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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振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人口基于和挑战

2021/05/14

[经济日报]翟振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人口机遇和挑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原文链接：https://proapi.jingjiribao.cn/detail.html?id=33996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在站上“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前夕所开展的一项重

大国情国力调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效地经受住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严峻考验，平稳地完成了挨户采集逐人登记的系统工程，最终获取了详实的统

计数据、形成了扎实的数据公报。这为我们进一步地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更长远地制定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而切实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数据支撑。

相比以往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顺应了新时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大

趋势、实现了一系列质量控制方法的新突破，从而做到了将人口基数查得更实、人口底

数摸得更清。其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面启用电子化的方式采集数据。700余万名

普查人员持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深入数以亿计的家庭户及集体户，一举告别过去纸表

手记这种效率相对不太高、质量可能受影响的数据采集方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时

还增设了普查对象联网自主填报通道，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对于普查工作灵活性、隐秘性

等方面的要求。电子化的方式确保数据可直接上报和实时核准，扎牢了普查的质量控制

全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道“篱笆”。其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充分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校

验数据。作为在证明公民有效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具

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信息，身份证号被首次列入普查的主要内容。这使得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可以同公安部门户籍登记、卫健部门妇幼统计等在内的大数据相挂钩，彼此间实现

了各取所长、互通有无、查漏补缺，用大数据改善普查工作，推动数据质量控制技术更

上一个“台阶”。依靠着推陈出新、多管齐下的质量控制举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总

体上契合了求真求实、不重不漏的调查设计“初心”，漏登率仅为0.05％，属于国际上

公认的低漏登水平，高质量普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特别是在全球首屈

一指的人口大迁移大流动环境下，交出这样一份“答卷”更是殊为不易。

数量、结构、素质、分布是人口的基本范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从

这些方面出发，清晰地绘制出中国近10年间的人口发展“全景图谱”。

从人口数量看，近10年间，中国总人口数增长速度延续放缓势头。2020年，大陆地

区人口总体规模达到14.1亿人，相较于2010年“六人普”时，增加7205万人，其年平均

增长率为0.53％。这一增量比从2000年“五人普”到2010年“六人普”的10年间减少

185万人，增速降低0.04个百分点。显然，中国人口高速甚至于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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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渐远，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渐趋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则渐行渐近。

“十四五”时期预计将是21世纪最后一个人口完全正向增长的发展规划期，而到“十五

五”时期，我们会迎来中国人口总量的“拐点”。人口增长势头放缓以至扭转，主要是

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之后，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步伐明显加大加快，面

对着城镇化水平增长、受教育程度提高、离婚不婚率上升等诸多生育水平下行因素的持

续影响，相当程度地推迟延缓了生育水平走低态势。但是因育龄妇女规模在减小、结构

在老化等，出生人口数量降低的大走向不会根本改变，总人口数趋于零增长乃至负增长

的基本面不会根本改变。迈入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时代，是中国在人口领域所面对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程需关注的先导性议题，深刻影响

着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供给量、消费者需求量等。

从人口结构看，近10年间，中国已跨过了第一个快速人口老龄化期，我们很快还需

应对一个更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期。2020年，大陆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2.64

亿人，已占到总人口的18.7％。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的20年间，老年人口比例

增长了8.4个百分点，其中，从2010年“六人普”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年

间升高了5.4个百分点，后一个10年明显超过前一个10年，这主要与20世纪50年代第一

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人口队列相继进入老年期紧密相关。而在“十四五”时期，20世纪

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更大规模人口队列则会相继跨入老年期，使得中国的人

口老龄化水平从最近几年短暂的相对缓速的演进状态扭转至增长的“快车道”，老年人

口年净增量几乎是由21世纪的最低值（2021年出现）直接冲上最高值（2023年出现）。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迫切性空前凸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应势而为地将其

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未来直至21世纪中叶后，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增长的步伐尽管时

快时慢，但不会停，通过在劳动供给、财富储备、科技创新及产品服务供给等多方面持

续发力，人口老龄化给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压力有望得到化解，甚至于向动力转换。

从人口素质看，近10年间，中国人口教育水平又有新的较大幅度跨越，我们可在高

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中收获更多“人口质量红利”。2020年，大陆地区每10万人中具有大

学文化程度的达到15467人，比2010年“六人普”时高出6537人，高中文化程度的相应

比例同期也有升高，初中文化程度、小学文化程度比例以及不识字率则在降低。这无疑

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持续发展所结出的“硕果”。义务教育

推行、高中教育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举措，未

来还将推动中国人口教育水平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从而以更加优质充裕的人才人力资源

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根基。高质量发展应当把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结构老化

等方面的劣势寓于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提高的优势中，从而释放新动力、激发新活力。

从人口分布看，近10年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突破50％后仍保持快速增长趋

势，我们还将延续大规模的乡城迁移流动。2020年，大陆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3.9％，相较于2010年“六人普”时的49.7％，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人口迁移流动是

城镇化率从2010年“六人普”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继冲上50％和60％大关的

主推进力，广东省也由此继续成为人口数量第一大的省份。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一般规

律看，中国当前仍然处于城镇化率有潜力以较快速度提升的发展机遇期，“十四五”时

期可突破65％的城镇化率，乡城之间因此还将呈现出大迁移大流动的基本格局。在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历史上千百年的“乡土中国”正日益发展为“城镇中

国”，这可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

开发好、利用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数据“宝藏”，将为新人口特征下有新思

路、新人口形势下有新对策更好贡献力量。

（作者翟振武，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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