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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 年 5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

普”）数据。2020 年我国总人口数量约为 14.1 亿人，相较于六普数据增加

7205 万人，年均增长率由 0.57%小降至 0.53%。 

从年龄结构来看，七普数据显示，与六普时相比，我国人口结构呈 M

型增长，老龄人口和低龄人口比例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考虑到

我国 45-65 岁群体占比较高，且出生率较低，老龄化问题或进一步加剧。 

从城镇化率来看，2020 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 63.9%，较 2010 年提升

14.2 个 pct。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到 3.76 亿人，较六普数据增长 69.7%。人口

向发达地区集聚，东部地区成主要流入地。东北、西北地区人口持续流失。 

随着城镇化推进，居民结婚与生育意愿降低，家庭户户均人口规模由

六普的 3.10 人降至 2.62 人，社会原子化趋势渐强。 

从人口素质来看，国民受教育年限持续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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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

由 8930 人上升至 15467 人。 

展望未来，释放“工程师红利”是对抗“老龄化”的关键。从德国经验

来看，德国第二产业通过人均产值的提升，在劳动力人口几近 0 增长的情

况下，实现了 2010-2019 年年均 2.8%增长。 

与美日德相比，我国“工程师红利”的开发效率偏低。“工程师红利”

与产业结构升级相辅相成。产业结构更高级的地区，高素质人才的科技产

出效率更高。未来仍需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科技水平，以“工程师

红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关键词： 人口普查，老龄化，工程师红利 

 

宏观经济 
专题 

2021年5月12日 



                                                                                                         宏观经济 

 

请务必参阅尾页免责声明                                                                                  2 

 

事件： 

5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点评： 

 2010-2020 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均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一方

面，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改善。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首次超过 1 万美

元，较 2010 年 4550 美元的人均 GDP 翻番，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另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产业升级转型的压力增大，GDP 增速自

2010 年起缓慢下行，步入增速换挡阶段。人口红利的下降，无疑是 GDP 增速

下行的重要原因，也因此当前各界对于人口结构的关注度在持续上升。 

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结构的调整相互影响，并且不断深化。从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

“老龄化”和“城镇化”。两者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亦是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原因。并且其对于我国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的影响仍在

持续。 

 

图表 1  中国 GDP 增速及人均 GDP 走势情况 

 

注：由于 2020 年人口数据尚未公布，2020 年人均 GDP 使用 2019 年人口数量简单计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一、人口M型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总人口数量约为 14.1 亿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 7205 万人。全国人口 2011-2020 年

间平均增长率约为 0.53%，较 2001-2010 年间的 0.57%小幅下行。 

 

 

0

2

4

6

8

10

12

14

16

0.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2
00
0

2
00
1

2
00
2

2
00
3

2
00
4

2
00
5

2
00
6

2
00
7

2
00
8

2
00
9

2
01
0

2
01
1

2
01
2

2
01
3

2
01
4

2
01
5

2
01
6

2
01
7

2
01
8

2
01
9

2
02
0

按美元计价人均GDP GDP增速（rhs）

美元 %

33540064/53957/20210519 08:50



                                                                                                         宏观经济 

 

请务必参阅尾页免责声明                                                                                 3 

图表 2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及普查期年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与六普相比，我国人口呈现 M 型的增长，60

岁以上人口和 0-14 岁人口的数量和占比均出现提升，但 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和占比均出现下降。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18.7%，65 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 13.5%，分别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 5.4、4.6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0-14 岁人口的比重录得 17.95%，较六普上升了 1.35 个百分点。 

 

图表 3  人口结构 M 型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低龄人口来看，2011 年以来随着我国“二胎政策”逐渐放宽，新生儿人

口增速出现短期抬升，一定程度上抵减了人口增速下行压力。但是 2018 年以

来，二胎政策效果渐褪，新生儿人口出现大幅下滑。5 月 11 日召开的记者发布

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披露 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约为 1200 万人①，

是自 1962 年以来的最低值。 

而从现有数据来看，未来出生人口数量或仍有进一步减少的风险。一方面，

近年来持续攀升的教育、住房成本，崇尚自由独立的社会氛围，使得我国居民

 
① 环球时报，《1200 万，2020 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公布了》（2021/5/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43779310105680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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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结婚意愿还是生育意愿均出现下行。另一方面，2000 年以来我国出生人

口数量稳中有降，且男女比例失衡问题较为严重。这意味着我国育龄妇女人口

数量也将逐渐下降。因此，未来我国人口压力预计只增不减。 

 

图表 4  我国结婚率与出生人口同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老龄人口来看，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 7%时即认

为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超过 14%则定义为“中度老龄化”社会，超过 20%则

定义为“重度老龄化”社会。从这一标准来看，我国目前已经接近“中度老龄

化”社会，并且后续面临着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2019 年我国人口抽样调

查的数据显示，我国 45-54 岁、55-64 岁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为 13.1%和 16.1%，

均高于 65 岁及以上人群比重。这意味着未来 20 年我国老龄化的压力将继续上

升。 

 

图表 5  2019 年人口抽样调查的年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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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进程相对较慢。其中，闽粤地区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其年龄结构相对

年轻，0-14 岁人口占比亦明显高于相同经济水平的省份。  

 

图表 6  内地各省市 2020 年人口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二、社会模式转变与城镇化 

 在社会经济发展下，我国城镇化率的水平稳步提升。2020 年我国人口城镇

化率约为 63.9%，较 2010 年提升了 14.2 个百分点，有 2.36 亿人进入城市生活。

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稳定在 80%左右，我国城镇化水平仍有提升

空间，但提升难度有所增大。 

此外，2020 年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 45.4%，意味着仍有 2.6 亿群

体无法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各项红利。而本次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流动人口数

量达到 3.76 亿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增长了 69.7%。充分保障

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降低常住人口落户门槛，是我国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

镇化”的重要内容。预计“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常住人口户籍化政策的推

进，两者之差或逐步收窄。 

 

图表 7  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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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推进意味着城市生活模式的推广，其对于人们生活方式亦产生非常深

刻的影响。首先，人们的结婚意愿下降，结婚率不断走低而离婚率不断抬升。

城市生活赋予人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更强的个人意识，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

体系以及不断上升的结婚成本，使得婚姻不再成为人们唯一的生活模式。 

其次，快速城镇化降低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

时，城市教育、住房等配套公共设施的供给却迟迟无法跟上。教育和住房属性

双加成的学区房节节攀升的背后，折射出社会生育成本的大幅走高。 

最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特点，使得以往家族式的生活模式被打破，核心

家庭、单身家庭日益成为主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家庭户户

均人口约为 2.62 人，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 3.10 人减少了 0.48 人。原子化的社

会模式进一步加强。 

 
图表 8  家庭户户均人口规模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人口分布变化的趋势来看，东部省份人口占比上升明显，而东北、中部

地区则成为人口占比下降的主要区域。黑龙江、吉林、辽宁人口占比下降了0.60、

0.34、0.25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位居前三。从人口绝对数量变化情况来看，广

东（+2171 万）、浙江（+1014 万）、江苏（+609 万）、山东（+573 万）、河南

（+534 万）等人口大省增长最为迅猛，而东北、山西、内蒙、甘肃人口则已经

陷入负增长。人口增长之外，东部沿海地区相对适宜的居住环境、较为丰富的

就业机会、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亦使得东部地区的人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

但是近年来，长沙、武汉、成都、西安等一批中西部重点城市的吸引力逐步提

升，或有望一定程度上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虹吸效应。 

 

2.0

2.5

3.0

3.5

4.0

4.5

5.0

1953 1964 1982 1990 2000 2010 2020

人

33540064/53957/20210519 08:50



                                                                                                         宏观经济 

 

请务必参阅尾页免责声明                                                                                 7 

图表 9  内地各省市 2020 年相对于 2010 年人口占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人口数量变化与当地房价涨幅的情况来看，两者大体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人口数量增长越多的地区，相对应的房价涨幅亦相对更高。其中，北京、上海、

天津、海南等地由于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更强的政策支持，房价涨幅远高于

当地人口数量的涨幅。 

而中部地区、川渝地区尽管人口增长较多，但是房价涨幅与人口大幅流出

的东北、西北地区差距不大。中部、川渝地区尽管人口数量增长，但是七普相

较于六普的人口占比却明显走低。人口优势的相对转弱，劳动力向东部发达地

区转移，或是其房价涨幅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此外，中部、川渝地区土地面

积相对广阔，房价管控力度相对较强，对于房价涨幅亦有影响。 

 

图表 10  房价涨幅与人口规模变化 

 

注：各地房价用当年商品房销售额比去当年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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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

程度的人由 8930 人上升至 15467 人，提升幅度高达 73.2%。人口素质的大幅度

提升，意味着我国未来“工程师红利”将得到持续释放，对于我国经济质量、

科技水平提升将起到重要支撑。 

 

图表 11  高等教育年毕业人数及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图表 12  各省市人均 GDP 与每 10 万人大学文化程度人数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四、经济增长的未来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两大重要趋势，“老龄化”和“城镇化”，并且仍

将在下一阶段延续。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可以

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出生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有限的劳动力人口向核心区域集中 

 核心家庭、单身家庭持续强化，社会原子化趋势渐强 

 人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人口素质持续改善 

其中，最受大家关注的无疑是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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