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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热点洞见 1从七普看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和机遇

摘要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公报（以下简称七普）。此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时间为
2020年11月1日至12月10日，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
标准时点，对我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境外但未定居的
中国公民，逐户逐人进行了普查登记。

人口普查是全面查清国家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的重要
途径，中国目前为止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分别于
1953、1964、1982、1990、2000、2010、2020年进
行。在现行统计制度下，人口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
尾数为“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其余年份进行人口抽
样调查，其中尾数为“5”的年份进行规模较大的1%
人口抽样调查，也称为“小普查”。需要注意的是，人
口普查与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不同。人口普查以全体目
标人群为调查对象，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利用抽样比
推算获得。相比之下，人口普查不存在抽样误差，漏登
率更低，数据更为准确。因此，根据普查结果修正中间
年份的历史数据亦是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之一。

人口普查为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准确的统计信
息支持。七普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口增速放慢，老龄化
加速，而生育率较低。为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实施三胎政策和配套
支持措施。会议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
考虑，通过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
业合法权益，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增强适龄青
年的生育意愿，提高我国生育率。

本文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人
口素质等方面对七普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人口
变化的五个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和市场
机遇。

我们认为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可以用“一慢四快”概况：

• 人口增速放慢

• 老龄化加快

• 城镇化加快

• 人口流动加快

• 人口素质提升加快

人口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
中国人口变化对未来市场可能带来如下影响和机遇：

• 一老一小消费市场广阔

• 国货品牌快速崛起

• 社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大有可为

• 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加速

• 人才红利推动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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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热点洞见 2从七普看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和机遇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七普）。此次
人口普查的调查时间为2020年11月1日至12月10日，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
时点，对我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逐户逐人进行了普查
登记。

人口普查是全面查清国家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的重要途径，中国目前为止进行了
七次人口普查，分别于1953、1964、1982、1990、2000、2010、2020年进行。在
现行统计制度下，人口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尾数为“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其余
年份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尾数为“5”的年份进行规模较大的1%人口抽样调查，
也称为“小普查”。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不同。人口普
查以全体目标人群为调查对象，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利用抽样比推算获得。相比
之下，人口普查不存在抽样误差，漏登率更低，数据更为准确。因此，根据普查结
果修正中间年份的历史数据亦是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之一。

人口普查为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本文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
结构和人口素质等方面对七普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人口变化的五个趋势，
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和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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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热点洞见 3从七普看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和机遇

我国总人口低速增长

从总体规模上看，我国总人口在2010-2020年间保持了低速增长的趋势。七普数据显
示，2020年全国人口共计14.1亿，较2010年六普的13.4亿增加了7,206万人，略低于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2020年人口达14.2亿人预期。2010
至2020年间，我国总人口年均增速为0.53%，较2000-2010年间0.57%的年均增速下
降了0.04个百分点（图1）。随着建国早期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增长惯性逐渐消退，
专家估计我国可能在2026-2030年间迎来总人口的“拐点”1。

生育率较低是人口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

七普数据指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平，进入1.5以
下的“低生育率”区间。从国际上看，低生育率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共性问
题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30个经济体曾总和生育率持续10年以上低于1.5，其中
19个为发达经济体。2018年，全球仅有37%的中等偏上及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高
于代际更替水平。但是，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并非无法摆脱，德国在连续40年
总和生育率低于1.5后，通过提高育婴父母的福利、推动工作和家庭平衡、提高普惠
托育水平、放宽移民政策等措施，使总和生育率于2015年回升至1.5，并在此后保持
稳定。

人口增速放慢

图1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总人口及人口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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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毕马威分析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经济日报，2021年5月12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2_1817336.html 

趋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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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热点洞见 4从七普看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和机遇

具体到我国而言，历史上，中国三次婴儿潮分别在建国初期、1962-1973年左右、
1986-1990年左右出现，出生人数的波动存在明显的周期性，但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
策，第四次婴儿潮并未在2010年左右出现（图2），且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在
2011年达到约3.8亿的顶峰后持续减少，使2010年后出生人口直接进入下行区间。生
育政策逐渐放宽使出生人口短期上升，继“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于2011年、
2013年相继放开后，2016年中国放开“全面二孩”，在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大
幅增长至1,883万和1,765万人2，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升至2017年的50%左
右。随着此前积累的存量释放，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回落，但出生人口中的二孩及
以上孩次占比在2019年仍高达59.5%，“二孩效应”放缓但仍在延续，使得2020年
0-14岁少儿人口占比较2010年回升1.4个百分点。

主观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应该得到关注。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主
观生育意愿为1.8，亦低于代际更替率。主观生育意愿的降低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自然现象，随着人口受教育年限延长，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女性初育年龄整体
有所推迟。并且，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在职场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6至
2019年间女性就业人员占比保持在43%-44%之间，使得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进一步
提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生育、养育成本较高，特别是大城
市中教育、医疗、住房给年轻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值得关注的是，我国1.3的
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1.8的生育意愿，完善生育政策降低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时间
压力和心理压力，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有助于缩小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
差距，提高生育率。

图2 出生人口数量，百万人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统计摘要》，Wind，毕马威分析

2 原先公布的这两年出生人口数分别为1,786万人和 1,723万人，七普后对该数据进行了修订。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2_1817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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