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住人口：
突破6200万人，比上年增加59.3万人

2017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6254.8 万人，比上年
增加 59.3 万人，增长 0.96%，同 2010 年安徽省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0.7%。

城乡人口：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53.49%

全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3345.7
万人，占总人口的 53.4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909.1万人，占总人口的46.51%。同2016年相比，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

性别：男性占50.5%
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为 3158.7 万人，占总人

口 的 50.5% ；女 性 为 3096.1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49.5%。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为102.06。

年龄：65岁以上人口占12.38%
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163.4万人，

占总人口的 18.6%；15～64 岁人口为 4317.1 万人，
占总人口的 69.02%，其中 16～59 岁人口为 3955.5
万人，占总人口的 63.24%；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135.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6%,其中 65 岁及以上
人口为774.3万人，占总人口的12.38%。

同2016年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0.29
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0.38个百分点。

受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27年
全省 15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大学（指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人口占 15.3%，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占
16.6%，初中、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占 61.0%，人均受
教育年限为 9.27 年，比 2016 年增加 0.04 年。全省
总人口文盲率为 5.45%，比 2016 年下降 0.15 个百
分点。

分析：
我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
过 10%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7%，即已进入
人口老龄化阶段。我省自 1998 年起就已进入老龄
化阶段。

近几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
事业的不断发展，人口寿命延长，我省老年人口数
量逐年增多。

记者了解到，我省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大省，外出
人口多以中青年为主，导致我省常住人口老龄化程
度加深，社会抚养负担进一步加重。2017年，全省常
住人口中，0～14岁人口1163.4万人，占18.6%，比上
年上升 0.29 个百分点；15～64 岁人口 4317.1 万人，
占 69.02%，下降 0.67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
774.3万人，占12.38%，上升0.38个百分点。

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上升
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受政

策影响，2017 年我省新出生人口 87.6 万人，比上年

增加 7.3 万人，增量比上年多 6 万人，出生率达到
14.07‰，比上年上升1.05 个千分点；死亡人口36.7
万人，比上年减少0.1万人，死亡率5.9‰，比上年下
降 0.06 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为 8.17‰，比上年上
升1.11个千分点。

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生活水平的提高
及医疗条件的改善，2017年我省呈现“高出生、低死
亡”的人口变动特点，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达
到2000年以来最高值。

外出人口回流8.5万人
据悉，2013 年，我省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现

象，今年已连续第五年持续回流，我省人口迁移已
步入“外出人口持续回流”的新时期。

2017年全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我省
外出人口1057.5万人，外出人口回流8.5万人，与去
年基本持平，占当年常住人口增量的14%。从我省
外出人口流向看，主要集中在苏、浙、沪，三省市合
计为 838.6 万人，占全省流向省外人口的 79.3%，流
向三省市的人口分别占 29.2%、27.0%和 23.1%；其
次是流向广东和北京，分别占4.2%和3.4%，其他25
个省市占13.1%。

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
2017年全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出生

人口性别比为113，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下降了15.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2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相关人士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出台
后，更多的人希望能够儿女双全，选择性别终止妊
娠情况减少，主观意愿的转变推动了出生人口性别
比持续下降。此外，我省连续多年将综合治理出生
人口性别比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依法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深化“关爱女孩”行动，
进一步加大对女孩户的扶持，不断完善促进社会性
别平等相关政策的实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下降
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城镇化进程加快
2017 年，我省继续放宽大中城市落户门槛，全

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精简申领城镇户
口手续，积极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
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显示，全省城镇常住人口 3345.7 万人，比上年增加
124.7 万人，增长 3.87%。2017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为53.49%，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超出我省十
三五规划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期年均增长速度
0.4 个百分点，反映出 2017 年我省空间发展格局进
一步优化，城乡发展趋于协调。

预测：
2020年，我省孕龄妇女下降至1450万

据透露，当前我省15～49岁孕龄妇女人数仍处
于高峰水平，2012年以来维持在1600万人左右，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生育水平。

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积
压得到有效释放，推高了我省出生人口数量，近几年出
生人口数量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但随着生育积压的
逐步释放，以及我省孕龄妇女总量的逐渐减少，“预测
2020年全省15～49岁孕龄妇女下降至1450万左右，
加上社会抚养压力的不断增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定程
度上抑制生育意愿的释放，我省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
量冲高后仍将逐渐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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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省常住人口突破6200万人
男性占50.5%，12.38%是65岁以上人口，全省老龄化加深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掌中
安徽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
据2017年全省人口变动情况
抽样调查显示，2017年全省
常住人口达 6254.8 万人，突
破6200万关口。

▋记者 沈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