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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男士彩
妆相关产品销量大幅增加。淘宝
特价版数据显示，5 月 1 日至 3
日，在县域消费者最爱购买的商
品里，男士彩妆购买同比增长
1692.6%。

过去，女性消费者一直是彩
妆产品的主要购买力。随着男性
对外形的要求提高，男性消费者
的购买潜力逐步释放。

艾媒咨询发布“2020 年‘双
11’中国男性化妆品消费情况”
数据显示，男士进口彩妆备货同
比增长3000%。男士护肤品涨势
明显，达到 30%左右。“00 后”
男生购买粉底液的增速是女生的
2倍，购买眼线产品的增速是女
性的4倍。

从产品类别来看，阿里巴巴
数据显示，彩妆产品中，粉底、
唇膏、眼线、眉笔是男性消费者
购物车中的新宠。所调查的“95
后”男性群体里，18.8%的人使
用过BB霜，18.6%的人使用过唇
膏或口红，18.6%的人使用过眼

线笔或眼线液，8.8%的人使用过
眉部产品。

从消费者年龄分布来看，年
轻男性更爱美。阿里巴巴数据显
示，每3名购买粉底的男性里就
有一名“95后”。在淘宝平台上
购买素颜霜的男性消费者中，

“95后”“00后”占近一半。
除了彩妆，一些男性消费者

还涉足医美。艾瑞咨询此前发布
的《2020 年中国新白领消费行为
研究报告》称，医美人群中男性占
比已经高达30%。新氧数据显示，
男性在“变美”这件事上更舍得花
钱，平均客单价是女性的2.75倍。

北京“90 后”小刘是医美
机构的常客，为了治疗痘坑和痘
印，他已经在医美机构购买了
8000 元 6 次治疗的卡。小刘说，
每次去做治疗的时候，都会碰到
很多男性消费者，“起初还觉得
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大家交流了
一下，发现做医美的男生其实还
挺多的。不少男生朋友听说我在
做医美之后，还向我‘取经’，表

示想试试看。”据医美机构工作
人员介绍，祛痘和治疗痘印、痘
坑是男性消费者最喜爱的项目。

纹眉也备受年轻男性消费者
喜爱。今年以来，超过 18 万男
性消费者在天猫购买了纹眉服
务，其中“85后”“90后”占一
半，“95后”与“00后”的增速
高于其他年龄段。

阿里巴巴方面表示，男性颜
值经济发展迅猛，有关男性消费
者的化妆品与护肤品等品牌市
场热度不断升温，并趋于精细
化、专业化和高端化。这也是经
济快速发展、生活品质提高后的
一种趋势。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男士化
妆品市场近4年来以年均7.7%的
速度增长，去年市场规模约 167
亿 元 ， 预 计 此 后 年 均 增 长
6%-8%，到2023年将突破200亿
元。中国男性颜值经济正在迅猛
发展，随着男性化妆护肤意识增
强，男性化妆品市场正逐渐成为
一片新兴蓝海。

本报北京电（记者贺勇） 记者从北
京市 2021“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
启动活动上获悉，“十三五”以来，北
京市在确保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前提
下，用水总量基本维持在41亿立方米左
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由15.4立
方米下降至11.3立方米，在全国处于领
先水平。

北京是资源型严重缺水的城市，南

水北调工程通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北京水资源短缺的局面，但水资源
供需矛盾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人均可利
用水资源量仅有 150 立方米左右，水资
源短缺仍将是北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
市情水情，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按照“以
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的城市发展原则要求，以水为脉，
节水、治水、保水、引水、亲水，有序
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与此同时持续
开展杜绝公共场所水嘀嗒、城市绿地
水汪汪、建设工地水哗哗、道路水渍
渍等用水浪费现象等工作，积极倡导

“光瓶行动”，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污
水 再 生 利 用 和 城 市 水 生 态 环 境 的 修
复，促进城市更新改造和水与经济社
会协调健康发展，并把人水和谐的理
念贯彻和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
全过程。目前北京再生水年配置量达
12 亿立方米，成为首都不可或缺的重
要水源。

各省人口之“最”引人关注

——广东人口最多，西藏最
“年轻”，北京“学历”最高，吉
林、辽宁女多男少

数量、结构、素质等是人口的基本范
畴。围绕这些方面，全国省区市的人口之

“最”也纷纷出炉。
看数量，广东人口最多，总量为126012510

人；山东次之，为 101527453 人。这也是全
国人口超过1亿的2个省份。

目前人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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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一提的是，人口居前五位的省份，即广
东、山东、河南、江苏、四川五省合计人口
占全国人口比重达35.09%。

看年龄结构，西藏最“年轻”。数据显
示，西藏 0—14 岁人口比重为 24.53%，全国
最高；而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8.52%，全
国最低；除西藏 （5.67%） 外，其他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

从全国水平来看，0—14 岁人口比重为
17.95%，与 2010 年相比上升 1.35 个百分点；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 2.64亿人，已
占到总人口的 18.7％，比 2010 年上升 5.44 个
百分点。在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少
儿人口比重回升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
进一步加深。

看性别结构，东北女多男少，广东、海
南、西藏男多女少情况突出。

31 个省份中，总人口性别比在 100 以下
的省份有 2 个，分别是吉林 （99.69） 和辽宁

（99.7），意味着这两个省份女多男少；黑龙
江以 100.35 紧随其后。东北三省性别比均低
于全国总人口性别比 105.07。全国人口性别
比最高的 3 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海南和西
藏，都在110以上。

看人口素质，北京“学历”最高。北京
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达 41980
人，为全国最高，其后分别为上海、天津；北京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2.64 年，
也是全国最高，上海、天津同样紧随其后。

全国人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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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数据背后，传递着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信号。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

部副部长刘向东看来，整理、分析和开发、
利用人口数据，是各地都要做好的一项工
作。比如围绕当前社会较为突出的“一老一
小”问题，可结合当地人口实际提前谋划，
推动社会“适老化”改造，增强生育政策包
容性等，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政策，促
进经济社会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流动规模更大

——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
市群等主要城市群人口增长迅速；
城镇化率持续提高，未来城乡之间
还将呈现大迁移大流动的基本格局

在拥有逾14亿人口的中国，每年的人口
迁徙流动规模庞大。人口流向哪儿了？有哪

些趋势性特征？
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

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2020年中国人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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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增长了将
近70%。

分区域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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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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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省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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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广东增加超2170万人。

“从流向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

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
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
加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

刘向东认为，人口流向背后首要的动力
是地区的经济活跃度。有没有好的产业、优
质的就业机会，能否带来较好的收入，是影
响人口迁徙流动的主要因素。此外，宜业还
要宜居，医疗、教育、生活环境品质等因素
也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选择。“可以看到，许
多城市不仅积极发展产业，也致力于打造优
质生活圈，改善民生，这正是适应高质量发
展需求、留住人才的需要。”刘向东说。

从城乡发展来看，人口流动也与城镇化
进程息息相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人口迁移流动是城
镇化率从 2010 年到 2020 年相继冲上 50％和
60％大关的主推进力，广东省由此继续成为
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
一般规律看，中国当前仍然处于城镇化率有
潜力以较快速度提升的发展机遇期，‘十四五’
时期可突破 65％的城镇化率，城乡之间还将
呈现出大迁移大流动的基本格局。”翟振武说。

面向未来谋产业聚人才

——人口流入流出，人才的集
聚等处在动态过程中，各地需因地
制宜，并将人口红利进一步转化为
人才红利

人口迁徙流动的同时，也有地区呈现人
口净流出的态势，进一步引发关于“地区如
何留住人”的讨论。

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为
9851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1101万人，在全
国的占比也由2010年的8.18%降至6.98%，下
降了1.20个百分点。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解释，东北人口呈现明显减少趋
势，主要是长期低生育水平累积的人口负增
长和人口净流出双重因素叠加所导致。这受
到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和经
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东北在中国处于高纬度地区，
冬季相对漫长且寒冷，一些东北人口向比较
温暖的南方迁移流动，这也是全球不少国家
人口迁移流动的趋势性特征，欧美都有这种
现象。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经济正处于结构
调整的攻坚期，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多样
化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对其他地区包括
东北地区的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

“这提醒各地要靠发展产业、提供就业来
留住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刘向东说。人口流
入流出，人才的集聚效应等都处在动态过程
之中，不同地区也面临着不同的考验。“对人
口流入较少或经济活跃度不足的地区，要关
注产业结构，看是否有调整转型的空间；而
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则要关注并着力
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更好地承担起经
济和人才集聚的功能。”

对全国各地而言，面临的共同课题是如
何将人口红利进一步转化为人才红利。“提高
人口素质，让更多人有成长成才的机会，适
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这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
发展。”刘向东说。

全国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

人口流向了哪里？
本报记者 李 婕

透过“七人普”看变化①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已于近日发布。数据蕴

含着丰富的信息，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和人口
发展的历史进程。除了人口总量变动这样的

“宏大”数据，区域人口、家庭人口、不同年龄
段人口的形态特征等分类信息同样受到广泛关

注，传递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信号。本报
今起连续推出“透过‘七人普’看变化”报
道，围绕“七人普”部分数据展开分析，探讨
人口变动背后的原因及其所代表的意义。

——编 者

广东是人口第一大省，
江浙人口增加也很多——随
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公布，31省区市最新人口版
图呈现在大家面前，并成为
社会热议的焦点。

哪个省份最“年轻”？哪
个省份劳动力最充足？哪些
省份吸引人？哪些省份要留
人……人口数据背后，释放
着丰富多样的信息，让我们
一起来看看31省区市的人口
版图和流动趋势。

男士护肤品消费涨势明显，年轻男性消费者也爱美

男士化妆品市场成新兴蓝海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北京万元GDP用水量降至11.3立方米

近日，北京市
水资源调度中心会
同永定河管理处等
单位，调度官厅、
斋堂水库水，增加
向永定河北京段补
水水量，保障城市
生态用水。图为 5
月 3 日的永定河落
坡岭水库段。

覃世明摄
（人民视觉）

东北女多男少

吉林 （99.69） 和辽宁 （99.7）
总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的省份有
2个，黑龙江以100.35紧随其后。

广东人口最多，山

东次之。

广东和山东人口最多，
人口均超过 1 亿。人口居前
五位的省份广东、山东、河
南、江苏、四川合计人口占
全国人口比重达35.09%。

西藏最“年轻”

西藏0-14岁人口比重为24.53%，
为全国最高。

西藏最“年轻”

西藏0-14岁人口比重为24.53%，
为全国最高。

数 量

性别结构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

年龄结构

居住地与户籍所
在地不一致现象普遍

人户分离人口达到 4.93
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从
流向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
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
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
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
聚度加大。

人口流动

宋 博制 （新华社发）

北京“学历”最高

北京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
程度的为41980人，为全国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