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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常住人口突破 1800 万
东莞常住人口首破 1000万

5 月 15 日， 广东省统计局
发布《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根
据这份《公报》，2020 年 11 月 1
日 零 时 ， 广 东 常 住 人 口 达
12601.25 万人，全省常住人口
超过 1000 万人的市从 2010
年的 2 个增加到 3 个。 其中广
州常住人口继续位居全省第一，
达 1867.66 万人； 深圳位居其
后，常住人口为 1756.01 万人；
东莞常住人口首次突破 1000
万大关，为 1046.66 万人，迈入
千万人口大市。

■新快报记者 王彤

《公报》显示，广东人口进一步向珠
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 除千万人
口大户广 、深 、莞外 ，2020 年 ，广东常
住人口在 500 万人以上的市有 9 个 ，
比 2010 年增加 1 个。 常住人口在 500
万人至 1000 万人之间的市有佛山、湛
江、茂名、惠州、揭阳、汕头等 6 个。

分区域看，2020 年珠三角核心区
常 住 人 口 占 全 省 常 住 人 口 总 量
61.91%；沿海经济带东翼、西翼和北部
生态发展区分别占全省常住人口总量
的 12.95%、12.51%、12.63%。 与 2010 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珠三角核心
区人口所占比重提高 8.04 个百分点，
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地区和北部生态
发展区分别减少 3.16 个、2.10 个、2.78
个百分点。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常住人口增加超 100 万人的市有深
圳、广州、佛山、东莞、惠州和中山等 6

市， 均为珠三角城市群， 分别增加
713.65 万人 、597.58 万人 、230.46 万
人 、224.64 万 人 、144.59 万 人 和
129.72 万人， 上述 6 市常住人口增
量合计 2040.64 万人 ， 占同期全省
常住人口增幅的 94.00%。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 ， 自 2000
年以来 ，广州就一直蝉联 “全省第
一常住人口市 ”，2010 至 2019 年间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增 量 为 259.63 万
人 ，增幅达 20.43%。 这种 “用脚投
票 ” 彰显了广州的人口吸引力与
城市竞争力 。

2020 年，广州政府工作报告中首
次披露的“实际管理服务人口”数据
显示，广州地区包括常住人口在内的
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数量超过 2200 万。
其中涵盖了数百万在本地“临时驻足”的
人口数量。这类人群长期留穗，将有潜力
转化为“常住人口”。

常住人口进一步向珠三角集聚

广东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人口
为 100）由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的 109.00 上升为 2020 年的 113.0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01 个百分点，是
全国性别比最高的地区。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
究所副研究员宁超乔曾介绍， 从学术
研究来看，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男女正
常比值一般在 102-107。 广东省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新洪解释 ，广东此项
数据突出的原因 主 要 是 受 外 省 流
入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

“外省流入人口的性别比高低与
产业结构变化不无关系， 广东作为全
国制造业大省， 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
明显，对男性劳动力需求量增加。 ”杨
新洪说。

分市来看，新晋千万人口“大户”
东莞的性别比为 130.06， 是全省性别
比最高的城市。其次为深圳，人口性别
比达 122.43。 佛山为 119.12、 中 山
117.12、惠州 116.32、珠海 114.87。广州
人口男女性别比为 111.98， 相对全省
平均的 113.08 更为均衡。

外省流入人口拉升全省性别比

全省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
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978.29
万人。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
的由 2010 年的 8214 人上升为 15699
人。 其中，深圳 28849 人，广州 27277
人，珠海 25752 人，是全省每 10 万人

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最高的 3 个城
市。 对比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全
国数据 ， 北京相应的人数为 41980
人，上海 33872 人，天津 26940 人。 可
见广州、深圳、珠海在此方面仍处在全
国前列。

深广珠常住人口文化程度较高

15 岁至 59 岁是劳动适龄人口集中
最多的年龄点， 此前公布的全国数据显
示， 广东 15 岁至 59 岁人口占比全国最
高 ， 为 68.80%。 北京为 68.53%， 上海
66.82%， 天津 64.87%； 全国的比率则为
63.35%。

杨新洪指出， 广东 15 岁至 59 岁的
劳动年龄人口达 8669.76 万人， 总量比
2010 年 第 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增 加
1013.36 万人，增长 13.2%。 广东人口红利
仍继续存在， 其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广东的跨省流入人口相对较多，外
省流入人口中，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
90%以上。

从广东省内看，21 个市中，15-59 岁

人口比重在 65%以上的市有 8 个 ，在
60%-65%之间的市有 6 个， 在 60%以下
的市有 7 个。 16 个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比重超过 7%， 其中，1 个市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

其 中 ， 广 州 0 -14 岁 人 口 占 比
13.87%；15-59 岁人口占比达 74.72%；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11.4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7.8%， 而全省平均
值为 8.58%）。 深圳 0-14 岁、15-59 岁、60
岁及以上、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
15.11%、79.53%、5.36%、3.22%，60 岁及以
上、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为全省最少。
东莞市四个年龄段占比分别为：3.12%、
81.41%、5.47%、3.54%。

东莞 15岁至 59岁人口占比最高

全省常住人口中， 居住在城镇的人
口为 9343.61 万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3257.64 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为 74.15%，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0.26 个百分点。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城镇
人口比重提升 7.97 个百分点， 人口城镇
化水平稳步提高。

此外，流动人口继续快速增长 。 全

省人户分离人口 为 6063.51 万 人 ，其
中 ，流动人口为 5206.62 万人 。 流动人
口中 ，外省流入人口为 2962.21 万人 ，
省 内 流 动 人 口 为 2244.40 万 人 。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人
户分离人口增加 2382.84 万人 ， 增长
64.74% ；流动人口增加 1774.69 万人 ，
增长 51.71%。

全省城镇人口比重达 74.15%

广东共有家庭户 4246.92 万户，集体
户 422.25 万户， 家庭户人口为 11167.18
万人，集体户人口为 1434.07 万人。 2020
年， 广东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数为 2.63
人， 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20 人减少 0.57 人。

“十年来，广东人口发展趋势发生深
刻变化，人口总量保持稳定增长，人口素

质稳步提升，劳动力总规模依然庞大，人
口集聚进一步增强， 城镇化水平持续提
高。 但也面临人口总量压力犹存、人口结
构老龄化等风险的挑战， 人口发展已进
入重要转折期，”杨新洪表示，面对新的
机遇和挑战， 要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为主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
境可持续发展。

平均每个家庭人数减至 2.63人

■今年 “五一 ”假
期，广州白云山景
区 白云索道入口
处 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 广东省统计
局 5 月 15 日发布
《广东省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广
东 常 住 人 口 达
12601.25万人。

新快报记者
夏世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