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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2021年生育政策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

31 个省市陆续发布了地方人口普查公报，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从地级市的

角度，窥探到过去十年人口流动的趋势、各地老龄化的差异等等信息。 

⚫ 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各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呈现分化的态势，超大城市仍

在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入大城市的范畴，而部分三四线城市已面临人口

流出：（1）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人口合计占全国的 5.88%，GDP 占全国

12.6%（2020 年），十年前这两个数据分别是 4.95%和 12.9%，在经济集中

度没有太多变化的情况下人口集中度在提升；（2）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

常住人口普遍增长，成都和重庆主城都市圈的常住人口首次突破 2000 万，中

西部地区的郑州、西安、长沙无论在人口总量还是人口增速上都力压长三角地

区的明星城市苏州和杭州；（3）部分三四线城市人口收缩，其中既有东三省，

也有长三角、珠三角。东三省中，辽宁省抚顺市 10 年来人口下降近 20%，吉

林省白山市下降 26.7%，长三角地区中，安徽省铜陵市降幅达 16%，珠三角

地区中，广东省梅州市常住人口下降了 8.7%；（4）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的

格局已经基本确立，六大核心城市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和长沙的常

住人口分别较“六普”增长 11.1%、38.5%、53%、26%、46.1%和 42.5%；

（5）各个省份“单中心”集聚的背后是更加活跃的省内人口流动，河南省省

内流动人口较 2010 年增长了 163.8%，湖北省省内流动人口比 2010 年增长

了 74.2%；（6）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严重，地级市中仅有沈阳市、大连市和长

春市的常住人口实现增长，黑龙江所有地级市人口均流出，其省会城市——

哈尔滨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下降的省会城市。 

⚫ 老龄化同样呈现地区间的不均衡：（1）上海、重庆和江苏已进入中度老龄化，

其余省份全部进入轻度老龄化；（2）云南省的人口结构变动异于全国，呈“两

降一升”——低龄和劳动人口下降，老人增长（全国则是“两头上升、中间下

降”）；（3）广东省的人口结构相对健康，老龄化水平处于地位，低龄人口

占比提升；（4）在披露人口年龄结构的省份中，吉林和辽宁各个地级市的老

龄化程度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辽宁省的抚州市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31%，为公布年龄段数据的地级市中该比例最高的城市。 

⚫ 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2010 年至 2020 年，全国 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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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8930

人上升至 15467 人。各个城市中，北京每 10 万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遥

遥领先，超过 4 万，较 10 年前增长近三分之一。此外，中部的两个省会城市

也位居前列。从受过大学教育人数的增幅来看，深圳以 64.4%的增幅居于榜

首，而北京和上海则分别增加 33%和 54.7%，郑州的增幅也达到 53%，与上

海基本持平，跃居成为中部的人才高地。 

⚫ 城市住宅价格普遍上涨，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涨幅并不亚于一线和新一线城

市。我们发现，人口增长的幅度与住宅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人口数量

的相关性更强，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住宅价格均有较大涨幅。  

风险提示 

⚫ （1）生育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出生人口更大幅度下滑；（2）户籍政策超预

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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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

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之后的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正式发布，进一步明确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各项举措。 

生育政策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31 个省市陆续发布了地

方人口普查公报，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过去十年人口流动的趋势、各地老龄化的差异等等

信息，而这些又将成为长期影响城市和地区发展，进而影响相关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就试图从各

省份的普查数据出发，分析与展望人口特征的变化。 

城镇化的新特征：“大城市化” 

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这是本次普查一个不容忽略的亮点。“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63.89%，比上一个十年提升了 14.21 个百分点，比国家统计局 2019 年度社会和经济发展公报公

布的 60.6%高出 3.29 个百分点（过去 5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 1 个百分点，

以此推算 2020 年的城镇化率约为 61.6%，而更为细致的人口普查数据比这一口径高出 2.29 个百

分点），推进速度超过预期。 

相较于发达国家 80%左右的城镇化率，我国城镇化仍有空间，但增长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各城

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呈现分化的态势——超大城市仍在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入大城市的范畴，而

部分三四线城市（本文对一线、二线等城市的定义参考“第一财经”分类，下同）已面临人口流出。 

新一线崛起，三四线收缩 

大城市持续扩容 

随着城镇化进入下半程，人口的流向逐渐从农村到城市，演变为流入大城市和一、二线都市圈。根

据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及各个省份公报，深圳常住人口较十年前增长近 70%，广州增长 47.05%，北

京和上海分别增长 11.6%和 8%；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人口合计占全国的 5.88%，GDP 占全国

12.6%（2020 年），十年前这两个数据分别是 4.95%和 12.9%，也就是说，在经济集中度没有太

多变化的情况下，人口集中度在提升。 

尽管政策对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的人口规模做出了限制，例如 2017 年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和 2018 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分别提出

要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 2300 万、2500 万左右，但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四座一线城市在过

去十年继续吸引人口流入。不过，北京和上海的流入速度已有放缓，中心城区人口的绝对数量也较

“六普”有所下降（中心城区人口分别较“六普”下降 72 万和 2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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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线城市 GDP 比重和人口比重差距缩窄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公报，东方证券研究所 

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常住人口普遍增长：成都和重庆主城都市圈的常住人口首次突破 2000 万，

分别达 2093.8 万和 2112.2 万，中西部地区的郑州、西安、长沙无论在人口总量还是人口增速上

都力压长三角地区的明星城市苏州和杭州，此外杭州、东莞、郑州、青岛、武汉、长沙和西安七个

城市的常住人口首次达到千万级。哈尔滨是东北唯一一个人口达千万的城市，但也是二线城市中少

数人口流出的城市——常住人口较“六普”下降近 6%，勉强维持 1000 亿，其背后是经济与其他

城市相比较为疲弱：哈尔滨市 GDP 占全国比重由 2009 年的 0.9%降至 2019 年的 0.5%，GDP 同

比增速由 2010 年的 12.7%下降至 2020 年的 0.6%（2019 年为 4.2%），降幅超过全国整体水平。 

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持续扩容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改善相关，落户政策的陆续放松也为人口流入

带来保障。2020 年来，二线城市户籍改革的步伐加快，包括杭州、苏州、南京在内的多个新一线

和二线城市放宽落户条件，以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表 1：部分二线城市放宽落户条件 

城市 时间 文件 主要内容 

杭州市 

2021 年 1 月 
《杭州市居住证积分落户实

施细则》 
“就业及参加社保”指标最高分值由 75 分提高到 120 分。 

2019 年 5 月 

《全日制大学专科(含高职)

和全日制本科学历人才落户

政策》 

明确年龄 35 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大学专科（含高职）学历及 45 周岁

以下全日制本科学历人才，在杭工作并由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社保的，

可申请办理落户。 

苏州市 
2020 年 12

月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的实施意见》 

租房即可在苏州落户。 

福州市 
2020 年 12

月 

《关于进一步降低落户条件

壮大人口规模的若干措施》 

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现落户“零门槛”：不设学历、年龄、就业创

业限制，外省市人员均可申请落户，同时降低集体户设立条件。 

天津市 2020 年 9 月 
《天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

（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将积分落户申报指导分值由 140 分调整为 110 分 

东莞市 2020 年 8 月 
《东莞市人才入户实施办

法》 

明确具备非普通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满 3

年，年龄未满 35 周岁的人员了落户。 

南京市 2020 年 4 月 《关于支持促进高校毕业生 本科生落户年龄由 40 周岁放宽至 45 周岁；大专落户年龄限制由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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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就业创业十项措施》 周岁放宽至 40 周岁，社保年限要求从 24 个月缩短至半年。 

重庆市 2020 年 4 月 
《重庆市户口迁移登记实施

办法》 

务工经商类遵循“放开放宽”原则，实行差别化落户，将主城区务工

及参加社保年限 5 年放宽到 3 年、投资创业年限 2 年放宽到 1 年。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东方证券研究所 

部分三四线城市人口收缩 

相较于一、二线城市的持续扩张，部分三四线城市出现人口收缩，人口降幅较大的城市不仅包括近

年来人口持续流出的东三省，也有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城市。东三省中，辽宁省抚顺市 10 年来人

口下降近 20%，吉林省白山市下降 26.7%，黑龙江省绥化市下降 30.8%；长三角地区中，江苏省

盐城市 10 年来人口下降 7.6%，安徽省铜陵市降幅达 16%，珠三角中广东省梅州市常住人口下降

了 8.7%。 

图 2：部分三、四线城市人口相比十年前变化幅度 

 
数据来源：各省市人口普查公报，东方证券研究所（横坐标难以完全显示，详细数据可以向东方战略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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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0-2020 年各地级市常住人口变动（%）  图 4：2000-2010 年各地级市常住人口变动（%） 

 

 

 
数据来源：各省市人口普查公报，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各省市人口普查公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东方证券研究所 

人口聚集趋势：中西部核心城市表现突出 

中西部中心城市展现强大的虹吸效应 

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的格局已经基本确立，尽管整体人口仍处于持续流出的过程中。与第六次人

口普查的结果相比，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0.79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比重上升 0.22 个百

分点，但是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展现了对周围地区强大的虹吸效应，六大核心城市——重庆、成都、

西安、武汉、郑州和长沙的常住人口分别较“六普”增长 11.1%、38.5%、53%、26%、46.1%和

42.5%，增速分别较“六普”提升 17.8、2.4、38.7、8.3、16.5 和 27.8 个百分点。其余中西部省

会城市的常住人口增幅也显著提升，如广西省南宁市的常住人口较“六普”增长 31.2%，贵州省贵

阳市增长 38.5%，云南省昆明市增长 31.5%。 

中西部这种以省会为核心的特征，不论对经济还是对人口都成立。从人口和 GDP 占全省的比重来

看，西部核心城市这两个指标的占比均在提升，2010-2020 年，郑州市 GDP 和人口占全省比重分

别提高了 4.3 和 3.5 个百分点；西安提高了 6.3 和 10.1 个百分点，且两项占比均超过 30%；成都

依靠全省四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三分之一的GDP，长沙更是凭借 15%的人口贡献了近 30%的GDP。 

“单中心”集聚的背后是更加活跃的人口流动，尤其是省内流动迅速增长。河南省省内流动人口较

2010 年增长了 163.8%，湖北省省内流动人口比 2010 年增长了 74.2%。省会城市拥有相对完善的

基础设施和更多元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发达-吸引人口流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良性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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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西部六大核心城市人口加速增长  图 6：中西部六大核心城市人口和经济的聚集效应增强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公报，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公报，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东北人口加速流出 

曾经的工业重镇东北三省如今面临较为严峻的人口流失，地级市中仅有沈阳市、大连市和长春市的

常住人口实现增长，黑龙江所有地级市人口均流出，其省会城市——哈尔滨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

人口下降的省会城市。这一现象与过去十年“经济下滑、产业结构转型不利-人口流出-经济进一步

下滑”的趋势息息相关：东三省 GDP 占全国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6.9%下降至 2020 年的 5.1%，

自 2012 年开始一路下滑，同时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由 2010 年的 8.18%降至 2020 年的 6.99%。 

老龄化的地区差异 

普查数据显示老龄化水平正不断加深，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了 18.7%，较 2010 年显著提升。

国际上通常认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 10%至 20%之间即进入轻度老龄化，20%至 30%之间为

中度老龄化，按照这一标准，上海、重庆和江苏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其余省市也已全部进入轻

度老龄化社会。低龄人口占比方面，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显著更低，上海0-14岁人口占比不足10%。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的人口结构变动异于全国。此次普查中，全国和多数省市的人口结构都呈现

“两头上升、中间下降”的趋势，但是云南的人口结构呈“两降一升”——低龄和劳动人口下降，

老人增长，结合云南省人口流出和生育率下降的特征，云南对人口普查公报的解读中指出“我省人

口迁移还在持续地向经济较发达的沿海省（市）与较发达的城市群集聚”。 

广东省的人口结构相对健康，老龄化水平处于地位，低龄人口占比提升，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业发达，

吸纳了大量外省流入的年轻劳动力。广西和河南也呈现相对健康的人口结构，与广东不同的是，这

两地均为劳动力流出的省份，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可能是重要原因——广西和河南 0-14 岁人口的比

重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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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披露人口年龄结构的省份中，吉林和辽宁各个地级市的老龄化程度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0 岁

以上占比为 18.7%），其中辽宁省的抚州市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31%，为公布年龄段数据的地级

市中该比例最高的城市，此外，60 岁以上人口前十的城市中有一半位于辽宁省，包括抚顺、丹东、

本溪、锦州和辽阳，这些城市 0-14 岁人口比重不及 10%，可以预见未来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老龄

化挑战。 

思索与展望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力供给将逐步收缩，劳动人口减少叠加产业转型，对人才提出了更高

要求。2010 年至 2020 年，全国 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上升至 15467 人，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格局初现。 

从各地区来看，北京每 10 万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遥遥领先，超过 4 万人，较 10 年前增长

近三分之一，这一方面是北京产业结构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也与北京丰富的高校以及科研机构资

源相关。同样地，受过大学教育人口比重领先的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也拥有较为丰富的教育资

源。此外，中部的两个省会城市——太原和郑州的常住人口分别超过 500 万和 1000 万，但这一比

重依然位居前列，表明其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 

从受过大学教育人数的增幅来看，深圳以 64.4%的增幅位居前列，而北京和上海则分别增加 33%

和 54.7%，郑州的增幅也达到 53%，与上海基本持平，跃居成为中部的人才高地。 

图 7：每 10 万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人） 

 

数据来源：各省市人口普查公报，东方证券研究所 

生育政策调整预计收效有限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5 月政治局会议宣布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生育政策的调整旨在解决日益加深的老龄化问题，但近年来出生人口逐年下滑的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育龄妇女规模的减少（而不完全在于生育意愿的减弱）。育龄妇女数量自 2011 年达到顶

峰后逐年下降，在此背景下，人口出生率不可避免地下滑。2011 年开始实施的双独二孩政策、2013

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和 2015 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育率，从而带来了人口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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