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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2022 年 6 月，《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正式出版，年鉴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

的详细数据，较之前统计公报的口径更为完整。2021 年 8 月我们曾发布《地级市角

度看人口普查》，收集统计了 31 个省市发布的地方人口普查公报，对过去十年人口

流动的趋势、各地老龄化的差异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我们将立足于最新公布

的年鉴，尤其是其中关于年龄分布的资料，研究人口结构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指标

的。我们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演进，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宏观数据解读产生不容小觑

的影响，尤其是在出生人口、失业率、城镇化等方面，人口对这些指标的内在构成

已经、且还在继续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因此当我们在评估生育、就业、区域、产

业政策的效果时，忽略人口年龄结构可能会高估政策带来的改变。 

⚫ 年龄结构主导出生人口趋势，出生人口收缩有望趋缓。过去 10 年对出生人口起到决

定性作用的是育龄妇女数量的下滑：（1）2010 至 2020 年间，育龄妇女人数由

3.6 亿降至 3.2 亿，降幅 12%；（2）生育率降低，但变化并不太大，“七普”数

据显示 2020 年总和生育率约为 1.3，“六普”数据中总和生育率约为 1.2，若以

“七普”数据的倒推，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或为 1.28；（3）二孩政策对生育率企

稳回升功不可没，但三孩政策能否复制二孩政策的效应存疑——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后，三孩生育率也有所提高，由 2015 年的 2.21‰提升至 2019 年的 4.48‰，或表

明生育政策在实践层面提前放松，部分压制的生育意愿已经释放了一部分；（4）未

来十年，育龄妇女人口将趋于稳定，若以 2020 年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率线性外

推，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直至 2035 年仍将维持在 900 万上方；考虑到二孩政策对长

期生育率的影响比较有限，我们假设二孩生育率回归到政策实施之前 2010 年的水

平，以此推算，2021-2035 年出生人口数量将从 1000 万上方降低至 850 万上

方；若假设三孩政策的效果和持续时间与二孩政策相似，则生育政策的调整有望在

2023-2025 年带来累计约 220 万的出生人口。 

⚫ 年龄结构削弱青年失业率比重，工程师红利越加强势：（1）由于青年群体在就业人

口中的比重下降，青年失业率对整体失业率走势的影响越来越小。2010 年，就业人

口中 16-24 岁的比重为 14.3%，2020 年这一比例为 7.1%，降幅超过一半，当前

青年失业率提高 1 个百分点，导致的整体失业率变动仅 0.07 个百分点；（2）尽管

劳动年龄拐点和劳动力产业转移拐点相继到来，但过去十年人力资本迅速积累，

“工程师红利”表现强势。2020 年，20-34 岁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接近

6000 万，占该群体的五分之一，而 2010 年，20-34 岁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人口约 3000 万，仅占该群体的 9.4%；（3）青年的就业选择加剧了一些行业的老

龄化，但同时，由于自身群体占比有限，也并没有使得另一些行业更加“年轻

化”。 

⚫ 年龄结构影响城镇化节奏，年轻人城镇化率已经较为充分。年轻人口是我国城镇化

的主力军，我们推算了 2010 至 2020 年间各年龄层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比

重，2010 年 5-34 岁人口在未来 10 年转化为城镇的比例更高，其中转化比例最高

的是 5-17 岁人口，均超过 40%，40 岁后转化为城镇人口的比例均不高于 20%。

老龄化趋势愈发显著的当下，年轻群体在人口结构中的占比下降，2010 年 35 岁以

下人口占总人口的 48.5%，2020 年这一比重下降至 43.8%，更为重要的是年轻群

体的城镇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16 至 35 岁人口城镇化的比例均已超过 70%，后续

这部分群体继续城镇化的空间可能较为有限。 

风险提示 
⚫ 若疫情持续时间超预期，或将加快出生人口下降的速度； 

⚫ 出生人口的测算基于既有生育率水平，促生育政策的推出或影响生育率的走势； 

⚫ 本文中数据对比基于“七普”和“六普”等基础数据，若基础数据存在偏差，可能

导致结论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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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正式出版，年鉴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详细数据，

较之前统计公报的口径更为完整。我们团队长期跟踪研究人口问题，2021 年 8 月我们曾发布《地

级市角度看人口普查》，收集统计了 31个省市发布的地方人口普查公报，对过去十年人口流动的

趋势、各地老龄化的差异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我们将立足于最新公布的年鉴，尤其是其中

关于年龄分布的资料，研究人口结构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指标的。我们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演进，

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宏观数据解读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尤其是在出生人口、失业率、城镇化等方

面，人口对这些指标的内在构成已经、且还在继续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因此当我们在评估生育、

就业、区域、产业政策的效果时，忽略人口年龄结构可能会高估政策带来的改变。 

年龄结构主导出生人口趋势，出生人口收缩有望趋缓 

2021 年出生人口 1062 万，堪堪维持在 1000 万上方，人口的拐点已近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 10 年对出生人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育龄妇女数量的下滑。从“六普”到“七普”的十年

间，年出生人口下降了约 500 万，通常来说育龄妇女人数及其年龄结构、生育率共同决定了出生

人口的走势，实际情况显示：（1）2010 至 2020 年间，育龄妇女人数由 3.6 亿降至 3.2 亿，降幅

12%；与此同时，初婚年龄从 24.89 岁推迟至 28.67 岁；（2）生育率降低，但变化并不太大，

“七普”数据显示 2020 年总和生育率约为 1.3，“六普”数据中总和生育率约为 1.2，不过 “六

普”存在统计遗漏问题，若以七普数据倒推，当时 10 岁以内统计遗漏的比例接近 8%，以此推算

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或为 1.28。 

二孩政策对生育率企稳回升功不可没。过去 10年，一孩生育率随着初婚年龄的后移显著下降，由

2010年的 20.7‰下降至 2020年的 17‰，一孩生育率的高点从 2010年的 24岁推后至 26岁，同

时整体生育率却保持稳定。从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生育率数据来看，二孩生育率在双独二孩、单独

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的次年均明显上行，指向积压的生育意愿在生育政策调整后有所释放，

其中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远大于双独和单独政策，二孩生育率在全面二孩政策次年提高了大约0.5

个百分点，直至 2020 年政策效果仍未完全消退，持续时间大约为 4 年。 

需要说明的是，“七普”数据显示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存在一定遗漏，2010-2020 年

出生人口累计统计遗漏的比例大约是 6%，2010-2014 年出生人口统计遗漏的比例达到 10%，这

一比例与“六普”的低龄人口统计遗漏比例相近。从修正后的出生率来看，二孩政策的效应依然

是显而易见的，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次年生育率均出现跃升，不过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时间收窄至

2 年。 

图 1：二孩政策效果短期释放，未能阻止出生人数下行趋势  图 2： 全面二孩政策短暂地推动二孩生育率快速上升 

 

 

 

数据来源：统计局，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以现有人口推算出生人数指以“七普”各年龄人口倒推当年出生人口 

 数据来源：统计局，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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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 年以来生育率下降幅度有限  图 4：过去十年育龄妇女数量以较快的斜率下降 

 

 

 

数据来源：统计局，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修正后的生育率指以“七普”各年龄人口推算的当年生育率 

 数据来源：统计局，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5：过去十年初婚年龄大幅后移  图 6：生育率高峰伴随着初婚年龄后移而后移 

 

 

 

数据来源：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统计局，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三孩政策能否复制二孩政策的效应？我们预计可能比较困难。三孩政策已于 2021 年正式实施，

但其效果未必能如二孩政策明显：第一，二孩政策实施前，二孩的生育率在 10‰附近，而三孩的

生育率仅略超 1‰，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三孩生育率也有所提高，由 2015 年的 2.21‰提升至

2019 年的 4.48‰，或表明生育政策在实践层面提前放松，部分压制的生育意愿已经释放了一部

分；第二，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导致全球生育率走低，国内可能也受到这一趋势影响。 

育龄群体数量将主导出生人口趋势，每年出生人口数量的下行趋势或难以避免，尽管斜率有望放

缓。过去十年，育龄妇女人口塌陷令出生人口快速回落，但未来十年，育龄妇女人口将趋于稳定，

若以 2020 年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率线性外推，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直至 2035 年仍将维持在 900

万上方；考虑到二孩政策对长期生育率的影响比较有限，我们假设二孩生育率回归到政策实施之

前 2010年的水平，以此推算，2021-2035年出生人口数量将从 1000万上方降低至 850万上方；

若假设三孩政策的效果和持续时间与二孩政策相似，则生育政策的调整有望在 2023-2025 年带来

累计约 220 万的出生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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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预计随着育龄妇女降速放缓，出生人口有望趋稳 

 
数据来源：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虚线为预测值 

年龄结构削弱青年失业率比重，工程师红利越加强势 

 “六普”至“七普”的十年间，人口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拐点，其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

减少，其二是劳动力从农业到二、三产业的转移似乎已接近尾声，即我们可能已经度过刘易斯拐

点，而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人口红利正在边际消退。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 8.77亿，比 2010年减少

了约 4000 万，同时就业人口比 2010 年减少了约 6000 万，就业人口相比劳动年龄人口更大的降

幅主要是由于教育年限的延长使得低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2020 年 16-19 岁和 20-24 岁就业人

口均比 2010 年下降超过 50%。 

“沉积”在农业中的冗余劳动力继续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目前青年群体从事农业的比重已降

至较低水平，表明劳动力由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已基本完成，这也和近年沿海地区频频出现的

“用工荒”相对应。2010至 2020年，农林牧渔业在 GDP中的占比下降了 2.1个百分点，就业人

员的比重则大幅下降了 27.8 个百分点至 20.6%，尤其是青年群体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比重已接近

于发达国家的水平，20-24岁人口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重约为 8%，比 2010年下降了约 30个百分

点，或表明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大挪移已接近尾声。 

新岗位的扩张通常与产业的发展相联系，不过相比于“高技能”型的新兴产业，“低技能”型产

业更偏劳动力密集型，其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超过经济价值。相比 2010 年，2020 年批发和零售

业就业人员比重提高了 4.8 个百分点（GDP 比重提升 2 个百分点）、建筑业就业人员比重提高了

5.8 个百分点（GDP 比重提升 0.6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比重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

（GDP 比重下降 0.1 个百分点），这些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超越了其创造的增量经济价值，同时，

一些新兴产业新增的就业人口基本与GDP比重同幅变动，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

就业人口和 GDP比重分别提升了 1.1和 1.2 个百分点。 

尽管劳动年龄拐点和劳动力产业转移拐点相继到来，但过去十年人力资本迅速积累，“工程师红

利”表现强势。2020 年，20-34 岁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接近 6000 万，占该群体的五分

之一，而 2010 年，20-34 岁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约 3000 万，仅占该群体的 9.4%。 

 

 

500

700

900

1,100

1,300

1,500

1,700

1,900

2,100

25,000

27,000

29,000

31,000

33,000

35,000

37,000

39,000

万人
平均育龄妇女人数（E） 出生人数（E，右）

出生人数（二孩效应消退，右） 出生人数（二孩消退+三孩效应，右）



 
 
 

 宏观经济 | 专题报告 ——  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指标的？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7 

图 8：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向二三产业转移 

 

数据来源：统计局，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GDP 数据为 2017年 

 

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变迁和教育年限的延长导致青年群体在整体就业中的占比下降，青年的就业

状态对失业率的影响被削弱，就业选择对行业年龄结构的影响则被放大。随着出生人口持续下降

和老龄化加剧，这一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 即使在疫情之后，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然而近几年 16-24 岁人口的失业

率走势与整体的联系并不是很强，其中枢从 2020 年开始大幅走高，今年 6 月更是接近 20%，

与整体失业率的差距由 2018年同期的 2.1倍上升至如今的 3.5倍，但由于青年群体在就业人

口中的比重下降，青年失业率对整体失业率走势的影响越来越小。2010 年，就业人口中 16-

24岁的比重为 14.3%，2020年这一比例为 7.1%，降幅超过一半，当前青年失业率提高 1个

百分点，导致的整体失业率变动仅 0.07 个百分点。 

图 9：就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  图 10：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对整体失业率影响有限 

 

 

 

数据来源：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 青年的就业选择加剧了一些行业的老龄化，但同时，由于自身群体占比有限，也并没有使得

另一些行业更加“年轻化”。近年的直观感受是从事制造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从事服务业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然而事实上从事制造业的年轻人比重下降有限，这一直观感受主要是由

年轻就业群体的整体规模下降所导致，同样地，尽管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从事服务业，但相比

于 10 年前，大部分服务业从业人员并没有变得更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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