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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曲靖市人民政府市长　范华平

人口普查是一个国家国情国力的大盘点。通过人口普查获取各类人口信

息，以此为依据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完善社会管理，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具有战略意

义的基础性工作。

２０１０年，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曲靖各

级各部门密切协作，４万余名普查员辛勤努力，圆满完成了曲靖市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任务。通过普查，获取了准确、丰富的各类人口数据信息，为新时

期更全面、深入把握曲靖市情、市力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党委政府实施有关

决策提供了人口依据。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全面开展人口与计

划生育工作以来，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的１０年来，全市在控制人口增长、提

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人口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适应性、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性不断增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

明，近１０年来，全市人口总量继续增长，但增速已明显放缓，人口增长模式

已经转化成为 “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模式；人口文化素质大幅提

升，劳动人口就业结构逐步优化，人口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人均收入水

平快速增长，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等等。同时，通过普查我们也看到，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曲靖仍然面临着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不尽合理，人口与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较突出等问题，科学规划、统筹解决

好人口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更加自觉、

更加科学地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稳定低生育水

平、优化人口结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 “人均水平”作为曲靖经济社

会发展的中心环节，推动曲靖从人口大市向人力资源大市转变，发挥人力资

源优势，提升人才支撑力，促进全市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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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全省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创造有利条件，打下坚实基础。

深度开发、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加强对曲靖人口问题研

究，充分发挥普查数据信息的既有作用，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工作。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汇总全面汇总完成后，２０１２年初，市统计局、市
行政学院联合组织成立了课题组，依托国家、省、市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结

合相关调查研究，对全市人口进行了分专题研究，拿出了一组具有较高质量

的研究报告，并汇编成 《曲靖人口问题研究》一书。该书以翔实的普查数据，

科学的分析方法，严谨的专业论证，对全市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分专题探讨了曲靖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变动趋势、人口增长与结构特征、人

口性别结构、适龄人口教育、人力资源现状及开发、人口老龄化、人口城镇

化、流动人口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在

“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期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推动

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实践价值的参考。

《曲靖人口问题研究》一书的编辑出版，是曲靖市统计局与市行政学院联

合开发普查资料，针对全市经济社会现实重大问题开展问题研究，为党委、

政府提供决策服务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在全书付梓之际，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对课题组同志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希望他们今后继续努力，结合实际，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提供更多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大

家共同努力，为实现曲靖发展的宏伟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２０１３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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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变动趋势

人口总量、结构和发展趋势是整个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其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制定和政府宏观决策的正确与否。以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１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 “六

普”）。本研究报告结合曲靖实际，利用相关理论对曲靖市普查数据进行分析，

总结人口发展规律及其对曲靖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一、曲靖市人口总量及人口结构现状

（一）人口总量的变动

曲靖市是云南省的人口大市，人力资源较为丰富。 “六普”普查数据显

示，曲靖市户籍总人口为６２７４４万人，常住总人口为５８５５１万人。常住总人
口占云南省总人口的１２７％。人口总量仅比昆明市６４３２２万人少５７７１万
人，居云南省第二位。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 “五普”）

５４６６１万人相比，１０年共增加了 ３８９万人，增长 ７１％。年平均增长率为
０６９％。“六普”与 “五普”相比，总人口增长率下降６８５个百分点，年平
均增长率下降０５８个百分点。１０年间共计少生２８１１万人，保持了人口低速
增长的良好态势。① 这表明，曲靖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而且已经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状态，计划生育成效显著。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某一国家 （或地区）总人

口中所占的比重。“六普”普查结果显示，在出生水平下降的同时，曲靖市人

口的年龄结构相应发生变化，低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１·

① 曲靖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曲靖市统计局编：《曲靖人口信息———曲靖市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汇编》，本章引用的数据均来自此书，以下如无不同来源，不再注明。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全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三个特点，一是０～１４岁的少
年儿童人口比重逐年下降，与２０００年相比，下降４３７个百分点；二是１５～
６４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有所提升，比２０００年上升了２７２个百分点；三是

老年人口比重虽然比２０００年有所提升，但低于全国水平。曲靖还是一个相对
年轻的城市。全国老年人口比重是 ８８７％，全省为 ７６３％，曲靖市为
７４４％。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全国提升了１９１个百分点，全省提升了１５４个百

分点，曲靖市提升了１６５个百分点。曲靖市老年人口比重低，主要是因为曲
靖市劳动力人口，即１５～６４岁的人口比重和少年儿童人口比重高，老年人口
比重相对较低，但是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逐渐老化，曲靖市的老龄人口有加

快发展趋势。

从少年儿童人口的比重来看，曲靖与全国相差比较大，全国的比重为

１６６％，全省为２０７３％，曲靖市为２３８７％，曲靖市比全国高７２７个百分

点，比全省高３１４个百分点。与 “五普”比，１０年间，全国下降６２９个百
分点，全省下降５２３个百分点，曲靖市仅下降４３７个百分点。曲靖市少年
儿童人口比重下降速度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三）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动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间的数量关系，一般用性别比

来描述，即每１００名女性相对于男性人口数。全市总人口性别比由２０００年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１１２８５下降为１１０１４。但依旧高于全国、全省。
曲靖的总人口性别比在历史上一直高于全国、全省。２０００年为１１２８５，

比全国的１０６７４高６１１个百分点，比全省的１１０１１高２７４个百分点。这次

普查中，曲靖市总人口性别比比全国高４９个百分点，比全省高２３个百分
点。从普查数据看，曲靖市总人口性别比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六普”比 “五

普”下降了２７１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较大，虽仍高于全国、全省，但差距已

经在逐步缩小。

（四）人口教育文化结构的变动

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 （或地区）人口素质以及综合

国力的重要指标，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普查结果显示，曲靖市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表现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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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两降”。“三升”指：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在上升、具有高中文化程度

的在上升、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在上升；“两降”指：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在

下降，全市文盲率在下降。

文化教育水平的变化，说明曲靖市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整体文化素质有

了进一步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了较大进步。其中有两个指标反映比较

突出，一是平均每１０万常住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４３１７人，１０年前只
有１２５３人，增幅达 ２４倍；二是全市文盲率比 １０年前下降了 ８８９个百
分点。

但与全国、全省相比，曲靖市平均每１０万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高中、
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均尚有一定差距 （全国、全省、曲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的，分别为８９３０人、５７７８人、４３１７人；全国、全省、曲靖具有高中含中专
文化程度的，分别为１４０３２人、８３７６人、８７３２人；全国、全省、曲靖具有
初中文化程度的，分别为３８７８８人、２７４８０人、２７０２７人）。曲靖市文盲率比
全国高３２３个百分点 （全国、全省、曲靖文盲率分别为 ４０８％、６０３％、
７３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曲靖市外出人口中，有文化的人所占比重
较高，而６０岁及以上人口外出较少，主要在家居住，这部分人的文盲率较
高。高学历人口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及文盲人口的减少，说明

曲靖市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也反映出１０年来曲
靖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扫

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五）人口城乡结构的变动

人口的城乡结构是指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在一个国家 （或地区）总人口

中所占的比重。人口的城乡结构是反映一国 （或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

标，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２０１０年 “六普”结果显示，曲靖市居住在

城镇的人口为２１０７８万人，占总人口的３６％；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３７４７２
万人，占总人口的６４％。同２０００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了１０７８０万人，乡
村人口减少了６４０８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１７１６个百分点。
增幅大于全国、全省。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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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口地区结构的变动

人口的地区结构是指某一地区不同地域人口间的比例构成。曲靖市的行

政区划设置包括１区、１市、７县，具体为麒麟区、宣威市、陆良县、会泽
县、富源县、罗平县、马龙县、师宗县、沾益县。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

２０００年以来，全市９个县 （市、区）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以及人口密度

等方面的格局及发展态势并没有大的改变。宣威市人口最多，达１３０２８９万
人，２０１０年在全市总人口所占比重为２２３％，会泽县次之，达９０８２９万人，
２０１０年在全市总人口所占比重为１５５％。麒麟区第三，达７４０７万人，２０１０
年在全市总人口所占比重为１２７％。由于人口总量大而区域面积相对较小，
曲靖市人口密度较高。按２０１０年常住总人口计算，曲靖市人口密度为２０２６
人／平方公里，远高于当年全省１１６６人／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
１４２８人／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

（七）人口民族结构的变动

２０１０年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５４４２１万人，占９２９％；各少数民
族人口为４１２９万人，占７１％。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
人口增加 ３８９万人，增长 ７７％；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 １８４万人，增长
４６６％。全市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数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彝族、回族、苗族。

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

变化不大，全市人口的民族构成相对稳定。受民族政策及婚育观念等因素的

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略低于汉族人口。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低于

汉族人口增长，主要是受人口迁移流动等原因的影响，流入我市人口中汉族

人口比重较大，而我市流出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偏多。

（八）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动

“六普”１０％抽样统计数据①显示，曲靖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口３３７８８６人，
第二产业从业人口４０６１８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口５６０６１人。根据相关年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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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国人口普查对人口就业状况的统计是按普查总户数的１０％进行抽样统计 （即普查结果汇总

表中的Ｌ表数据），因此普查结果显示的就业人口数不代表全部就业人口数，但可以反映就业人口的
行业 （产业）结构、职业结构。



计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曲靖市ＧＤＰ从２３２６亿元增至１００５６亿元。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从５５８亿元增加到１８３６亿元，年均增长１２６５％；第二产
业增加值从１０３８亿元增加到５２６７亿元，年均增长１７６４％；第三产业增加
值从７３亿元增加到２９５３亿元，年均增长１５％。至２０１０年末，全市三次产
业结构比重为１８２∶５２４∶２９４。１０年间，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下降了５８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上升了７８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

比重下降了２个百分点。按照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第一产业比重将持续下降，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减少；第二产

业比重有升有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大量劳动力将向第三产业转移。

普查结果说明，目前，曲靖市仍有大量的从业人口集中在第一产业。与此同

时，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人口转变，城郊农民从所从事的农业劳动，转向建

房出租，或是从事商业活动。今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第一

产业的从业人口将逐步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有升有降；随着第三产业逐

步壮大并成为曲靖市产业发展重点和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对劳动人口和

资本将产生巨大的张力。

二、曲靖市人口结构的成因及其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

曲靖市人口结构的形成有其客观和主观原因，以下将深入剖析曲靖市人

口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阐述其对曲靖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曲靖市人口结构的形成原因

１政策因素
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部分符合条

件的对象可生育第二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３０多年，由于社会养
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多数农村居民希望生育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孩子；由

于孩子存在成长风险，部分城镇居民也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群众的生育意愿

与国家的总体战略之间存在差距。

２利益因素
生育行为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人类的一种自然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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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受家庭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政府通过经济利益诱导，能促使生育观

念发生变化。但从曲靖的实践来看，虽然制定了一些奖励措施，但由于执行

中重处罚轻奖励，不但起不到激励示范作用，反而挫伤了群众的自觉性。

３观念因素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主张 “男尊女卑”，鼓励早婚早育，提倡多子多福，而

曲靖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兼具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特征的地域文化，秉承

了儒家思想的内核，在生育观念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生育观念上带有

明显的功利倾向，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的思想基础仍

广泛存在，表现出 “想生、肯生”和新生儿性别选择意愿明显的特点。

４自然因素
曲靖市位于云贵高原中部、云南省东部，有 “入滇锁钥” “云南咽喉”

之称，云南的东大门以曲靖为关，沾益为蔽。由于地处于 “出滇入省”的大

通道上，曲靖是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人口密度大。加之地处乌蒙山

区，自然环境艰苦，在自然经济时代农业经营方式粗放，劳动力参与了生产、

流通、分配各个过程，表现为 “人多收入多”。同时，由于本地资源匮乏，山

地丘陵占土地面积的９３９６％，生存压力大，促使部分曲靖人走出去到全国各
地闯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处大通道上的

曲靖得风气之先，人口跨区域流动增多。“六普”普查结果显示，曲靖市外出

半年以上人口９０６１６０人，占户籍人口比重１４４４％。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比
较，２０１０年曲靖人口净流出４１９３１５人。全市暂住人口达１８６１２９人，流动人
口达到５２３０３７人，这说明，随着城乡经济活力的增强，人口的流动加快。

（二）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曲靖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

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１人口增长带来压力
人口快速增长特别是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给曲靖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带来巨大压力。尽管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曲靖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

不断提高，但仍然难以满足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对基础设施和相应公共服务的

需要，并出现了就医难、就学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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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给社会管理带来困难
一方面，人口流动和迁移频繁，外出打工人员增多，管理和服务难度加

大。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大部分是根据常住人口的规模进行的，大量非户籍

人口的存在，给曲靖市医疗、教育等配套公共设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

方面，由于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住房需求不断扩大，城市的配套设施无法

及时跟上，价格低廉的城中村租住应运而生，大量的原村民均在自家的宅基

地上盖起了私人住宅，大量城中村的存在，缺乏合理的规划和配套，带来了

巨大的安全隐患，给曲靖市的治安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３人口现代化进程滞后于城镇化发展
进入２１世纪的第二个１０年，曲靖的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然

而，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城市建设、社会变革

和观念更新等诸多因素互动的过程，而人口则是城镇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

相比之下，曲靖人口现代化建设明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这是人口与发展之

间形成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

的现代化只有同社会现代化同步，才能得到科学的发展。因此，在率先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战略，彻底解决人口现代化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的问题。

总之，曲靖市当前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人口的快速增长

和向城镇聚集，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但性别比失调和文化素质偏低

等问题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加

剧，将使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重大挑战。

三、曲靖市人口结构变动趋势与应对措施

（一）曲靖市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进行的预测，“总体看，本世纪中叶之前

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２００６年开
始进入稳定期，而从２０１０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２０１１年即趋于稳定，２０２２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２０３０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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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到峰值，为１４３９亿，随后绝对减少。”①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是中国人口变
动的一个转折点。曲靖是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城市，城镇化正处于加速期，但

其地处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人口结构变动方面将滞后于全国。

随着曲靖市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是：大量人口将

涌入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和流动范围持续扩大。在今后一个时期，少年儿童

人口比重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较快，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仍较高。劳

动力人口的增加，使社会扶养比下降，暂时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但随

着经济的发展，流动迁移人口也将急速增加，就业压力加大。在人口产业结

构方面，从长远来看，曲靖市劳动力将向第三产业转移，其中第一产业劳动

力向外转移的速度将放慢，第二产业劳动力转移将呈加速趋势。在曲靖市劳

动力产业部门间转移的同时，将出现大规模的职业转换，高素质人才替代低

素质劳动力的进程加速，曲靖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并存局面将进

一步加剧，曲靖市居民收入差异也将进一步扩大。这将迫切要求政府发展劳

动力适应性培训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以维护社会

稳定。

（二）曲靖市应对人口结构变动及其影响的对策措施

１建立健全人口综合调控机制，控制人口数量，保证人口有序增长
人口有序发展和结构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性、根本性的保障，

必须早做准备，统筹运作。特别是曲靖市面临着城市布局和产业结构的重大

调整，人口的有序迁移和流动成为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基础和保证，必须

从实际出发，本着以人为本、保障人口安全、优化人口结构和科学可行的原

则，建立人口发展的综合调控机制，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确

保人口有序增长。引导人口的有序迁移和流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

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重新调整人口分布的数量、流向以及生产、消费方式对

资源、环境的影响，制定全面提高曲靖市及重点区域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素质、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综合配套政策和措施，为落实科学

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人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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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完善与老年型人口类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

如前所述，在２１世纪的上半叶，曲靖市老龄人口数量将呈现持续增长之
势，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今后１０年到２０年是应对老龄化加速到来的关键
期，在集中力量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加快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和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 “安

全网”和 “稳定器”。推进、完善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和社区供

养，适当组织老年再就业自养，建立起互相补充，自养与他养融于一体的养

老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权益。

３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坚持市场导向和政策引导相结合，科学制定区域人口发展战略，促进曲

靖在滇中城市经济圈中的快速健康发展。把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作为统

筹城乡、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统筹人口分布与生产力布局，打破条块

分割，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完善就业服务，建立并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登记制度，实行动态跟踪管

理服务，将有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和服务体

系，基本实现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和生活质量，实现人口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有效配置；完善高层次人

才引进政策，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吸纳一大批高层次人才来曲靖创业发展。

４消除制度壁垒，促进人口流动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消除城乡户籍差别和 “农业户口”，实现户口性

质、管理与公民待遇城乡一体化。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制定的初衷是限制农村人口流入非农产业和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

放宽了对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限制。很多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其农民身

份没有变，没有在城市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和平等的待遇，既制约了城镇化

的健康发展，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点要把握两点：

第一是放宽落户条件，实行以具有稳定就业和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准

入制度，切实让那些就业比较稳定、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与所在城市职工享

受同等的政治经济权益。县城和县城以下应率先放开农民工落户条件。第二

是要进一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的福利制度，促进住房、医疗、子女

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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