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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普数据发布，老龄化加速而至，医疗康复养老前景广阔 
事件： 

国新办举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发布会。根据统计法和《全国

人口普查条例》，我国以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开展了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主要目的为全面查清我国人口数量、结

构、分布等方面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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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统计信息支持。  

重点内容解析： 

1、我国总人口 14.1亿人，增速有所放缓。2010-2020 年平均增长率 0.53%，

相比 2000-2010 年平均增长率 0.57%，下降 0.04 个百分点；育龄妇女特别

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

提高等因素共同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

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或将继续放缓，我国人口今后或将达到峰值，但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或将保持在 14 亿人以上。 

2、人口老龄化加速而至，趋势或将持续。1）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6 亿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9 亿人；2）老龄化进程

明显加快，2010-2020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 5.44 个百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 4.63 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

高 2.51 和 2.72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重要趋势（日韩等亚洲发

达国家老龄化更为严重），也或将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可能带来未来养老负担的加重与政府支出的提升，但同时与之匹配的老年产

品服务消费也有望加速发展。 

3、劳动力人口规模仍在，新生儿数量有所下降。1）我国 16-59 岁劳动年

龄人口 8.8 亿人，占比 63.4%，较 2010 年下降 6.8 个百分点，但从绝对规

模来讲劳动力资源仍然充沛，同时我国人口平均年龄为 38.8 岁（美国对应

为 38 岁），总体看依然年富力强。2）根据七人普初步汇总结果，2020 年我

国出生人口数量 1200 万人左右，相比前两年有所下降；2020 年我国育龄妇

女总和生育率 1.3，处于较低水平，或将成为未来持续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4、其他人口结构性变化：1）主要受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

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

2.62 人，相较 2010 年减少 0.48 人）；2）女性人口占比增加，性别结构持

续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 111.3，相较 2010 年下降 6.8）；3）人口流动趋势

更加明显（与 2010 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

离人口增长 192.66%，流动人口增长 69.73%）、4）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人

口素质不断提高（与 2010 年相比，文盲率由 4.08%下降为 2.67%）。 

投资观点：从已发布的七人普数据来看，我国总人口保持低速增长的同时，

老龄人口占比明显提升、劳动力人口占比下滑、新生儿数量减少等人口结构

的变化更值得关注，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影响着医药细分赛道成

长性。围绕我国人口增长情况与结构化特点，我们梳理了相关赛道及标的：

医疗康复养老服务（国际医学、信邦制药、三星医疗、南京新百、华邦健康、

大湖股份、盈康生命、宜华健康、湖南发展）；医疗康复养老器械（伟思医

疗、翔宇医疗、普门科技、诚益通）；辅助生殖（锦欣生殖、国际医学、麦

迪科技、通策医疗）。 

风险提示：医药行业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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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国新办举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发布会 

一、普查工作基本情况 

根据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我国以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开展

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主要目的是全面查清我国人口数量、结构、

分布等方面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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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七人普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口普查现场登记并发表重要

讲话。国务院成立七人普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全体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研究部署普查

有关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地方各级政府精心组织实施、通力协作配合，全国省、

市、县、乡、村级共组建 67.9 万个普查机构，选聘 700 多万名普查人员。各级人口普查

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全国所有家庭和人口进行了全面普

查，圆满完成普查入户登记任务。 

 

七人普全面采用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实时直接上报数据，首次实现普查对象通过扫描

二维码进行自主填报，强化部门行政记录和电力、手机等大数据应用，提高了普查工作

质量和效率。七人普邀请钟南山、姚明担任宣传大使，“大国点名、没你不行”等宣传口

号深入人心，加大了宣传力度。七人普坚持依法进行，认真落实普查方案的各项要求，

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追溯和问责机制，在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中随机抽取 141 个县的 3.2 万户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查，结果显示，七人普漏登

率为 0.05%，普查过程严谨规范，普查结果真实可靠。 

二、普查主要数据 

1、人口总量。全国人口（注：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

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共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的 133972 万人相比，增

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

长率 0.57%下降 0.04 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 10 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2、户别人口。全国共有家庭户 49416 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129281 万人；集体户 2853

万户，集体户人口为 11897 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62 人，比 2010 年的 3.10

人减少 0.48 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

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3、人口地区分布。东部地区人口占 39.93%，中部地区占 25.83%，西部地区占 27.12%，

东北地区占 6.98%。与 2010 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2.15 个百分点，中部

地区下降 0.79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 0.22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 1.20 个百分点。

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4、性别构成。男性人口为 72334 万人，占 51.24%；女性人口为 68844 万人，占 48.76%。

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5.07，与 2010 年基本持平，

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3，较 2010 年下降 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

善。 

 

5、年龄构成。0—14 岁人口为 25338 万人，占 17.95%；15—59 岁人口为 89438 万人，

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相比，0—14 岁、15—59 岁、60 岁及以上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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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分别上升 1.35 个百分点、下降 6.79 个百分点、上升 5.44 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

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

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6、受教育程度人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836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上升为 15467 人，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文盲率由 4.08%下降为 2.67%。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

反映了 10 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

口素质不断提高。 

 

7、城乡人口。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 万人，占 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0979

万人，占 36.11%。与 2010 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23642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16436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 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 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

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8、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为 49276 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1694 万

人，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4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人

户分离人口增长 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 69.73%。

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

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9、民族人口。汉族人口为 128631 万人，占 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2547 万人，

占 8.89%。与 2010 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 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 10.26%，少

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 0.40 个百分点。民族人口稳步增长，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我国各民族全面发展进步的面貌。 

 

图表 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一览 

项目  2021 2010 2021 相对 2010 

人口总量    

    人口总量（万人） 141178 133972 +7206（+5.38%） 

    年平均增长率 0.53%（相对 2010） 0.57%（相对 2000）  

户别人口    

    家庭户（万户） 49416   

        家庭户人口（万人）   129281   

            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人）     2.62     3.1     -0.48 

    集体户（万户） 2853   

        集体户人口（万人）   11897   

人口地区分布    

    东部地区人口占比 39.93%  +2.15 百分点 

    中部地区人口占比 25.83%  -0.79 百分点 

    西部地区人口占比 27.12%  +0.22 百分点 

    东北地区人口占比 6.98%  -1.20 百分点 

性别构成    

    男性人口及（占比），万人 72334（51.24%）   

    女性人口及（占比），万人 68844（48.76%）   

    总人口性别比（男/女，女性 100 基数） 105.07  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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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女，女性 100 基数） 111.3  -6.8 

年龄构成    

    0—14 岁人口及（占比），万人 25338（17.95%）  占比+1.35 百分点 

    15-59 岁人口及（占比），万人 89438（63.35%）  占比-6.79 百分点 

    60 岁以上人口及（占比），万人 26402（18.70%）  占比+5.44 百分点 

        65 岁以上人口及（占比），万人 19064（13.50%）   

受教育程度人口    

    大学文化程度（万人） 21836   

        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人）   15467   8930   +6537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9.91   9.08   +0.83 

        文盲率   2.67%   4.08%   -1.41 百分点 

城乡人口    

    居住城镇人口及（占比），万人 90199（63.89%）  人口数+23642 

    居住农村人口及（占比），万人 50979（36.11%）  人口数-16436 

        城镇人口比重   +14.21 百分点 

流动人口    

    人户分离人口（万人） 49276  +88.52%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万人）   11694    +192.66% 

        市辖区内流动人口（万人）   37582    +69.73% 

            跨省流动人口（万人）     12484   

民族人口    

    汉族人口及（占比） 128631（91.11%）  +4.93% 

    各少数民族人口及（占比） 12547（8.89%）  +10.26%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0.40 百分点 

资料来源：国务院，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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