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市人口结构变化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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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以上海市人口为研究对象，运用简化的宋健人口预测模型，科学设定相关参数，测算得出2013 － 

2050 年上海市分年龄的人口数据。预测结果表明: 不考虑人口迁移，上海市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 考虑人口迁

移，外来迁移人口将持续增加，使得2050 年人口高达34317096 人; 人口迁移可有效降低上海市老年赡养系数和总

供养系数，促进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面临的沉重供养负担，人口老龄化趋势难以改变，

建议通过采取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合理引导人口迁入、适时提高退休年龄、加速产业升级，推进人力资源质量提升

等措施以应对上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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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海市2012 年全市常住人口总数高达2380． 43 万
①
，同时早在1979 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按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

或地区60 岁或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比全国早20 年，其人口问题具有特殊性

及趋势代表性。与此同时，人口问题是制约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数据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数据。上海市

要求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当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

合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做出合理预测。本文运用简化

的宋健人口预测模型，着重对上海市2013 － 2050 年人口年龄结构做出预测，探析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提出有关政

策建议。 

一、人口预测模型的选取 

国内关于人口预测方法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灰色GM( 1，1) 预测模型，该模型能准确的预测短期内我国的人口总数，但

对中长期预测的偏差较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
［1］

。例如: 2010年我国人口总数实际值( 普查数据) 是13． 70537 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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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值是13． 4246 亿，绝对误差为0． 28077亿，误差率高达2． 05%． 另一类是宋健等人建立的中长期人口发展方程的人口预

测模型，分为人口发展方程的离散形式与连续形式。离散形式的人口模型非常贴近实际，特别是在人口增长趋势发生转变的情

况下能够准确反映变化，但是模型中需要确定大量的参数，需要比较多比较准确的数据，而这些数据获取又有一定的难度，所

以导致预测方法较难实施． 建立的人口发展方程的连续形式模型，由于求方程的准确解比较困难，所以应用于实际不方便
［1］

。 

针对宋健人口发展方程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根据人口学相关概念指标对原模型加以调整，在不影响其基本原理的基础

上使得参数数量减少，并通过谨慎科学地设定参数，应用调整后的宋健人口发展方程开展人口预测，确保预测的准确度。调整

后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如下: 

 

B( t) 表示t 年出生婴儿数; bt表示t 年上海市出生率; PZ( t) 代表t 年总人口;mPx( t + 1)，f Px( t + 1) 分别表示t + 1 年x 岁

的男性、女性人口数;mPx( t)，f Px( t) 分别表示t 年x 岁的男性、女性人口数; δm，δf分别表示男婴，女婴的比例;mSx，fSx分别表

示x 岁男性、女性的存活率;mgx，fgx分别表示x 岁男性、女性的迁移人口。 

二、人口预测参数设定 

( 一) 上海市人口预测基期数据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与可靠性，本文基期数据采取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由此可以获得权威的2010 年上海市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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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分性别人口统计数据作为基期数据。 

( 二) 分性别死亡率假定: 

从表1 中，可以看出上海市的分年龄死亡率在每隔五年的普查和抽样调查中不断下降，就分年龄段死亡率而言， 2000 年

同1990 年相比平均下降27． 04%， 2010 年同2000 年相比平均下降超30%，表明随着上海社会经济，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上

海分年龄死亡率呈快速下降趋势，然而由于上海市2012 年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82． 41 岁，人均寿命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接近许多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上升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故在未来若干年中死亡率减低的速度必然逐步减慢。以2010年男性、

女性死亡率为基期，设2011 －2050 年上海市分年龄死亡率年均较上一年度下降1%。 

 

( 三) 新生儿性别比预测 

如下表2 所示，历年上海0 岁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2000 年前呈现基本稳定，2000 年后有所上

升，这一上升主要是由外来常住人口性别比较高引起，考虑到上海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影响及国内三大人口迁入中心之一的地

位，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0 岁人口性别比很有可能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水平。因此，我们在这里假设2020 以

前上海0 岁人口性别比为110， 2020 年以后随着生育观念继续转变，生育率性别比趋于正常，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在102 至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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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以105 作为长期发展趋势。 

 

( 四) 出生率假定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及亚洲新加坡、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出生率下降的经验说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

高及人们生育观念改变等“内部原因”引发的生育率调整具有凝固性和不可逆的特点，这种出生率下降一旦低到一定水平就难

以回复到以往的高水平［3］。建国以来上海市出生率持续下降，虽然近期受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政策影响略有回升，

但长期来看出生率水平难以大幅上升。上海市历年人口出生率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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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历年上海市人口出生率数据，假定生育政策不进行调整的基础上，采用SPSS 软件预测分析未来一段时期的上海市人口

出生率( 预测过程见93 页) ，结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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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Y = 100． 4580977732435 
*
 x^ － 0． 6752227885539661 

( 五) 迁移模式假定 

上世纪90 年代初期以来，外来人口已成为上海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五普”) 资料

显示， 2000 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305． 74 万人; 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截至2005 年10 月31 日，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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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常住人口达到438 万。而最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六普”) 资料表明，截止2010 年10 月31 日，上海外来常住

人口总量已猛增至897． 7 万人， 2010 年上海外来常住男性人口为487． 23 万人，女性人口为410． 47 万人，性别比( 以

女性为100) 为118． 7，比“五普”增加591． 96 万人，增长193． 6%( 参见表5 和表6) ，2000 － 2010 年均增长59． 196 

万人，分析表5 ( 2010、2000 年上海常住外来人口迁移原因比重) 可知人口迁移的主因为务工经商，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紧密。 

 

上海市2000 － 2010 年GDP 年均增长超10%
①2
，然而伴随转型发展战略的实施上海市2011、2012、2013 年GDP 增速分别为

8． 2%，7 ． 5%，7 ． 5%( 目标值) ，在大部分省份高速发展时期均低于10%，这既是上海市谋求转型发展的结果，也是政府

积极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大致可以估算出直到2020 年人均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幅度为7%左右，

因此假定从2013 年到2020 年，上海市GDP 年增长幅度也保持在这个比例，即每年增长约7%，同时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设

定2021 － 2035 年上海市GDP 增长率为5%，2036 －2050 年上海市GDP 增长率为3%。相应的本预测以上海2000 － 2010 年外

来人口迁移平均数59． 196万人为基础，设定出三阶段迁移模式，第一阶段2011 － 2020 年，年均迁移人口增量与GDP同步减

少为41． 437 万人，第二阶段2021 － 2035 年，年均迁移人口增量与GDP 同步减少为29． 598万人，第三阶段2036 － 2050 年

年均迁移人口增量与GDP 同步减少为17． 759 万人。 

分析2010 年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年龄构成，见表6，作为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参照，可进一步可以确定外来人口各个年龄段

数量比例，从而完成迁移模式构建。 

                                                        
2
 ①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2012 年统计年鉴，http: / /www． stats － sh． gov． cn /tjnj /nj12． htm? d1 = 2012tjnj 

/C030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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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及分析 

考虑到迁移人口对上海市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影响，本部分将分为: 不发生人口迁移和覆盖迁移因素两种情况加以对

比分析: 

( 一) 上海市2013 － 2050 年人口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上海市2013 － 2050 年人口总量预测结果如图1 所示，分为: 未考虑人口迁移预测值，累计迁移外来常住人口数量预测值、

覆盖迁移人口预测值三种情况开展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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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一: 不考虑未来人口迁移情况下，上海市未来人口总量将持续出现负增长，总量将不断下降。预测结果显示，在不考

虑人口迁入影响的情况下，截至2050 年常住人口总量将降至19114549人，这与上海市总和生育率偏低的“伞”型人口结构导致

的人口趋势相符。 

结论二: 上海市迁移人口总量将持续增加，并将超过户籍人口。累计外来常住迁移人口数量预测值表明，依据假设条件，

在不发生重大政策影响和剧烈经济波动的前提下，上海市累计外来迁移常住人口总量将稳步增长，截至2050 年将至20224250 

人，远超户籍人口。 

结论三: 考虑迁移因素，上海市未来人口总量将持续增加。覆盖迁移人口的预测值表明，考虑人口迁移的前提下上海市人

口总量将稳步增长，截至2050 年，包括迁移人口在内总人口将达34317096 人。 

( 二) 上海市2013 － 2050 年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下面

采用60 岁以上人口比例开展分析，见表7。 

结论四: 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趋势难以改变。截至2050 年，不考虑迁移因素，60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达59． 14%，考虑

迁移因素则将控制在33． 74%，虽然迁移人口的加入有效降低了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但60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依然将不

断扩大，上海市老龄化进程将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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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五: 从数量规模角度分析，人口迁移对促进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具有重大意义。人口迁移使得上海市2050 年60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较不发生人口迁移的情况下降低26． 6%，与此同时2050 年迁移人口所带来的老龄( 60 岁及以上) 人口数

量增量为274591 人，仅占2050 年60岁以上人口的近2． 4%，表明人口迁移对缓解上海老龄化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 

( 三) 上海市2013 － 2050 年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变化分析 

上海市未来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变化如表7 所示，可以看出在2013 － 2050 年间上海市人口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 

结论六: 假如不引入迁移人口，上海市将面临极其沉重的供养负担，人口年龄结构急剧恶化。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 

2013 － 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将由79． 15% 下降至2050 年的46． 20%、老年人口则由占总人口的11． 75%飙升至

45． 98%，并最终导致2050 年的总供养系数将高达116． 46%，即每个劳动力人口将需要供养超过1． 16 个人，同时考虑到实

际初始劳动年龄普遍高于15 岁且退出劳动时间普遍低于65 岁，因此实际总供养系数将超过预测值，如此之高的供养系数将使

上海市社会服务与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结论七: 迁移人口可有效降低上海市老年赡养系数和总供养系数，促进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

面临的沉重供养负担。在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 2013 － 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由77． 69%下降至61． 30%、少儿

抚养系数略有升高、老年赡养系数及总供养比降低约50%，但是截止2050 年老年赡养系数和总供养系数依然分别高达47． 6%、

63． 12%，结合初始劳动年龄普遍高于15 岁且退出劳动时间普遍低于65 岁的实际情况，上海市可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供养

负担沉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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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 

由人口预测模型分析可知，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 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迁移等指标，结合对上海市人口年

龄结构变化的预测分析，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应对准备。 

( 一) 适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结论一表明若不考虑人口迁入，上海市人口总量将不断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市偏低的生育率水平，通过查阅上海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年鉴， 2000 年以来上海市总和生育率均低于1，远低于实现人口社会自然更替的2． 1; 结论七表

明虽然迁移人口可有效降低上海市老年赡养系数、总供养系数和促进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面临的

沉重供养负担，且迁移人口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迁移状况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只有通过适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提

高总和生育率才能从根本上应对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建议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开展积极探索。首先，在双方均

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不设限制的允许所有夫妇可生育二胎等; 其次通过提供对政策范围内的新生儿补

贴，税收优惠，提供优质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延长产假，为男方提供照顾假等服务，提升居民生育意愿; 最后，选择合

适时机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较大调整。 

( 二) 采取措施，合理引导人口迁入 

结论二表明在不发生重大政策影响和剧烈经济波动的前提下，上海市累计外来迁移常住人口总量将稳步增长，截至2050 年

将至20224250 人，远超户籍人口，因此迁移人口的增长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 同时，结论五、结论六表明人口迁移对减缓上

海老龄化进程、保持合理人口年龄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上海市应对人口社会发展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建议政府首先应当

深刻认识合理引导人口迁入的重要性，积极做好城市规划，合理调控人口规模，安排人口布局，注意使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建设和服务管理相适应; 其次，应当以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提升城市综

合竞争力作为制定人口迁移政策的出发点，扫清适宜迁移人口进入上海面临的户籍、居住、社会保障、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

的障碍。 

( 三) 规范退休政策，适时提高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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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四表明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势必不断深化; 结论七表明迁移人口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上海市人口年龄结

构优化，但是上海市依然可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供养负担沉重等问题。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 上海市2012 年户籍人口平

均期望寿命为82． 41 岁) ，人民健康状况的改善，上世纪50 年代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应当适时提高，

否则在初始就业年龄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际劳动人口将进一步减少，使得社会抚养比更加沉重。具体实施方面，建议采取两步

走的方式，第一步: 首先开展规范整顿，确保现行退休政策的严格执行，并在此基础上选取有条件的地方或领域试点提高退休

年龄; 第二步，根据劳动力需求情况、就业情况等选取适合时间，借鉴类似美国延长退休年龄的措施，采取小步快走的方式提

高制度退休年龄，从而最终通过制度设计与调整的有效措施，实现实际抚养比的下降。 

( 四)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结论三、结论四表明上海市人口老龄化深度将不断加剧，且老龄化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将不断增加，面对这一趋势，政府应

当积极应对，做好充分准备。建议巩固完善家庭自我照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为一体的养老服务格局，提高老年人

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步建立老年护理制度，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让老年人生活舒心

幸福。 

( 五) 加速产业升级，推进人力资源质量提升 

结论四、结论七表明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趋势无法抵挡，人口迁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但考虑到资源环

境的承载力有限，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人口迁移或提高退休年龄，应当注重自身造血功能的提升。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人

类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向环境友好型转变来缓解环境的人口压力，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因此上海市应该加速产业

升级，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航运业等产业，提升经济附加值，从而提升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能力; 与此同时，

顺应产业升级，政府应当通过财税、教育、人口政策等推进人力资源质量提升，努力提高各行各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并

通过完善的激励措施与制度，使更多的工人成为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技术工人，使更多的普通白领成为专业化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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