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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联合国根据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
会议的建议，决定从当年起将每年7月11日确定为

“世界人口日”，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高度关注。
而我国也把“世界人口日”前一个月的6月

11日，确定为“中国人口日”。
根据《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2023年底世界人口80.32亿，中国人口14.10
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7.55%。

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于2024年3月14
日发布了“2023年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公报显示，福建 2023 年末常住人口
4183万人，年末户籍人口数为3969.28万人。福
建各地市常住人口，泉州以888.3万稳居榜首，福
州以846.9万紧随其后。

（综合北京日报、潇湘晨报、扬子晚报、大众
网、福建省统计局）

在历朝的开国皇帝中，明朝的朱元璋应该是
最为重视人口统计的。

为了核查时有凭有据，朱元璋建立了“户帖
制”，为百姓发放专属的“身份凭证”。“户帖”可以
说是如今户口本的雏形，户帖由户部印制，上面
记载了每户的人口、籍贯、年龄等信息。

流传至今的明朝安徽祁门人汪寄佛的“户
帖”，被视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户口本”。户帖
上既有官印、编号和数位经办人的花押，分开处
还盖着骑缝章，据此形成一式两份，一份发给民
户，另一份由官府收执，必要时进行“半印勘合”。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又推出了“黄册”
制度。

每户需根据官方的统一格式在一定期限内
填写“供单”，内容包括人口数、姓名、性别、年龄、
与户主关系等12项内容，填妥后经逐级上报送
至在京的户部衙门。

“黄册”不仅记录人口信息，还要标明和区分
户籍种类。明代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户籍
分类，不同的户籍对应不同的赋役。按照当时的
规定，每十年编制一次黄册，由户部统一指挥，地
方官府具体负责，称作“大造黄册”。地方官府以
里为单位，每里制作两册，派遣官吏下乡逐户核
查、填写信息。这两本册子，一本留在地方官府，
是用青纸做封面；另外一本上交户部，是用黄纸
做封面，后来就称作“黄册”。

每次上交的“黄册”越来越多，为了找地方存放，
朱元璋选定了南京的后湖(今玄武湖)，建造房屋专门
存放黄册。到了明末，玄武湖黄册库房多达960间。

不过，虽然官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黄
册，“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也没有得出令
人心服口服的人口数字。史学界一直不太认可明朝
的人口统计数量。《明实录》记载的明朝人口巅峰总
数是6015万人，《中国人口史》认为，明末崇祯三年人
口可能有1.9亿，崇祯十七年大约是1.5亿。

清朝废除了“黄册”并改为造送丁口增减册，
每三年编审一次。后在康熙年间，因感赋税充
沛，故康熙皇帝下旨施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
赋”政策，增加人口不再增加赋税。到了雍正元
年(1723)，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正式取消了人
头税。每户缴纳赋税多少随田亩而定，不再受人
丁增加的影响。

到了宋朝，五代十国的战
乱局面平定，全国人口增长迅
速，为方便人口管理，宋朝根据
居住地，将城墙内及周边附郭
居民称为“坊郭户”，同“乡村
户”加以区分，城邑与乡村的分
野分治就此拉开帷幕。同时还
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
户”与“客户”，并以家庭财产之
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

由于人口统计任务繁重，
也出现了偷懒的做法。

宋朝为了方便统计，干脆
只统计壮年男子，“男夫二十
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
勘”。不统计女性、老人、小孩
的一个后果是，后世在研究宋
朝人口时，只能估摸着推算。

元朝忽必烈时期，设置了
一整套独到的人口统计方
法。官府通过验人户、收成的
多寡，分上、中、下三等户，每
等再分为三级，如上上、上中、
上下等，称为“三等九甲”，都
登记在鼠尾文册中。之所以
叫“鼠尾册”，是因为当时在统
计造册的时候，把丁粮多的大
户、富户编在前面，方便负担
重役；把丁粮少的小户、贫户
编在后面，方便负担轻役。前
面的大户如虎头，后面小户为
鼠尾，故称为“鼠尾册”。

春秋战国时期，在以管仲、
商鞅为代表的政治家的推动
下，各诸侯对地方长官的任命
和考察、赋税的统计和集中愈
发重视，一种自下而上的管理
制度——“上计制度”就此诞
生。上计的内容包括户籍财
政、宗室名籍、边戍状况等方
面，人口登记也因而得以经常
化。该制度以县为单位，以县
令或县长为调查执行人，于每
年8月依据原有户籍对人口当
面核对，确定人口增减数。

到了秦朝，国土疆域的扩大
进一步推动了上计制度和人口
收税政策的严格实施，调查的基
本单位因“郡县制”的推行由县
扩大至郡，同时人口年龄也被纳
入调查范围，并最终完成了中国
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登记。

秦朝完成了
第一次全国人口登记

甲骨文留下
最早人口登记字样

汉朝“案比”防造假
还顺带发现美女

唐朝“岗位招聘”
先看户口

元朝“鼠尾册”
独到的人口统计法

明朝建了960间房
存放“户口本”

□点击 中国人口日

6月11日是“中
国人口日”。作为人口
统计基础的户籍制度，在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世界现存最早的“户口本”
也出自我国。从西周时的“料
民”制度开始，户籍制度一直
在历代治国理政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
中，人口的数量关系着国家的
兵力、劳动力和赋税的多少，
可以说是国力的代表，所以，
人口登记尤为重要。我国最
初的户籍制度也因此从人口
登记起步。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
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
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
口的意思。但是，当时的登记人
口是以人丁（能服兵役的成年男
子）为登记范围，目的是征集兵
丁、组建军队以满足军队的需
要，尚不具备后世户籍制度所具
有的多重功能。

西周时出现了较为原始
的人口登记办法，据东周左
丘明所著的《国
语·周语》记
载：“宣王既
丧 南 国 之
师，乃料民于
太原。”这里提到
的“料民”就是登记人
口。西周末期周宣王打了败仗
后，要在太原计算一下还有多
少人口，由不同的官员对不同
身份的对象分别登记，比如“司
民”登记死亡者和孤儿、“司徒”
登记军队的人数等。

西汉以来，户籍制度更加完善，
以户为单位，被编入政府户籍的平
民百姓被称为“编户齐民”，涵盖7
岁以上的全部男女人口。同时为
了降低漏户、逃户、虚报等作弊行

为，当时除了登记姓名、性别、年龄、
住地以外，还要登记身高及肤色等个人

体貌特征。此种规范、高效且较为准确的人口登记，使得
《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户口数成为
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精确的人口登记记录。

汉朝在通过编户齐民政策登记人口时，还有个核
对的政策“案比”，即挨家挨户清查、核实每户人口，通
常在每年8月进行。

汉朝的“案比”项目也不少，编制户籍时，不仅要登
记每户男女人口、姓名、年龄、籍贯等情况，还要查看

“相貌”，也就是身高和肤色。
登记身高和肤色，不仅可以防止造假，还可以顺带发

现美女。汉朝的“案比”带有选秀的功能，遇到 13~20
岁的少女时，如果颜值比较高，就记录得特别认真。据
《后汉书·皇后纪序》记载：“汉法常因八月筭（suàn）人，遣
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
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据说，
汉朝第一美女赵飞燕，就是在“案比”时通过选秀入宫。

隋唐时期，造纸术
的推广、商品经济的活
跃、流动人口的涌入，都
对人口的户籍管理和数量
调查产生了一定影响。

隋朝设立了专职负责
户籍登记与管理的民部，
唐朝为避太宗李世民名
讳改称户部。

在唐朝，方兴未艾的建
筑业和日益繁盛的商品经济
相辅相成，长安吸纳了一批批
流动人口的到来。出于安全
等方面的考虑，中央政府在招
聘和选用执役杂使人员时，逐
渐开始对一些重要和关键岗
位进行户口设限。如规定在
选用门仆时，必须“取京城内
家口重大、身强者充”，但在某
些岗位，对“浮寄”的无籍人口
给予了更宽松的政策，如唐玄
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
卫尉寺（掌管仪仗帐幕和武器
库的部门）奏请幕士、供膳、掌
闲并杂匠等，“取浮逃无籍人
充”。皇帝不仅认可了卫尉寺
的奏请，还下令此后如果这类
职役空缺，令各部门“先取浮
逃及无籍”人，并委御史中丞
监督执行。

我大秦是
上计制度

汉代的案比制
入户核验兼具
选秀功能

不能称民部
改叫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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