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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家族人口的婚姻状况分析

杨宗传　段　超

　　土家族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

据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 共有 5 725 049 人, 在全国

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列第七位。土家族人口的婚姻状

况有一定的特点, 下面利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这

些特点进行分析。

一、未婚人口和已婚人口状况
未婚人口指从未结过婚的人口。已婚人口指已

结过婚的人口, 包括现在仍有配偶及丧偶和离婚后

的未再婚者。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 土家族 15 岁及

以上人口有 4 032 671 人, 其中未婚人口 123 408

人, 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30165% ; 已婚人口为

2 796 587 人, 已婚率为 69135% (见表 1)。

从表 1 中还可看出:

11 未婚和已婚人口的性别差异

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 土家族男性已婚人口为

1 402 592 人, 占 15 岁及以上男性人口的 65180% ;

　表 1 　 　　　　中国 1 9 9 0年土家族已婚和未婚人口及与全国比较

全国土家族

人　　　口
全国总人口

全国汉族

人　　口

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

15 岁及以上人数小计 (个) 4032671 817508784 757258446 60250338

　其中: 男　　　　 (个) 2131573 418956609 388127789 30829020

　　　　女　　　　 (个) 1901098 398551975 369130657 29421318

已婚人数小计 2796587 612103994 568306453 43797541

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 69135 74187 75105 72169

　其中: 男性人数　　 (个) 1402592 297653141 2764665996 21187325

占 15 岁及以上男性人口比重 (% ) 65180 71105 71123 68173

　　　　女性人数　　 (个) 1393995 314450653 291840457 22610196

占 15 岁及以上女性人口比重 (% ) 73133 78190 79106 76185

未婚人数小计　　　　　 (个) 1236084 205404790　　 188951993 16452797

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 30165 25113 24195 27131

　其中: 男性人数　　 (个) 728981 121303468 111661793 9641675

占 15 岁及以上男性人口比重 (% ) 34120 28195 28177 31172

　　　　女性人数　　 (个) 507103 84101322 77290200‘ 6811122

占 15 岁及以上女性人口比重 (% ) 26167 21110 20194 23115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女性已婚人口为 1 393 995 人, 占 15 岁及以上女性

人口的 73133% , 男性比女性低 7153 个百分点。土家

族男性未婚人口为 728 981 人, 未婚率为 34120% ;

女性未婚人口为 507 103 人, 未婚率为 26167% , 男

性比女性高 7153 个百分点。15 岁及以上人口中的女

性已婚率之所以高于男性, 男性未婚率之所以高于

女性, 主要是因为男性的结婚年龄一般高于女性, 以

及育龄 (15- 49 岁) 人口中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 多

数男性结婚较晚和部分男性找不着对象。

21 未婚和已婚人口的民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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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土家族人口已婚率为 69135% , 比同期

全国总人口、全国汉族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同项指标高 5152、5170 和 3134 个百分点; 土家族男

性人口已婚率为 65180% , 比同期全国总人口、全国

汉族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同项比例低 5125、

5134 和 2193 个百分点; 土家族女性人口已婚率为

73133% , 比同期全国总人口、全国汉族人口和全国

少数民族人口的同项比例低 5157、5173 和 3152 个

百分点。土家族人口未婚率则与前相反为 30165% ,

比同期全国总人口、全国汉族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

人口的同项指标分别高 5152、5170 和 3134 个百分

点; 男性未婚率为 34120% , 比同期全国总人口、全

国汉族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同项比例分别高

5125、 5143 和 2193 个百分点; 女性人口未婚率为

26167% , 比同期全国总人口、全国汉族人口和全国

少数民族人口同项比例分别高 5157、 5173 和 3152

个百分点。土家族人口的已婚率 (包括分性别的已婚

率) 低于全国总人口、全国汉族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

人口的已婚率, 土家族人口的未婚率 (包括分性别的

未婚率) 高于全国总人口、全国汉族人口和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的未婚率, 表明土家族人口的晚婚率较高。

31 不同时期未婚率和已婚率的差异

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 土家族 15 岁及以上人

口的已婚率为 70148% , 比 1990 年的同项比例高

1113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的已婚率为 66199% , 比

1990 年的同项比例高 1119 个百分点; 女性的已婚率

为 74140% , 比 1990 年的同项比例高 1107 个百分

点。土家族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未婚率, 1982 年为

29152% , 比 1990 年低 1113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未

婚率为 33101% , 比 1990 年低 1119 个百分点; 女性

未婚率为 25160% , 比 1990 年低 1107 个百分点。即

1990 年与 1982 年相比, 土家族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已婚率有所下降, 未婚率有所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土

家族人口中 80 年代末早婚的比例比 80 年初的早婚

比例有所下降。

41 未婚和已婚人口的年龄差异

分年龄的已婚率和未婚率有以下几个共同特

点: (1) 年龄组愈低其已婚率愈低, 而未婚率愈高。

如土家族 15- 19 岁人口已婚率为 1160% , 25- 29

岁组为 87171% , 45- 49 岁组为 98122% , 65 岁及以

上人口为 9914% ; 而未婚率以上 4 个年龄 组分别为

98140、12129%、1178% 和 0160%。 (2) 分性别看,

各个年龄组都是女性的已婚率高于男性, 女性的未

婚率低于男性。但 29 岁及以下三个年龄组的差距较

大, 30 岁及以上各年龄组的差距较小。(3) 全国土家

族与全国总人口的已婚和未婚率比较, 土家族中 39

岁以上各年龄组人口的已婚率低于全国总人口的已

婚率, 土家族该年龄组人口未婚率高于全国总人口

的未婚率; 土家族 40 岁以上各年龄组人口已婚率高

于全国总人口的已婚率、未婚率低于全国总人口未

婚率。表明土家族人口与全国总人口相比较, 早婚率

较低, 而进入中壮年及中老年以后从未结过婚的人

口较少。这种婚姻状况从总的方面看是较好的, 并且

表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如 1990 年土家族人口的早

婚率就比 1982 年 (为 1168% ) 下降了 0108 个百分

点; 土家族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从未结婚的比例有大

幅度下降, 1982 年为 2115% , 1990 年不到 1% (见

表 2)。

二、有配偶人口状况

1990 年, 全国土家族人口中有配偶者共有

2 529 995人, 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62174% , 其中

男性共有 1 281 522 人, 占土家族有配偶人口总数的

50165% ; 女性共有 1 248 473 人, 占土家族有配偶人

口总数的 49135%。土家族有配偶人口状况的主要特

点如下:

11 土家族人口的有配偶率低于全国总人口的有

配偶率

1990 年, 土家族有配偶人口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

的 62174% , 比同期全国总人口的同项比例低 5144

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国汉族人口的同项比例低 5164

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同项比例也

低 2191 个百分点 (见表 3)。有配偶是合法生育的必

要条件, 有配偶率愈高, 在同等生育水平下人口出生

率可能愈高。

21 女性有配偶率高于男性有配偶率

1990 年, 土家族人口中, 女性有配偶者占女性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65167% , 男性有配偶者占男性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60112% , 女性有配偶率比男性

有配偶率高 5155 个百分点。全国总人口、全国汉族

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女性有配偶率都高于男

性有配偶率, 但其差距都小于土家族人口, 女性和男

性有配偶率分别相差 3161、3159、3199 和 5155 个百

分点, 土家族男性与女性有配偶率差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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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中国 1990 年分年龄组的全国土家族人口与全国

　　　　　　　总人口的已婚率和未婚率比较 (% )

全国土家族人口 全国总人口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15- 19 岁
已婚 0169 2157 1160 1180 4168 3120

未婚 99131 97143 98140 98120 95132 96180

20- 24 岁
已婚 30101 54177 41177 37155 58165 47187

未婚 69199 45123 58123 62145 41135 52113

25- 29 岁
已婚 80144 95199 87171 83129 95171 89133

未婚 19156 4101 12129 16171 4129 10167

30- 34 岁
已婚 91172 99167 95137 92184 99136 95196

未婚 8128 0133 4163 7116 0164 4104

35- 39 岁
已婚 94120 99178 96180 94127 99170 96190

未婚 5180 0122 3120 5173 0130 3110

40- 44 岁
已婚 95194 99183 97174 94183 99176 97118

未婚 4106 0117 2126 5117 0124 2182

45- 49 岁
已婚 96183 99185 98122 94193 99182 97124

未婚 3117 0115 1178 5107 0118 2176

50- 54 岁
已婚 97162 99184 98163 95152 99183 97155

未婚 2138 0116 1137 4148 0117 2145

55- 59 岁
已婚 98139 99184 99104 96146 99182 98107

未婚 1161 0116 0196 3154 0118 1193

60- 64 岁
已婚 98189 99183 99133 97155 99172 98169

未婚 1111 0117 0167 2145 0128 1131

65 岁及以上
已婚 98199 99179 99140 - - -

未婚 1101 0121 0160 - - -

注: ①土家族人口是根据中国 1990 年　

　　人口普查 1% 户抽样计算。

②全国总人口是根据《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③全国总人口中的 60～ 64 岁人口

　　　为 60 岁及以上人口。

31 土家族人口的有配偶率

1990 年比 1982 年有所上升

土家族人口 1990 年的有配偶

率比 1982 年 (为 61113% ) 上升

1161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 (1982 年

为 58166% ) 上升了 1146 个百分点,

女性 (1982 年为 63191% ) 上升了

1176 个百分点。但上升的幅度低于

全国总人口, 如全国总人口的有配

偶率, 1990 年比 1982 年上升了

4145 个百分点, 其中女性上升了

4149 个百分点, 男性上升了 4151 个

百分点。

41 分年龄组的有配偶率是中间

高, 两头低

1990 年, 土家族人口分年龄组

的有配偶率, 35 - 39 岁组最高,

94170% 的人有配偶; 35 岁以下各年

龄组, 年龄愈低, 其有配偶率愈低,

20 - 24 岁 组 有 配 偶 率 仅 为

41151% , 即半数以上人口无配偶;

40 岁以上各年龄组, 年龄愈高, 其有

配偶率也是愈低, 65 岁及以上组人

口有配偶率仅 49177% , 即半数以上

人口无配偶。分性别的有配偶率也

是这一趋向, 全国总人口的有配偶

率也是这同一类型。15- 19 岁年龄

组的土家族人口有配偶 (即早婚人

口) 率比较低, 仅占 1158% , 全国总

人口中同项比例为 3117% , 后者比

前者高 1 倍多 (见表 4)。分性别的有

配偶率, 不论土家族人口, 或全国总

人口, 一般都是女性有配偶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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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有配偶率, 只有 65 岁及以上年龄组中男性人口

有配偶率高于女性有配偶率。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

高于男性, 因而在 65 岁及以上人口中, 一般都是女

性多于男性, 女性丧偶的人数较多。

表 3　　1990 年土家族人口与全国有配偶率比较(% )

全国土
家族人口

全国总
人口

全国汉
族人口

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

小计 62174 68118 68138 65165

男 60112 66142 66163 63170

女 65167 70103 70122 67169

　　资料来源: 同表 1。

三、丧偶人口状况

1990 年, 全国土家族人口中丧偶者人数共有

246 985 人, 占土家族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6112% , 其

中男性丧偶人口 106 181 人, 占土家族丧偶人口总

数的 42199% ; 女性丧偶人口 140 804 人, 占土家族

丧偶人口总数的 57101%。土家族丧偶人口状况的主

要特点如下:

11 土家族人口的丧偶率略高于全国总人口的丧

偶率

1990 年土家族人口的丧偶率为 6112% , 比同期

全国总人口的同项比例高 0102 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

国汉族人口的同项比例高 0101 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

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同项比例高 0111 个百分点 (见表

5)。

21 女性丧偶率明显高于男性的丧偶率

1990 年土家族女性丧偶率为 7141% , 比男性同

项比例高 2143 个百分点。其他民族的丧偶率也都是

女性高于男性, 但其差距比土家族更大。如全国总人

口的丧偶率, 女性比男性高 4173 个百分点; 全国汉

族人口的丧偶率, 女性比男性高 4176 个百分点; 全

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丧偶率, 女性比男性高 4135 个百

分点 (见 5)。

311990 年的丧偶率比 1 9 8 2年丧偶率有明显下降

土 家 族 的 丧 偶 率, 1990 年比 1982 年 (为

　　表 4　中国 1990 年分年龄组的全国土家族人

　　　　　口与全国总人口有配偶率比较 (% )

全国土家族人口 全国总人口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15- 19 岁 0168 2155 1158 1178 4163 3117

20- 24 岁 29174 54152 41151 37126 58135 44158

25- 29 岁 79143 95136 86188 82143 95105 88158

30- 34 岁 89179 98178 93192 91142 98144 94178

35- 39 岁 91147 98140 94170 92134 98140 95127

40- 44 岁 91186 97106 94127 91193 97121 94145

45- 49 岁 90193 94140 92152 90165 94173 92158

50- 54 岁 89101 89179 89136 89106 89193 89147

55- 59 岁 85177 83102 84153 86172 82139 84166

60- 64 岁 80115 72177 76171 72164 47192 59168

65 岁及以上59144 40149 49177 - - -

　　注: ①资料来源: 同表 2。

　　　　②全国总人口中的60- 64 岁人口为 60 岁及以上人口。

8114% ) 下降了 2102 个百分点, 即下降了 33100% ; 其

中男性人口的丧偶率 1990 年比 1982 年 (为 6157% )

下降了 1159 个百分点; 女性人口丧偶率 1990 年比

1982 年 (为 9191% ) 下降了 215 个百分点。全国总人

口的丧偶率, 1990 年比 1982 年也有下降, 但其下降幅

度没有土家族大。如全国总人口丧偶率, 1990 年比

1982 年只下降 1106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人口丧偶率下

降 0165 个百分点, 女性人口丧偶率下降 1147 个百分

点。

41 分年龄组的丧偶率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

1990 年, 土家族人口的丧偶率同全国总人口的丧

偶率的变化基本一致, 都是年龄愈高其比例愈高。土家

族人口合计的丧偶率分年龄状况可分为 4 段: 24 岁以

下两个年龄组丧偶率在 011% 以下; 25 岁至 34 岁两个

年龄组人口的丧偶率在 1% 以下; 35 岁至 54 岁 4 个年

龄组人口的丧偶率在 10% 以下; 55 岁以上各年龄组人

口的丧偶率在 10% 以上;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丧偶者逐

渐超过半数以上。分性别来看, 土家族人口中 44 岁以

前各年龄组的男性人口丧偶率高于女性人口丧偶率;

45 岁以后各年龄组是女性人口丧偶率高于男性人口丧

偶率 (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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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1990 年中国土家族人口与

　全国丧偶率比较 (% )

全国土家族人口 全国总人口 全国汉族人口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

小计 6112 6110 6111 6101

男 4198 3180 3179 3189

女 7141 8153 8155 8124

　　　资料来源: 同表 1。

四、离婚人口状况

1990 年, 全国土家族人口中离婚并未再婚者共有

19 607 人, 占土家族 15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的 0149% ;

其中男性离婚者有 14 889 人, 占土家族离婚总人数的

75194% ; 女性离婚者 4 718 人, 占土家族离婚人口总

数的 24106%。土家族离婚人口状况的主要特点如下:

11 土家人口离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90 年, 全国土家族人口的离婚率为 0149% , 比

同期全国总人口平均的同项比例低 0110 个百分点; 比

同期全国汉族人口平均的同项比例低 0107 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平均的同项比例低 0154 个

百分点, 即少数民族人口的离婚率比土家族高 111 倍

(见表 7)。

21 男性的离婚率明显高于女性的离婚率

1990 年, 土家族男性离婚人口占男性 15 岁及以

上人口的0170% , 比女性人口的同项比例高 118 倍。全

国总人口、全国汉族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男性

的离婚率也高于女性的离婚率, 但其差距都小于土家

族, 后三者的男性离婚率比女性离婚率分别高 1144

倍、1167 倍和 0124 倍。男性人口离婚比例高于女性,

主要原因是女性离婚后再婚的比例较高。

31 土家族人口离婚率下降较大

土家族人口的离婚率, 1982 年为 1121% , 比 1990

年高 1147 倍; 其中男性离婚率为 1177% , 比 1990 年

高 1153 倍; 女性离婚率为 0158, 比 1990 年高 1132

倍。1982 年, 土家族男性人口的离婚率比女性同项比例

高 2105 倍, 其性别差异也明显高于 1990 年。全国总人

口的离婚率, 1990 年与 1982 年完全一样, 都是

0159% , 但分性别的离婚率有较大变化, 1982 年男性

离婚率为 0192% , 女性离婚率为 0125% , 男性比女性

高 2168 倍, 其性别差比 1990 年高 1124 倍。

表 6　中国 1990 年全国土家族人口与全国　　

　　总人口分年龄组的丧偶率比较 (% )

全国土家族人口 全国总人口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15- 19 岁 0101 0100 0101 0101 0101 0101

20- 24 岁 0110 0109 0109 0107 0107 0107

25- 29 岁 0139 0128 0134 0122 0119 0120

30- 34 岁 0194 0157 0177 0147 0139 0143

35- 39 岁 1163 1108 1137 0189 0184 0186

40- 44 岁 2183 2143 2164 1166 2113 1188

45- 49 岁 4164 5116 4188 2190 4171 3175

50- 54 岁 7136 9174 8144 4193 9154 7110

55- 59 岁 11141 16147 13169 8112 17107 12138

60- 64 岁 17167 26157 21181 23160 51144 38119

65 岁及以上 38170 58191 49102

　　资料来源: 同表 2。

　　表 7　　　1990 年土家族人口与全国

离 婚 率 比 较 (% )

全国土家

族人口

全国总

人口

全国

汉族人口

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

小计 0149 0159 0156 1103

男 0170 0183 0180 1114

女 0125 0134 0130 0192

　　资料来源: 同表 1。

41 中老年人口的离婚率高于青壮年和老年人口的

离婚率

1990 年, 土家族人口离婚率最高的是 40 至 59 岁

4 个年龄组, 平均在 0182% 至 0183% (见表 8)。分性

别来看, 都是男性离婚率高于女性离婚率, 30 岁以下其

比例相差不到 1 倍; 30- 39 岁, 男性离婚率比女性离

婚率高 1～ 2 倍; 40 岁以上年龄组, 男性离婚率比女性

离婚率高 2 倍以上。土家族人口分年龄及性别的离婚

率与全国总人口分年龄及性别的离婚率基本状况相似。

五、初婚年龄和早婚率状况

11 土家族人口平均初婚年龄较高

过去土家族青年一般是 16 岁、17 岁左右结婚, 50

年代后这种早婚现象基本改变。如湖北省恩施自治州

1986 年的调查, 40 年代土家族育龄妇女初婚年龄中位

数为 18142 岁, 70 年代为 21143 岁。据全国 2‰生育

节育调查, 全国土家族 妇 女 平 均 初 婚 年 龄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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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20 岁, 1975 年为 2312 岁, 1980 年为 2313 岁,

1985 年为 2119 岁, 1988 年为 2213 岁。1990 年全国人

口普查, 土家族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为 23175 岁, 其中男

25112 岁, 女 22137 岁, 分别比全国总人口同项指标高

0164 岁、0199 岁和 0126 岁, 比全国汉族人口同项指标

高 0163 岁、1112 岁和 0123 岁, 比全国少数民族人口

同项指标分别高 0188 岁、1126 岁和 017 岁。

表 8　中国 19 90 年分年龄组的全国土家族人口与全

国总人口离婚率比较 (% )

全国土家族人口 全国总人口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15- 19 岁 0101 0101 0101 0101 0105 0103

20- 24 岁 0118 0116 0117 0142 0123 0131

25- 29 岁 0162 0135 0150 1108 0146 0155

30- 34 岁 0199 0132 0168 0195 0153 0175

35- 39 岁 1110 0130 0173 1105 0146 0176

40- 44 岁 1125 0134 0183 1124 0143 0185

45- 49 岁 1126 0129 0182 1138 0139 0191

50- 54 岁 1125 0132 0183 1153 0136 0198

55- 59 岁 1121 0135 0182 1163 0136 1103

60- 64 岁 1108 0150 0181 1130 0136 0181

65 岁及以上 0184 0139 0161

　　资料来源: 同表 2。

21 土家族人口早婚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一般把 19 岁及以下人口结婚视为早婚。1980 年

土家族人口早婚率 (指 15- 19 岁有配偶、丧偶和离婚

人口占全部 15 - 19 岁人的比例) 为 116% , 比

全国总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同项比例分别低

116 和 4143 个百分点, 其中女性分别低 2111 和 6139

个百分点。而且, 1982 年人口普查, 土家族的早婚率

也低于全国总人口和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早婚率水平

(见表 9)。

六、全国土家族人口分地区的婚姻状况

土家族各个聚居地区的婚姻状况有一定的差别,

从表 10 可看出如下差异:

11 各地区未婚率的差异

1990 年, 土家族未婚人口占土家族 15 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例, 四川省铜仁地区的比例最高, 男性未婚的

比例为 3613% , 女性未婚的比例为 2915% , 男女合计

为 3310% , 分别都高于其他地区; 男性居第二至第七

位的分别是黔江、非土家族聚居地区、湘西、恩施、张

家界和宜昌等地、市、州, 铜仁地区的未婚率比宜昌市

的未婚率高 36% ; 女性未婚居第二至第七位的分别是

黔江、湘西、非土家族聚居地区、恩施、张家界和宜昌

等地、市、州, 第一位比第七位高 91156% ; 男女合计

的未婚率高低顺序与女性一样, 最高比最低的比例高

55166%。

21 各地区有配偶率的差异

有配偶人口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 居第一位

的是湖北的宜昌市, 男性有配偶的比例为 6611% , 女

性有配偶的比例为 7518% , 男女合计为 7018%。男女

合计居第二至第七位的分别是恩施、张家界、非土家族

聚居地区、湘西、黔江和铜仁地区, 男性和女性的位序

也基本一样。虽然各地有配偶率有差异, 但差别不大,

最高的宜昌市比最低的铜仁地区只高 16164% , 其中男

性高 1216% , 女性高 20151%。

31 各地区丧偶率的差异

1990 年, 土家族各聚居地区丧偶率最高的是宜昌

市, 比例为 714% , 居第二至第六位的依次为湘西、恩

施、黔江、张家界和铜仁地区, 比例最低的是其他非土

家族聚居地区, 宜昌的丧偶率比其他非土家族聚居地

区的丧偶率高 51102%。男性的丧偶率也是宜昌市居第

一, 但居第二位的是恩施州; 居第七位的是张家界市。

女性丧偶率居第一位的是湘西州, 居第二位的是张家

界市, 最低的仍是非土家族聚居地区。

41 各地区离婚率的差异

各地区土家族人口的离婚率都比较低, 其中全国

非土家族聚居地的土家族人口离婚率高于土家族聚居

地区的离婚率。在 6 个土家族聚居地区中, 宜昌市土家

族人口的离婚率最高, 为 0163% , 其中男性为0177% ,

女性为 0148% , 都高于其他 5 个土家族聚居地区的离

婚率, 但都略低于非土家族聚居地区的离婚率。在 6 个

土家族聚居地区中, 男女人口离婚率居第二至第五位

的依次为张家界、恩施、黔江和湘西地区, 比例最低的

是铜仁地区, 最高的宜昌市比最低的铜仁地区高 1175

倍; 女性人口离婚率居第二至第五位的依次是铜仁、湘

西、恩施和黔江, 比例最低的是张家界市, 最高的宜昌

市比最低的张家界市高 4133 倍; 男女人口合计离婚率

居第二

至第五位的依次是张家界、恩施、黔江和湘西地区, 比

例最低的是铜仁地区, 最高的宜昌市比最低的铜仁地

区高 113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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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土家族与全国 15- 19 岁人口婚姻状况比较 (% )

全国土家

族人口

全国总

人口

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

1982 年 1990 年 1982 年 1990 1982 年 1990 年

男女合计 98132 98140 97138 96180 90175 93197

未　婚 男 99164 99131 99107 98120 94118 96175

女 96190 97143 95162 95132 87125 91104

男女合计 1168 1158 2159 3117 8195 5177

有配偶 男 0136 0168 0191 1178 5172 3116

女 3110 2155 4133 4163 12124 8152

男女合计 0100 0101 0100 0101 0102 0101

丧　偶 男 0100 0101 0100 0101 0102 0101

女 0100 0100 0100 0101 0102 0102

男女合计 0100 0101 0102 0103 0128 0125

离　婚 男 0100 0101 0101 0101 0108 0109

女 0100 0101 0104 0105 0149 0142

　　　　　资料来源: 1982 年为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 1% 户抽样汇总资料;

1990 年为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100% 汇总资料。

　　　　表 10　　　　　　1990 年全国土家族人口 6 个聚居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婚姻状况 (% )

湘西州 张家界市 恩施州 宜昌市 黔江地区 铜仁地区
6 地以外的
全国非土家
族聚居地区

男 3311 3310 3115 2617 3518 3613 3411

未　婚 女 2713 2415 2416 1514 2813 2915 2519

小计 3014 2818 2812 2112 3212 3310 3011

男 6114 6214 6213 6611 5818 5817 6017

有配偶 女 6411 6712 6814 7518 6412 6219 6812

小计 6218 6418 6513 7018 6114 6017 6414

男 510 319 516 615 419 417 415

丧　偶 女 815 813 618 813 715 714 514

小计 616 610 612 714 611 610 419

男 0151 0172 0158 0177 0158 0128 0178

离　婚 女 0115 0109 0114 0148 0112 0127 0154

小计 0134 0141 0137 0163 0134 0127 0166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土家族 1% 户抽样计算。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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