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解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大背景下，按照市委、市

政府统一部署，我市各区、各有关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切实

发挥主观能动性，广大普查人员全力以赴，广大普查对象积

极配合，圆满完成了珠海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获

得了详实的人口基础数据，普查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十年来，珠海人口发展形势出现一

些新情况、新变化。

一、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加，增长较快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珠海常住人口 243.96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56.02 万人相比较，十年

间共增加 87.94 万人，增长 56.36%，年均增加 8.79 万人，年

均增长率 4.57%，在全省的常住人口总量排位中提前 1 位。

自珠海成立经济特区以来，全市常住人口由 1982 年（第

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7.41 万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243.96

万人，人口总量呈持续上升态势，其中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均超过

6.8%，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年均增速回落至 2.36%，但到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点，随着珠海产业政策不断调整、横琴

自贸区建设加快推进、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以及户籍制度



改革不断深入、“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和人才

引进政策持续优化，珠海市人口增长明显提速。

二、人口性别比升高，省外流入人口性别比偏高

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1304196 人，占 53.46 %；

女性人口为 1135389 人，占 46.54%。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

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 108.65 上升为 114.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9.80 个百分点，

高于全省 1.79 个百分点。

珠海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受省外流入人口性别比

偏高的影响。省外流入人口性别比从 2010 年的 119.40 大幅

提高到 2020 年的 145.77，且省外流入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

比重继续上升，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提高 7.29 个

百分点。外省流入人口的性别比高符合珠海产业结构变化、

尤其是房地产业加快发展、横琴自贸区加快推进、城市基础

设施加快建设对男性劳动力需求量增加的状况。

三、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总人口抚养比扩大

全市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占 15.88 %；15-59 岁人口

占 74.12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0.00 %。与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提高 2.31 个百分点，

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4.65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提高 2.33 个百分点，与全省趋势基本一致。全市少儿人

口数量和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人口

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0 年常住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比重为 6.64%，尚未迈进老龄化社会门槛，但户籍人口

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超过 7%，初步进入老龄化

社会。

一方面，全市少儿抚养比 20.5%，老年抚养比 8.56%，

总人口抚养比为 29.06%，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增长

3.94、2.52、6.46 个百分点，全市人口抚养负担加重。但全

市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依然较大，随着人口健康水

平不断提高，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许多老人仍具备完全

劳动能力，可以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珠海人口红利仍然存在。

特别是随着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红利开始逐步向人才红利转

变，会进一步促进珠海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高

龄老人占比逐渐增大，老龄化进程与高龄化叠加，将对潜在

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积累人

力资本，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推动人口和经济社

会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四、人口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升

全市常住人口中，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共有 223.42 万

人，占总人口的 91.58%。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18389 人上升为

25752 人，比全省高出 10053 人；每 10 万人中拥有高中及以

下文化程度人口均有所下降；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由 9.26 年提高至 11.46 年；文盲率由 1.40 %下降为

1.03 %，下降 0.37 个百分点，人口素质得到极大改善。过

去十年珠海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实施 12 年义务教

育，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西部教育、融合教育等，取得显著成效。

十年来，珠海人口发展发生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总量

保持良性增长态势、人口素质稳步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依然较大、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有利条件，同时又面临由人口

总量小、人口结构转变、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教育、医

疗、环境、交通、城市建设等方方面面的挑战。为此，我们

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从珠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提升

人口质量，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构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新格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