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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

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男比女多3490万人。

有说法认为，这些男性将“打光棍”。男性婚姻压力是否增

大？对此，付凌晖表示，这3000多万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其中，

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性别比是108.9。

付凌晖称，青年当中，男多女少问题是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但是婚恋关系的确立，受年龄、生活地域、个人品德、教育水平、价

值观念、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应

该从多角度研究当前面临的婚姻问题。

付凌晖认为，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逐步下降。

数据显示，总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均有降低。其中，

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5.07，与

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

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中国仍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
从年龄构成来看，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

15～59 岁人口为 89438 万人，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

针对关于老龄化程度问题，付凌晖表示，社会上目前有一些误

解，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实际上国际

上一般有这样的认识，一个国家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

的比重超过10%，这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如果60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在10～20%之间，属于轻度老龄化阶段；20～30%之间的

占比为中度老龄化阶段；超过30%是重度老龄化阶段。这次人口

普查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是

18.7%，说明目前中国仍然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

回应人口数据存在矛盾
有网友注意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和前期非普查年份人口数据相比是存

在矛盾的。对此，付凌晖解释称，非普

查年份人口数据是抽样调查推算的，

所以存在调查和抽样误差。普查

年份人口数据是全面调查获得

的，数据更加全面准确，这也是

世界各国为了摸清人口状况费

时费力也要开展人口普查的

原因所在。

付凌晖称，根据国际惯

例，人口普查之后会对两次

普查之间的抽样推算数据

进行修订，这将消除目前抽

样推算的数据和人口普查获得

的新数据之间的差异。目前，这

项工作国家统计局正在做，将对两

次普查之间的总人口、出生人口、城

镇化率等相关数据进行修订。

据新华社电（记者 魏玉坤）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处于较低水平，我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

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

率陷阱”的可能。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满足

两个条件，一是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二是需要持

续一段时间。

据介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至

1.3，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

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

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

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本次普查结果是自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1.5，是否会持续低于

1.5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位负责人说。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这位负责人预

计，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带

来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低生育以及由此带

来的少子化、老龄化将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增强

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

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

潜力。

“我们将在全面把握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及人口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密切跟踪监测出

生人口变动趋势，相关部门及时反映新情况新变化，

为深入分析研究优化生育政策提供有效的统计信息

支持。”这位负责人说。

低生育率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的新情况

新变化之一，我国人口主要矛盾正由总量压力转变为

结构性挑战。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老龄

化逐步加速。与2010年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4000多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比重为18.70%，与

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分析认为，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

中度老龄化。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出

生的“60后”群体步入退休年龄，老

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

2030年占比将达到 25%左右，

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

口增加幅度更加明显。

“未来，应在新发展

理念指引下，从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高度和国

家中长期发展层面

谋划人口发展，以系

统思维和整体布局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

口 要 素 对 社 会 经

济发展的支撑作

用，加快构建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及

其与经济社会、资

源环境协调发展

的新人口发展格

局。”陈功说。

中国男多女少导致
3000多万光棍？
国家统计局回应来了

中国男比女多3490万人，这些人将“打光棍”？中国已经进入到深

度老龄化社会？为什么普查数据跟往年数据有矛盾？5月17日，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上述人口问题。■ 据中新社

总和生育率低至1.3

我国是否跌入
“低生育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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