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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西麓，是长治市域

范围内的工业强县。县域总面积1178平方公里，总人口26

万，下辖9镇、1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29个行政村，是

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也是省级文明县城。近十

年来，襄垣县呈现常住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年龄人口高

龄化、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总抚养系数不断上升等新变

化。结合襄垣县人口变化情况及应对出生率低下、人口老

龄化等问题，谈几点认识。

1　各区县常住人口近十年均减少，市区人口增加

长治市各区县四次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数对比情况  单位：万人

区县年份 2020年 2010年 2000年 1990年

长治市 318.09 333.46 286.14

潞州区 89.53 76.48 27.17

郊  区 24.21

上党区 31.97 34.1 30.57

屯留区 25.38 26.38 23.69

潞城区 21.93 22.69 19.32

襄垣县 26.0 27.02 24.83 23.36

平顺县 11.59 15.1 15.41

黎城县 13.42 15.85 14.17

壶关县 24.01 29.16 27.52

长子县 29.87 35.33 32.47

武乡县 15.54 18.25 18.63

沁  县 13.86 17.22 15.72

沁源县 15.0 15.87 14.22

注：上表数据从2010年起城区和郊区合并记入潞州区，长

治县记入上党区、屯留县记入屯留区、潞城市记入潞城区。

各区县常住人口大量向市区流动。结合上表看，2020

年七人普时常住人口26万人，占长治市总人口的8.17%，比

2010年减少1.02万人。

家庭户平均每户人数1990年4.01人，2000年3.88

人，2010年3.5人，2020年2.56人，户均人数逐年下降，家

庭规模不断缩小。

从长治市各个区县近十年的常住人口数据比较来看，除

长治市潞州区以外，大部分区县的常住人口均不同程度减

少，劳动力人口和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市区。

2　从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看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襄垣县分年龄段人口情况  单位：人

年份

2020年 2010年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260081 270216

0岁 2168 0.83 3026 1.12

0-14岁 41715 16.04 46346 17.15

15-59岁 168944 64.96 191440 70.85

60岁以上 49422 19 32430 12

其中：65岁以上 33373 12.83 20160 7.46

襄垣县七人普数据资料显示全县常住人口260081人，从

人口年龄结构来看，0-14岁人数为41715人，占16.04%；15-

59岁人数为168944人，占64.96%；60岁以上人数为49422人，

占19.00%；其中65岁及以上人数为33373人，占12.83%。

与2010年六人普数据相比，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比

重下降了1.11个百分点，15-59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5.8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了7个百分

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37个百分点。老龄化趋

势不断加深。

3　出生人口明显减少，老年抚养系数明显上升

襄垣县三次普查少年儿童及老年抚养系数  单位：人

指标 0-14岁 15-64岁
65岁

以上

少年儿童

抚养系数

老年抚

养系数

总抚养

系数

2000年 61774 171001 15608 36.12 9.13 45.25

2010年 46346 203710 20160 22.75 9.9 32.65

2020年 41715 184993 33373 22.55 18.04 40.59

注：少年儿童抚养系数=(0-14岁人数/15-64岁人数)

x100%。

透过历次人口普查看襄垣县人口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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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十年来，襄垣县呈现常住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年龄人口高龄化、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总抚养系数不

断上升等新变化。结合襄垣县人口变化情况及应对出生率低下、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浅谈认识并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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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抚养系数=(65岁及以上人数/15-64岁人数)x100%。

总抚养系数=[(0-14岁人数+65岁及以上人数)/15-64岁

人数]x100%。

襄垣县少年儿童抚养系数近十年基本持平，老年抚养系

数和总抚养系数均大幅上升。老年抚养系数七人普比六人

普高8.14个百分点，总抚养系数七人普比六人普高7.94个

百分点。

从人口数量来看，全县0-14岁人口七人普比六人普减少

4631人，下降了9.99个百分点。其中七人普出生人口2168

人，六人普出生人口3026人，七人普比六人普少出生858

人，下降了28.35个百分点。15-64岁劳动力人口七人普比

六人普减少18717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七人普比六人普

增加13213人，上升了65.54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加重。

4　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加重

全县劳动人口年龄分布情况  单位：人

年份

2020年 2010年
十年占
比变化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人数 184993 203710

15-24岁 21934 11.86 40999 20.13 -8.27

25-34岁 39967 21.6 42311 20.77 0.83

35-44岁 38813 20.98 50909 24.99 -4.01

45-54岁 48065 25.98 40518 19.89 6.09

55-64岁 36214 19.58 28973 14.22 5.36

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七人普时全

县劳动年龄人口为18.5万人，比六人普时减少1.87万人，

减幅达9.19%，近十成。15-44岁减少3.35万人，其中15-24

岁减少1.91万人，25-34岁减少0.23万人，35-44岁减少1.21

万人，十年间人口比重低于六人普。而45-64岁增加1.48万

人，其中45-54岁增加0.75万人，55-64岁增加0.73万人，十

年间人口比重均高于六人普。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不断加

重，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利用技术革新，严重影响

经济发展动能。

5　针对襄垣县近二十年人口变化情况的思考与建议

随着时间的发展，襄垣县人口老龄化程度会不断加重，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积极应对，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努力提高人口出生率。

5.1从“生、养、育”三个方面提高人口出生率

1.现在社会是一种快节奏的状态，因为各种原因不孕或

者有特殊需求需要做试管辅助生育的人群越来越多。建议

探索完善女性在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时的相关福利政策，给

申请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女职工一定的带薪假期，消除其

在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时的请假顾虑。

2.建议政府和用人单位充分重视和推广男职工陪产假政

策，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让更多的男性职工参与

到陪产假中来，形成支持、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养育子女的

良好氛围。

3.建议加大建设普惠性公立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力度，实

现托幼一体化，利用已有的幼儿园建立婴幼儿看护中心。

引导社会力量在符合标准和规范的前提下兴办普惠性托育

机构，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涵盖不同时间段的托育服务，

满足各种人群的实际需求。

5.2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

1.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

加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应从思想上转变消极对待、被动

应付的心态，树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观念，主动适应

人口老龄化的客观现实，从全局出发、统筹协调，最大限

度减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探索人口老龄化给社

会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点。

2.发挥各方力量完善并创新养老体制。单纯依靠政府、

市场或家庭某一方面都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

不利因素，应充分调动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家

庭、老年人自身等各方主体的力量来共同参与到养老体制

机制建设中来。

3.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我县2020年七人普时登记在村委

会的常住人口为171946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66.11%，农

村老年人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建议结合我国大力实施的

乡村振兴战略，从多方面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健

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挥乡镇卫生院、镇、

村级敬老院等机构的作用，不断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4.充分依靠志愿组织和网格员力量。从政策、资金等多

方面扶持各类养老服务志愿组织，激发全社会力量，动员

全社会积极参与到社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志愿者可

通过不定期走访贫困、失能、空巢等各种老年人家庭，询

问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身体状况，认真做好老年人

服务工作，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让敬老、

爱老、尊老的传统美德在中华大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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