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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以来中国朝鲜族人口迁移分布
及聚居区形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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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历史文献和史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 19 世纪中期至 2000 年中国朝鲜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

阐述其人口迁移特征及聚居区分布格局。朝鲜族大规模迁移至中国东北始于 19 世纪后期。1949 年以前，朝鲜

族主要分布在东北; 解放初人口数变化不大，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朝鲜族人口小幅增加，改革开放后朝鲜族逐渐

南迁，全国各省均有分布，传统聚居区人数减少。朝鲜族的阶段迁移导致其人口再分布现象及聚居区规模的变

化。朝鲜族早期迁移形成北满、南满、东满、东边道和关内五个聚居区;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之初，全国近半数

朝鲜族聚居于此，聚居规模较稳定; 改革开放后，朝鲜族由传统聚居区逐渐向南迁移，形成以北京、青岛、上海、深
圳为中心的新聚居区。探讨朝鲜族的人口迁移规律及聚居区分布格局，为促进朝鲜族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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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是人们为了定居的目的，离开自己原

来居住地而长期移居他乡的行为［1］，是人口在地

区之间连续、动态的空间移动现象，其形式有自愿

和非自愿之别［2］。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是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3］。随着改革

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人口迁移与再分布现

象在各地区渐显活跃态势［4］。研究少数民族人口

迁移对于地区间多元化经济和多样化文化的发展

具有促进作用［5］，并对维护少数民族社会稳定以

及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
学术界有关中国东北人口迁移史的研究较少。

赵英兰运用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了清朝东北

人口增长、迁移路线、城镇化体系形成的因素及清

代东北少数民族的聚居特点［7］。近代东北解禁以

后，大批关内汉族迁居东北，形成前所未有的迁移

大潮［8］。东北自古即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各时期

的迁移必然会导致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文化变迁

现象的发生。朝鲜族作为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之

一，其早期历史可追溯到朱元璋统一东北，并同朝

鲜半岛建立关系的年代，甚至更早［9］，但当时迁移

人数较少，也没有大规模的聚落。其大规模迁移始

于 1860 年代［10］，大量移民渡过图们江和鸭绿江进

入中国 东 北。改 革 开 放 后 开 始 向 全 国 各 省 迁

移［11］，呈现出迁移规模大、阶段性强的明显特征。
经历一个世纪的发展，朝鲜族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民

族聚居区。本文尝试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利用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探讨朝鲜族人口迁移规律和聚居

区分布格局，为促进朝鲜族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提供借鉴。

1 数据准备

关于朝鲜族人口数据主要基于历史文献和统

计数据。由于解放前与解放初期没有公开或系统

的数据，只能从报章、文献等整理而来。近 30 a 来

的数据则以相关统计年鉴为主。全国分县行政区

划图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由于本文时间

跨度较大，相关市、县行政区划变动也较大。为确

保研究相对精确，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行政区划为

基准，将行政单元有变的区域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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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时期中国朝鲜族人口迁移分布

2． 1 清朝末年( 1860 ～ 1910 年)

1860 年，朝鲜出现罕见自然灾害，朝鲜移民不

顾清政府的封禁令，进入中国东北垦荒谋生。这期

间的移民都是因经济而迁入的自由移民。中俄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中朝大部分边

疆军队被调往中俄边界并废除了中朝边境的封禁

令 ［12］，此后，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开始增多。
1892 年，一批朝鲜移民迁入哈尔滨定居; 1895

年，一批朝鲜移民迁入吉林省舒兰; 1898 年，一批

朝鲜移民迁入黑龙江省穆棱［13］，为牡丹江朝鲜聚

居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根据 1904 年对东北部分

地区朝鲜移民原籍状况的调查［10］，从朝鲜半岛迁

入中国东北的移民大约为 75 300 人，其中 70% 从

朝鲜平安道和咸境道迁入。1905 年中国东北朝鲜

移民总数约 30 万，较 1904 年增长近 4 倍。在这些

移民中，通化、桓仁、宽甸等地迁入 37 000 余人，长

白、临江、集安等地迁入 39 440 余人，丹东和凤城

等地迁入 52 100 余人，延边迁入 184 867 人［14］。
该时期大批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初期移民与后期

的数量和规模相比相对较少，绝大多数移民居住在

鸭绿江和图们江沿江地带。
2． 2 中华民国初期( 1911 ～ 1930 年)

1910 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在朝鲜实行宪兵

统治，剥夺朝鲜农民的土地耕作权，大批农民流落

到中国东北求生图存［15］。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深

化，越来越多的朝鲜移民被迫迁入东北地区。
龙井是当时最大的朝鲜聚居区，至 1930 年，其

朝鲜族人口增至近 20 万，和龙和汪清次之［14］。延

边地区的缓坡丘陵适合耕种，归化入籍的朝鲜族都

获得了土地所有权［16］，而“非归化”者也在几年后

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自然长久定居下来。随着迁移

人数的增多，延边有限的土地已不能满足大批迁移

农民的需要，转而向吉林中部迁移。桦甸是吉林中

部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其次是磐石、永吉和长春
［14］，四个地区朝鲜族人口由东至西递减。辽宁省

的朝鲜移民大多沿江聚居，新宾、桓仁和宽甸的移

民数都超过 1 万。1911 年 11 月 1 日，丹东至沈阳

的南满铁路通车，为迁至辽宁中部提供便利［13］。
迁入黑龙江省的朝鲜移民大都聚居在牡丹江附近。
据日本绥芬河领事馆的调查，1931 年进入中国黑

龙江省东部的东宁、密山、虎林等 7 个县的朝鲜移

民数达 10 265 人［13］。
该时期的移民除了由朝鲜直接进入中国东北

外，还有一部分先由朝鲜移居俄国远东地区，再渡

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黑龙江省［15］。1910 ～
1930 年间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口逐年

增加( 图 1) 。

图 1 1910 ～ 1930 年东北地区朝鲜族人口增加［10］

Fig． 1 Population of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10 － 1930［10］

按每年增加的人口数量，1912 年是继日本吞

并朝鲜半岛后的第一次移民高峰。1919 年日本侵

略者对“三·一”运动朝鲜民众的大规模镇压，导

致了第二次移民高峰。1927 年后出现的人口增长

高峰期是政治流亡移民浪潮的延续。东北朝鲜移

民人口在 20 a 内增长了 40 多万。
2． 3 “伪满洲国”时期及中华民国后期( 1931 ～
1949 年)

这一时期的朝鲜移民规模最大，朝鲜移民都是

在“这一时期”迁入，是在日本殖民政策驱使下强

行迁移的移民 ［10］。“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按照

其“移 民 政 策”，组 织 朝 鲜 民 众 迁 至 中 国 东 北。
1931 年，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口为 630 982 人，

1940 年增至 1 309 053 人［10］，10 a 间，朝鲜族人口

数翻了 2 番 多，到 1945 年 更 达 到 了 2 163 115
人［14］，比 1931 年增长了近 3 倍。

日本修建的铁路为朝鲜族人口流动提供了便

利。1933 年，长图线开通，延边大量朝鲜族沿铁路

西进，铁路沿线移民数大幅上升; 1934 年，图们至

牡丹江通车，吉林省朝鲜族大批向黑龙江省迁移;

1936 年，牡丹江至佳木斯通车后，图们至佳木斯铁

路全线开通，朝鲜族进一步北迁，黑龙江移民数大

增［17］。1935 年日本从苏联购买北满铁路，辽吉两

省移民沿沈阳 － 长春 － 哈尔滨大量流入黑龙江省。
据估计，在日本殖民统治的 14 a 内，黑龙江省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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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统计局． 1992 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统计年鉴

族移民数增加了至少 10 万人［18］，使黑龙江省的朝

鲜移民数占全东北的 1 /10。该时期朝鲜移民分布

特点是迁移量较大、速度较快，并沿铁路线分布

( 图 2) 。

图 2 1860 ～ 1949 年朝鲜族移民迁移路线

Fig． 2 Migration route of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from 1860 － 1949

2． 4 解放初期 30 a( 1949 ～ 1979 年)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族结束了

战乱中的流离状态。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延边

地区一年内朝鲜族净增 1 万多人①。1953 年全国

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刚刚成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的朝鲜族人口为 551 025 人，占全国朝鲜族人口的

49． 2%［19］。这一时期的朝鲜族规模保持稳定，主

要聚居区基本没有变化。
2． 5 改革开放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朝鲜

族出现人口大流动现象。原来主要居住在东北三

省的朝鲜族开始进入山东半岛、京津地区、华东地

区和华南地区［14］( 图 3) 。

图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朝鲜族人口迁移主要流向

Fig． 3 The main nationality migration flow of Chinese Korea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1979 ～ 2000 年间，朝鲜族人口地区流动较明

显，各省份朝鲜族人口增幅不平衡，地区间差异较

大。根据全国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 ～ 22］计

算 1982 ～ 1990 年和 1990 ～ 2000 年朝鲜族人口增

幅，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列在前 5 位和

后 5 位的省份见表 1。
1982 ～ 1990 年间，传统聚居区或经济发展相

对较慢的地区朝鲜族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

长，其中黑龙江和吉林的朝鲜族增长低于全国的平

均水平( 0． 09% ) 。广东、山东、江苏等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沿海省份，朝鲜族人口增速也较快，表明

朝鲜族开始由东北向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此外，其它省份朝鲜族人口数虽略有增加，但增长

率都低于 2%。
1990 ～ 2000 年间，传统聚居区朝鲜族人口出

现 负增长，辽宁省也仅增长0． 04%。与此同时，沿

表 1 1982 ～ 2000 年朝鲜族人口增幅省份排名

Table 1 The ranking list of Korean nationality growth rate in 1982 － 2000

1982 ～ 1990 年

前 5 位 增幅( % ) 倒数 5 位 增幅( % )

1990 ～ 2000 年

前 5 位 增幅( % ) 倒数 5 位 增幅( % )

广 东 2． 98 广 西 － 0． 01 浙 江 68． 95 黑龙江 － 0． 14
河 北 2． 86 西 藏 － 0． 42 广 东 16． 12 吉 林 － 0． 03
山 东 2． 58 黑龙江 0． 05 福 建 12． 03 内蒙古 － 0． 01
湖 北 2． 18 吉 林 0． 07 江 西 9． 02 辽 宁 0． 04
江 苏 2． 16 辽 宁 0． 16 山 东 7． 27 陕 西 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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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份朝鲜族人口增长率大幅上升，其中浙江省高

达 68． 95%。广东、福建、山东也增长较快。此外，

其他省份朝鲜族人口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

表明朝鲜族由传统聚居区流向全国，并主要流向浙

江、广东、福建和北京等沿海省份和内陆大城市，迁

移速度较 1982 ～ 1990 年明显加快。这种迁移导致

东北原本稳定的聚居区人口数发生变化，聚居区规

模开始萎缩，并逐渐形成新的聚居区。

3 中国朝鲜族人口聚居区的形成

3． 1 传统朝鲜族聚居区的形成

朝鲜族在中国东北形成的大规模聚居区使朝

鲜族独特民族文化得以保留。解放前三次大规模

迁移形成了 5 个朝鲜族基本聚居区: 南满聚居区、
北满聚居区、东满聚居区、东边道以及关内聚居

区［14］( 图 4) 。

图 4 1949 年以前东北朝鲜族移民主要聚居区

Fig． 4 The main settlements of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migrants in Northeast China before 1949

1) 东满聚居区。东满即现在的延边。迁入

的朝鲜移民最多，是最大的聚居区。1916 年，这里

的移民人口数就已达到 13 万之多，1917 年即增至

22 万多［14］。
2) 南满聚居区。1930 年，南满以集安、柳河、

通化一带为中心。到 1936 年，则以沈阳、抚顺、本

溪为中心。1930 年，居住在通化等县的朝鲜移民

有 5 万多，其中集安 16 082 人，柳河 8 098 人，通化

13 980 人［14］，但至 1936 年，这三个县的朝鲜移民

数大幅下降，而沈阳的朝鲜移民数比 1930 年增加

近 3 倍，抚顺和本溪均增加 4 倍。
3) 东边道聚居区。东边道以长春、吉林为

中心。1930 年 有 朝 鲜 移 民 6 158 人，1936 年 增 至

65 133 人［14］，增长了 10 倍多。
4) 北满聚居区。北满以黑龙江省的哈尔滨

附近为中心。1930 年，朝鲜移民数相对较多的是

哈尔滨( 3 991 人) 、宁安( 5 359 人) 、东宁( 2 875
人) 、饶河( 2 350 人) ［14］。处在省内中心地带的汤

原、依兰、桦 川 等 地 的 朝 鲜 移 民 数 相 对 较 少，到

1936 年，朝鲜移民数大幅增加。
5) 关 内 主 要 居 住 区。据 日 本 有 关 部 门 统

计［14］，1925 年，关 内 的 朝 鲜 移 民 只 有 1 625 人;

1939 年，北 京 8 516 人，天 津 7 833 人，石 家 庄

2 260 人，太原 1 334 人，济南 1 398 人，青岛 1 882
人，大同 2 453 人，上海 3 138 人。此外，广州、武

汉、南京也有部分朝鲜移民［14］。
3． 2 新近朝鲜族聚居区的形成

人口密度是各地人口密集程度的指标。本文

采用密度分级法探讨朝鲜族聚居区的空间格局。
利用 ArcGIS 软件计算 1990 年和 2000 年全国各县

级单位朝鲜族人口密度，用 5 个等级表示 5 种空间

集聚方式，即: 核心聚居区、高度聚居区、中度聚居

区、稀疏聚居区和极端稀疏区［23，24］( 图 5 ) 。从核

心聚居区到极端稀疏区，人口的集聚过程较明显。
通过图 5 可以看出，1990 ～ 2000 年，东北仍为

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但聚居范围相对缩小，人口

密度降低。与此同时，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县市朝鲜

族人口密度均有所增长，极端稀疏区范围减小，稀

疏聚居区范围相应增加。北京、山东、浙江等地渐

显高人口密度态势。随着自北向南、自东向西人口

密度的降低，空间格局向南和向西移动也趋明显。
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使西北地区朝鲜族人口数

也在不断增加。但由于面积较大，人口规模相对较

小，难以形成聚居区，主要以散居为主。
从 2000 年核心聚居区、高度聚居区和中度聚

居区来看( 图 6) ，朝鲜族聚居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发

生了明显的改变，由原来的以东北为主扩大到以京

津地区为中心的首都聚居区; 以威海、青岛、烟台为

中心的山东半岛聚居区; 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中心

的华东聚居区; 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华南聚居区。
朝鲜族新聚居区在沿海和发达地区的扩大趋势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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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0 年( a) 和 2000 年( b) 中国朝鲜族聚居等级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grades of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in 1990 ( a) and 2000 ( b)

图 6 2000 年朝鲜族新聚居区分布区域

Fig． 6 New settlements of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in 2000

4 结 论

本文通过对 19 世纪以来朝鲜族人口数据的分

析，探讨了中国朝鲜族人口分布特征及变动趋势，

主要发现以下特点:

1) 解放前，朝鲜族主要分布在东北。1860 ～
1910 年，迁至图们江和鸭绿江对岸的朝鲜族沿江

分布; 1911 ～ 1930 年，进一步向吉林和辽宁中部迁

移。部分移民从俄国远东地区跨过黑龙江和乌苏

里江移至黑龙江省; 1931 ～ 1949 年，东北干线铁路

全线开通，朝鲜族沿铁路线迁移、分布。
解放初期朝鲜族人口数变化不大，朝鲜战争使

朝鲜族人口数量小幅增加;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

之初，全国近半数朝鲜族聚居于此，朝鲜族规模保

持稳定。
改革开放后，朝鲜族逐渐向南迁移，全国各省

均有朝鲜族分布，传统聚居区人数逐渐减少，京津

地区、山东半岛、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人口数量逐

渐增多，但仍以东北三省为主要分布区。
2) 1949 年以前迁至中国的朝鲜族形成了 5

个基本聚居区: 南满聚居区、北满聚居区、东满聚居

区、东边道及关内聚居区。改革开放后开始向外迁

移，形成了以京津为中心的首都区、以威海、青岛、
烟台为中心的山东半岛、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中心

的苏浙沿海、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区和东北

三省传统聚居区这五大朝鲜族聚居区。
3) 新近的朝鲜族人口迁移方向由北向南，由

东向西，随着流动规模及迁出量增大，朝鲜族由单

一聚居向多元聚居变化趋势明显，传统的聚居方式

正逐渐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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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ZHANG Hong-Yan，WANG Lei，LIU De-Ying

(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24，China)

Abstract: As an ethnic minority，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has been for a long period．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Korean migration were analyzed based on Chinese Korean population data
using GIS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year 2000． The early migration from their native land to the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Tumen River and Yalu River with a large-scale started at the late of the 19th century． B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ast China．
Just after liberation，population of them changed little，but increased after the Korean War broke out． Since Chi-
na’s reform and openning-up，another large-scale Chinese Korean migration moved to South China and distribu-
ted all over the China，whose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settlements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inevitably led to the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he changes of settlements’scale． Five main
settlements formed before 1949，referred to as settlements of Nanman，Beiman，Dongman，Dongbiandao and
Guannei． Almost half of the Korean Chinese lived in the Yanbian Kore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nce it was
founded and the settlements kept stable there．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ning-up，some new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settlements were formed with Beijing，Qingdao，Shanghai，Shenzhen as their centers．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promot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society of minority migration among c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Korean nationality; migratio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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