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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国科 学 院 发 布 的
“中国可持续发展遥感监测报
告（2016）”显示，自 1935年至
2010年的近 80年来，“胡焕庸
线”西北部人口平均密度已由
2人/平方公里增长到了近 16
人/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
之前的 8倍；而“胡焕庸线”东
南部平均人口密度由 107人/
平方公里增长至 303人/平方
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之前的
近 3倍。

专家还指出，中国当代新的
人口格局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末到 80年代初。新的格局特征
表现为“胡焕庸线”东部人口密
度由整体的相对均匀转向目前
越来积聚于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不均匀分布，
反映了由农业人口分布格局向

城镇化人口格局的转变。
近年来，中国老龄化的问题正

在加剧，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
人口红利将会消失，这些都对我国
下一步人口战略的实施提出新挑
战。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胡焕
庸线”以东的剩余劳动力将日益减
少，以西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将得到
开发利用，但西部的人口总量不
大，这必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
展。而这，也正是“胡焕庸线”的限
制或者挑战。如何从源头上解决
这一不均衡性，突破“胡焕庸线”东
西两侧人口密度的巨大差异，成为
近年来中国人口与城镇化发展的
重大命题。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叶大年院士认为，“胡焕庸线”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也会在相
当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但依然

可以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
理的空间组织，助力中西部地
区实现更好质量的城镇化和更
高水平的现代化。

对于“胡焕庸线”的“打破”
和“突破”，中科院政策与管理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认为，
前者主要是指改变经济布局，
而 后 者 强 调 的是改变自然背
景。“突破”是“打破”的基础，所
以要先研究“突破”问题，在自然
背景改变的前提下，经济布局可
能会自然地突破某些约束。特
别是西部某些水资源条件好的
地方，可以通过初始化适度聚集
人口与产业，形成某些产业枢纽
城市，突破经济格局，从而打破

“胡焕庸线”锁定中国经济发展
格局的现象。累累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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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能否突破是中国城镇化的重大命题

这条分界线为何如此神奇
□雷册渊 整理

6月 11日是中国人口日。在中国的人
口地理版图上，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

“胡焕庸线”。这条自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
冲的直线，于83年前由中国人口地理学、人
文地理学的扛鼎者胡焕庸先生提出，不但首
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在之后的几十
年中，无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胡焕庸线”
依然“岿然不动”。甚至在今天的互联网时
代，2亿人同时登录 QQ的在线示意图也印
证着这条神奇的分界线。

那么，“胡焕庸线”从何而来？奥妙在哪
儿？它对中国乃至世界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1935年，34岁的国
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
表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
论文——《中国之人口分
布》。在这篇文章的末
尾，有一张中国人口分布
地图，并提出了一条区分
人口稀密程度的界线，一
头是东北黑龙江的爱辉
（旧名“瑷珲”，今黑河市
北部），一头是云南的腾
冲。这条45度倾斜的直
线把中国版图一分为二：
线的东南侧，国土面积占
当时版图的 36%，人口
却占 96%；线的西北侧，
面积占 64%，人口只占
4%。两侧人口密度相差
了40多倍。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
人口分界线：“爱辉—腾
冲”线（1949年后称“黑河
—腾冲线”）。在国际上，
命 名 为“ 胡 焕 庸 线 ”。
2009年，中国地理学会发
起“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
评选，“胡焕庸线”名列其
中，被称为20世纪中国地
理最重要发现之一。

“胡焕庸线”之所以
著名，其中很重要一部分
源于其绘制的科学性。
很难想象在战乱频起、民
生凋敝的年代，完成这项
工 作 要 付 出 怎 样 的 努
力。据胡焕庸的学生吴
传均院士回忆，当时中国

的 总 人 口 约 为 4.75亿
人，胡焕庸以1个点表示
1万人，将 4万多个点落
在地图上，再以等值线画
出人口密度图。

在没有计算机的年
代，用手工画2万多个点，
再计算等值连线，耗费的
功夫是惊人的。可以说，

“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学
家第一次运用“大数据”做
出的重大发现。

更令世人惊奇的是，
八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
无数变化，人口从 4.7亿
变成 13.8亿，经济规模
增量巨大，国家的区域发
展规划和人口政策更是
数度适时调整……然而，
无论外部条件怎么变化，

“胡焕庸线”却总能“岿然
不动”。

1935年 ，“ 胡 焕 庸
线 ”东 侧 人 口 占 比 为
96%，到了 1982年第三
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东侧
人 口 占 比 是 94.2% ，
1990年第四次普查时东
侧 人 口 占 94.1%，2000
年第五次普查时东侧人
口占 93.9%，到 2010年
第六次普查时东侧人口
占 93.7%。 70多 年 间

“胡焕庸线”东侧人口占
比仅仅减少了 2.3个百
分点。难怪有人感慨：

“其多寡悬殊之持久，有
如此者！”

最早由“大数据”得来的
中国人口地理大发现

众所周知，“胡焕庸线”最初
是基于中国的人口分布而提出
的，然而在此之后，人们又发现
了“胡焕庸线”更多的神奇意义。

在诗人眼里，“胡焕庸线”是
边塞与田园风光的分界线，东边
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西边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因为“胡焕庸线”是农业与
牧业生产区的分界线，也是玉米
分布带的上限。

在地理学家眼里，“胡焕庸
线”是干旱与湿润生态的分界
线。从地形和气温看，“胡焕庸
线”的西侧主要是低温高寒地
区，东侧地形相对平缓且年均气
温较高；从降雨量看，“胡焕庸
线”则基本与 400毫米年降雨量
线重合，这是半干旱区与半湿润

区的分界线。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一

项名为“选美中国”的评选中，也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中国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分布，在“胡
焕庸线”划出的西北半壁上只占
4％，而在东南半壁上却占到了
96％，这与胡焕庸对人口分布的
描述不谋而合。

更令人惊奇的是，“胡焕庸
线”揭示的规律在互联网时代
下依然适用。2014年 4月 11
日晚，腾讯 QQ同时在线用户
数突破 2亿。人们发现，根据
在线数据形成的 QQ用户分布
规律竟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
……

“胡焕庸线”两侧为何差异
如此之大，胡焕庸先生曾提出三

个原因：自然环境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和社会历史条件不
同。其中自然环境因素影响最
大，尤其是气候。

现在认为“胡焕庸线”是我国
东南季风的影响范围的分界线，而
在1230年以前，气候形势并不如
此。1230年-1260年的气候突
变，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气候特
征。由此时期开始，各种旱涝灾害
特别是大洪涝灾害空间频率分布
的走向与“胡焕庸线”日趋吻合，越
到近代越明显，“胡焕庸线”表现出
了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受气候
变化影响，中国人口分布也逐渐形
成沿一定界限流动迁徙的特征。
也就是说，“胡焕庸线”和中国的人
口分布规律很大程度上是气候变
化的产物。

一条分界线“左右”的不仅是人口分布

2014年 4月 11日晚间，腾讯 QQ同时在线用户
数突破 2亿。在线数据形成的 QQ用户分布规律竟
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资料图片）

80余年过去，“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未被打破。（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