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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事件：

5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为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 133972 万人相比，
增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

 人口总数继续增长，增速放缓。

七普我国总人口为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的 133972 万人相比，增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从过去 30 年来看，虽然我国
人口总数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人口增速
在逐年下滑。最近 10 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
均增长率 0.57%下降 0.04 个百分点，1990 年到 2000 年人口的平均增速还
在 1%以上。2016 年放开二胎政策后，当年人口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升，
但从最近 3年的增速来看，下降趋势还在延续。

 “二孩”政策影响减弱，总体抚养比上升。

与 2010 年相比，0—14 岁、15—59 岁、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
1.35 个百分点、下降 6.79 个百分点、上升 5.44 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
比重回升，但较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22.89%仍有一定的降幅。劳动人口（15
—59岁）比例的下降带来了抚养比的上升，本次人口普查抚养比约为0.58，
较上一轮人口普查时 0.43 的抚养比有明显的上升，意味着每 100 名劳动
年龄人口要负担更多非劳动年龄人口，这其中老年抚养比出现了持续增
高，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同时对我国的社会
养老体系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结构特征明显，有喜有忧。

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这种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规律，一方面有利于市场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区域经
济失衡。因此在人口流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应当首先进行一定的政策倾
斜，对于人口出生率、生育意愿较低的区域，应该通过政策来降低育儿
成本，加大相应的财政补贴力度。近几年，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均
超过 800 万人，十年就是约 8000 万人的规模，超过现有大学文化程度人
口的 30%。未来我国劳动人口的素质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由
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风险提示

生育意愿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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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总数继续增长，增速放缓

5月 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为

141178万人，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 133972万人相比，

增加 7206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从过去 30年来看，

虽然我国人口总数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人口

增速在逐年下滑。最近 10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比 2000年到 2010年的

年平均增长率 0.57%下降 0.04个百分点，1990年到 2000年人口的平均增速

还在 1%以上。2016年放开二胎政策后，当年人口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升，

但从最近 3年的增速来看，下降趋势还在延续。

图 1 人口增速增长，但增速逐年放缓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0—14岁人口为 25338万人，占 17.95％；15—

59岁人口为 89438万人，占 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万人，占

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万人，占 13.50％）。与 2010年

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 1.35个百分

点、下降 6.79个百分点、上升 5.44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但

较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22.89%仍有一定的降幅。劳动人口（15—59岁）比例

的下降带来了抚养比的上升，本次人口普查抚养比约为 0.58，较上一轮人口

普查时 0.43的抚养比有明显的上升，意味着每 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更

多非劳动年龄人口，这其中老年抚养比出现了持续增高，促进我国经济快速

发展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同时对我国的社会养老体系提出了更加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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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随着计划生育实行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从一个高增长

的状态中降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逐步走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在逐

步放宽，2002年开始“双独二孩”开始陆续推开，2013年启动“单独二孩”，

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我们看到 60年代的婴儿潮推动了 80年代末

的婴儿潮，但 80、90后这批婴儿潮似乎难再推动下一波婴儿潮的到来。本次

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低生育

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

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

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

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

图 2 出生率逐步下行压低人口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2 结构特征明显，有喜有忧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

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从地区特征来看，东部地区人口占 39.93％，中部地区占 25.83％，西部

地区占 27.12％，东北地区占 6.98％。与 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

重上升 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 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 0.22个

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 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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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这种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一方面有利于市场资源的最优配置，

但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区域经济失衡。因此在人口流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应当

首先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政策，根据当地具体情

况发展特色产业。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市场机制会造成“损

不足补有余”的情况，因此需要政策来进行平衡。对于人口出生率、生育意

愿较低的区域，应该通过政策来降低育儿成本，加大相应的财政补贴力度。

年龄特征方面，我们看到老龄化趋势更加显著，人口总抚养比进一步上

升。虽然 0—14岁人口比例略有提升，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二胎政策放开以及

上一轮婴儿潮到了适婚年龄。随着上世纪 60年代的婴儿潮在未来的十年逐步

退休，且人口预期寿命的进一步上升，可以预见未来十年的人口老龄化将进

一步严重。横向对比来看，日本和欧元区 65岁以上人口占比均超过 20%，

美国大约为 16.5%，比我国高 3个百分点左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

老龄化的压力也会逐渐增大。因此，一方面可能需要推出延迟退休的政策，

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社会福利养老体系，以保证其可持续性。

图 3 横向对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还有上升空间（%）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教育特征方面，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836万人。与 2010年相

比，每 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人上升为 15467人，15岁及

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年提高至 9.91年，文盲率由 4.08％下降

为 2.67％。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 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

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近几年，我国

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均超过 800万人，十年就是约 8000万人的规模，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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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的 30%。未来我国劳动人口的素质将进一步提高，有

利于我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 万人，占 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0979万人，占 36.11％。与 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23642万人，乡村

人口减少 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

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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