口空间分布还有着巨大的影响。１９９０年以来虽然沿线
人口数量和增长率有所变动，但“昆明—楚雄—大理—

保山—德宏”交通沿线区域依然是云南西部地区唯一的

人口稠密区。

５．４
 自然因素

传统上云南国土空间被划分成滇东、滇西两个部

分，滇东高原地表起伏较小，坝区较集中且面积较大，为

农业、工业、交通、城镇建设等经济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条

件，而滇西由于横断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脉连绵不断

的阻隔，坝区面积狭小，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东部。据相

关研究统计，滇西地区包括普洱、临沧、保山、丽江、版

纳、德宏、大理、迪庆、怒江共９个州市，虽然国土面积占
全省的 ５４％，但其坝区面积却仅占到全省坝区的
４３．６％［３０］，由此可以看到滇西的自然资源状况很难支撑

人口的大规模聚集。

６　结论及讨论
６．１

 结论

（１）云南各地区人口数量总体上保持增长，空间格
局呈现出“中间塌陷、两侧增长”的特征。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７３％的县域人口数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主要
分布在“大永—澜沧线”的东、西两侧；２７％的县域人口
数量呈现减少态势，其主要分布在“大永—澜沧线”沿线

及点苍山、哀牢山一带区域及楚雄周边地区，空间上呈

现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带状分布。

（２）云南人口增速近年来普遍下降，并表现出“东快
西慢”的空间特征。人口快速增长的县域由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的６５个下降到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１９个，人口快速减少
的县域由０个增加到３７个。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县域越
来越集中在云南东部，人口快速减少县域大量集中在云

南西部，人口增长逐渐形成“东快西慢”的空间特征。

（３）云南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持续显现，空间上表
现出“东密西疏”的特征，结构上表现出由一般县域向区

域性中心城市集聚的特征。从空间上看，云南“东密西

疏”的人口分布格局仍在强化，人口在向东部地区加速

聚集，东部的人口密度还在不断提高。从结构上看，区

域性中心城市对人口的聚集作用在不断增强，人口分布

由各县域普遍增长向少数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转变，省

会昆明及各州、市府所在地作为传统的人口流入地，其

人口增长的极化作用在持续增强，昆明主城区的极化作

用尤为明显。

（４）云南东部的“Ｃ”字型人口聚集带将是未来人口
增长的主要区域。从人口数量、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的

变化来看，云南东部的昆明、曲靖、玉溪的中心城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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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以及近年来人口聚集加快的红河、文山的州府

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个“Ｃ”字型的人口聚
集带，这一“Ｃ”字型人口聚集带将在未来形成云南重要
的区域增长极。

６．２
 讨论

按照传统的观点，云南在空间上以“云岭—点苍

山—哀牢山”为界，其东北部称为滇东，西南部称为滇

西，滇东和滇西在人口分布、经济布局、自然资源及地形

地貌等方面都具有很典型的差异性。但近年来，随着基

础设施的建设和经济空间的重构，人口向云南东部的流

动和聚集开始加速，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性逐步由东

北—西南差异转向东—西差异，“大永—澜沧线”作为云

南东部和西部的界线开始呈现出更好的合理性与显著

性，为未来划分云南东、西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是，“大永—澜沧线”毕竟是本研究通过初步的探索而

发现的，是否符合未来人口空间演化的趋势以及能否替

代“云岭—点苍山—哀牢山”成为划分云南人口分布格

局乃至经济空间格局的新思路和新视角，值得进一步研

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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