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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向出现新趋势
在受访专家看来，短期而言，疫情降低

了一些人跨省就业的意愿，一线城市的人

口流入受到较大影响，省会城市则相对受

益；中长期而言，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均已

达到2000万量级，在政策以及市场“无形

之手”的双重作用下，人口增速或会放缓，

而一些产业活力强的新一线、二线城市，将

迎来更大的人口增长机遇。

2021年末，广州常住人口 1881.06 万

人，对比统计年鉴披露的2020年末常住人

口1874.03万，增长了7.03万。深圳2021

年年末常住人口有1768.16万人，比2020

年末常住人口1763.38万，仅增长了4.78万

人。尽管均为正增长，但远远不及过去10

年两座城市的人口增长“战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

和广州对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时新增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约为714万和

598万，平均每年新增约71.4万和59.8万，

增量分别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和第二。这很

大程度得益于两座一线城市“放低身段”，

广纳贤才的户籍政策。

如今，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达

到1800万、1700万量级，实际人口更是已

经突破了2000万大关，深圳从去年开始已

经在提高户籍门槛。

北京和上海，则在“十三五”期间分别

提出了“人口减量”和“严格控制人口规

模”，即便如此，2020年对比2010年常住人

口仍然分别增加了228万和185万。

而 2021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了0.4

万，上海则小幅增加了1.07万。四大一线

城市相加，2021年新增加的常住人口数量

为12.48万人。

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量反超
相比于一线城市过去一年常住人口增

长降速乃至负增长，二线城市的表现有更

多亮点。

风头最劲的当属武汉，新增人口数量超

过了120万，并且，1364.89万的常住人口总

量，也使得武汉重回中部人口第一城的位置。

武汉统计局披露，2021年年末全市户

籍人口934.1万人。全年户籍出生人口8.2

万人，出生率8.97‰；死亡人口5.4万人，死

亡率5.90‰。大致可以推算出，120万增量

常住人口。

武汉的人口增量表现“一枝独秀”背

后，有一定的原因是武汉2020年受疫情影

响最为严重，导致了一些人口短期外流或

外来人口未能如期返回的情况，而随着

2021年全年疫情的较好控制，经济恢复，人

口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2021年，武汉

GDP增速为12.2%，两年平均增速也达到

了3.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才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周仲高表示，从数据来看，城市间

出生人口虽有差异，但并不悬殊。造成部

分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更大，主要还是迁

移原因，随着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和就业压

力加大、二级城市公共服务条件改善并提

供更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部分人口从一

线城市流向二线城市。

城市研究专家孙不熟表示，一线城市

往往有大量的跨省流动人口，在疫情形势

下，人员跨省出行、就业的成本更高，综合

评估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返乡退

守，或者去同省的省会城市。

农民工的流向或许一定程度佐证了这

一判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当年省内流动的农

民工人数为10042万人，比上年增加135万

人，占比为58.5%，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提

升了1.6个百分点。

人口流向趋势生变？
2021 年的人口流向变化，是否预示

了长期的趋势？

在受访人士看来，除去疫情的短期影响

之外，从更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一线城市的

人口增长将会放缓，而新一线、二线城市还

有较大的机会。周仲高表示，城市人口适度

容量是多种因素制衡的综合结果，一线城市

人口规模达到一定体量后，在人口发展方面

更会关注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情

况，提升人口综合竞争力和人口贡献率。

孙不熟也指出，一线城市在经历“人口

换血”，大量的学历型人口流入，而产业工

人流出，总人口增速下降会成为趋势。

周仲高则强调，未来我国人口空间分

布将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从高度集聚走

向更优集聚，既要发挥集聚的规模效应，也

要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人口流向新一线城市人口流向新一线城市
短期扰动还是长期趋势短期扰动还是长期趋势？？

1~4月累计印花税1909亿元

据财政部网

站消息，1~4 月

累计印花税1909

亿元，比上年同

期 增 长 19.3% 。

其中，证券交易

印 花 税 1250 亿

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21.9%。

2021年部分城市人口增量排名2021年，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势头明显超过了一线城市。从2010年到

2020年，全国人口流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去北上广深”。这10年间，深圳、广州的常住人口分

别增加了714万和598万，是连续几年人口流入的明星城市，即便是户籍政策最为严格的北京

和上海，人口增量也分别达到了228万和185万。

简单计算可知，四大一线城市的总人口增量达到了1725万，年均增量为172.5万。但

2021年，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量总和仅为12万余人，不及过去10年年均增量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包括武汉、成都、杭州等在内的新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表现更为突

出，武汉2021年新增了120万人，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的人口增量也在20万以上。

■ 21世纪经济报道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各地均为

2021年常住人口对比2020年末变化的情况，

但南昌是将2021年末的常住人口数量与比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

5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

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

权重由 10.92%上调至 12.28%。

这是2016年人民币“入篮”后首次

定值审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介绍，这是国际社会

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

地位，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

引力。

汪文斌表示，下一阶段中国

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市场

改革开放，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

者进入中国市场投资的程序，持

续改善营商环境，为境外投资者

和国际投资机构投资中国市场创

造更有利的环境。

国家发改委
推动国内消费持续恢复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18日消息，2022年，

各部门将围绕“帮销、促产、疏浚、解困”四大领

域，推进开展70项重点工作事项。下一步，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消费帮扶

各项年度重点工作落地落实，统筹推进脱贫地区

农产品产销对接，保障脱贫地区农产品顺畅流通，

不断扩大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推动国内消费持

续恢复，促进脱贫地区产业升级发展。 ■ 综合

城市

武汉

成都

杭州

西安

南昌

长沙

青岛

郑州

宁波

贵阳

广州

深圳

上海

北京

2021年常住人口

数量（万人）

1364.89

2119.2

1220.4

1316.3

643.75

1023.93

1025.67

1274.2

954.4

610.23

1881.06

1768.16

2489.43

2188.6

增加（万人）

120.12

24.5

23.9

20.3

18.25

18.1

15.1

12.5

12.4

11.38

7.03

4.78

1.07

-0.4

刘鹤强调
以开放促竞争 以竞争促创新

在全国政协5月17日召开的“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鹤指出，全球数字经济正呈现智能化、量子化、跨

界融合等新特征。要努力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全方位变

革，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支持数字企业在

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