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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口变动趋势研究

在过去半个世纪，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深刻变迁。生育水平不断下降、预期寿命延长、活跃的人口流动有力推动了上

海人口总量及结构的变化。根据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5 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 1778 万人，比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

的 620 万人增加 1158 万人，其中经历了 1958 年行政区划的变动影响。人口总量及结构主要受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影响，如下

图所示，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进入 1990 年代后由正转变为负，机械变动规模变大，户籍总人口增长较慢。1990 年时，上海外

来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不足 5%,2000 年五普数据显示这一比重增加至 20.1%,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该比重提高到

24.6%。总的来说，进入 1990 年代后，人口迁移成为影响上海人口总量及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下文分析了在人口转变和人口

迁移交替影响下的上海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发展趋势。

一、上海人口发展及趋势

（一）主要人口指标变化

1、人口总量

上海常住人口总量（其间包含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由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 620 万人增长到最近 2005 年调查显示

的 1778 万人。其间，1982-1990 年，上海常住人口年均增长 1.5%,1990-2000 年，年均增长 2.1%,2000-2005 年年均增长 1.6%。

2、人口自然变动

上海在经历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同时，户籍人口死亡率维持在 7%。左右波动。以常住人口为对象的人口调查显示，常住人

口死亡率低于户籍人口死亡率，且这种差距在扩大，1990 年分别为 6.7‰、6.3‰；2000 年分别为 7.1‰、5.8‰。这是因为常

住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从而降低了常住人口整体的死亡率。

从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上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50 年代到 60 年代末，总和生育率（TFR）从超过 5的高位快速下

降到更替水平 2.1 左右；70 年代到 90 年代 TFR 在波动中下降到 1 以下；最近一次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常住人口总和生育

率保持了 2000 年的 0．68 这一远离更替水平的低位（见图 1）。这种快速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因为 TFR 指标本身的缺陷所致，如没有如实反映生育模式的变化，如平均生育年龄的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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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呈总体下降状态看，低年龄段和高年龄段趋于一致，而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波动较大；

分年份看，2000 年和 2005 年的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率比较接近（见图 2）。此外，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在 1982 年已达到

27.4 岁，2005 年的调查数据仍显示为 27.4 岁，所以，可以认为上海的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如实反映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下降。

3、人口迁移

上海历来是一个人口迁移活跃地区，1951-1954 年，净迁入 85 万人（年均净迁入 28 万人）;1955-1959 年净迁出 68 万人（年

均净迁出 17 万人）;1960-1977 年人口流动规模有所减小，但是这 18 年间仍然净迁出 14c 万人（年均净迁出近 8 万人）。1978

年以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2 年到 1990 年间净户籍迁移人口为 37 万人，加上 1990 年调查的新增非户籍常住人口 45 万人，

年均净迁入 10 万人；通过估算 1990-2005 年年均净迁入约 29 万人，最近 15 年年均净迁入规模比较稳定，但是因为基数变大，

净迁移率降低。

总结上海人口迁移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80 年代以前的人口迁移主要是政策驱动的结果，基本上每次大的人口迁移都可以找到政策因素的影响；随着改革开

放和浦东开发，新一轮人口迁移大潮又在上海出现，上海的人口迁移开始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1990-2005 年间的人口迁移都以劳动力净迁入为主，超过 80%的迁移人口为 15 岁到 64 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同

1990-2000 年间的人口迁移比较，2000-2005 年间净迁移率有所下降，少年儿童和老人迁移变得更活跃，女性迁移比男性迁移更

活跃（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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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预测

很多学者对我国人口迁移模式做了研究，决定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众多，对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

这里简单假设净迁移率为外生变量来预测上海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本文以常住人口为对象，迁移人口包括了户籍迁移和非户籍

迁移，迁移人口数据无法直接从普查数据中获得，所以计算预测未来人口所需的分 5岁年龄组、分性别的五年净迁移率
1
需要估

算。即通过预测 2000 年的人口结构在封闭状态下存活到 2005 年的常住人口，与 2005 年的实际调查人口比较计算可得 2000-2005

年常住人口的净迁移率。利用相同方法也可以计算 1990-2000 年间每五年的净迁移率。在预测人口结构及总体规模时，本文采

用了队列预测法。预测中用到的外生变量有：

预测基年人口数据：分性别、分 5岁年龄组人口数（100 岁及以上为一组）;

出生：分 5岁年龄组育龄妇女（15-49 岁）生育率，出生性别比；

死亡：分性别、分 5岁年龄组（100 岁及以上为一组）死亡率；

迁移：分性别、分 5岁年龄组 5年净迁移率
2
。

下面分别以二种方案预测未来人口：

方案一：

以 2005 年调查的常住人口数据为预测基年，假设出生、死亡水平维持 2005 年调查水平不变；人口净迁移率为。的情况下，

预测 2010-2030 年上海常住人口结构及总量，将会出现总量急剧减少，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力供给不足，扶养负担加重的后果

（见表 1）。如果没有人口迁移，在现有的出生死亡模式下，上海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很大挑战。

方案二：

以 2005 年调查的常住人口数据为预测基年，假设出生、死亡水平维持 2005 年调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按照 2000-2005

年的迁移水平，2010 年上海常住人口将达到 1938 万人，2020 年达到 2301 万人；如果按照 1990-2000 年的迁移水平，上海常住

人口规模增长更快，2010 年达到 1984 万人，2020 年就可以达到 2326 万人。也就是说按照过去 15 年形成的人口迁移模式，上

海人口总量增长是发散的，净迁入率完全可以弥补低生育导致常住人口的低自然增长。这里还没有考虑到未来生育政策可能变

动促使总和生育率上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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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人口结构转变与红利窗口

（一）上海人口转变的轨迹

上海常住人口总和生育率（TFR）由 1950 年的 5.6 下降到 2005 年的 0．68，预期寿命由 44 岁上升到 82 岁。TFR 在 60 年代

经历了显著下降；进入 70 年代，TFR 下降到更替水平 2.1 以下；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里，TFR 一直下降并最终维持在 0.68 的

超低水平。上海户籍人口自 1993 年至今，自然变动呈负增长局面；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变动也长期维持负增长，直到 2005 年才

开始转变为正增长。上个世纪后半页，上海人口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的人口转变。正如本文方案一预测，

在没有迁移的封闭状态，上海人口绝对数量将于未来 5 年后开始减少，并且因为过低的生育率，递减速度会加快。因此，在面

对人口总量挑战之前，上海将先接受来自人口结构即少子一老龄的考验。

如果把总和生育率（TFR）由高位到低位的转变看作一个人口转变过程，上海在半个世纪间就完成了这一转变，虽然大多东

亚国家或地区转变过程都很快，但是上海 TFR 的下降幅度显然是前所未有的，0．68 不仅低于东亚各地区的水平，更远低于发达

国家的水平（见表 2）。

（二）上海人口转变与红利窗口

上海常住人口总和生育率已达到少见的 0.68，同时预期寿命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2000 年预期寿命为 79 岁，其中男性为

77 岁，女性为 81 岁）
4
。按照人口转变理论，现在正是享受人口红利时期，如下图所示 80 年代上海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有利时期，

劳动力人口总量及占总人口比例都在上升。1982 年劳动年龄（15-64 岁）人口为 882 万人，1990 年为 966 万人，2000 年为 1251

万人，2005 年为 1407 万人。1982-1990 年间年均增加 10 万人，1990-2000 年间年均增加 29 万劳动力，2000-2005 年间年均增

加 31 万人。上海人口结构变化中有两种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出生／死亡模式代表的人口变动和人口迁移。

如所示，以 2005 年常住人口为基数，在没有人口迁移情况下，人口总量与劳动力人口于 2005 年达到高峰转而下降，同时

扶养比迅速上升，到 2025 年上升到 50%，即平均 100 个劳动力就要扶养 50 个少儿或者老人。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如图所

示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 年为 12%,2010 年将达到 16%,2030 年甚至将翻倍达到 32%。以上封闭状态下的人口预测趋势非常不容

乐观，老龄人口比重增加、总扶养比上升、劳动力数量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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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行数据分别表示了以 1990 年、2000 年和 2005 年的上海常住人口为基数在净迁移率为零的封闭状态下人口结构的变化。

比较列数据可以发现封闭状态下人口结构与实际人口结构的差异，从而总结人口迁移对上海人口结构的影响。

1、1990-2000 年间的人口迁移使总扶养比在 2005 年由原有的 34%显著下降到 26%。2000-2005 年间的人口迁移使总扶养比

在 2005 年由原有 28%微弱下降到 26%。人口的迁移延长了上海的红利窗口，为上海经济发展创造了黄金时期，也将显著提高未

来总扶养比。199。年的上海人口结构发展到 2020 年时总扶养比仅为 32%，但是因为 1990 到 2005 年间的人口迁移，此比例将上

升到 41%。人口迁移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促进城市发展的人力资源，也加重未来的负担。

2、如果没有人口迁移，支持上海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将很显著。1990 年人口结构发展到 2000 年有劳动力人口 969

万，2000 年实际劳动力人口达 1252 万人，1990-2000 年间人口迁移对 2000 年上海劳动力人口贡献了 23%的劳动力人口。2000

年人口结构发展到 2005 年有劳动力人口 1278 万人，2005 年实际劳动力人口达 1407 万人，2000-2005 年间人口迁移对 2005 年

上海劳动力人口贡献了 9%。对于以 1990 年、2000 年、2005 年为基数的封闭人口转变，2005 年都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力人口绝

对数量达到高峰后转而减少，在 50 年代到 70 年代出生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将于 2015 年后进入老龄阶段将加剧人口的老化，同时

加剧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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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口转变的推动下，有利于上海经济发展的机会窗口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90 年代随着浦东开发、上海经济

开始腾飞，人口迁入给上海人口注入了新的活力。人口迁移改变了原有上海人口的转变进程，增加了劳动力，推迟了老龄化进

程，降低了扶养比，为红利窗口锦上添花。但同时也增加了未来上海人口的负担，随着迁移率的下降，红利窗口的关闭提前到

来，例如 1990 年的人口结构发展到 2020 年总扶养比才 32%，但是 2005 年的人口结构发展到 2020 年时扶养比将达到 41%。考虑

到生育政策的调整，如果未来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正常的水平，则总扶养比将提高更多。

三、上海人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总量与结构的矛盾

（一）人口结构的挑战

以 2005 年人口结构及总量为基数，假设分 5 岁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存活率保持 2005 年水平、净迁移率为零，上海人

口总量于 2010 年达到 1781 万后转而下降，到 2030 年甚至减少到 1572 万人。伴随人口总量减少的现象，更严重的挑战是人口

结构的老化，抚养比由现在的 26%将上升到 2030 年的 58%，其中老年抚养比由 15%急剧上升到 51%，而少儿扶养比由 11.5%下降

到 7%。根据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上海人口平均年龄为 40 岁左右，远远高于全国同期 33 岁的水平，而中国又高于亚洲

及世界平均年龄。

把上海的人口转变进程与亚洲其他发达地区比较（见表 5），无疑上海的形势更为严峻。香港、新加坡、韩国在经济增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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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迅速的 60-80 年代，同时扶养比在下降，他们的儿童抚养比远远大于老龄扶养比，这样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也就是说这三

个地区或国家在实现人口转变的同时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上海于 90 年代经济开始腾飞时，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并正在经

历第二次人口转变（即总和生育率由更替水平继续过度下降）。当其他几个地区可以继续享受低扶养比带来的红利窗口时，上海

人口的老化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二）人口总量的挑战

出生与迁移是推动上海人口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2000 年以后，总和生育率保持在超低水平，迁移则成为影响人口结构

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说 1980 年以前的人口迁移是政策驱动，则改革开放以后的大规模非户籍人口迁移则是经济增长驱动的结

果。当人口作为一种资源可以自由流动时，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的良性互动关系才得以形成。

很多学者对我国人口迁移模式做了研究，决定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也众多，这里简单假设净迁移率为外生变量预测上海未

来人口发展趋势。如果按照 2000-2005 年的迁移水平，2010 年上海常住人口将达到 1938 万人，2020 年达到 2177 万人，2030 年

达到 2301 万人；如果按照 1990-2000 年的迁移水平，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增长更快，2010 年达到 1984 万人，2020 年就将达到 2326

万人。按照过去 15 年形成的人口迁移模式，上海人口总量增长是发散的，净迁入率完全可以弥补低生育导致的低常住人口自然

增长。这里还没有考虑到未来生育政策可能变动促使的总和生育率上升。但是上海“十一五”规划到 2010 年到人口规模控制目

标是 1900 万，王洗尘研究认为上海人口合理规模到 205。年应该为 1550 万人，即使各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达到最好状态，人口规

模也只能扩大到 2000 万人；王桂新研究认为上海人口到 2030 年达极限规模为 2000 万人。按照目前的迁移模式，2000 万这一人

口合理规模很容易就被超越，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增长过快。

四、结论：在人口总量膨胀与人口结构失衡间寻找平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上海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转变，这样的转变对上海近二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上海

现在的人口结构处在一个有利的发展时期；同时现有人口结构及发展趋势决定了未来必然面临在人口结构老化与总量控制之间

的矛盾：要么进入不够富、人老化的状态；要么通过迁移来调整人口结构，这样又导致上海人口的膨胀。

从马尔萨斯于 1798 年发表第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到如今两个世纪过去了，虽然“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没有成为现实，无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简而言之，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内部人口结构发展的可持续性

和外部与其它资源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结合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远景目标和上海人口转变的现有实情，实现上海人口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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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推动人口结构的优化、控制人口总量实现与其它资源的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应该成为基本原则。

在提高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内部质量上，要优化人口结构，一方面需要调整常住人口生育模式，扭转总和生育率过低局面，

另一方面需要完善人口迁移政策。在提高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外部质量上，要实现人口总量目标与其它资源的协调发展。在面对

上海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挑战中，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应对老龄化社会产生的对吝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老年人中的一部分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1、详细方法请参考《区域人口预测方法及应用》（王桂新，2000）,P59。

2、所有预测中假设 90 岁以上净迁移率为。，这部分人口对人口结构及总量影响都很小。

3、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http://esa.un.org/unpp;上海数据为该时期期初数据，而非平均数。

4、来自联合国（http://esa.un.org/unpp）的数据显示 2000-2005 年间平均预期寿命：中国为 71.5 岁，法国为 79.4 岁，

德国 78.6 岁，日本 81.9 岁，英国 78.3 岁，美国为 77.3 岁。

5、上海的数据分别由人口调查数据和笔者预测人口数据计算所得；其他数据来自《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高盛全球经

济研究报告系列：第 138 号）。

6、数据来源：上海数据来自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前三个年份分别为 1953、1964、1982 年；其他数据来自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http://esa.un.org/un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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