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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省60岁及以上人口为1146.2万人，占常住人

口 18.75%。与 2020 年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27.8万

人，比重上升0.4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21年我省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为189.5万

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3.1%，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

2021年我省城镇化建设虽取得一定发展，但总体水平

依然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5.33 个百分点。16个市城镇化发

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排名第一的合肥与排名最后的

阜阳之间的城镇化差距由上年的 40.31 个百分点扩大为

41.30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21年城镇化率排名前三的合肥、芜湖、马鞍

山三市常住人口1529.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25.0%，城

镇化率在70%以上，对全省城镇化发展贡献率为21.96%，拉

动全省城镇化率提高0.23个百分点；排名靠后的阜阳、宿州、

六安、亳州四市常住人口2288.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

37.4%，城镇化率在50%以下，四市对全省城镇化发展的贡献

率为16.85%，拉动全省提高0.18个百分点。各市间城镇化发

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比较明显。

分析 老龄化程度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5%

2021年安徽常住人口6113万人
近六成住在城镇，增量居中部第二

5月10日，安徽省统计局发布2021年安徽人口发

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6113万

人，比2020年“七普”时增加10万人，在16个市中，合肥

人口增加最多，增加9.5万人。同时，我省近六成常住人

口住在城镇；每10万人中，13847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增加…… ■ 记者 沈娟娟

据2021年全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21年全省常

住人口 6113 万人，比 2020 年“七普”时增加 10万人，增长

0.16%，比过去十年年均增速低0.09个百分点，人口增速放缓。

在中部六省中，我省人口增量居第二位，次于湖北省（增

加55万人），其余4省人口均为负增长。

合肥人口增加9.5万人
16个市中，阜阳、宣城、池州、亳州、铜陵、马鞍山6市人口

减少，其他10市人口增加，其中合肥人口增加最多（增加 9.5

万人），阜阳人口减少最多（减少2.9万人）。

从人口增量结构看，人口流动对常住人口增长起到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省人口回流2万人，2021年增

加到9.7万人。

近六成常住人口住在城镇
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3630.5万

人，占59.3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482.5万人，占40.61%，与

202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71万人，乡村人口减少61万人。

长三角三省一市中，我省城镇化增速居第一位；在中部六

省中，居第二位。16个市中，城镇化率最高的为合肥84.04%，

最低的为阜阳42.74%；城镇化率超过70%的，除合肥外，还有

芜湖和马鞍山市；在60%至70%之间的，分别是铜陵、淮北、滁

州、淮南、宣城和池州市。城镇化率不足60%的市由2020年

的8个减少为2021年的7个，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

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增加
2021年，我省常住人口中，全省0～15岁人口为1218.3万

人，占全省人口的19.93%；16～59岁人口为3748.5万人，占

61.32%。与2020年相比，0～15岁人口减少29.1万人，16～59

岁人口增加39.9万人。

根据我省人口年龄结构推算，未来一段时期，随着

1962～1964年出生高峰期人口相继达到退休年龄，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和比重仍将延续之前的下降趋势。

每10万人中
13847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2021年常住人口中，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1年，

比2020年提高0.16年；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为10.57年，

较上年提高0.17年；总人口文盲率由4.49%下降为 4.30%，下

降0.19个百分点。

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3847人，比

2020年增加567人。据分析，人口文化程度的持续提高，既反

映了我省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也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我省应健全完善生育制度，确保出生人口稳定增长。比

如加大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力度，及时兑现发放生育补贴奖

励、适当延长产假时间、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方式提高生育

意愿；提高妇幼保健水平，进一步加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改

善妇幼保健基础设施条件，培养和引进先进妇幼技术及人才，

完善妇幼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完善托育服务，建立健全幼托机

构设立及监管政策，提升公共幼托服务水平，引导和鼓励社会

力量开办普惠性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缓解部分家庭无力照看

幼儿的后顾之忧，减轻幼儿养育负担。

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我省应完善宏观政策总体规划，推动养老产业发展。比

如加快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养老服务从业标准

及行业监管制度，规范行业发展，以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为

引领，细化实化配套措施；大力推动民营养老产业发展，重点

发展普惠性养老，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鼓励私立养老机构

通过合理竞争，扩大规模，形成品牌效应；推广智慧养老服

务，加大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发展“人工智能+”智慧养

老服务，依托智能语音等智能平台，丰富养老产品供给，创新

养老服务模式。

加快发展特色地区产业
我省应加快发展特色地区产业，增强城市人口集聚能力。

合理布局各地特色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绿色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

城镇就业机会，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同时，按照各市

城市定位，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增强城市人口吸纳能力。稳步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增强城市

居住保障能力，降低城市住房和生活服务成本，增强城市吸引

力，引导人口、资源向城市集中，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

报告 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6113万人

5月10日晚，安徽省教育厅发

布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中小学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切实规范招生

入学行为。 ■ 记者 于彩丽

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为依据
选拔学生

《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免试就

近入学，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

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

据，不得以面试、面谈、评测等名义

选拔学生。义务教育学校不得招

收特长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义

务教育学校同步招生。全面落实

均衡分班要求。起始年级全面落

实均衡分班要求，不得通过考试分

班，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和

非重点班；非起始年级不得以升学

为目的重新组建加强班、尖子班、

升学班等。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

行免试、划片、就近入学的要求，按

照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学区

招收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不得违规

招收学区外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生
根据《通知》，普通高中继续实

行属地招生，具体招生范围由市级

教育行政部门在本市域内明确。

地处县域（含县级市）的公办普通

高中应在本县域内招生，地处设区

市城区的公办普通高中应在所在

区或本市若干城区内招生。民办

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纳入所在地教

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招生范围与

所在地公办普通高中保持一致，实

现同步招生；生源不足的，可由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在辖区内统筹调

剂安排招生计划。高校附属普通

高中招生范围与所在地其他公办

普通高中相同。

2022年建成全省统一的高中
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平台

严格防止产生新的大校额、

大班额，起始年级班额不得超过

55人；要将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具

体分解到直属学校和所辖县（市、

区），并指导监督各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依据办学条件、办学

行为、本地生源等情况细化到校，

招生计划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

要将确定的普通高中办学规模和

下达的招生计划及时抄报省教育

厅备案。

省教育厅在试点工作的基础

上，2022年建成全省统一的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平台，各市要

统筹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

对策 确保出生人口稳定增长

2022年安徽省普通
中小学招生入学规定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