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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自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

国的人口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浙江省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零时为标准时点成功开展了规模庞大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取得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第

一手资料，基本摸清了全省人口总量、结构、素质、分布、流动、变化和居住环境等方面

的情况，这对于准确把握人口变化的规律和趋势，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提高人口素

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

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满足各级党政领导决策需要，便于社会各界了解浙江省情，浙江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组织力量，撰写了《２０１０浙江人口发展报告》，以白描的手法，从总量分布、性别年

龄、生育死亡、迁移流动、婚姻家庭、受教育程度、就业保障、居住质量等方面，对浙江人

口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描述，以期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提供启发和

索引。

本报告分两册：上册为全省篇，共１０章，由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承担完成。下册为

各市篇，共１１章，由全省１１个市的人口普查办公室承担完成。

由于此次人口发展报告撰写时间较紧，加之编写者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限

制，文中难免会有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之处，真诚希望各位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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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杭州篇　

第一章　总量与分布

一、全市人口总量

“六普”杭州市常住人口总量为８７０．０４万人，比“五普”６８７．８７万人增加１８２．１７

万人，年平均增加１８．２２万人，年均增长率为２．３８％。

（一）新世纪十年全市人口增长量最大

从已开展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一普”全市人口为３０１．１３万人；“二普”全市人

口为４２１．７３万人，１１年净增１２０．６０万人，年均增幅３．１１％；“三普”全市人口为

５２６．０５万人，１８年净增１０４．３２万人，年均增幅１．２４％；“四普”全市人口为５８３．２１万

人，８年净增５７．１６万人，年均增幅１．３０％；“五普”全市人口为６８７．８７万人，１０年零４

个月净增１０４．６６万人，年均增幅１．６１％；“六普”全市人口为８７０．０４万人，１０年净增

１８２．１７万人，年均增幅２．３８％，成为杭州解放以来人口年均增幅最大的时期。

（二）人户一致人口减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户籍观念的淡薄，一户有两处及以

上住房的情况日益增多，户籍在原住房、搬迁新居后户籍未迁的情况大有存在，加之外

来人口的迅速增加，使人户一致人口比重大为减少。“六普”全市人户一致人口为

５０８．９７万人，比“五普”减少２３．１３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由“五普”的７７．３５％下

降到“六普”的５８．５０％，减少１８．８５个百分点。

表１－１－１　分户口登记状况的常住人口表
单位：万人、％

“六普” “五普”
总量 比重 总量 比重

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 ５０８．９７　 ５８．５０　 ５３２．１０　 ７７．３５

户口待定 ２．９５　 ０．３４　 ６．７１　 ０．９８

居住在本乡镇街道，离开户口所在的乡镇街
道半年以上 ３４１．５１　 ３９．２５　 １４８．４５　 ２１．５８

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
工作学习 １６．６１　 １．９１　 ０．６１　 ０．０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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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农户籍人口增加

我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快速发展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准入杭州落户标准的逐步放

宽，吸引了大量的人才精英。加之城镇化进程加快，“撤村建居”后的农业户籍转为非

农户籍，使得我市人口的户籍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六普”全市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

数为３６８．５２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４２．３６％，比“五普”增加１３６．２８万人，非农业户

籍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比“五普”加大８．６０个百分点。

表１－１－２　杭州市户籍情况分类表

单位：万人、％

“六普” “五普” “四普”

总量 比重 总量 比重 总量 比重

农业户籍 ４９８．５７　 ５７．３０　 ４４８．３１　 ６５．１７　 ４０９．７９　 ７０．２６

非农业户籍 ３６８．５２　 ４２．３６　 ２３２．２４　 ３３．７６　 １６９．８９　 ２９．１３

户口待定 ２．９５　 ０．３４　 ７．３２　 １．０７　 ３．５３　 ０．６１

（四）外来人口快速增长

十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取得长足的发展，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吸引外来人口纷纷来杭投资、创业，给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大量的活力。据计算，

在全市的常住人口中，市外外来人口为２３５．４４万人，占２７．０６％，其中省外外来人口

为１７４．２７万人，占２０．０３％。也就是说，在我市的每五个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人来自

省外。而全市外出到市外（指国内市外）的人口为４５．６０万人，全市净流入人口数达

１８９．８４万人。

表１－１－３　各区、县（市）人口流入（出）情况表

单位：万人

地　区 市外外来 外出市外 净流入 地　区 市外外来 外出市外 净流入

全　市 ２３５．４４　 ４５．６０　 １８９．８４ 余杭区 ３１．７９　 ２．９１　 ２８．８８

上城区 ７．４０　 ３．２０　 ４．２０ 开发区 １９．２３　 １．２９　 １７．９４

下城区 １６．２８　 ３．２４　 １３．０４ 名胜区 １．１１　 ０．０７　 １．０４

江干区 ３２．６３　 １．６７　 ３０．９６ 桐庐县 ６．１２　 ３．４９　 ２．６３

拱墅区 ２１．５２　 ２．１２　 １９．４０ 淳安县 １．０４　 ３．４６ －２．４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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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　区 市外外来 外出市外 净流入 地　区 市外外来 外出市外 净流入

西湖区 ２３．４０　 ６．０９　 １７．３１ 建德市 ２．７２　 ４．４０ －１．６８

滨江区 １５．１５　 １．１７　 １３．９８ 富阳市 １２．４３　 ３．６４　 ８．７９

萧山区 ３４．１５　 ５．１１　 ２９．０４ 临安市 １０．４７　 ３．７４　 ６．７３

（五）人口总量居１５个副省级城市第七位

据１５个副省级城市资料收集，我市人口总量居第七位，比“五普”第十位上升３位。

表１－１－４　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人口总量情况表

单位：万人

“六普” “五普”

总量 位次 总量 位次

“六普” “五普”

总量 位次 总量 位次

哈尔滨 １０６３．６０　 ３　 ９４１．３４　 ３ 大　连 ６６９．０４　 １４　 ５８９．３７　 １４

沈　阳 ８１０．６２　 ９　 ７２０．３７　 ７ 宁　波 ７６０．５７　 １２　 ５９６．２６　 １２

长　春 ７６７．７１　 １１　 ７１３．５４　 ８ 成　都 １４０４．７６　 １　 １１２４．４３　 １

济　南 ６８１．４０　 １３　 ５９２．１７　 １３ 广　州 １２７０．０８　 ２　 ９９４．３０　 ２

南　京 ８００．４７　 １０　 ６２３．８５　 １１ 深　圳 １０３５．７９　 ４　 ７００．８４　 ９

武　汉 ９７８．５４　 ５　 ８０４．８１　 ４ 西　安 ８４６．７８　 ８　 ７４１．１４　 ６

青　岛 ８７１．５１　 ６　 ７４９．４２　 ５ 厦　门 ３５３．１３　 １５　 ２０５．３１　 １５

杭　州 ８７０．０４　 ７　 ６８７．８７　 １０

从十年来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人口增长量来看，增长量最大的是深圳市为３３４．９５万

人，增长量最小的是长春市为５４．１７万人，杭州市增长量为１８２．１７万人，居第四位；十

年来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是厦门市为７２．００％，长春市最低为７．５９％，杭州市增长率为

２６．４８％，居第六位。

表１－１－５　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人口增量、增长率情况表

单位：万人、％

城市
“六普”比“五普”

增量 位次 增长率 位次
城市

“六普”比“五普”

增量 位次 增长率 位次

哈尔滨 １２２．２６　 ９　 １２．９９　 １４ 大　连 ７９．６７　 １４　 １３．５２　 １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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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六普”比“五普”

增量 位次 增长率 位次
城市

“六普”比“五普”

增量 位次 增长率 位次

沈　阳 ９０．２５　 １２　 １７．５３　 ９ 宁　波 １６４．３１　 ７　 ２７．５６　 ５

长　春 ５４．１７　 １５　 ７．５９　 １５ 成　都 ２８０．３３　 ２　 ２４．９３　 ７

济　南 ８９．２３　 １３　 １５．０７　 １１ 广　州 ２７５．７８　 ３　 ２７．７４　 ４

南　京 １７６．６２　 ５　 ２８．３１　 ３ 深　圳 ３３４．９５　 １　 ４７．７９　 ２

武　汉 １７３．７３　 ６　 ２１．５９　 ８ 西　安 １０５．６４　 １１　 １４．２５　 １２

青　岛 １２２．０９　 １０　 １６．２９　 １０ 厦　门 １４７．８２　 ８　 ７２．００　 １

杭　州 １８２．１７　 ４　 ２６．４８　 ６

二、城乡分布

我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６３７．２７万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２３２．７７

万人。

（一）城镇人口总量增加

同“五普”相比，我市居住在城镇人口增加２３３．９３万人，居住在乡村人口减少

５１．７６万人，城镇人口比重由“五普”的５８．６４％上升为“六普”的７３．２５％，增加１４．６１

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人口比重由“五普”的４１．３６％下降为“六普”的２６．７５％。

（二）各区、县（市）城镇人口增速不一

部分县（市）由于行政区域的调整，撤镇为街道、拆村委会建居委会，城镇范围不断

扩大，拆村建居后从事农业的人口大量减少，使其城镇人口不断增加，造成全市各区、

县（市）城镇人口增速不一。从“六普”资料看，萧山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１００．２２万

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６６．３１％，比“五普”上升２６．０５个百分点；余杭区居住在城镇

的人口为７１．２８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６０．９０％，比“五普”上升２５．０５个百分点；

临安市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２７．１２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４７．８７％，比“五普”上

升１７．９９个百分点；建德市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１８．３５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４２．６０％，比“五普”上升７．３６个百分点。

（三）我市城镇人口居全省首位

据对全省１１个市（地）资料收集，我市居住在城镇的人口６３７．２７万人，在全省１１

个市（地）中人口数量最多，比宁波市多１１７．７５万人，比温州市多３５．０７万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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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６　全省居住在城镇人口对比表

单位：万人

地区
“六普” “五普”

人数 位次 人数 位次
地区

“六普” “五普”

人数 位次 人数 位次

杭州 ６３７．２７　 １　 ４０３．３４　 １ 金华 ３１６．４５　 ５　 ２０７．３２　 ６

宁波 ５１９．５２　 ３　 ３３２．３７　 ３ 衢州 ９３．６８　 １０　 ６２．９７　 １０

温州 ６０２．２０　 ２　 ３８９．１３　 ２ 舟山 ７１．３１　 １１　 ５６．１２　 １１

嘉兴 ２４０．０７　 ７　 １３６．０８　 ７ 台州 ３３１．５３　 ４　 ２６５．５８　 ４

湖州 １５３．０４　 ８　 １０１．６７　 ８ 丽水 １０２．４７　 ９　 ７１．５４　 ９

绍兴 ２８７．７５　 ６　 ２０９．５４　 ５

三、地区分布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近十年来全市人口在数量、

结构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各区、县（市）人口增减不一

自“五普”以来，各区、县（市）人口增长发生明显变化，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

区的入驻企业不断增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吸引大量的创业者和外来打工者纷纷进

入，使得常住人口成倍增加；而建德、淳安等地，受外出打工人口增加，外来人口流入又

不多等原因影响，常住人口增长不快，个别乡镇甚至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各区、县

（市）常住人口与“五普”相比，呈现增减不一的态势。

表１－１－７　各区、县（市）常住人口分布表

单位：万人

地区
常住人口数

“六普” “五普” 增量
地区

常住人口数

“六普” “五普” 增量

全　市 ８７０．０４　 ６８７．８７　 １８２．１７ 萧山区 １５１．１３　 １２３．３３　 ２７．８０

上城区 ３４．４６　 ３３．５１　 ０．９５ 余杭区 １１７．０３　 ８１．７７　 ３５．２６

下城区 ５２．６１　 ４１．２４　 １１．３７ 桐庐县 ４０．６５　 ３７．８１　 ２．８４

江干区 ６８．８１　 ５０．１８　 １８．６３ 淳安县 ３３．６８　 ３８．２３ －４．５５

拱墅区 ５５．１９　 ４２．９３　 １２．２６ 建德市 ４３．０７　 ４７．３１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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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常住人口数

“六普” “五普” 增量
地区

常住人口数

“六普” “五普” 增量

西湖区 ７９．００　 ５６．０６　 ２２．９４ 富阳市 ７１．７７　 ６２．８６　 ８．９１

滨江区 ３１．９０　 １１．５９　 ２０．３１ 临安市 ５６．６７　 ５１．４２　 ５．２５

开发区 ３１．０７　 ６．３６　 ２４．７１ 名胜区 ３．００　 ３．２７ －０．２７

（二）主城区人口密度大幅上升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住在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城区人口密度的加剧，原先就已

“摩肩接踵”的城区人口，如今则更为突出。如滨江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普”人

口密度为４３５２人／平方公里和２９６８人／平方公里；分别比“五普”增加２７７１人和２３６１

人，增长１．７５倍和３．８９倍。

表１－１－８　各区、县（市）人口密度情况表

单位：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

地区 土地面积
人口密度

“六普” “五普” 增长率

地区 土地面积
人口密度

“六普” “五普” 增长率

全　市 １６５９６ 　５２４　 ４１４　 ２６．５７ 萧山区 １１６３．００　 １２９９　 １０６０　 ２２．５５

上城区 １８．１０　 １９０３８　 １８５１１　 ２．８５ 余杭区 １２２２．００　 ９５８　 ６６９　 ４３．２０

下城区 ３０．９４　 １７００４　 １３３２９　 ２７．５７ 桐庐县 １７８０．００　 ２２８　 ２１２　 ７．５５

江干区 １０５．５３　 ６５２０　 ４７５５　 ３７．１２ 淳安县 ４４５２．００　 ７６　 ８６ －１１．６３

拱墅区 ８７．７３　 ６２９１　 ４８９３　 ２８．５７ 建德市 ２３６４．００　 １８２　 ２００ －９．００

西湖区 ２１３．８３　 ３６９５　 ２６２２　 ４０．９２ 富阳市 １８０８．００　 ３９７　 ３４８　 １４．０８

滨江区 ７３．３０　 ４３５２　 １５８１　 １７５．２７ 临安市 ３１２４．００　 １８１　 １６５　 ９．７０

开发区 １０４．７０　 ２９６８　 ６０７　 ３８８．９６ 名胜区 ４８．７３　 ６１６　 ６７１ －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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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性别与年龄

一、性别结构

（一）总人口性别比持续减小

人口性别比是指人口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比，主要反映男性和女性人口之间

的对比关系。我市“六普”常住人口中，男性为４４５．７２万人，女性为４２４．３２万人，人口性别

比为１０５．０４，比“五普”下降１．３０，比“四普”下降２．１３，人口性别比总体呈持续减小的趋势。

图１－２－１　历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性别比

（二）各年龄组性别比差异较大

从“六普”人口的分组数据来看，我市人口性别比起伏较大，各年龄组的差异也不

尽相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少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二是成年人口性别比有所减小；

三是老年人口性别比基本稳定。

１．少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

“六普”资料显示，我市０－１４岁少儿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９．６０，比总人口性别比高出

４．５６，较“五普”上升了２．１９。其中７岁少儿性别比最高，达到１１１．１８，３岁幼儿性别

比最小，为１０７．５２。

０－４岁组婴幼儿性别比为１０９．２１，高出总人口性别比４．１７，比“五普”上升了

０．７７。其中除３岁组外，组内各年龄性别比均大于“五普”数据。尤以０岁婴儿男女性

别比最高，为１１０．０１，比“五普”上升２．６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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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１　０—４岁婴幼儿年龄性别构成

单位：万人

年龄组

“六普” “五普”

男 女
性别比
（女＝１００）

男 女
性别比
（女＝１００）

０—４岁小计 １８．１０　 １６．５８　 １０９．２１　 １６．１７　 １４．９１　 １０８．４４

０岁 ３．２５　 ２．９６　 １１０．０１　 ３．０２　 ２．８１　 １０７．４１

１岁 ４．０７　 ３．７０　 １０９．９９　 ２．９８　 ２．７４　 １０８．７６

２岁 ３．７０　 ３．３７　 １０９．６２　 ３．１４　 ２．８９　 １０８．７８

３岁 ３．６４　 ３．３９　 １０７．５２　 ３．４４　 ３．１５　 １０９．０３

４岁 ３．４４　 ３．１６　 １０８．９４　 ３．５９　 ３．３２　 １０８．１６

２．成年人口性别比有所减小

全市１５—６４岁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６．０２，比“五普”减小１．８５，但各年龄组人口性别

比差异较大，其中２０—２４岁和２５—２９岁组的性别比最小，分别为１０３．２３和１０３．２６；

而４５—４９岁、５０—５４岁组人口性别比最大，分别为１１０．１０和１０９．５９。

３．老年人口性别比基本稳定

全市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为９１．７２，较“五普”微减０．８２，各组性别比均低

于１００。随着各年龄组的增大，性别比呈现越来越小的趋势。我市老年人口在符合

“女性平均寿命较长”这一自然现象的同时，男性已基本保持与女性同步增长。

表１－２－２　“六普”各年龄组性别比

年龄组
性别比
（女＝１００）

年龄组
性别比
（女＝１００）

年龄组
性别比
（女＝１００）

０—４岁 １０９．２１　 ３５—３９岁 １０８．４７　 ７０—７４岁 ９８．３５

５—９岁 １０９．８１　 ４０—４４岁 １０７．０１　 ７５—７９岁 ９４．５１

１０—１４岁 １０９．８０　 ４５—４９岁 １１０．１０　 ８０—８４岁 ８３．８４

１５—１９岁 １０５．０４　 ５０—５４岁 １０９．５９　 ８５—８９岁 ６６．９０

２０—２４岁 １０３．２３　 ５５—５９岁 １０３．８０　 ９０—９４岁 ５５．２３

２５—２９岁 １０３．２６　 ６０—６４岁 １０２．２７　 ９５—９９岁 ４７．９８

３０—３４岁 １０６．６８　 ６５—６９岁 ９６．２９　 １００岁及以上 ２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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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龄结构

根据杭州市“六普”与“五普”常住人口年龄分布对比曲线图（以下简称“对比曲线

图”）分析，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渐下降，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尤

以成年人口比重上升最为明显。

表１－２－３　杭州市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单位：万人、％

少儿人口 成年人口 老年人口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六普” ９９．１１　 １１．３９　 ６９２．４９　 ７９．５９　 ７８．４４　 ９．０２
“五普” １１３．１３　 １６．４５　 ５１４．００　 ７４．７２　 ６０．７４　 ８．８３
“四普” １１７．７７　 ２０．１９　 ４２５．８１　 ７３．０２　 ３９．６３　 ６．７９
“三普” １２８．４３　 ２４．４１　 ３６７．１２　 ６９．７９　 ３０．５０　 ５．８０

（一）少儿人口比重减小

全市少年儿童已不足百万，为９９．１１万人，分别比前三次普查减少１４．０２万人、

１８．６６万人和２９．３２万人；０—１４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１１．３９％，分别比前三

次普查减小５．０６、８．８０和１３．０２个百分点。主要特点有：一是学龄前儿童微量缩减。

全市现有４—６岁组儿童２０．３３万人，与“五普”和“四普”相比，仅减少０．９万人和１．３９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２．３４％，分别比“五普”和“四普”减小０．７５和１．３８个百分

点。二是小学适龄人口大幅下降。全市７—１２岁组儿童为３６．６２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比重为４．２１％，人口数分别比“五普”和“四普”减少１１．７１万人和７．６７万人，占常住

人口的比重分别比“五普”和“四普”减小２．８２和３．３８个百分点。

表１－２－４　杭州市特殊年龄组人口数情况

单位：万人、％

年龄组
人口数 比重

“六普” “五普” “六普” “五普”

学龄前儿童（４—６岁） ２０．３３　 ２１．２３　 ２．３４　 ３．０９
小学适龄人口（７—１２岁） ３６．６２　 ４８．３３　 ４．２１　 ７．０３

（二）成年人口比重上升明显

全市成年人口为６９２．４９万人，比“五普”增加了１７８．４９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

为７９．５９％，较“五普”所占的比重加大４．８７个百分点。但从各年龄段人口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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