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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锦州市人口状况

吴　琼

锦州市统计服务中心，中国·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十四五”时期是加快推进锦州全面全方位振兴的关键时期，锦州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的关键地带，具备融

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优势条件。本文从人口总量、性别、年龄构成、城乡分布等方面分析人口现状，发现人口方面存在

的问题，提出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为锦州全方面振兴提供人口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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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要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紧迫性和战略性要

素，是锦州市全面发展全方位振兴的源泉动力。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锦州市人口发展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

境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口形式呈现许多新

特点和新趋势，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内生动力与区域竞争性

有依赖于对人口问题的科学认识。准确全面地认识锦州市

人口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能够更客观的分析各要素之

间的互动关系，把握好新时代人口发展趋势，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实现人口优质增长。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而稳定的增长的同

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经济结构不合理等一

系列问题。在党中央提出经济发展要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

增长转化阶段后，就如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已成为当下亟

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但随着我国经济体系转向高质量发展

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粗放式发展呈现的负外部性也愈

加明显，GDP增速放缓，劳动、资本等要素边际报酬也呈

下降趋势。因此，在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需注重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均衡发展，缓解粗放式

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充分发挥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

作用。

2  人口基本情况

2.1人口总量特征

人口规模一定幅度下降。全市人口为270.4万人，与“

六普”相比，10年间减少42.2万人，下降13.5%。

2.2性别构成情况

全市人口中，男性人口134.2万人，占49.63%；女性人

口136.2万人，占50.37%。总人口性别比为98.51。全市人

口性别比与省同步为“女多男少”。

2.3年龄构成情况

全市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6.2万人，占9.69%；15-59

岁人口为166.9万人，占61.72%；60岁及以上人口为77.3万

人，占28.5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53.7万人，占19.87%

。与“六普”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1.83个百分

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10.47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上升12.3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

升9.10个百分点。分县区看，县域老龄化问题严重。

2.4城乡分布情况

全市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61.3万人，占

59.6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09.1万人，占40.33%。与“

六普”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1.73个百分点。

3  锦州市人口发展呈现的主要特点

3.1常住人口保持较大规模，人口总量居全省前列 

我市常住人口270.4万人，居全省第5位，在全省15个市

中仍属于人口规模较大城市。

3.2人口素质稳步提升，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人口素质持续改善。从受教育程度看，全市常住人口

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41.2万

人，与“六普”相比，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大学文化程度

人数增长6482人，增长6.5%；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增长0.7年，增长7.4%。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

字的人）为2.1万人，与“六普”相比，文盲人口减少4.1

万人，文盲率由1.99%下降为0.79%。

4  锦州市人口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4.1城市吸纳能力相对较弱，人口聚集速度相对较慢

人口聚集能力反应了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人口流

动作为一种特定的人口现象，指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的

流动。通过流动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地区流动与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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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地区间的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也起到推动的作

用，对地方的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

要影响。从“七普”看，锦州市常住人口270.4万人，比“

六普”减少42.2万人，下降13.5%，在全省中，减幅仅低于

辽阳市和本溪市。这说明我市的人口减少较大，人口聚集

能力相对较为薄弱。

4.2人口增长支撑不足，人口减少压力较大

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26.2万人，占9.69%；15-

59岁人口166.9万人，占61.72%。与“六普”相比，0-14

岁人口和15-59岁人口比重分别降低1.83个和10.47个百分

点。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年人口占比增

加，反映我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人口下降压力仍较

为突出。

5  推进锦州市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5.1增强常住人口吸纳能力

 一方面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全市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遗存，

推动旅游业融合化、品牌化、全域化发展，激发旅游、现

代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释放经

济发展新动能，持续吸纳本地及周边劳动力人口。另一方

面，不断加大各县（市）区基础设施和医疗、文化、教

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长期投入，完善各项功能，

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工资水平，满足群众生活及

社会发展需要，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5.2鼓励生育，为人口增量不断注入新鲜力量

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全

面开放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并没有出现

预期中的高峰，锦州市出生率持续走低。适时适度加强生

育激励，进一步完善生育补贴政策，完善婴幼儿照护体系

建设，促进出生率的增长。

5.3在新发展格局下，挖掘人力资本供给，提高劳动力

素质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任务

首先，政府应减少流动制度壁垒，提高城市务工人员的

社会福利待遇，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次，

依靠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严格落实义务教育保障制度。最后，完善继续教育机制，

对劳动者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更新、拓展，以适应社会发

展需要，重视培养多样化、全面化发展人才，建立多层次

的教育培训体系。 

5.4推进人口城镇化协同发展 

结合人口城镇化发展现状，着眼于完善功能，调整结

构，改善环境，提高质量，增强实力，充分发挥城区作

为区域中心在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辐射和带动作

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完善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各县（

市）区中心城镇为依托，优化城镇规划布局，构建布局合

理、层级清晰、功能完善的城镇体系。对于城镇化率偏低

的县（市），要建成比较完备的交通、通讯、垃圾处理、

市政道路、园林绿化、污染治理等城镇基础设施， 实现与

区域中心和其他县（市）区的协调互动发展，提升城市区

域人口城镇化协同发展水平。 

5.5发挥人口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充分发挥城区作为人口密集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完善其

与周边区域的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的出行效率，

为优化人口集聚格局打下基础。同时，增强各县（市）区

的教育、医疗卫生、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

的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最后，加强各县

（市）区对于就业、创业的扶持，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

在人才引进和人才落户等方面提出并落实好相应的有针对

性的措施，做到能够吸引人才并且留住人才，致力于打造

锦州人口集聚高地，助力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5.6坚持以人为本、优化产业布局、以城镇为支撑的互

促互融发展模式

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优化产

业布局，积极探索适合我市的返乡创业发展路径，充分利

用锦州特色资源、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大力引进和培育

发展一批拉动就业能力强、增收效果显著的县、乡特色产

业，有力推动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就地就近城镇化。

另一方面，完善城镇功能配套，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快

中心城区居住环境改造，全方位改善公共服务条件，重点

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工资、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实际

问题，打造建设一批知名的企业、学校、医疗机构等，切

实保障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享有均等的教育、卫生等优质

公共服务资源，提高宜居城市建设成效，不断提升城市的

辐射力、影响力，提高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促进人口集

聚，优化人口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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