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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局公布，2021年末，我国人口共计14.13亿，相比上年末（2020年12月31
日）增长48万，相比第七次人口普查时点（2020年11月1日）增长82万。

换一种说法，就是2020年最后两个月，人口增长了34万；而2021年一共12个月，
只增长了48万。

那么局势很明朗了。从增长率的变化来看，2022年有很大可能就是我国总人口下降
元年。即使能再坚持一年，2023年的下降也极难避免。

分省来看呢？

若将单位精确到万人，我国大陆31个省级单位已有15个正式进入人口下降通道，有
2个人口无变化，人口增长的省份还剩14个。以下将各省按照人口增长（或下降）
的幅度分类：

第一类：人口增长尚能再坚挺几年（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海南、宁夏）：

人都是随着产业流动的，哪里工作机会多，哪里工资高就会去哪里。

东南沿海地区相对来
说经济发达，苏、闽、浙、粤分别是全国人均GDP
排名前四的省份（不计直辖市）。他们的工业区厂房鳞次栉比，商贸业、服务业不
断涌现着新的机会。任你是什么档次的就业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去处。

2021年，上述各经济大省都有几十万的人口增长。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这
些省份仍能保持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吸引力，人口增长仍能坚挺几年。

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也并不是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我国其他地区也在发展，
随着招商引资的推进，本地企业规模的扩大，会逐渐吸引外出打工人口回流。如果
有相同的收入，甚至稍低一点也行，谁不想待在熟悉的家乡？

而且苏闽浙粤大城市较高的居住成本，也是留住流动人口的一大劣势。不是谁都有
百万家产，也不是谁都能月薪过万。在沿海挣钱，回老家买房，是很多人最合适的
选择，也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至于说这些沿海省份的本地户籍人口，他们本就比内地更早一步接受了开放思想。
晚婚晚育，少生优育，是生活在工业社会人们的普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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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是，随着我国整体出生率进入一个较低水平，每年的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
口，那么长期来看，无论是经济什么样的省份，人口下降都不可避免。

另外两个省区，海南虽然人均GDP一般，但其是一个拥有得天独厚海洋资源的热带
岛屿省份，又有自贸区等各类利好，相比上述经济大省有特殊的吸引力。宁夏是个
人口小省，对全局影响不大。区
内北部经济较好的银川
一带也能吸引外来人口，而南部经济差的地区本身人口基数很小。

第二类：数年之内即将人口下降（山东、四川、安徽、湖北、广西、重庆）：

从增长率的变化来看，这一组省份很快就将出现常住人口的下降。

其中，山东、四川、重庆2021年全年12个月增加的人口，比2020年最后2个月增
加的人口还少。等2022年全年数据出来，这三个省市极有可能进入下一批人口下降
名单之中。

2016年放开二胎之时，山东是出了名的二胎大省。当年，山东出生人口177万，比
上一年足足多了近50万，充分释放了积压多年的“生育意愿”。

短短几年，“二胎大省”就生不动了。2021年，1.02亿人口的山东省仅比去年增长
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5万，相比五年前的数据，抹去了百位数（同年，合计1.16
亿人口的川渝仅比去年增长4万人）。

要知道，山东并不是一个经济落后省份
。在GDP
总量上，她排名全国第3，北方第1；在人均GDP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常住
人口仅比户籍人口少几万，并没有大量人员外流。

这也说明，无论是刚刚放开的三胎，还是以后开放的四胎五胎八胎，都不可能扭转
我国人口下降的大趋势。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积极适应新的人口常态，对引发的
问题寻找解决或减缓的办法。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安徽省将接收江浙沪
的部分细分产业，可能会带来外出人口的回流，但她不太可能会吸引大批量的外省
打工人员。广西人均GDP排全
国倒数第三，且本省的南宁、柳州
等大城市近段时间经济增速不高，人口被珠三角持续吸引。

                                    2 / 5



智行理财网
全国各省人均gdp排名城市（2020年全国各省人均gdp排名）

表中湖北省的人口数据有异常波动，可能是受疫情因素影响人口流动所致。2021年
，湖北出生人口40.4万，死亡人口45.5万，自然增长率为负千分之0.88。估计很快
也将出现人口下降。

第三类：人口已经进入下降通道（河北、湖南、江西、陕西、贵州、山西、甘肃、
内蒙古）：

2021年，是冀、陕、湘、赣、黔五省的人口下降元年（也包括下一组的河南、云南
等）。他们直到2020年末为止，尚能保持人口增长。但在2021年，首次出现了人
口下降，降幅在0.5%之内不等。人口最高峰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间的某个月份。

而晋、甘、蒙三省区，早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就已经出现常住人口下降了，分别比
十年前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了几十万人。

这些省份的经济，在全国
排名中间或靠后。除了各省会和唐山、包头
等极少数城市，省内缺乏其他有吸引力的大城市。大城市数量少，就难以截流和弥
补各县域乡镇的外流人口，未来全省人口将会持续下降。

当然，一些拥有石油、煤炭、天然气
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如陕北、晋、蒙的一些地区，可以向就业者提供不错的工
资和福利，吸引一些人口。但整体而言是少数。

第四类：年度人口降幅超0.5%：（河南、云南、辽宁、黑龙江、吉林、天津）：

这6个省市，是2021年人口降幅最大的一批。其中，中原大省河南全年减少58万人
，数量最多；黑龙江降幅1.45%，比例最大。

人口下降主要原因，河南、云南是人口外流，辽宁、天津是生育率极低。黑龙江、
吉林是生育率极低叠加人口外流，双重因素导致这两个省一年人口去掉百分之一。

洛阳
两个大型城市，但河南的城镇化率仅为56.5%（2021年数据），省内还有很多人在
县域乡镇生活。未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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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一些普通人口大市如南阳、周口等还会继续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镇化率。

但河南整体人口依旧会继续下降。2021年，河南出生人口79.3万，假设未来每年保
持这个生育人数（这是往多了算，实际上保持不了这个出生人数），按人均预期寿
命80岁计，两者相乘，到2100年，河南人口将只有6344万！比现在少掉3500万人
！

比较开心的是河南的学子，未来，河南高考的“地狱”模式也将随适龄人口减少而
友好化升级。

那么，用这种办法计算一下东三省会保留多少人口？

2021年，辽宁省出生人口20.0万，吉林出生11.2万，黑龙江11.3万。同样按人均预
期寿命80岁计，两者相乘，2100年辽宁应有人口1600万，吉林896万，黑龙江904
万。三省合计3400万人，是现在的35%。

当然前三类省份也不是就很乐观。以江浙为例，江苏省2021年出生人口48.5万，浙
江出生44.9万。按同样方法计算，2100年时江苏人口应为3880万，浙江3592万。
分别是现在的46%和55%。

不过到时候，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将会比现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家庭
生育、抚养模式，应该已经作古了吧。谁又能预测到80年以后呢？

第五类：特殊情况（新疆、上海、北京、西藏、青海）：

北京、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顶端，至今仍在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有一定的
落户门槛。京沪的人口这两年基本维持不变，但他们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每放
开一点控制手段，就会涌入一些人口。

为了尽量避免“大城市病”，京沪并不会向全国其他地区那样，彻底地全部放开落
户，只会一点一点微调。目前，北京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多835万，上海多1032万
，慢慢消化这些已有的非户籍人口亦需很长时间。

以前，全国人口都在增长，京沪控制起来确实是压力满满。但当全国人口转向下降
通道，这两个城市对人口的调节反而会更加游刃有余。

最后是西部边疆各省，这里位于胡焕庸线以西，需要人口去充实。国家不会放任这
些地区人口过度下降，这样对战略安全是巨大隐患。尤其是深入亚洲内陆的新疆，
地处欧亚交通大动脉之上，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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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疆这类地区人口有大量下降的苗头时，就会出台各种利好政策吸引人口，甚至
有可能送房、送车、安排工作等。而西藏、青海总人口较少，维持现有人口规模并
不难。

本文欢迎点赞、转发！获取更多信息，请持续关注本号：冲之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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