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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口结构分析 

全国人口突破 14 亿人次，年平均增速仅为 5.3%，65 岁及以上人口比

重占到 13.5%，全国整体即将步入老龄社会。本个十年内，我国人口继续

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将持续面临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压力；但是也要注意到本次人口统计显示出来的积极的因素，

即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升，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大幅增加，

以及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区域人口结构分析 

分省份来看，全国人口仍然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特点。人口从内陆中

部和东北部地区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本个十年内东部地区人口所

占比重大幅增加。山西省面临着人口逐步流出，本个十年内人口净流出的

境况。 

全国人口不均衡分布，人口大部分向东部地区流动。分区域看，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2.15pct，中部地

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0.79pct，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0.22pct，东北地

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1.20pct。人口流动区域化明显，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

人口占比增加，内陆稍微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占比下降。更多的人口从

内陆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短期内这种趋势仍会

持续。 

广东及山东人口已超 1 亿人次。31 个省份中，人口超过 1 亿人的省份

有 2 个，分别是广东和山东；在 5000 万人至 1 亿人之间的省份有 9 个；在

1000 万人至 5000 万人之间的省份有 17 个；少于 1000 万人的省份有 3 个。

其中，人口居前五位的省份合计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为 35.09%。六个省份

人口净流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31 个省份中，有 25 个

省份人口增加。有 6 个省份人口减少，分别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

省、山西省、甘肃省、内蒙古省，东北三省人口大幅流出。 

12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31 个省份中，15—59

岁人口比重在 65%以上的省份有 13 个，在 60%—65%之间的省份有 15 个，

在 60%以下的省份有 3 个。除西藏外，其他 30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比重均超过 7%，这也证明了我国整体处于老龄化社会。山西省 65 岁及

以上人口比重为 12.9%，低于全国比例 0.6pct。除了东北三省外，重庆、四

川、上海、江苏四个省市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在 16%以上，老年人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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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位居全国前列，其中重庆占比高达 17%。 

31 个省份中，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

呈现绝对领先的情况，尤其是北京市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 42，

拥有绝对优势。山西省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位于第 8 位，有较大

优势。 

 山西人口结构分析 

过去十年间，山西省人口减少 80 余万人，成为少数的人口流出的省份

之一。但是，也要注意到一些积极因素，即山西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12.9%，这一比例低于全国比例，而且山西省人口受教育年限 10.5 年，位

于全国第四位，拥有大学程度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为 17.4%，位于全国第八。 

具体分析山西省内十一个市，太原仍然是全省最有活力与潜力的城市，

而在各项统计中忻州、朔州、吕梁等地区都远远落后。未来山西省的发展，

一是要发挥太原市的领头羊作用，集中力量以太原市的发展牵引山西省的

发展，形成省会城市的辐射作用；二是要，保持均衡发展，关注忻州、朔

州等晋北地区发展。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全省常住人口为 34,915,616 人，与 2010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5,712,111人相比，十年间减少796495人，减少2.23%，

年平均增长率为-0.23%。在本次人口普查中，除去东北三省外，山西省为

人口减少最多的省份，在十年间减少了 80 余万人。太原及晋中市人口稳步

增加。与 2010 年人口普查比较，人口比重上升的一共有 2 个，分别是太原

市、晋中市。 

本个十年内，山西省整体老龄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全省 65 岁及以上人

口比重显著上升，而 15-64 岁人口比重显著下降。这一现象与全国的现象

保持了一致。全省 11 个市中，太原市仍具有年龄优势，而忻州市已面临深

度老龄境况。忻州市、阳泉市、大同市、晋城市、运城市 5 个市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 13%。其中，忻州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5%。 

本个十年内山西省高学历人口大幅增长。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721 人增加为 17,358 人；全

省 11 个市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11 年以上仅有太原市，平均受教育年限

在 10 年至 11 年之间的共有 8 个市，分别是晋城市、晋中市、阳泉市、运

城市、长治市、临汾市、大同市、朔州市。 

与全国城镇化率相比，山西省城镇化率还有增长空间。全省常住人口

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21,831,494 人，占 62.53%；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3,084,122 人，占 37.47%。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

增加 4,670,950 人，乡村人口减少 5,467,445 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 14.48

个百分点。较全国城镇化率 63.89 还有 1.36 个百分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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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人口结构分析 

5 月 1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5 月 26 日以来，各省市也相继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本次人口统计显示出，全国人口突破 14 亿人次，年平均增速仅为 5.3%，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占到 13.5%，

全国整体即将步入老龄社会。本个十年内，我国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未来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但是也要注意到本次人口统计显示出来的积极的因素，即全国

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升，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大幅增加，以及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1 本个十年内人口总体低速增长 

本个十年内，全国人口低速增长。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普查登记的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 1,411,778,724 人（不包括港澳台），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339,724,852 人

相比，增加 72,053,872 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年平均增速在 1990 年人口普查之后呈现

逐步下降趋势，2000 年后年平均增速保持在 1%以下，第二个十年比第一个十年人口增速降低了 0.04pct。

人口增长放缓受到多方面影响，虽然“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政策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出生人口出现阶

段性回升，但当前整体来看对生育的提振作用相对有限。 

图 1: 本个十年内，人口保持低速增长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1.2 性别比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有所放缓 

本个十年内，全国人口性别比基本保持不变。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723,339,956 人，占 51.24%；

女性人口为 688,438,768 人，占 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以下均如此定

义）为 105.07，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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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比逐渐下降  图 3: 人口性别比逐渐下降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4: 2000 年后，男性人口增速下降较大  图 5: 2000 年后，女性人口增速较快下降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3 老龄社会的到来与应对 

1.3.1 我国整体即将步入老龄社会 

本个十年内，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显著上升而 15-64 岁人口比重显著下降。全国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253,383,938 人，占 17.95%；15—59 岁人口为 894,376,020 人，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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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0-14 岁人口比例开始微幅上升。 

表 1：本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年龄划分 

年龄 人口数(人) 比重(%) 

总计 1,411,778,724  100.00 

1-14岁 253,383,938  17.95 

15-59岁 894,376,020  63.35 

60岁及以上 264,018,766  18.7 

其中：65岁及以上 190,635,280  13.5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6: 2010 年及 2020 年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7: 我国整体即将步入老龄社会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8: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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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根据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 60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 10%，或者 65 岁及以上的

人口比例达到 7%以上，即可被称为老龄化社会；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 14%即可被称为老龄社会；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 20%，则可被称为过度老龄社会。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

例为 6.96%，已经处于老龄化边界；2010 年人口普查，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8.87%，中国已经处于

老龄化社会；本次 2020 年人口普查，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13.5%，中国整体已经即将步入老龄社会。

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与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密切相关。随

着 20 世纪中期出生高峰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快的一段时间。 

1.3.2 顶层设计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都具有深远影响。而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会显著影响未来我国人口政策

的制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已出台多项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及

即将到来的老龄社会。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应对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指出要主动布局加强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社会，要积极构建为老

服务供给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也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5 月 31 日召

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要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1.4 高学历人口比重大幅上升 

本个十年内，全国高学历人口比重大幅增加，增长超 6 个百分点。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

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8,360,767 人，占比 15.47%；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3,00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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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比 15.09%；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487,163,489 人，占比 34.51%；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349,658,828 人，占比 24.77%。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高学历人口占比上升较多，主要表现

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大幅升高。其中，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上升为 15,467 人；

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4,032 人上升为 15,088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8,788 人下降为 34,507 人；拥

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26,779人下降为 24,767人。按照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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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大幅增加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1.5 城镇化率大幅提高，仍有提高空间 

本个十年内，全国城镇化率进一步加大，比重上升了 14.21pct。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1,162 人，占 63.89%（2020 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5.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09,787,562 人，

占 36.11%。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236,415,856 人，乡村人口减少 164,361,984

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 14.21pct，与 2000-2010 年相比，城镇化程度进一步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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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至 2025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5%。而且从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来看，

一个国家城镇化率在 30%~70%之间是城镇化速度比较快的一个时期，中国现在城镇化率是在 63.89%，还处

在较快发展区间。 

图 10:城镇化率逐步上升，且上升速度有所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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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2、区域人口结构分析 

分省份来看，全国人口仍然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特点。人口从内陆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往东部发达地区

迁移、流动，本个十年内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山西省面临着人口逐步流出，本个十年内人口

净流出的境况，但是另一方面，山西省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高学历人才仍位于前列，未来更要注重人才的

高质量引进。 

2.1 人口向东部地区逐步流动，山西省人口净流出 

全国人口不均衡分布，人口大部分向东部地区流动。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人口为 563,717,119 人，占

39.93%；中部地区人口为 364,694,362 人，占 25.83%；西部地区人口为 382,852,295 人，占 27.12%；东北地

区人口为98,514,948人，占6.98%。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pct，

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0.79pct，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0.22pct，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1.20pct。

人口流动区域化明显，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占比增加，内陆稍微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占比下降。更

多的人口从内陆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短期内这种趋势仍会持续。 

图 11: 东部地区人口比重上升幅度较大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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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及山东人口已超 1 亿人次。31 个省份中，人口超过 1 亿人的省份有 2 个，分别是广东和山东；在

5000 万人至 1 亿人之间的省份有 9 个，分别是河南、江苏、四川、河北、湖南、浙江、安徽、湖北、广西，

其中河南人口也即将超过 1 亿人；在 1000 万人至 5000 万人之间的省份有 17 个，分别是云南、江西、辽宁、

福建、陕西、贵州、山西、重庆、黑龙江、新疆、甘肃、上海、吉林、内蒙古、北京、天津、海南；少于

1000 万人的省份有 3 个，分别是宁夏、青海和西藏。其中，人口居前五位的省份合计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为 35.09%。 

六个省份人口净流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31 个省份中，有 25 个省份人口增加。人

口增长较多的 5 个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分别增加 21,709,378 人、10,140,697 人、

6,088,113 人、5,734,388 人、5,341,952 人。有 6 个省份人口减少，分别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山

西省、甘肃省、内蒙古省，分别减少 6,466,043 人、3,390,906 人、1,217,596 人、855,038 人、568,914 人、

601,782 人，东北三省人口大幅流出。 

图 12: 广东和山东人口超过一亿人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2.2 12 个省市已处于老龄社会，山西省老龄化率 12.9% 

12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31 个省份中，15—59 岁人口比重在 65%以上的省份有

13 个，在 60%—65%之间的省份有 15 个，在 60%以下的省份有 3 个。除西藏外，其他 30 个省份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 7%，这也证明了我国整体处于老龄化社会。其中，12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比重超过 14%，分别是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湖南、天津、湖北。

山西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12.9%，低于全国比例 0.6pct。 

除了东北三省外，重庆、四川、上海、江苏四个省市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在 16%以上，老年人口占

比位居全国前列，其中重庆占比高达 17%。值得注意的是，上海 2020 年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对缓解老



                                      

 

证券研究报告：宏观研究/区域经济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分析师承诺和声明                                                     13  

龄化程度将有一定积极作用，未来其他省份也要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 

图 14: 重庆、四川、上海、江苏面临深度老龄社会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2.3 北上高学历人口比重拥有绝对优势 

31 个省份中，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呈现绝对领先的情况，尤其是北

京市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 42，拥有绝对优势。山西省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位于第 8 位，

有较大优势。 

31 个省份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10 年以上的省份有 13 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广东、

辽宁、陕西、江苏、吉林、新疆、海南、内蒙古、湖北；在 9 年至 10 年之间的省份有 14 个，黑龙江、湖

南、河北、宁夏、重庆、浙江、河南、山东、江西、福建、广西、安徽、四川、甘肃；在 9 年以下的省份

有 4 个，分别是青海、云南、贵州、西藏。与 2010 年各省份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相比，有 10

个省份位次上升，分别是山西、陕西、江苏、新疆、海南、湖北、宁夏、重庆、浙江、安徽。其中，山西

上升了 2 个位次；11 个省份位次下降，分别是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河北、河南、山东、江西、福

建、广西、四川；其余省份位次保持不变。 

图 15: 北京高学历人口比重拥有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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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6: 2020 年各省份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7: 2010 年各省份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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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人口结构分析 

过去十年间，山西省人口减少 80 余万人，成为少数的人口流出的省份之一。但是，也要注意到一些积

极因素，即山西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12.9%，这一比例低于全国比例，而且山西省人口受教育年限 10.5

年，位于全国第四位，拥有大学程度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为 17.4%，位于全国第八位。 

具体分析山西省内十一个市，太原仍然是全省最有活力与潜力的城市，而在各项统计中忻州、朔州、

吕梁等地区都远远落后。未来山西省的发展，一是要发挥太原市的领头羊作用，集中力量以太原市的发展

牵引山西省的发展，形成省会城市的辐射作用；二是要，保持均衡发展，关注忻州、朔州等晋北地区发展。 

3.1 总体人口净流出，太原市人口增加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全省常住人口为 34,915,616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5,712,111

人相比，十年间减少 796495 人，减少 2.23%，年平均增长率为-0.23%。在本次人口普查中，除去东北三省

外，山西省为人口减少最多的省份，在十年间减少了 80 余万人。 

图 18:山西省人口增速逐步下行，至本个十年已变为负增速 

 

资料来源：山西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太原及晋中市人口稳步增加。全省 11 个市中，常住人口超过 500 万人的市有 1 个，为太原市，常住人

口 5,304,061 人，占全省人口比重为 15.19%，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1.77%提高 3.42pct。其余各

市常住人口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运城市 4,774,508 人、临汾市 3,976,481 人、吕梁市 3,398,431 人、晋中市

3,379,498 人、长治市 3,180,884 人、大同市 3,105,591 人、忻州市 2,689,668 人、晋城市 2,194,545 人、朔州

市 1,593,444 人、阳泉市 1,318,505 人。与 2010 年人口普查比较，人口比重上升的一共有 2 个，分别是太原

市、晋中市；下降的一共有 9 个，分别是运城市、临汾市、吕梁市、长治市、大同市、忻州市、晋城市、

朔州市、阳泉市，其中忻州下降 0.89pct，为比重下降最多的城市。太原、晋中市人口比重上升主要得益于

太原的快速发展以及太原及晋中的同城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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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全省仅太原及晋中人口比重增长 

 

资料来源：山西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3.2 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 

本个十年内，山西省人口性别比继续稳步下降。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17,805,148 人，占 50.99%；

女性人口为 17,110,468 人，占 49.01%。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4.06，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05.56 相比下降 1.50。 

图 20:山西省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 

 

资料来源：山西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忻州、朔州等地区人口性别比仍较高。全省 11 个市中，常住人口性别比在 103 以下的市有 4 个，分别

是晋城、大同、运城、临汾；在 103 至 107 之间的市有 5 个，分别是忻州、太原、阳泉、晋中、长治；在

107 以上的市有 2 个，分别是吕梁、朔州。晋北地区的人口性别比较高。 

图 21: 吕梁、朔州、忻州等等地区人口性别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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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3.3 山西省整体老龄人口比重大幅上升 

本个十年内，全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显著上升，而 15-64 岁人口比重显著下降。全省常住人口中，

0-14岁人口为 5,709,895人，占 16.35%；15-59岁人口为 22,598,696人，占 64.73%；60岁及以上人口为 6,607,025

人，占 18.92%，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504,674 人，占 12.9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0-14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0.74pct，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6.65pct，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7.39pct，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33pct。2020 年与 2010 年相比较，15-64 岁人口比重显著下降，而 65 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显著上升，这是老龄社会的显著标志。这一现象与全国的现象保持了一致。 

表 2：本次人口普查，山西省人口年龄划分 

年龄 人口数(人) 比重(%) 

总计 34,915,616  100 

1-14岁 5,709,895  16.35 

15-59岁 22,598,696  64.73 

60岁及以上 6,607,025  18.92 

其中：65岁及以上 4,504,674  12.9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22: 本个十年内，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大幅增加而 15-64 岁人口比重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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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全省 11 个市中，太原市仍具有年龄优势，而忻州市已面临深度老龄境况。太原市和晋城市 15-59 岁人

口比重在 65%以上，其余 9 个市在 60%-65%之间。忻州市、阳泉市、大同市、晋城市、运城市 5 个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 13%。其中，忻州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5%。 

图 23: 忻州市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全省最高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3.4 山西省高学历人口比重排名前列 

本个十年内山西省高学历人口大幅增长。全省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为 6,060,480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5,755,952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3,599,508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6,810,494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

文化程度的由 8,721 人增加为 17,358 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5,733 人增加为 16,485 人；拥有初中文化

程度的由 45,126 人减少为 38,950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21,855 人减少为 19,506 人。 

图 24: 太原市高学历人口比重排名领先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本个十年内，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 0.9 年，太原市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与 2010 年第六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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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普查相比，全省常住人口中，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52 年提高至 10.45 年。全省 11

个市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11 年以上仅有太原市，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10 年至 11 年之间的共有 8 个市，分

别是晋城市、晋中市、阳泉市、运城市、长治市、临汾市、大同市、朔州市。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10 年以下

的有 2 个市，分别是忻州市、吕梁市。与 2010 年相比，晋城市、晋中市位次大幅上升，分别上升了 4 位和

5 位，而临汾市、阳泉市、阳泉市、大同市位次下降，其他市位次保持不变，忻州仍位于末位。 

图 25: 2020 年各市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26: 2010 年各市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3.5 山西省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与全国城镇化率相比，山西省城镇化率还有增长空间。全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21,831,494

人，占 62.53%（2020 年我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2.9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3,084,122 人，占 37.47%。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4,670,950 人，乡村人口减少 5,467,445 人，城镇人口比

重提高 14.48 个百分点。较全国城镇化率 63.89 还有 1.36 个百分点的空间。 

图 27:山西省城镇化率逐步上升，且上升速度有所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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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山西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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