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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
人。从总量看，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了4000多万人；占比方面，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

如何看待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双双下降？未来劳动力供给是否充
足？分省份来看，哪些地方的人口红利比较突出？

神州速览神州速览
责编：孔德晨 邮箱：hwbjjb@163.com

2021年5月19日 星期三

劳动年龄人口仍是全球第一

——8.8 亿劳动年龄人口，
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同口径
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

劳动年龄人口是指社会总人口中处于劳
动年龄范围内的人口。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中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8亿人，这一规模是个什么概念？

横向来看，目前全球人口排名第三至第
五位的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人口总和约
8 亿人，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同口径全部劳动
年龄人口的总和不足 8 亿人。规模上，中国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上述二者之上，居全球
第一。

纵向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高峰期规
模超9亿人，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
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对本报记者分
析，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
有改变。目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在减少，
但这是从高位的逐步下降，总规模依然较大，
也意味着国内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应该看
到，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大趋势，劳动年龄
人口减少属于客观发展规律。”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6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
达到 18.70%，较 2010 年上升了 5.44 个百分
点。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 1.9 亿人，比重
达到13.50%，上升了4.63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大挑战便是劳动力
的供给数量随之减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游钧此前介绍，预计“十四五”期
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 3 亿人，从轻度老
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中国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减少幅度在加大，预计“十四五”
期间将减少3500万人。

分省份来看，数据显示，31 个省份中，
15-59 岁人口占比最高的 3 个省份分别是广
东、北京和浙江，均为过去十年外来人口大
量流入的地区，其中广东占比达到 68.80%；
最低的 3 个省份是河南、广西和河北；与

“六人普”相比，占比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天
津、北京和河北。

“就趋势而言，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
量和比例仍将继续降低，但劳动力的供给优
势还在。预计到2050年，国内劳动年龄人口
仍有望保持相对较大的规模，在全球继续位
居前列。”原新说。

人口素质显著提高

——劳动年龄人口中，高
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
比 43.79%，比“六人普”提高
了12.8个百分点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社会普遍关
心一个话题：中国人口红利是否还在？

谈人口红利，首先来看看其概念。人口
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
化带来的经济结果。具体来看，它指一个国
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
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
口条件。业内人士介绍，判断一国是否拥有
人口红利，重点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
人口；二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

年龄组如儿童人口、老年人口作为分子，二
者相比计算得出的人口抚养比。从第一项指
标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比例目前
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从第二项指标看，一般来说，把人口
总抚养比低于 50%的阶段称之为人口红利
期。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表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中

国人口抚养比 （0-14 周岁和 65 周岁及以上
人口数加总与 15-64 周岁人口数之比） 为
45.9%，与 2010 年相比有所提高，但当前国
内仍然处于人口抚养比低于 50%的人口红
利期。

“长远来看，中国还有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的巨大潜力。”原新说，未来，受劳动力素质
提升、就业结构优化等因素影响，劳动生产

率有望大幅提高，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升级，
从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已可以看出
这种潜力。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介
绍，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15岁
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1年，比
2010 年提高 0.83 年。其中，16-59 岁劳动年
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 10.75 年，比
2010年的 9.67年提高了 1.08年。同时，劳动
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
达到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
高了 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
的人口占比达到23.61%，也比2010年提高了
11.27个百分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在中国60岁
及以上人口中，60岁至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
占 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
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
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
吉喆说。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
受教育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适时推进延迟退休，将形
成新的人力资源优势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
少，该怎么办？原新认为，这会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但通过采取积极的应
对措施，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人口受
教育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延迟退休、
提升人口健康水平等，将能让我们在应对挑
战中形成新优势。”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
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
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
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教育部副部长宋德民表示，“十四五”末
期，力争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
高到11.3年，这意味着2025年国内劳动年龄
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高中二年级以上的
教育程度。此外，还将不断提高存量劳动者
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努力构建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1982 年人口普查时，中国总人口当中
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不足 1%，现在
提高至 15%以上，表明中国提升国民素质的
目标在逐步实现。”原新说，从就业角度来
看，短期而言，考虑到目前劳动年龄人口规
模依旧较大，在劳动力供需关系中，供给大
于需求的现象依然存在，就业压力不小。长
期而言，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
着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
求日益提高，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会相对减
弱。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
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
究员杨舸认为，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挑
战，要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制度，破除劳动
力流动的障碍，消除人才合理流动的壁垒，
调动用人主体和人才本身的积极性和能动
性，实现人才的最优化配置。同时要拓宽失
业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渠道，挖掘劳动
力供给潜力。

谈及延迟退休，原新表示，综合考虑人
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
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国
家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
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未来，随着延迟退休的推进，一大批具
有知识、经验和技能等优势的大龄劳动力可
以继续留在市场上，劳动力资源会得到增加
和补充。”

在曾玉平看来，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
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中国人口资
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推动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
生产力提高，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
调健康发展。

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较2010年减少4000多万人——

总量虽降，人口红利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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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湖南省资兴市经济开发区创新创业园福瑞康电子有
限公司内，工人们正在赶制产品订单。 李 科摄 （人民视觉）

▲5月14日，湖南省资兴市经济开发区创新创业园福瑞康电子有
限公司内，工人们正在赶制产品订单。 李 科摄 （人民视觉）

宋 博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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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城，芳华永驻，风流宛在氤氲诗意好地方；百廿名校，人文
日新，坚苦自立砥砺美好新征程。

扬州大学坐落于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是全国首批博士、硕
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的前身是1902年由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
謇先生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和通海农学堂。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
农科和文史专修科西迁扬州，组建苏北农学院和苏北师范专科学校。
1992年，扬州师范学院、江苏农学院、扬州工学院、扬州医学院、江苏水
利工程专科学校、江苏商业专科学校6所在扬省属高校合并组建扬州
大学。目前，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文科底蕴深厚、农科优势突出、科学
人文交融、分类协调发展的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江苏省

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江苏高水平大学全国百强高校建设计划支持高校。
学校虽屡经更迭，然文脉相承、绵延赓续，其命维新、其志惟坚，始

终与时代同行。从晚清民族危亡时应运而生，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
展壮大；从改革开放后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到进入新时代守正创新、
奋进一流，扬州大学波澜壮阔的办学史诗，如长江奔涌，大河滔滔，溯
源而上，屡陟弥高，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代代扬大人始终秉承“坚苦自立”校训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坚
持立德树人，厚植家国情怀，勇于筑梦逐梦，在培养卓越创新人才、开
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文化传承创新、推进国际合作交
流等方面作出了卓然贡献。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学校正凝心聚

力，全力以赴，向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阔步迈进。
2022年5月19日，学校将迎来建校120周年华诞。我们将铭记历

史，系统总结120年来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经验；我们将锚定目标，加强学
术交流，凝聚思想共识，共同书写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奋进篇章；我
们将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更多具有大德大智大气和鲜明扬大烙印的一流
人才；我们将用心用情，敦睦60万校友情谊，汇聚社会各界力量。

热忱邀请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扬州大学事业发展的各位校友、各级
领导、海内外朋友，相约“5·19”，相聚扬州，相会扬大，共襄盛举，共话
未来！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扬州大学
2021年5月19日

扬州大学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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