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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泸州人口变动新趋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曾玉梅　唐晓英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泸州 646300）

摘要：本文基于泸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泸州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阐述泸州人口总

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增长、人口迁移等变动趋势，探讨泸州人口变动新趋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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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

也是劳动力的来源，人口的变动必然会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人口变动新趋势下，探讨人口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为泸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一、泸州人口变动新趋势

（一）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

泸州市 2021 年统计年鉴和泸州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以下简称《泸州市公报》）显示，2020 年末和 2021 年

末全市常住人口为分别是 425.6 万人和 425.9 万人，增加了 0.3 万

人。课题组以泸州市纳溪区和叙永县摩尼镇为样本展开人口抽样调

查，共回收有效问卷纳溪区34800份，摩尼镇3015份。调查显示，

96.61%的家庭没有新生人口，只有 3.39%家庭有 1孩增加。另外，

关于被调查者的亲属里，家里新生儿和 75岁老年人差不多的约占

1/3。预估 2022 年泸州总人口在总量大的基础上仍会缓慢增长。

（二）人口素质及变动趋势

1. 泸州人口文化素质。通常，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决定了

人口的文化素质。所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口文化素质越高，

反之越低。泸州市第七次普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泸州市七普）

和 2010 年六普数据计算对比显示，全市常住人口初中文化及以上

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均在增加。2020 年泸州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8.65 年。这说明全市人口文化素质在提升。

本次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人口文化程度为两个地方高中及以上的

人口文化程度占比分别为 53.33%、38.98%。预计泸州市的人口文

化素质在 2022 年会提升。

2.泸州市人口身体素质。《泸州市“十四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

明确指出，到 2025 年，我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67 岁。当前泸

州市纳溪区和摩尼镇的 75 岁以上的老年人比新生儿多的占比大，

说明泸州市居民寿命达到 75 岁以上的比较多。《泸州市公报》显

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比上年末增加 6.0 万人，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8％以上，各方面基础保障措施的建设和实

施，为泸州市居民身体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有望在 2025 年达到目标。

（三）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

1. 泸州市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整理泸州市 2020-2021 年人

口统计数据得出，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20.02%，严重超

出 10%的老龄化社会比重，所以泸州市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严重。

本次人口抽样调查泸州市纳溪区和叙永县摩尼镇的人口年龄结构

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 25.66% 和 20.39%，可见，泸

州市的老龄化问题将持续。泸州市七普显示，0-14 岁的比重为

18.23%，高于 18% 的少子化社会比重，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占比 64.12%。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以及泸州市人才引进等配套

政策的跟进，0-14 岁的少儿人口可能会增加，但不会进入少子化

社会，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2. 泸州市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正常值范围一般为 103-

107。泸州市统计数据显示，2020 和 2021 年人口性别比分别为

106.5、106.4，在正常范围。2020 年和 2021 年泸州市出生人口性

别比分别为 107.79 和 108.88，高于正常值范围。纳溪区和摩尼镇

的性别比分别为105.6、108.2，可见男性占比大于女性，但差值不大。

可以预见 2021 年三孩政策的实施，性别比不会高出正常值范围太

多，因为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高，对总体性别比的影响不会太大。

3. 泸州市人口城乡结构。泸州市的人口城乡结构主要从城市

化率来分析。根据泸州市七普和《泸州市公报》，2020 年和 2021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 50.24% 和 51.36%，上升了 1.12 个

百分点。调查纳溪区和摩尼镇的人口城乡结构分别为 47.83%、

22.47%，可见城镇人口占比还需提升。随着泸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 年泸州市人口城乡结构将更趋于合理，城市化率将提升。

（四）人口增长及变动趋势

泸州市 2020 和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0 年和 2021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分别为 2.32‰和负 0.5‰，在

降低。对纳溪区和摩尼镇的居民调查是否了解三孩政策和是否愿

意生三孩（见表 1）显示，大部分人都知道三孩政策，且有一部

分人有意愿生三孩，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口出生数量。随着

三孩政策和配套措施的实施，预计在 2022 年人口出生率会提升，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

表 1  纳溪区和摩尼镇居民了解三孩政策和愿意生三孩情况

表 2  纳溪区和摩尼镇的居民调查户口情况统计

（五）人口迁移状况

这里的人口迁移主要是指人户分离的人口，即“居住地与户

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

口”。泸州市六普和泸州市七普显示人户分离人口分别为 425678

人和 977304 人，增长率为 129.59%，上涨幅度大。2020 年和 2021

年泸州市户籍人口总数分别是 507.96 万人和 506.73 万人；其中

2021 年迁入人口 1.91 万人，迁出人口 3.16 万人。可见泸州市人口

户籍流动比较小，主要表现为人口迁出。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纳溪区有98.33%的人口户口在泸州，但是只有90.83%常住泸州（详

见表 2），这说明泸州市人户分离还将存在。

二、泸州人口变动新趋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一）人口总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

泸州 2020-2021 年的常住人口总量和GDP的关系（见图 1），

可见在一定范围内，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人

口总量增加，提升了泸州市的消费需求，据统计，全年实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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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204.28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8.8%。其次，人

口总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从图1可见泸州市GDP是上升的。

但人口增加也提升了资源消耗，如 2021 年全社会用电量比上年增

长了 13.8%，这会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泸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才会让 GDP 稳步提升，让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促进人口

总量稳步发展。未来稳定人口数量，让泸州人口总量与经济协调

发展，泸州市“一体两翼”特色发展战略才能稳步实施，更好建

设新时代区域中心城市。

图 1  2020-2021 年泸州市常住人口总量和 GDP 统计

图 2 泸州 2020 年各区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 GDP 关系散点图

（二）人口素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

1. 泸州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人口的文化

素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

系。首先，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口

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等的发展。据统计，2021 年泸州市GDP为 2406.08 亿元，

2022 年一季度泸州市 GDP 为 548.7 亿元，2021 年第一、二、三产

业分别比上年增长 6.7%，8.1%，9.5%。全市 2021 年高新技术产

业营业收入 43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5%。2022 年一季度，全

市GDP同比增长5.7%，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同比增长4.2%，

6.1%，5.6%；高新技术产业同比增加 3.1%。可知 GDP、三大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均不断发展。这是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结果。人

口文化素质越高，劳动者能掌握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就越高，会形

成人才和技术优势，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其次，泸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促进人才集聚和教育发展，

又有利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

2. 泸州人口身体素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泸州市人口身

体素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人口身体素

质提升，让人们有信心和能力去生产、生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泸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一体两翼”特色发展战略，遵循各

区县的资源和发展现状，提供更适宜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条件、设施

等，这又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进而提升人口身体素质。

（三）人口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

1. 泸州市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人口的年

龄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合理的人口

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反之则不利于。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2020-2021 年，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在变大，0-17 岁的

人口比重在缩小，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比重略有减小但还是超过

20%，属于老龄化较严重，而 GDP 在上涨。可以说老龄化程度高

和人口抚养低，劳动年龄比重大，经济发展水平高。而经济得以

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升，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水平会

降低，相应的是老龄化会升高。老龄化程度高会阻碍经济发展，

因此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泸

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让人口年龄结构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需刺激生育率，延缓老龄化，提升劳动者比重。

2. 泸州市人口性别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人口的性

别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严重影响。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过大，

将来会造成男性过剩的婚姻市场，影响婚姻家庭、社会和谐稳定，

从而影响经济发展。长此以往男女性别失衡，生育妇女相对减少，

也不利于人口增长，进而影响劳动力人口的增加。泸州市目前的

性别比在正常值范围，对泸州市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3.泸州市人口城乡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一般而言，

城市化率越高意味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前文谈到，泸州市 2021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了 1.12 个百分点，而 GDP 也在

上涨，这提升了泸州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据统计，2021 年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7.9%

和 3.7%。同时，城镇化率的提升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泸

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0 年的 11.9：48.2：39.9 调整为 2021 年的

11.0：49.3：39.7。

（四）人口增长及变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

课题组通过比较分析泸州市 2020 年的各区县的人口自然增长

率和人均 GDP 发展情况（见图 2），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均

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反向变动关系。所以泸州市实施

“一体两翼”特色发展战略，遵循当地特色发展，让人口增长与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人口迁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

泸州市户籍人口迁移主要是人口迁出，并且还有一部分人是

人户分离的状态。这说明泸州市的居民可能有一部分人外出打工

或者来泸工作。如果迁出人口中高素质人才居多，那将对当前泸

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泸州市近几年出台引进

人才落户政策、泸州市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和泸州市购房补助政

策等，既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又可以提升高素质人才的数量，利于

泸州市发展。同时，泸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吸引来泸工作定

居人员，特别是高素质人才。因此人口迁移目前对泸州市经济发

展来说主要是高素质人口迁入的有利影响。

总之，人口变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泸州市未来人口变动将更优化，特别是人口素质的提升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带来益处，促进“一体两翼”特色发展战略实施。同时

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会促进人口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促进人口结

构更优化、人口素质提升和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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