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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人口流向的变化，也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上一篇人口专题《“婴儿潮”不再，“光棍潮”来袭——未来 30 年中国人口
的五大趋势》里，我们从时间维度预测了我国人口的演变趋势，而本篇我们
将从区域维度出发，观察近期人口在地理位置上流向的新变化。哪些城市在
流入，哪些在流出？流动人口连续四年下降，是否真的存在人口普遍返乡的
现象？我们不妨一起来盘点下 2018 年全国人口迁徙的全景图。 

 1、流动大方向：东迁与南下，向核心集中。2018 年我国东部 10 个省市中有
7 个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南方省份净流入人口也高达 168.5 万。从省份来看，
广东、浙江、安徽人口净流入最多，而北京人口净流出排全国第一。从省内
情况看，向省会和“双子星”等核心城市集中非常明显。 

 2、什么驱动了流动？一看经济，二看政策。人口流动背后的驱动因素，一是
来自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二是人口管理政策，北京、上海在“控人”，安徽、
西安在大规模“抢人”，且效果非常明显。 

 3、城市群发展：北京流出人口去了哪里？我国四大城市群呈现出明显的“三
强一弱”新格局。京津冀人口大幅净流出，北京流出人口并未到天津、河北；
长三角仍在大幅净流入，浙江领跑，安徽因抢人政策成最大“黑马”，江苏则
有一定冲击；珠三角地区人口向“小珠三角”集中非常明显；成渝城市群的
人口更多向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双子星”流动。 

 4、小城普遍净流出，谁会是下一个“鹤岗”？从城市等级来看，人口主要向
新一线城市集中，而四五线城市中，有七成城市面临人口净流出。但过去几
年我国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却大幅上涨，长期来看将面临人口净流出、二手房
市场偏小等风险。在因城施策背景下，“抢人大战”会愈演愈烈，鹤岗市的“白
菜价”楼盘从长期来看或许并非个例。 

 

 风险提示：部分城市未公布数据统计不完整，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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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的东迁和南下，下一个“鹤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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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人口流向的变化，也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

展。在上一篇人口专题《“婴儿潮”不再，“光棍潮”来袭——未来 30

年中国人口的五大趋势》里，我们从时间维度预测了我国人口的演变趋

势，而本篇我们将从区域维度出发，观察近期人口在地理位置上流向的

新变化。哪些城市在流入，哪些在流出？流动人口连续四年下降，是否

真的存在人口普遍返乡的现象？我们不妨一起来盘点下 2018 年全国人

口迁徙的全景图。 

 

1、流动大方向：东迁与南下，向核心集中 

 常住人口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

部分是存量人口在地区间的迁徙流动。所以从常住人口总变化中剔除人

口的自然增长后，便可得到地区间人口净流动的状况。 

 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人口流动最明显的一大特征是“东迁”。根据我

们的测算，我国东部地区持续呈现人口净流入，2011 年以来人口流入总

规模已经达到 742 万人。2018 年东部地区依然延续了这一趋势，人口

净流入 99.3 万，10 个东部省市中有 7 个为人口净流入地区，与中西部

省份相比，优势非常明显。 

 

图表 1：各地区人口净流入趋势（万人）  图表 2：2018 年各地区人口净流入分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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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吉林、西藏、云南和宁夏数据缺失，下同。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人口流动的另一大特点是“南下”。若以秦岭—淮河为线大致划分中国南

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地区基本都分布在南方，2018 年南方省份（除云

南暂未公布数据外）净流入人口高达 168.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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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南北方各省市人口流动分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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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具体省份来看，广东、浙江、安徽人口净流入最多，而北京、山东人

口净流出最严重。2018 年广东人口净流入超过 80 万，浙江接近 50 万，

安徽也有近 30 万，人口流入最多。而 2018 年北京人口净流出 22 万，

是全国人口净流出最大的省份，而且北京的常住人口负增量也是全国第

一，山东、黑龙江紧随其后，人口净流出也较为严重。 

 

图表 4：2018 年各省市人口净流入（负值为人口流出，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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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省内人口流动来看，向核心城市集中是大势所趋。从 2010 年人口普

查和 2015 年抽样调查的数据来看，跨省流动人口其实只占 1/3 左右，

更多是省内的人口流动。根据我们的测算，2018 年各省省内常住人口向

省会或经济强市集中的现象非常明显，而省内其他城市则普遍出现人口

净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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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各类流动人口占比  图表 6：人口流入流出城市统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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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例如，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山西等省的常住人口，都在明显向省

会城市集中，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浙江的杭州和宁

波、山东的济南和青岛等“双子星”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也非常大。 

 

图表 7：2018 年陕西省各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图表 8：2018 年福建省各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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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2、什么驱动了流动？一看经济，二看政策 

 人口流动的背后，一是来自经济因素，这个很容易理解。例如，无论是

从 GDP 同比增速还是从居民收入增速来看，多数南方省份都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而反观北方、西部和东北地区，除个别省份表现亮眼以外，

http://www.hibor.com.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7 - 

  宏观策略专题报告 

大多差强人意。城市经济活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是驱动人口跨区

域流动的重要原因。 

 

图表 9：2018 年各地实际 GDP 增速（%）  图表 10：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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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驱动人口流动的另一大因素是人口管理政策，有的在“抢人”，有的在

控制人口增长。控制人口的案例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和上海，前者人口

净流出最大，后者连续三年人口净流出后，尽管 2018 年转正，但净流

入量也只有 1 万人。 

 而“抢人”的例子最典型的也有几个，例如 2018 年安徽各地级市几乎

全部是净流入的。除了北部的宿州、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2018 年安徽

其余 13 市都出现人口净流入，其中省会城市合肥流入规模最大。安徽

普遍的人口净流入，与人才引进政策如火如荼开展密切相关。对于高端

人才，安徽各市直接给予大额购房补助、生活费补贴、安家费补贴，与

周边城市相比，吸引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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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2018 年安徽省各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图表 12：安徽省各市人才引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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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文件 相关内容

芜湖

《关于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人才

专项政策（试行）

》

针对高精尖人才引进、重点骨干企业各类人

才引进、青年人才汇聚工程，出台各类购房

补助、安家费补助、租房补助等。

马鞍山

《关于聚力打造人

才高地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的实施意见

》

针对高端领军人才引进、工程技术关键人才

引进、高技能人才和大学生的引进，出台单

位奖补、个人补助、购房补贴以及安家补贴

等。

滁州

《人才引进及来滁

务工人员住房优惠

（试行）政策》

针对高层及人才引进、高级管理人员引进、

专业技术人员引进以及务工人员，出台购房

补贴、住房公积金贷款、租金补贴等。

合肥

《关于进一步支持

人才来肥创新创业

的若干政策》

针对高层次人才创业团队引进、创新创业领

军人才引进，给予天使投资基金或创业引导

基金支持并给予配套资金资助、对创新领军

人给予创新资助；并着力优化人才生活保障

、加强人才配套服务、建立专项服务制度。

宣城 《宛陵聚才行动》
鼓励人才来宣城落户，加大安居保障力度，

对于引进人才给予住房补贴以及薪酬补贴。

阜阳

《实施双轮驱动战

略促进创新创业人

才发展的若干政策

》

针对重点人才工程入选者及相应层次人才引

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引

进或培育、外籍科技人才以及各类人才引

进，出台创新创业资助、个人补助、天使投

资基金扶持等。

亳州
《亳州市招才引智

实施办法》

针对高层次人才引进、创业团队支持，出台

安家费、生活补贴以及经费资助等。

池州

《池州市支持鼓励

高校毕业生和高技

能人才就业创业学

费补助实施细则

（试行）》

针对高校毕业生引进、高技能人才引进、高

层次人才引进出台购房补贴、租房补贴以及

父母租房补贴。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 2018 年“抢人”大战中，西安也是“大获全胜”。2018 年陕西全省

常住人口净流入达 11.9 万人，其中西安就净流入了近 32 万。2018 年西

安常住人口增量创近十年新高，而且户籍人口一年的增量相当于过去十

年的总和。 

 短期内人口的大量流入，与西安市放宽落户政策有很大关系，2017 年以

来，西安市面向大中专毕业生、在校生，以及更高学历者连续 5 次放宽

了落户政策。但高成本的“抢人”策略或很难长期持续，未来的产业与

经济发展才是人口能否真正实现回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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