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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历史人口述略 

张超林 

近年来，区域人口史研究愈来愈受到关注，各省、市、区涌现了大量相关著述。然而，重庆直辖市地区的历史人口研究基

本上处于一片空白。除了极少数学者在论述原四川地区人口史时提及古代重庆人口外
①1
，至今还没有历史时期重庆人口的专题研

究。基于此，本文参诸史乘，拟对历史时期重庆人口的基本状况、演变过程及其发展特点作一初浅的探讨。 

重庆地处我国西南，周围山地环绕，对外交往不便，在秦统一以前，境内人口状况几无史料可考。 

重庆人口的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汉重庆人口的基本状况。当时“巴郡，户十五万八

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人。县十一”
②2
。今重庆占巴郡江州、垫江、积县、胸忍、鱼复、涪陵、监江七县。按平

均每县人口计算，西汉时期重庆户数约为 100,955户，口数约为 450,639口，每县平均户数约为 14,422户，每户平均 4.46口。 

东汉时期，巴郡增设 3 县，辖县达 14,“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
③
。其中 8 县洽今重庆地区，按平

均每县人口计算，东汉时期重庆户数约为 177538户，口数约为 620,599口。 

蜀汉时期，重庆地区有属于益州的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和属于孙吴荆州宜都郡的巫县。由于史料缺散，如今很难对这一

时期重庆人口作一准确推算，故省之。 

西晋统一以后，重庆地区有属于梁州的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和属于荆州的建平郡部分地区。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巴

郡，统县四，户三千三百。” 

“巴东郡，统县三，户六千五百。”“涪陵郡，统县五，户四千二百。”“建平郡，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而建平郡 8县

中仅有 3 县属今重庆。故西晋时期重庆地区有巧县，按平均每县户数计算，当时重庆有户数为 18,950。根据《晋书·地理志》

载:晋朝“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平均每户约 6.57 口，西晋重庆人口约为 124,500

口。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替、建置变化频仍、人口史料极少，故无法对这一时期重庆人口数量进行推算，本文省之。 

隋代重庆地区辖有巴郡、涪陵郡、巴东郡、黔安郡和通川郡、宕渠郡、遂宁郡部分地区。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巴郡，

统县三，户一万四千四百二十三”“涪陵郡，统县三，户九千九百二十一”“黔安郡，统县二，户一千四百六十”“巴东郡，统县

十四，户二万一千三百七十”“通川郡，统县七，户一万二千六百二十四”“宕渠郡，统县六四，户一万四千三十五”“遂宁郡，

统县三，户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二”。 

其中通川郡仅万世县、宕渠郡仅垫江县、遂宁郡仅青石县在今重庆地区，巴东郡 14 县中属重庆地区的有 11 县。按各郡平

均每县户数计算，隋代重庆约有户数 33,983户。而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代“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

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全国平均每户约 5.16口，照此计算，隋代重庆人口约为 175,352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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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天宝年间重庆地区辖有渝州、涪州、夔州、万州、忠州、开州、南川全境及遂州、合州、普州、黔州、漆州部份地区。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渝州南平郡，户六千九百九十五，口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五，县五”;“涪州涪陵郡，户九千四百，

口四万四千七百二十二，县五”;“夔州云安郡，户万五千六百二十，口七万五千，县四”;“万州南浦郡，户五千一百七十九，

口二万五千七百四十六，县三”;“忠州南宾郡，户六千七百二十二，口四万三千二十六，县五”;“开州盛山郡，户五千六百

六十，口三万四百二十一，县三”;“南州南川郡，户四百四十三，口二千四十三，县二”;“遂州遂宁郡，户三万五千六百三

十二，口十万七千七百一十六，县五”;“合州巴川郡，户六万六千八百一十四，口七万七千二百二十，县六”;“普州安岳郡

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二，县六”;“黔州黔中郡，户四千二百七十，口二万四千二百四，县六”;“漆

州漆溪郡，户八百七十九，口五千四十五，县五”。其中遂州有 2县、合州有 4县、普州有 1县、黔州有 5县、漆州有 2县在今

重庆地区。按各州平均每县户口计算，唐代天宝年间，重庆人口约为 102,752户，334,779口。 

北宋时期重庆地区辖有渝、昌、夔、万、忠、黔、涪、开等州及南平军、梁山军、大宁监等，另外合州、遂州部份地区也

属今重庆。据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三年“渝州南平郡主户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客户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七”，“昌

州昌元郡主户五千八百二十二，客户二万八千六百四十一”，“南平军主户六百一十七，客户三千二十”，“夔州云安郡主户七千

四百九十七，客户三千七百十六”，“云安军主户四千五百三十五，客户六千五百四十三”“万州南浦郡主户六千四百五十七，客

户一万四千九十八”“忠州南宾郡主户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七，客户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三”“梁山军主户三千六百二十三，客户八

千六百五十四”“大宁监主户一千三百一，客户五千三百二十九”“涪州涪陵郡主户二千五百七十，客户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八”“黔

州黔中郡主户七百九十，客户二千五十八”“开州盛山郡主户八千七百四，客户一万六千二百九十六”，“合州巴川郡主户一万八

千十三，客户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一”“遂州主户三万一千六百五十一，客户一万九千五百三十六”。其中合州 5 县中有 4 县、遂

州 5县中有 2县在今重庆地区。 

按平均每县户数计算，北宋元丰时期重庆主客户共计约 272,310 户。据《文献通考·户口》记载:元丰三年，全国 1673,504

户，23,830,781 口，每户平均 1.42 口。据此推算，北宋元丰时期重庆人口达到约 386,670口。 

南宋时期一由子缺芝真体的各道府州军户口资料，故很难对这一时期重庆人口作出推算，本文省之。 

元朝重庆地区人口由于受到元初频繁战乱影响而大幅减少。当时重庆地区辖有重庆路、夔州路、绍庆府、怀德府。据《元

史·地理志》记载: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 1290年)“重庆路，户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五，口九万三千五百三十五”“夔州路，户

二万二十四，口九万九千五百九十八”“绍庆府，户三千九百四十四，口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九”。 

其中重庆路十三县中仅有 9 县、夔州路 9 县(州)中有 6 县(州)在今重庆境内。另外，怀德府辖内多为少数民族统治，户口

厥。故按当时平均每县户口数计算，元朝至元二十七年，重庆地区共计约 32,797户，146,342 口。 

重庆地区在明代辖有重庆府、夔州府和酉阳宣抚司。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嘉靖年间，重庆府辖 400“里”，

酉阳宣抚司 13“里”，夔州府领 13 县，合计 75“里”，治今重庆 8县，约 45“里”。而“里”是明代基层行政单位，每“里”为

110 户，按此计算，明代重庆约有 458“里”，合 50,380户。明代嘉靖时期每户平均口数约为 6.52
○4 3
，故这一时期重庆人口数约

为 327,470口。 

清朝时期重庆人口在经历清初锐减之后迅速恢复增长。据《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重庆地区所辖

重庆府人口为三百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七、夔州府人口为八十六万一千五十九人、忠州直隶州人口为四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八人、

酉阳直隶州人口为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七十九人、石柱直隶厅人口为九万三千五百六十九人。 

                                                        
3
(4)(11)(12)(16)(18)(1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斌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01 页，第 14 页，第

22页，第 124页，第 200页，第 201页，第 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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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当时治所不在今重庆辖区的重庆府安居县(十三万六千三百四十一人)、定远县(十六万八千八百二十三人)和夔州府太

平厅(八万二千一百九十六人)○5
4
公元 1820年，重庆地区人口总数约为 4,543,452 人。 

民国时期重庆地区人口进一步增长，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大量外省民众纷纷迁入重庆，导致这一时期重庆人口暴涨。据史

料记载:1937年第三行政区户数为 1,004,596，人口数为 5,708,333;第八行政区户数为 613,346，人口数为 3,048,890;第九行政

区户数为 612,101，人口数为 3,236,977;三峡实验区户数为 11,862，人口数为 67,172;以上地区均属今重庆辖区。 

另外，第十行政区的梁山县(户数为 95,184，人口数为 426,191)、垫江县(户数为 63,033，人口数为 340,193)、长寿县(户

数为 74,213、人口数为 396,112)和第十二行政区的渔南县(户数为 74,326，人口数为 411,386)也属今重庆辖区。
○6 5，通过合计

可知:1937年重庆地区有户数 2,549,291，人口数 13,635,254 口。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重庆历史人口的演变过程及发展特点。 

第一，从人口总量来看。西汉到明代重庆人口总数在 10-62万之间波动，而明代以后人口数量激增，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重庆人口达到 454 万之多，而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更是达到 1363 余万。由此可见，近代重庆人口主要是自明以来的三

百五十余年时间里形成的。 

第二，从人口增长幅度来看。自汉至民国时期一千九百多年里，重庆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元代至明代、明代至清代、清

代至民国三个时期。明清至民国时期是重庆人口形成的重要时期。 

第三，从人口比重来看。重庆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比重最大的是民国、北宋，而比重最小的元代、隋朝。这里，从侧面反

映出民国、北宋时期，重庆地区在全国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从人口衰减来看，西汉至民国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里，重庆地区人口仅出现两次大的衰减，分别是东汉至西晋时期

和宋末元初时期。导致这两个时期重庆人口大量锐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因素。东汉至西晋，重庆人口由 62 万减少到 12 万

余人，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造成的。一是汉末巴郡的农民起义。二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争霸战争。三是迁移。 

而宋至元，重庆人口从 38 余万锐减到 14 余万，其主要也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宋末元初，元军南侵，秀山土家族十家大姓

大修石堤城，建关山隘门，并在酉水流域一带联合举行九溪十八洞土家族、苗族人民大起义。元军大肆屠杀土、苗族人民。元

至元十二年(1275年)，宋将上官夔万州抗元，双方激战，后上官夔巷战而死，万州破。 

另外，自开庆元年(1259 年)正月始的宋元钓鱼城之战和 1268-1279 年宋元四川沿江诸城争夺战，也造成了重庆地区人口税

减
○7 6
。 

第五，从人口年增长率来看。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至民国三十六年(公元 1937 年)的 1935 年间，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

为 0.34%，而同期重庆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51%，相当于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的 4.44 倍。这说明重庆历史人口增长速度是相当

快的，并远远超过全国人口增长率。 

第六，从人口空间分布来看，重庆人口在元代及其以前，人口重心在以夔州为中心的东部地区;而明代以来，直至民国时期，

人口重心不断西移，形成了今天重庆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状况。元代夔州路辖 7县，人口达到 99,598 口，平均每县人口达 14,228

                                                        
4
(5)以上两到一厅数据见清嘉庆《四川通志》卷 65 
5
(6)以上 1937年数据来自《四川各市县二十六年度保甲户口统计表》，《四川省概况》,1939年版。 
6
(7)参见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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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而重庆路虽辖 13县，但人口仅为 93,535口，平均每县仅有 7,195口。而到明代，以奉节为中心的夔州府辖 13县，人口为

53,072 口，平均每县人口降至 4,082 口;而这一时期重庆府辖 20县，人口为 296,920口，平均每县人口升至 14,846口。这也说

明，明代以来重庆人口重心的转移与重庆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是相一致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重庆历史人口演变的基本特点:明代以前人口总量在 10至 62万之间波动，而明代以后人口开始激

增;历史时期，重庆人口增幅最大的是清代、民国、明代;而在 1935 年时间里，仅出现汉末晋初和宋末元初两次大锐减;重庆历

史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重庆人口分布重心元代以前在东部地区，而明代以后不断西移，最终奠定了今天重

庆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