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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每3个吉林人中有1个在
长春”“哈尔滨市守住千万人大
关”“沈阳、大连两市合计增百
万人”“10年间东北地区人口
减少1101万人”……

5月30日,辽宁省公布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至此，东北三省数据全部报出，
东北地区人口版图也随之显现。

黑龙江省：
哈尔滨守住千万人大关

先 将 目 光 聚 焦 黑 龙 江
省。《2020年黑龙江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显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相比，黑龙江省
13个市（地）的人口均不同程
度流失。

“这与区域内经济发展差
异有关，也与区域内资源禀赋
和气候环境有关。”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李雨
潼认为，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农
业大省，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就
业的吸引力比临近的吉林省
和辽宁省更弱。除了经济、产
业原因，黑龙江省人口的流出
与区域文化、气候条件也有很
大关系。

“黑龙江省冬季漫长而寒
冷，进入严寒季节对于区域
内建筑业等行业产生巨大影
响，特殊的气候对区域内人
口，尤其是老年人口形成了巨
大的推力，近年来黑龙江省候
鸟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就是这
种推力的结果之一。”李雨潼
告诉记者。

公报还显示，省会哈尔滨
市人口数为10009854人，过去
十年减少了62.6万人，勉强保
住了人口千万大市的头衔。值
得注意的是，哈尔滨市是目前
全国唯一出现人口减少现象的
省会城市。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李雨
潼认为，东北三省内部，呈现出
由北向南梯次流动特点，同时
各个省内部的城市化进程依然
在继续。流动呈现出从农村到
小城市，从小城市到中心城市
的流动规律。这种流动持续多
年后，黑龙江本省中小城市对
哈尔滨的人口补充，无法抵消
哈尔滨市向省外流动的人口损
失，哈尔滨市的人口自然就会
减少。

哈尔滨市人口减少与哈尔
滨市历史沿革紧密相关。吉林
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
介绍，历史上哈尔滨市人口扩
张主要通过两地合并实现的，
1996年松花江地区与哈尔滨

市合并组成新的哈尔滨市。新
的哈尔滨市农村人口、县域人
口所占比重较大，这部分人口
流动性较强。

“哈尔滨市经济发展缺少
优势产业，对人口吸附能力相
对较弱，此外加上东北地区交
通便利，流动性较强的人口可
能越过哈尔滨市，直接向东北
地区南部流动。”衣保中说。

《2020年哈尔滨市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显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相比，哈尔滨市城镇人
口增加565861人，乡村人口减
少1191978人，城镇人口比重
上升9.48个百分点。这也证实
了哈尔滨市人口下降部分主要
是农村人口，而城镇人口是增
长的。

吉林省：
每3个吉林人有1个在长春

再将目光聚焦吉林省。《吉
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
报》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相比，9个市（州）
中，仅长春市常住人口有所增
加，十年间净增加299531人，
其他地区常住人口均有不同程
度减少。

李雨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分析，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省会，
是省内各小城市和农村人口流
动的主要流入地之一，虽然长
春市人口不断向辽宁省以及其
他省份流出，但从区域外补充
进来的人口以及区域内新出生
的人口将流出人口数量抵消后
仍有剩余。

公报还显示，长春市常住
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为
37.66%，这意味着，每3个吉林
人里至少有1人常住长春。记
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在已公
布七普数据的25个省会城市
中，省会人口集聚度长春仅次
于银川。

如何解读这一现象？衣保
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吉
林省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
程中，采取做大中心城市的发
展战略。吉林省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想通过发展形成一个
大的经济增长极，提升吉林省
经济的内生动力，带动全省经
济发展。

“此外，长春产业结构虽
然以重工业为主，但相对东北
大部分城市而言，这些产业多
为高端消费产业。像长春市
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传统产
业，以及包括光电、生物制药
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往往具
有很强的人口吸附和容纳能
力。”衣保中说。

辽宁省：
沈阳大连合计增百万人

“辽老大”人口新家底儿如
何？《辽宁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公报》显示，与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4个地
市中仅沈阳和大连两市人口
增加。

对此，李雨潼认为，从东北
地区内部看，东北地区的人口
净迁出有着明显的规律，即流
动人口是由北到南梯次流动
的，黑龙江省向吉林省和辽宁
省流动，吉林省向辽宁省流动，
辽宁省向北京市、天津市等地
流动。

“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黑龙
江省和吉林省都是人口净流出
地区，而辽宁省依然是人口净
流入区。辽宁省的人口净流
入，主要原因是从黑龙江省和
吉林省流入人口的补充。”李
雨潼说。

公报显示，截至 2020 年
末，沈阳市常住人口为902万
人，同比 2010 年增长 70.5 万
人；大连人口为745万人，同比
2010年增长45.6万人。值得
注意的是，沈阳市和大连市人
口增幅与重庆市等地相当，甚
至反超上海市、天津市。

两城十年合计增加人口
百万，如此成绩是东北其他城
市难以望其项背的。衣保中
认为，辽宁省虽然地处东北地
区，但其东北地理特征并不明
显。因为东北其他省份多处
内陆地区，而辽宁省地处辽东
半岛，沿海城市居多，区位优
势明显。

以大连市为例，衣保中介
绍，大连市属于沿海城市，气候
条件较好，同时也是东北地区
最大的港口城市，外向型经济
优势明显，东北地区人口流向
大连市较为普遍。

李雨潼认为，沈阳市和大
连市人口增幅较大的原因，一方
面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向辽宁省
流动的人口规模较大；另一方
面，是辽宁省区域内城市化以及
区域内中心城市人口集聚效应。

“东三省的流动人口以较
高比例向区域内经济发展较好
的两个城市集中，整体规模会
比较大。”李雨潼说。

东北人口流失或被夸大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
报》显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为
9851万人，比 2010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减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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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雨潼认为，进一步分析
人口流出和长期低生育率的原
因是经济、文化、气候等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就人口流出，李雨潼分析，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放缓是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作为老
工业区，偏重型的产业结构本
身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
限，较少的就业机会形成对人
口向外迁移流动的巨大推力，
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优
势又对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形成
巨大的拉力，从而造成了人口
对外净流出的结果。

就低生育率，李雨潼认为，
东北地区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
地，区域内国有经济所占比例
过重，工业化早、程度高、计划
经济比重大、计划生育推行力
度大。遍布东北三省的大型国
企给大批国有企业员工带来了

“体制庇护”，也带来更加严格
的生育管制。

“此外，东北地区历史上是
人口流入区，历史上东北地区
的人口流入，通常是个人或者
核心家庭的流动，而非整个家
族共同流动。经过文化融合及
多民族、多原籍流入人口的混
居，各种文化的碰撞、融合形成
了地区内以多元性、兼容性、包
容性、开放性为特征的移民文
化，这使东北地区的家族观念
比中原地区要薄弱得多，传统
生育文化在区域内影响力
低。”李雨潼说。

在东北地区人口减少过程
中，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净流
出分别产生多大的效果？辽宁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全国
范围内，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
并不突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9 年末，黑龙
江、吉林、辽宁三省人口分别
减少了 18.0 万人、11.0 万人、
4.1 万人，三省合计净流出人
口33.1万人。而2019年末全
国人口流出最多的是三个省份
分别是河南（1845万人）、贵州
（948万人）、安徽（753万人）。

“人口外流是东北人口问
题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主要问
题。东北三省的人口流失数
据，比之河南、贵州、安徽、广
西、四川等人口流出大省，其
实是小巫见大巫。”梁启东认
为，东北人口的主要问题是低
生育率。

东北人有多不爱生孩子？
2019 年，全国出生人口 1465
万人，出生率为10.48‰。而东
北三省则在 6.00‰左右的水
平，黑龙江甚至不足这个数字，
整体低于全国近0.5个百分点。

人口负增长，东北如何破局

破解人口负增长，东北需
要怎样的“药方”？

“解决人口负增长的问题
是一个涉及全社会各方面的综
合性系统工程。在经济领域，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要把就业
优先政策作为重要导向，把提
高就业弹性系数作为结构调整
重要考量。”梁启东说。

处理好“新”与“旧”的关
系。梁启东建议，在促进传统
产业升级转型的同时，大力发
展新兴产业，特别是以数字经
济为引领，依托产业数字化的
应用场景优势和数字产业化的
数据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以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引育壮大发展新动能，让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就业创业。

处理好“轻”与“重”的关
系。梁启东建议，在巩固重化
工业支撑地位的同时，把“抓
轻”当作重手段，更大力度地
发挥轻型产业就业“蓄水池”
的作用。

处理好“小”与“大”的关
系。梁启东建议，在抓好大企
业、大项目的同时，把抓小当作

“大战略”，更大力度发挥小微
企业、小投资、小创业对就业的
吸纳效应。

谈及东北地区人口困境如
何突破？李雨潼认为，首先不
能单纯把人口负增长视为人口
困境，这还需要等更多细致的
数据出来，谨慎论证。

“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高可以使区域内享受人口红
利，但一个区域内的发展，更
需要的是合理的劳动力数量
和结构，需要适当的人才在适
当的位置有效发挥作用，不是
简单的数量越多越好。”李雨
潼说。

东北地区如何应对“人口
负增长”？李雨潼建议，最重要
的是调整区域人才结构使其适
应区域产业发展，做到区域产
业发展有可用之人，区域内人
才有用武之地。谨慎论证各
市、镇、村的人才缺口类型与
数量，认真分析各类人才发展
所需的环境与条件，通过一系
列人才政策，使区域内原有的
各类人才能够安心留在本地，
并有效吸引区域外的人才流入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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