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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２０１１年，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北京市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人

口资源环境协同均衡发展，成为当前人口计生工作的任务和目标。多年来，全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系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创

新、把握机遇、奋发有为、扎实工作，“依法管理、村 （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

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不断推进，形成了 “和谐人口·幸福家庭”的工作思路，低生育

水平长期稳定，统筹解决首都人口问题的工作格局初步建立，积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首善之区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为全面、真实地记录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发展进程，市人口计生委决定，自

２００７年起，每年编辑 《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以下简称 《年鉴》）并公开出版发行。

《年鉴》由市人口计生委主办，由市人口计生委各处室和各区县人口计生委共同参与编撰。

《年鉴》作为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的资料性工具书和重要的历史文献，旨在通过真实地

记录历史，进一步总结工作经验、增进交流、推动工作，从而发挥 “存史、资政、教化”的

作用。

２０１２卷 《年鉴》是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的第六部年鉴。本 《年鉴》共１２篇，约６０

万字，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载２０１１年度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事件、法规

文件、领导讲话、重要研究成果等。第一篇为工作综述篇，包括全市人口计生工作综述和人

口形势分析报告；第二篇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大事记，简单记录了市级发生的人口计生重大事

件；第三篇为领导讲话篇，主要收录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市委市政府及市人口计生委有关领

导的重要讲话；第四篇为法规与重要文件篇，主要收录了本市年度内产生的重要法规及文

件；第五篇为整体工作篇，主要收录了市级人口计生重要工作及各项业务工作进展情况；第

六篇为社会团体和研究机构篇，介绍了市计划生育协会和本市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研究机构；

第七篇为论述篇，选录了有关专家学者关于人口计生问题的研究成果；第八篇为区县工作

篇，是管窥各区县工作成绩的一个窗口；第九篇为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统计资料

篇，选编了与人口相关的重要统计资料；第十篇为荣誉篇，主要收录了获得市级以上重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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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称号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第十一篇为人口计生组织机构和名录篇，介绍了市、区两级的人

口计生机构；第十二篇为附录，选编了区县出台的一些特色文件。《年鉴》还配有２２页彩色

图片，生动再现了各级领导参加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活动以及各级、各部门开展的各项特色

工作情况。

２０１２卷 《年鉴》由市、区人口计生委有关干部共同编撰，由市人口计生委综合处负责

编审，内容、资料和数据力求全面、真实、准确、客观。但因编辑部人力、水平和时间有

限，编校工作中的疏漏和差错在所难免，恳请读者理解和支持并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编辑部

二○一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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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综述篇

2011 年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综述

2011 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大事多、喜事多。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指导

下，全市人口计生系统按照 “打基础、转

职能、抓宏观、重实效”的工作要求，奋

发进取、努力拼搏，首都人口工作有了新

气象、新面貌、新成效。2011 年的工作，

可概括为四个较大突破:

一是在统筹协调人口工作方面取得较

大突破。市人口计生委牵头组织市编办、

市流管办、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开展了创

新首都人口管理体制调研，提出了市人口

计生委新“三定”方案并得到市编办批复。

新方案得到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高度认可，

在各省市中反响很大。按照新的职能定位，

市人口计生委不断加强横向沟通和纵向联

系，积极主动开展工作。联合国家人口计

生委开展“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课题

研究，牵头编制 “十二五”时期人口发展

和调控规划，整合市有关部门人口数据建

成全市覆盖人口最广的数据库———全员人

口数据库，开展了重大规划、重大政策和

重大项目人口影响评价调研。过去一年，

在统筹全市人口政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

伐，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有力提升了人

口计生委的地位。

二是在促进家庭发展方面取得较大突

破。为适应人口计生工作转型需要和新职

能的要求，市人口计生委积极拓展家庭方

面的职能，整合原有业务工作，将创建幸

福家庭工作作为全市人口计生工作的一条

主线，按照“幸福家庭、和谐人口”理念，

相应打造文明倡导、宝贝计划、青春健康、

健康生育、生育关怀、心灵家园六大惠民

工程。这项工作在全国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试点工作 ( 漳州) 座谈会上做了经验介绍，

得到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领导的高度肯定。

三是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

得较大突破。通过处长轮岗、交流引进、

公开选拔、挂职锻炼等多种方式，引进年

轻处级干部 5 名、科级干部 2 名，接收军转

干部 2 名; 向外单位输送局级干部 1 名、交

流处级干部 2 名; 完成了委机关副处长竞争

上岗和科级干部内部交流轮岗工作，事业

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这一系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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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初步形成了干部流动的正常机制，增

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动力和干劲，团队

的核心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四是在通过重大活动促进内外交流合

作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举办纪念建党 90 周

年暨市人口计生委成立 30 周年大会，

何鲁丽同志以及见证北京人口计生委成长

发展壮大的老同志出席。与市政府外办联

合举办北京市纪念世界人口日暨城市与人

口主题报告会，邀请了联合国人口司司长

汉娜女士和美国、日本及国内知名专家学

者发表主题演讲。承办全国计划生育药具

免费发放公共服务全覆盖推进会。积极开

展与新疆和田、四川什邡、西藏拉萨等地

对口帮扶工作。热情接待和参加国际人口

和计划生育领域的多边和双边活动，积极

开展国际项目合作，树立了本市人口计生

工作的良好形象。

2011 年，市人口计生委的 “北京市免

费避孕药具发放综合平台”、 “北京市全员

人口个案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建设和全市成

功应用”和“北京市人口计生系统阳光计

生行动规范化建设”3 个项目被市政府绩效

管理办公室评为 2011 年优秀创新项目，优

秀创新项目数量和质量在市属各委办局中

均名列前茅。

北京市 2011 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

“十二五”开局，北京经济社会深入发

展，城市综合竞争力明显增强，与此同时，

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十二五”时

期，北京市人口发展提出要把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

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稳定低生育水

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人口观，不断探索新形势下人口发展新体

制与机制，首都人口发展领域取得较快发展。

一、北京人口的基本特征①

( 一) 常住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外来人

口增长是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1. 常住人口总量持续增长

“六普”显示，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北京常住人口为 1 961. 2 万人，同 2000 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 以下简称 “五普”)

相比，10 年共增加 604. 3 万人，增长

44. 5%，高于同期全国人口 5. 8%的增长水

平。10 年间平均每年增加 60. 4 万人，年均

增长率为 3. 8%。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

看出，2001 ～ 2010 年无论是常住人口的增

量还是增速，都高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为

19. 9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2. 0% ; 90 年代

年均增量升至 26. 6 万人，年均增长率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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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为 2. 2%。

图 1 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情况

常住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缩短了人口

倍增的时间间隔。以 1949 年常住人口

( 420. 1 万人) 为基数，北京市常住人口增

长 1 倍的时间是在 1975 年，时间间隔为 26

年; 增长 2 倍的时间是在 1996 年，时间间

隔缩短为 21 年; 增长 3 倍的时间是在 2008

年，时间间隔只有 12 年。

2. 外来人口增长是常住人口增长的主

要因素

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

704. 5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35. 9%。与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外来人口增加 447. 7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44. 8 万人，年均增长

率为 10. 6%，远远高于常住人口 3. 8%的年

均增速。十年增加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

口占 74. 1%。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

重也由 2000 年的 18. 9%提高到 2010 年的

35. 9%，也就是说，2000 年每 5 个常住人

口中有 1 个外来人口，到 2010 年每 3 个常

住人口中就有 1 个外来人口。由此可见，北

京市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

的大量增加造成的。

图 2 北京市人口总量变动

外来人口大量增加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为外来人口提供

了大量适宜的就业岗位; 二是城市基础设

施不断改善，居住环境进一步优化，吸引

了更多的外来人口来京创业和生活; 三是

政府加强了对外来人口的服务和管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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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逐步完善，相关政策的实施吸引了

更多外来人口来京就业和就学; 四是外来

人口在京长期居住的趋势更加明显，离开

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在全部外

来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由 2000 年的

83. 3%提高到 2010 年的 90. 8%。

3. 户籍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人口的净

迁入

2000 ～ 2010 年，北京户籍人口 10 年共

增长了 150. 3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自然变动

净增加了 13. 68 万人，机械变动净迁入了

136. 62 万，显然户籍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

于人口的机械增长。

( 二) 人口出生处于高位且略有上扬，

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

自“十一五”以来，北京进入了新一

轮生育小高峰，出生人数持续处于高位，

主要原因是: 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本市生育

高峰出生的户籍人口，从 “十一五”开始

陆续进入婚育期; 二是符合 “双独”政策

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近年来逐渐增加;

三是婚嫁随父入户的户籍出生比重加大;

四是来京常住流动人口持续增长，在京生

育数量不少。2011 年统计年度，常住人口

出生为 17. 2 万人 ( 其中户籍 10. 6 万人、来

京流动人口 6. 6 万人 ) ，与 2010 年同期

14. 7 万相比，增长了 17%。户籍人口出生

为 10 年来同期最高水平，预计 2011 年全年

将达 11 万人。在京流动人口出生数量未减，

预计全年达到 7 万人左右。到 2011 年底常

住人口出生将超过 17 万人，继续保持在高

位水平且有所增加。

图 3 2000 年以来北京市出生人口变动趋势

在出生小高峰持续的情况下，北京低

生育水平保持稳定，计划生育率继续稳定

在 95%以上的较高水平。户籍人口计划生

育率为 98. 18%，常住人口稳定在 95%左

右，来京流动人口为 87%以上。户籍人口

出生孩次率保持稳定，2011 年出生一孩率

为 93. 92%、二孩率为 5. 92%、多孩率仅为

0. 16%。户籍总和生育率长期持续低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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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处于出生高位，预计 2011 年在 1 左右。

( 三) 人口老龄化进程减缓， “人口红

利期”延续

20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中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为 170. 9 万人，占 8. 7%，与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微增 0. 3 个百分点。

常住人口中 15 ～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1 621. 6万人，占总人口的 82. 7%，高出

2000 年同类指标 4. 7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

化进程减缓。换言之，在北京近 10 年增加

的 604. 3 万人中，89. 6%的人口是劳动年龄

人口，“纺锤形”人口年龄结构 “中间大”

的特点更加突出。它表明北京市劳动力资

源丰富，仍然处于 “人口红利”的黄金时

期。但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已达到

170. 9 万人，老年人口问题仍然值得关注。

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受外来人口

流入影响较大，常住外来人口的年龄集中在

20 ～39岁，这部分人口占外来人口的 62. 8%，

其中 25 ～29岁组占 19. 1%。2010 年全市常住

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 35. 7 岁，常住户籍人口

的年龄中位数为 41. 5 岁，常住外来人口的年

龄中位数为 29. 6 岁。可见外来人口的大量流

入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重要原

因。伴随外来人口的不断流入，这种结构仍将

继续持续一段时期，但也要看到这种因外来人

口的流入所形成的“人口红利”与城市人口

的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在逐步加剧。

图 4 北京市常住人口年龄金字塔

与我国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市的人口

老龄化具有明显超前的特点，其发展速度

一直比全国快，老年人口的比重从 8%上升

到 10%，全国需要 15 年，而北京仅用了 5

年; 预计老年人口从 10%上升到 27%，全

国需要 50 年，而北京仅需要 30 年，且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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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也将呈现高龄化趋势。未来老年人口

及高龄者数量的成倍增长，将给北京经济

发展和老年保障事业带来巨大压力，不仅

老年人自身的生活，而且老年人的家庭乃

至整个社会都将经受严峻的考验。

图 5 2006 ～ 2010 年人口老龄化发展状况

( 四) 人口分布由核心区向拓展区和发

展新区扩散，人口密度逐年上升

2010 年，城市功能核心区 ( 简称核心

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 简称拓展区) ，城

市发展新区 ( 简称发展新区) ，城市生态涵

养区 ( 简称涵养区) 的人口分别为 216. 26

万人、955. 41 万人、632. 18 万人、157. 4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11. 03%、48. 71%、32. 23%、8. 03% ( 见

表 1) ，居住在城区 ( 核心区 +拓展区) 的

人口约占 60%，居住在郊区 ( 发展新区 +

涵养区) 的人口约占 40%。

表 1 北京市各功能区人口及其变化

功能分区
人口( 万人) 增长( % ) 比重( % )

2000 年 2010 年 2000 ～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功能核心区 211. 46 216. 26 2. 27 15. 58 11. 03
功能拓展区 638. 88 955. 41 49. 54 47. 08 48. 71
发展新区 367. 77 632. 18 71. 9 27. 1 32. 23
生态涵养区 138. 82 157. 4 13. 38 10. 23 8. 03
全市 1 356. 92 1 961. 24 44. 54 100 100

与 2000 年比较，拓展区、发展新区占

全市常住人口比重升高，核心区、涵养区

的比重降低。2010 年数据显示，拓展区和

发展新区集中了全市 79. 5% 的常住人口，

其中，拓展区的人口所占比重最大，接近

全市总人口的一半; 发展新区次之; 涵养

区人口最少。四个功能区中，城市发展新

区人口增长最快，与 2000 年相比，常住人

口增长了 44. 54% ; 拓展区、涵养区、核心

区分别增长了 49. 54%、13. 38%、2. 27%，

而发展新区增长了 71. 9%。

与人口总量变动相伴随，北京市的人

口密度也在逐年上升。2010 年 “六普”数

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密度为 1 195 人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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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北京市的人口密度低于上海( 3 630

人 /平方公里) ，高于天津 ( 1 100 人 /平方

公里) 和重庆 ( 350 人 /平方公里) 。

全市常住人口密度呈梯度分布，即首

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最高，为 23 407 人 /

平方公里; 城市功能拓展区次之，为 7 488

人 /平方公里; 城市发展新区位于第三，为

958 人 /平方公里; 生态涵养发展区人口密

度最低，为 213 人 /平方公里。虽然常住人

口呈现出由首都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

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扩散的态势，但是人

口密度梯度分布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

变，人口地区分布仍然不平衡。

图 6 2010 年北京市区域人口分布

图 7 20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 ( 人 /平方公里)

( 五) 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近 1 /3

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

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升。“六普”数据

显示，6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大学专科及

以上人口为 617. 8 万人，占 32. 8% ; 高中

人口 416. 2 万人，占 22. 1% ; 初中人口

615. 7 万人，占 32. 7% ; 小学人口 195. 3 万

人，占 10. 4%。与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

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口比重呈现增长态势，

高中及以下人口比重呈现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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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1964 年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5. 3

年，2000 年提高到 10 年，2010 年提升至

11. 5 年。

图 8 2000 年和 2010 年各类受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重

图 9 历年普查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2000 年以来北京市人口受教育程度不

断提高，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

有了明显提高。2010 年，6 岁及以上人口

为 1 881. 3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95. 9%。其

中，每 10 万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的已

经达到 31 499 人，也就是说，每 10 人中就

有 3 名大学生，比 2000 年的 16 839 人增幅

87. 1%，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随着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各项事业对知识更新和

人力资源均提出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在

此期间迅猛发展，是北京市人口文化素质

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 六) 常住外来人口扩增速度加快，但

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2010 年常住外省市来京人口为 704. 5

万人，比 2000 年人口普查时增加了 447. 7

万人，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由

2000 年 的 18. 9% 提 高 到 2010 年 的

35. 9%，即每 3 个常住人口中就有 1 个外

来人口。由于 10 年增加的常住人口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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