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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在前期报告《疫情改变人口流动了吗？》中我们发现，尽管封控结束往往伴随着人

口净迁出，但这一情形收敛速度较快，中长期主导因素仍然是区域与产业规划。其

中，有几点疑问有待解决：其一，武汉的常住人口在经历外生因素冲击之后依然能

回到中部地区第一的位置，那么湖北其他城市（同样经历较全国平均水平更严重的

疫情）有怎样的变化？其二，河南整体是人口外流比较显著的地区，但郑州 2020年

在常住人口方面曾超越武汉，这是什么原因？其三，武汉、郑州这种强省会的特征

是否普遍存在，和疫情冲击是否相关，未来能否延续？本文我们将着眼于以上这些

问题进行探讨。  

⚫ 中部中心城市的扩张部分来自省内其他城市流入：（1）2020年是武汉与湖北其他

地区人口流动分化加大之年，可能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 2020年湖北全省都遭遇

了疫情的冲击，但是武汉得益于更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其抗冲击能力最强（2020年

GDP增速-3.7%，除体量较小的恩施之外，负增幅度是全省各地级市中最小的），

因此，即使武汉的封城措施最为严格，其更为强劲的修复力度反而加速了省内各个

地级市之间的流动，实现了其他市向着武汉的流入；二是武汉于 4月解封，大学生

跨省参加春招的难度较大，助推大学生尤其是重点高校毕业生留在武汉的比例；

（2）2021年河南人口减少了 58万人，原因在于河南省乏力的出生水平以及劳动力

外流，但省会郑州逆势增加了 12.62万人，其出生人口的降低幅度（-7.6%）明显好

于全省整体（-13.5%），而这是常住人口与自增人口自我循环的结果（外流的主力

一般是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年轻人，导致自增人口下降，而自增人口下降又进一步削

弱常住人口）。 

⚫ 疫情带来的冲击与修复，对人口变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认为，疫情导致

经济承压，需求边际收缩，而在此背景下，产业结构多元、需求反弹速度较快的大

城市更加容易走出疫情，也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这一点甚至与这一城市本身是否

存在超预期疫情无关）。也就是说，疫情成为了城市人口进一步走向分化的催化

剂，各个省会城市在此契机下加快迈向龙头时代。如果我们拆分省会城市与本省其

他城市来观察，可以发现：（1）2019-2021年，没有任何一个省形成了省会之外地

区（作为整体）人口流入而省会流出的局面，这也意味着强省会的格局已经充分形

成，且是全国层面上的普遍规律； （2）近一两年分化较疫情前加剧。2019年，有

8个省市出现了省会城市流入、省会以外城市流出的情形，2020年增加为 14个，

2021年小幅回落到 12个（剔除近三年缺失常住人口数据的省份以及若干直辖

市）。 

⚫ “有条件的省份”作为增长主力军或将是长期趋势。2022年上半年疫情卷土重来，

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比 2020年，这也意味着省份分化预计比 2021年明显。这一点在

政策层面的表述中已经有所体现，如中共中央政治局 7月 28日召开会议，出现了

“有条件的省份”这一提法——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

标”，而在全国层面上则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显

示出了对这两类地区的区别对待。甚至我们认为，从支持政策来看，“有条件的省

份”扮演更重要角色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1）在前期报告《专项债已到哪里去，

财政活水还能哪里来？》中我们发现，全年专项债发行地域集中度偏高，经济强省

承担了更多专项债发行和扩大政府投资的责任，可见财政资源的分配也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区域分化；（2）户籍方面，今年 7月《“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正式印发，提出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至 500万的 I型大城市落户条

件，同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政策的这一

变化非常有利于一、二线城市的人口集聚。 

⚫ 风险提示：（1）本文中“七普”和“六普”的数据对比受限于数据本身的误差水

平；（2）产业政策变动导致人口流动趋势发生超预期变化的风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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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报告《疫情改变人口流动了吗？》中我们发现，尽管封控结束往往伴随着人口净迁出，但

这一情形收敛速度较快，中长期主导因素仍然是区域与产业规划，其中，武汉是一个具有参考性

的案例：尽管 2020年武汉受到疫情较为严重的冲击，但 2021年其新增人口超 120万人，在全国

位居第一，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当地产业布局（如光谷的创新科技企业）的吸引力，也意味着疫

情等短期因素带来的人口流动，从中长期来看不及区域与产业等因素重要。 

但对于疫情后的人口变化，还有几点疑问有待解决：其一，武汉的常住人口在经历外生因素冲击

之后依然能回到中部地区第一的位置，那么湖北其他城市（同样经历较全国平均水平更严重的疫

情）有怎样的变化？其二，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河南省整体是人口外流比较显著的地区，但郑

州2020年曾在常住人口方面超越武汉，这是什么原因？其三，武汉、郑州这种强省会的特征是否

普遍存在，是否和疫情冲击相关，未来是否延续？本文我们将着眼于以上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中部中心城市的扩张部分来自省内其他城市流入 

武汉：走出疫情冲击，2021 年增量人口全国第一 
截止到 2020年末，武汉已经走出疫情冲击，2020年末新增人口 123.57万人，甚至多于 2021年

相比 2020年的增量，这一扩张有相当部分来自省内其他城市的流入： 

⚫ 根据 2016-2021年湖北省各个年份的统计年鉴，我们可以收集并比较同一时期湖北省其他市

县的人口变化，不难发现，伴随着 2020 年武汉人口的大量增加，其他城市的流出有所加剧，

尤其是 2020年； 

⚫ 2021年的除夕位于 2月 11日，2022年的除夕位于 1月 31日，分别考察这两个时点武汉市

百度人口迁徙指数，可知春运回乡人群去向中，前十名全部为湖北省省内地区。 

图 1：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地区人口变化（万人）  图 2： 武汉春节期间人口迁出目的地 

 

 

 

数据来源：湖北统计年鉴，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 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东方证券研究所 

是什么导致武汉与湖北其他地区在疫情之年有如此之大的分野？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有几方面： 

⚫ 2020 年湖北全省都遭遇了疫情的冲击（导致全省范围内常住人口减少了 151.7 万人），但

是武汉得益于更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其抗冲击能力最强（2020 年 GDP 增速-3.7%，除体量

较小的恩施之外，负增幅度是全省各地级市中最小的，也好于湖北全省GDP增速-5.2%），

因此，即使武汉的封城措施最为严格，其更为强劲的修复力度反而加速了省内各个地级市之

间的流动，实现了其他市向着武汉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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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孝感市湖北省 19.5% 孝感市湖北省 20.49%

2 黄冈市湖北省 15.7% 黄冈市湖北省 13.68%

3 荆州市湖北省 7.8% 荆州市湖北省 7.88%

4 咸宁市湖北省 5.4% 咸宁市湖北省 5.69%

5 鄂州市湖北省 5.4% 鄂州市湖北省 5.03%

6 荆门市湖北省 4.5% 荆门市湖北省 4.38%

7 黄石市湖北省 4.2% 仙桃市湖北省 4.36%

8 仙桃市湖北省 4.2% 襄阳市湖北省 4.07%

9 襄阳市湖北省 4.1% 随州市湖北省 3.91%

10 随州市湖北省 4.0% 黄石市湖北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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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于 4月解封，导致毕业生尤其是重点高校毕业生留在本地的概率加大。根据武汉市人社

局的数据，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生外流情况较为严重，2007 年，大学毕业生留汉就业比例为

55.3%，此后逐年下滑，到 2016年已下滑至 45.5%。为此 2017武汉启动实施“百万大学生

留汉就业创业工程”试图扭转局势，期间成立“招才局”（聘请知名企业家为“招才顾问”

和“招才大使”）、大学生“八折买房”（大学生可以以低于市场价 20%买到大学生安居

房）、凭毕业证落户、制定大学生最低年薪指导标准等等举措，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而到

2020 年，疫情导致的封控提高了大学生跨省参加春招的难度，更是助推大学生尤其是重点

高校毕业生留在武汉的比例：2020 年华中科技大学留在湖北就业本科毕业生比例达到

33.91%，比 2019年大幅提升 6.89个百分点。 

郑州：逆势增长的强省会特征，流入与自增相互促进 
2021年河南人口减少了 58万人，但省会郑州增加了 12.62万人。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是近几

年来河南省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年份，《2021年河南人口发展报告》官方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

自增人口减少，2021年全省自增人口为 6.3 万人，比 2020年的 20.8 万人减少了 14.5万人；二

是流出人口增加，2021年随着全国疫情好转，出省人口大量增加，全年新增出省人口64.3万人。

我们认为，也正是这两点，构成了郑州与河南省其他地区在人口增长上的分化： 

⚫ 在生育率差别不大的背景下，人口流出将导致自增人口下降，而自增人口下降又进一步削弱

常住人口，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自我加强的循环，尤其是，外流的主力一般是处于生育高峰期

的年轻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循环。从郑州的情况来看，出生人口的降低幅度明显好于全省

整体：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人口比2020年减少17.8万人，2021

年全省出生人口为79.3万人，比2020年减少12.4万人（-13.5%），而郑州单个市的角度，

2021年全市出生人口 10.90万人，比 2020年减少 0.90万人（-7.6%），较整体缓和很多； 

图 3：郑州和河南省其他地区人口变化（万人）  图 4：郑州春节期间人口迁出目的地 

 

 

 

数据来源：2021年河南人口发展报告，河南统计年鉴，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东方证券研究所 

⚫ 全省范围内的外流并非个案。2021 年作为疫后修复之年，各个省份中仅浙江、湖北有 1 个

百分点以上的常住人口正增长（且如前文所说，湖北主要得益于武汉）。随着总量“红利”

越来越小，各省市之间常住人口的变化将越来越趋近于“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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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的增加 除郑州外的河南省辖市

1 开封市河南省 13.90% 开封市河南省 13.96%

2 周口市河南省 13.46% 周口市河南省 13.59%

3 新乡市河南省 8.36% 商丘市河南省 8.79%

4 许昌市河南省 7.77% 新乡市河南省 7.69%

5 商丘市河南省 7.73% 南阳市河南省 6.40%

6 洛阳市河南省 5.49% 许昌市河南省 5.82%

7 南阳市河南省 5.47% 驻马店市河南省 5.47%

8 驻马店市河南省 5.44% 焦作市河南省 4.47%

9 焦作市河南省 4.91% 洛阳市河南省 4.20%

10 平顶山市河南省 4.73% 信阳市河南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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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是城市分化的催化剂，省会优势得到强化 

疫情带来的冲击与修复，对人口变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认为，疫情导致经济承压，需

求边际收缩，而在此背景下，产业结构多元、需求反弹速度较快的大城市更加容易走出疫情，也

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这一点甚至与这一城市本身是否存在超预期疫情无关）。也就是说，疫情

成为了城市人口进一步走向分化的催化剂，各个省会城市在此契机下加快迈向龙头时代。如果我

们拆分省会城市与本省其他城市来观察，可以发现， 

⚫ 2019-2021 年，没有任何一个省形成了省会之外地区（作为整体）人口流入而省会流出的局

面，这也意味着强省会的格局已经充分形成，且是全国层面上的普遍规律；  

⚫ 近一两年分化较疫情前加剧。2019 年，有 8 个省市出现了省会城市流入、省会以外城市流

出的情形，2020年增加为 14个，2021年小幅回落到 12个（剔除近三年缺失常住人口数据

的省份以及若干直辖市）。 

图 5：全省人口变动 vs 省会人口变动（%）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省份 对应省会城市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北京 0.0% -0.1% -0.1% /

天津 -1.0% 0.1% 0.1% /

河北 -0.2% 0.2% 0.3% 石家庄 -0.3% 1.8% 0.7%

山西 -0.3% -0.2% -0.1% 太原 19.2% 0.9%

内蒙古 -0.1% -0.5% -0.3% 呼和浩特 1.2% 10.1% 0.3%

辽宁 -0.6% -0.5% -0.3% 沈阳 0.5% 9.0% 0.1%

吉林 -1.0% -2.0% -1.5% 长春 0.2%

黑龙江 -1.4% -2.6% -2.2% 哈尔滨 -1.2% -7.0% -0.9%

上海 0.0% 0.3% 0.2% /

江苏 0.3% 0.1% 0.3% 南京 1.1% 9.6% 0.8%

浙江 1.1% 1.5% 1.6% 杭州 2.0% 3.0% 3.2%

安徽 0.1% 0.2% 0.3% 合肥 1.0% 14.4% 1.3%

福建 0.6% 0.6% 0.8% 福州 1.2% 1.0% 0.9%

江西 0.0% 0.1% 0.1% 南昌 2.9% 11.7% 1.0%

山东 0.1% 0.6% 0.3% 济南 1.5% 3.3% 19.4%

河南 -0.6% 0.4% 0.4% 郑州 1.0% 21.9% 2.1%

湖北 1.5% -3.1% 0.2% 武汉 9.6% 11.0% 1.2%

湖南 -0.4% 0.1% 0.1% 长沙 1.8% 19.8% 2.9%

广东 0.5% 1.1% 1.1% 广州 0.4% 2.3% 1.8%

广西 0.4% 0.7% 0.7% 南宁 0.9% 19.2% 1.3%

海南 0.8% 1.7% 1.3% 海口 3.6% 3.5%

重庆 0.1% 0.7% 0.8% /

四川 0.0% 0.2% 0.4% 成都 1.2% 26.3% 1.5%

贵州 -0.2% 0.3% 0.7% 贵阳 1.9% 0.7% 2.0%

云南 -0.7% 0.2% 0.2% 昆明 0.5% 21.7% 1.5%

西藏 0.1% 1.3% 2.0% 拉萨 3.6% 3.6%

陕西 0.0% 0.3% 0.3% 西安 1.6% 4.9% 3.7%

甘肃 -0.4% -0.3% -0.2% 兰州 0.3% 15.3% 1.0%

青海 0.2% 0.5% 0.5% 西宁 0.3% 3.4% 0.7%

宁夏 0.6% 0.6% 1.0% 银川 0.7% 24.8% 1.9%

新疆 -0.1% 1.2% 1.5% 乌鲁木齐 0.5% 14.0% 1.3%

全省人口变动幅度 省会城市人口变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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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全省除省会以外地区 vs 省会人口变动绝对量（万人）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有条件的省份”作为增长主力军或将是长期趋势 

2022年上半年疫情卷土重来，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比 2020年，这也意味着省份分化预计比 2021年

明显。这一点在政策层面的表述中已经有所体现，如中共中央政治局 7月 28日召开会议，出现了

“有条件的省份”这一提法——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而在全国

层面上则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显示出了对这两类地区的区别对

待。 

甚至我们认为，从支持政策来看，“有条件的省份”作为增长主力军，这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趋

势： 

⚫ 财政方面，在前期报告《专项债已到哪里去，财政活水还能哪里来？》中我们发现，全年专

项债发行地域集中度偏高，经济强省（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承担了更多专项债发行

和扩大政府投资的责任，具体集中度来看，专项债发行规模前五大省份金额合计占比为

39.3%，2019-2021年分别为 34.6%、34.2%、36.2%。充分体现了今年 4月 12日财政部副

部长许宏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的“适当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集中度，额度

要向中央和省级重点项目多的省市级倾斜，坚决不‘撒胡椒面’”的特征，可见财政资源的

分配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分化； 

省份 对应省会城市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北京 /

天津 /

河北 -12.8 -3.6 13.0 石家庄 -3.0 20.4 8.0

山西 -92.3 -9.0 太原 85.7 4.0

内蒙古 -6.9 -43.9 -8.1 呼和浩特 4.1 31.7 1.1

辽宁 -30.9 -96.3 -14.6 沈阳 4.8 74.8 0.6

吉林 -26.1 长春 2.0

黑龙江 -33.4 -8.8 -62.5 哈尔滨 -12.5 -75.3 -9.5

上海 /

江苏 17.8 -73.7 16.6 南京 10.4 82.0 6.4

浙江 47.8 58.1 66.1 杭州 23.9 35.2 35.9

安徽 -1.3 -105.3 5.8 合肥 9.5 118.1 10.2

福建 15.6 16.4 26.0 福州 10.0 8.0 7.0

江西 -20.3 -62.0 -2.5 南昌 18.2 65.4 5.5

山东 -7.9 29.1 -115.8 济南 13.4 29.4 144.8

河南 -70.7 -186.3 15.4 郑州 12.5 226.5 21.6

湖北 -34.9 -305.7 -3.1 武汉 120.1 123.6 13.1

湖南 -41.2 -161.3 -19.0 长沙 17.8 166.6 24.0

广东 53.4 91.8 107.9 广州 7.0 42.8 33.1

广西 10.3 -104.1 25.9 南宁 8.0 140.8 9.1

海南 7.3 3.7 海口 10.0 9.3

重庆 /

四川 -23.2 -416.9 4.9 成都 24.5 436.6 25.1

贵州 -17.1 5.5 14.6 贵阳 11.3 4.4 11.4

云南 -36.4 -142.8 1.0 昆明 4.2 151.0 10.0

西藏 1.6 4.1 拉萨 3.0 2.9

陕西 -21.0 -50.3 -31.0 西安 20.3 61.0 44.0

甘肃 -11.7 -66.6 -9.7 兰州 1.3 58.1 3.7

青海 0.5 -5.3 1.4 西宁 0.8 8.1 1.6

宁夏 2.0 -52.9 3.1 银川 2.0 56.9 4.3

新疆 -3.5 -18.3 34.4 乌鲁木齐 2.0 49.8 4.6

全省除省会外人口变动 省会城市人口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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