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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总人口14.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

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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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78 万人！5 月 1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向社会公布。与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33972万人相比，我国
人口增加 7206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
普查数据全面摸清了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
布等方面情况，准确反映了当前人口变化的趋
势性特征。在当日国新办发布会上，有关负责
人进行了解读。

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人口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国
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晒”出了当前全国
人口家底以及10年间我国人口的发展变化。

“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
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
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口流
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
高。”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
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这样概括。

看人口总量，2020 年我国总人口达到 14.1
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18%，仍然是世界第
一人口大国；看人口质量，15岁及以上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年的 9.08年提高至 9.91
年；看性别构成，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1，比
2010 年的 105.2 略有降低；看年龄构成，0-14
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3092万人，比
重上升 1.35 个百分点；看人口迁徙流动，2020
年人户分离人口达到 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35%，其中流动人口 3.76 亿人，十年间增长近
70%；看人口的城乡结构，十年间城镇常住人
口增加了 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
14.21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
0.75个百分点。

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一国经济社会和人
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宁吉喆表示，我国人口基
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

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
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

从人口增速来看，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
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
0.04个百分点。如何看待？

“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
果，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
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生育养育成本
的提高，这些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宁吉喆说。

从人口增量来看，过去十年间人口增加了
7206万人，与前一个十年增加7390万人相比略
有下降，但基本持平。会上介绍，主要是三个
方面因素起作用。

人口保持了一定水平的惯性增长。我国人
口基数大，目前育龄妇女还有 3 亿多人，每年
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生育政策
调整取得积极成效。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
孩”政策的实施，出生人口的数量快速回升，
且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 2013年的 30%左
右上升到 2017年的 50%左右；人口的预期寿命
持续提高。我国年度死亡人口一直少于出生人
口，人口总量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
后的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宁吉喆表示，我国
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还有不确定
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
14亿人以上。

城镇化率将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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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结果显示，过去
十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较快。

“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促进
城镇化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城镇化
率仍将会保持上升的趋势。”国务院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副
局长李晓超说。

普查数据还显示出人口流动的一些特点。
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重仍在提高。2020

年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 3.31亿人，占整个流
动人口的比重达到 88.12%，比 2010年提高 3.85
个百分点。

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仍
比较高。其中，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
9181万人，占比达到73.54%。

省内流动人口增长更快。2020年省内流动
人口为 2.51亿人，比 2010年增加 1.16亿人，增
长 85.70%。省内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
重由2010年的61.15%，提高到66.78%，上升了
5.63个百分点，大约2/3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省内
近距离流动。

流动人口增加，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
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部分
地区和区域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的
结果。“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质
量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
进，我国城镇化将会更加科学适度的发展，人
口将会更加有序合理流动，形成经济社会和人
口流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李晓超说。

国家统计局 11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

“据测算，在 4 月份 0.9%的同
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
响约为 0.1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
约为0.8个百分点，比上月回落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
级统计师董莉娟分析说。

4月份，国内消费需求继续恢
复，物价运行总体平稳。国家发改
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丽岩
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
大 0.4 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居民消费恢复势头良好。

具体来看，4月份，食品价格
同 比 下 降 0.7% ， 降 幅 与 上 月 相
同 。 食 品 中 ，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21.4%，降幅比上月扩大3.0个百分
点 ； 鸡 肉 和 鸭 肉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8.0%和 2.0%，降幅均收窄 0.6 个百
分点；淡水鱼、羊肉和牛肉价格分
别上涨 26.4%、9.4%和 4.1%，鸡蛋
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分别上涨 8.6%
和8.4%，涨幅均有扩大。

非食品价格上涨 1.3%，涨幅比
上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
飞机票、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26.9%、20.1%和 21.9%，文化娱乐服
务和教育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2%
和 2.0%，文娱耐用消费品和大型家
用器具价格分别上涨1.0%和0.1%。

从环比看，4 月份，CPI 环比
下降 0.3%，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 食 品 价 格 下 降
2.4%，降幅收窄 1.2 个百分点。董
莉娟分析，随着生猪生产持续恢

复，加之消费需求有所回落，猪肉
价格继续下降 11.0%。非食品中，
疫情防控形势较好叠加节日因素影
响，居民出行大幅增加，飞机票、
旅行社收费、交通工具租赁费和宾
馆 住 宿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21.6% 、
5.3%、4.3%和3.9%。

随着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加快复
苏。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看到，消费者选购肉、蛋、蔬
菜等农副产品。据农产品批发市场
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鸡肉、鸭
肉、水产品和蔬菜消费旺盛，市场
备货充足。

随着消费持续升温，未来物
价是否会继续走高？

郭丽岩分析，从后期走势看，
我国国民经济循环加快，经济增长

稳中加固，居民消费领域商品和服
务生产供应充裕，特别是粮食供应
充裕、猪肉价格随着生猪生产恢复
逐渐回归正常水平，CPI保持平稳
运行具有坚实基础。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4月
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8%，涨幅比上
月扩大 2.4 个百分点。董莉娟分
析，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
响，主要行业价格涨幅均有所扩
大，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85.8%，扩大62.1个百分点。

郭丽岩表示，受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传导以及去年同期低基数等因
素影响，近几个月PPI涨幅还可能
进一步扩大，二季度可能出现全年
高点。但随着价格信号对原材料生
产流通的引导作用释放，国家有关
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场供应、
稳定市场秩序，上下游供需会进一
步匹配，大宗商品价格将逐步回归
供求基本面，预计全年PPI呈“两
头低、中间高”的走势，下半年将
有所回落。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记
者魏玉坤、邹多为）

4月CPI同比上涨0.9%

物价是否会继续走高？

新华社上海5月11日电（记者
何欣荣） 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区联
盟10日在上海成立。三省一市将携
起手来，更好发挥四地自贸试验区
的特色优势，共同打造制度创新的
试验田，促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

随着 2020 年 9 月安徽自贸区启
动建设，自贸区战略实现长三角三
省一市全覆盖。

“长三角自贸区联盟的成立是水
到渠成、顺势而为。”上海市发展改革
委综合改革处处长赵宇刚表示，长三
角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链供
应链相连相依、市场主体丰富活跃、
制度创新需求和场景应用多，通过设
立联盟，相信能够产生一系列化学反

应、倍增效应和溢出效益。
联动发展给四地自贸区带来新

的机遇。比如，浙江自贸区自挂牌
成立以来，油气产业成为其发展重
心。而要建设油气全产业链，需要
更好衔接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优势。
为此，沪浙正在共建长三角期现一
体化油气交易市场，打通期货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根据计划，长三角自由贸易试
验区联盟成立后，将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立足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
地、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等现有功能性平台资源，做强做优
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创
新、跨境研发等十大服务功能，进
一步深化四地自贸区的联动发展。

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成立

5月11日，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
谈会西安开幕。来自斯洛伐克、比利时、韩国、塔吉克斯坦、赞比亚、几内亚等
98个国家和地区的1938名驻华使节和境外嘉宾共聚古都西安，推动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图为观众在博览会上体验一款飞行驾驶模拟设备。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本报北京5月10日电（记者杜
海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
发布：4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为 57.3%，较上月回升 2.4 个百分
点；中国仓储指数为 55%，较上月
回升2.3个百分点。

物流需求继续增加，新订单指数
上 升 。4 月 份 ，业 务 总 量 指 数 为
57.3%，比上月回升 2.4 个百分点；新
订单指数为 56.1%，比上月回升 2 个
百分点。显示出物流业需求继续向
好，业务量持续增长，订单数量增加，
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趋升的态势。

平均库存量指数和库存周转次

数指数双升。4 月份，平均库存量
指数为 52.9%，回升 1.6 个百分点。
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5.7%，回升
4.9个百分点，显示供应链上下游两
端业务活动均有所增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助
理、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何辉认
为，4 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回
升，显示出物流活动在继续转旺，物
流运行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从
后期走势看，4月份新订单指数回升
至 56.1%；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保持
62.1%的较高水平，预示着后期社会
物流运行会继续有所回升。

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7.3%

5月 10日，为期
3天的 2021年中国品
牌日活动在上海展览
中心举行。约 2.5 万
平方米的线下展览
中，设置中央展区和
地方展区，一大批国
货精品集体亮相，向
世界展示中国品牌的
力量。图为在上海展
览中心湖北展台上，
土家族姑娘在向观众
介绍当地产的茶叶。

杨建正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积极推进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做大做强蔬菜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目前，该县已建成蔬菜基地70多
个，种植面积达 16.2余万亩，年产蔬菜约 30.5万吨。图为兴国县潋江镇杨
澄村千亩蔬菜基地。 陈 鹏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
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的
调查报告显示，一季度我国企业账
面资金压力大幅减缓，偿债能力明
显增强。特别是非国有和中小型企
业交易活跃，资金周转加快。

人民银行介绍，人民银行调查
统计司对5000户工业企业2021年一
季度财务状况进行的调查显示，工
业企业生产经营大幅改善，收入增
长加快了企业流动资产的周转速
度，企业存货周转天数减少。企业
账面资金压力大幅减缓，偿债能力
明显增强。

数据显示，3 月末，企业现金
短债覆盖率为122%，比上年同期高
13.5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高
16.3 个百分点。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9%，比上年同期低1.2个百分点。

报告认为，非国有和中小型企业
交易活跃、资金周转加快，应收款增
速提升的同时账期缩短。数据显示，3
月末，非国有企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同比增长 12.4%，比同期主营业务
收入增速低22.9个百分点。剔除季节
因素后，中、小型企业平均收账期分
别为70.4天和76.2天，比上年同期分
别缩短2.6天和5.3天。

一季度我国企业资金周转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