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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是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学科建设总体规划的成果之一。
民族研究所自成立以来，立足青藏高原，依托青藏高原丰富的民族文化，构建了以民族学硕士学位一
级学科为核心、5个相近二级学科为支撑的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在青藏高原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中独树一帜。
我们在学科建设和规划中十分重视学科基础建设，明确指出夯实学科基础是研究工作深入的前提。
《青海人口研究》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
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文化的载体，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脱离了人，就无所谓研究了。
因此人口是社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青海作为青藏高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人口运行规律自有特点，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内容涉及人口
研究的各个层面。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和整理，使得青海人口研究处于一种芜杂和无序的状态，研究者
无法从宏观的角度掌握青海人口研究的全貌，这种情况不利于人口研究的发展。
因此，对学术界人口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类，汇编成册，对于推动青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以
及加强民族研究所学科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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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青海古代人口研究　试论两汉时期青海汉族人口迁移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明
代西宁卫户口考辨　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　清代青海藏族人口数量历史考察　清代青海蒙
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　明代中期青海吐蕃移民略考青海人口现状研究　对青海省2003年城镇贫困人
口的现状分析　关于青海省老龄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青海省藏族人口生育状况的研究　青海人口的
再生产类型与变动趋势　青海人口分布格局及变迁　青海省人口再生产类型及转变　青海人口产业结
构初探　青海藏族人口特点探析　青海人口与生态现状　青海人口特征与人口结构变化　青海人口现
状、特点、问题及建议　青海城镇失业人口状况　对青海省城市老年人人居环境状况的分析　青海省
各民族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青海省出生人口缺陷的现状及对策　青海省民族人口的信息熵规律研究
　对青海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　青海省贫困人口成因及扶贫措施探讨青海人口发展研究　
论加强青海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青海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及预测　“十五”期间青海
省人口发展状况　青海人口发展问题探讨青海人力、人才研究　关于加强青海人才市场建设的思考　
开发人力资源  促进青海发展　科技教育与青海少数民族科技人才培养　青海高校人才流失的原因探
析　青海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经营浅析　青海人才职业结构的变动趋向及职业选择的主观因素
分析　青海人才职业流动状况分析及对策　青海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形势与对策　青海省人才开发战
略分析与研究　人才是青海大发展的关键　实现青海大发展必须健全人才保障与激励机制　谈青海人
才资源的开发　青海人力资源供求状况分析　青海省人力资源开发探析　青海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
人力资源现状及开发思路人口素质及教育研究　青海人口文化素质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对青海省人
口素质状况的最新分析　青海藏区藏族人口文化及经济现状对藏族高师教育的新要求　西部开发与青
海藏族人口文化素质　青海女性人口文化素质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人口素质对青海农村贫困的影响因
素分析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化与流动人口研究区域人口、人才研究其他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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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口迁移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有的足有计划的，有的是自发的，无论足哪种形式，在客观上都起
着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
中原地区和其他区域的人们成批迁入青海始于公元前2世纪末，是在汉朝组织下有计划的开拓经营这
块地区的。
本文试对两汉时期青海汉族人口迁移及其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方家、学者。
　　秦汉时，匈奴雄踞北方，东破东胡，西走月氏，臣服诸羌，尽占河西之地，羌胡得以交炎，窥视
关陇，成为西汉最大边患。
但在西汉初年，汉承秦敝，天下虚耗，天子不能具钧驷，将棚或乘牛车，无力与匈奴对抗，故从高祖
起，历经惠帝、文帝、景帝均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求边塞安宁，但匈奴仍侵扰不绝。
至武帝时，经过几十年的休养，国力强盛，欲彻底解除边境威胁，于是弃“和亲”，兴兵击匈奴； 经
过三次决定性的战役，汉军人获全胜，从此漠南尤王庭。
西汉在元狩年（前121年）发动的河西之役，其意图就是要夺取河西之地，“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
关” 以“ 断匈奴之右臂”。
经过这次战役，河西地区便纳入了西汉的版图，这也是中央王朝管理河西地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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