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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南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书

汕头市潮南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在

上级普查办的精心指导下，在各地区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在各级普查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百万普查对象的积极

配合下，圆满完成了普查现场登记工作，汇集了丰富翔实的

普查数据，取得重要成果。

一、人口普查各阶段主要工作的完成情况

（一）准备阶段（2019 年 10月一 2020 年 10月）

1.加强组织领导，做好组织保障。根据《全国人口普查

条例》和各级政府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的文

件精神，潮南区人民政府于 2020年 2月 27日印发了《汕头

市潮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

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各镇（街道）也先后于 3月底前

全部成立了由镇长任组长的普查机构。按照“全区统一领导、

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全区

上下密切联系，协调合作，认真做好普查组织实施工作。

2.落实普查资金，做好经费保障。根据《国务院关于开

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国发〔2019〕24号），潮

南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经费，列入了相应年度的财政

预算，在区人民政府重视和上级各部门的支持下，全区共落

实普查经费 375.5万元，其中，区级专项普查资金预算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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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达 193.92 万元，上级下达的普查经费合计达 182.30 万

元。专项普查资金专款专用，严格按照预算项目支出，严格

按照普查用途支出，严格按时全额下拨“两员”经费。

3.积极选聘“两员”，做好人员保障。根据普查方案提出

的“每个普查小区至少配备 1名普查员，每个普查区至少配备

1名普查指导员，较大的普查区每 4—5个普查小区配备 1名

普查指导员”要求，各级人普办努力克服基层人手不足的困

难，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借调，从村（居）

民委员会和社会招聘，鼓励志愿者参与，组建了一支总数达

4085人的庞大普查队伍。据统计，“两员”队伍中高中以上学

历达 44.48%。

4.开展普查试点，打牢业务基础。区人普办于 2020年 6

月 20 日制定并下发了《汕头市潮南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综合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规定试点

调查的标准时间为 2020年 7月 21日零时，试点地点为雷岭

镇东老村。经过近半个月的入户登记，试点所有登记任务圆

满完成，通过收集和掌握试点的情况、问题，不断研究提出

解决办法，试点工作效果凸显，为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各项组织实施工作积累了有效经验。

5.高标培训“两员”，打牢队伍基础。为了加强“两员”对

人口普查相关业务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区人普办于 2020年 9

月 27日至 29日在皇都大酒店三楼会议室举办综合业务培训

会。培训会议累计 3000 多人参加。经过系统全面、重点突

出的理论讲解和操作演示，各级“两员”对整个普查工作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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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全面的了解，掌握了普查的工作要求、提升了普查的业

务水平，为后续普查工作保障了队伍力量。

6.共享部门信息，打牢数据基础。根据普查方案和人普

办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各个行政部门通力协作，积极配

合，凝心聚力，尤其是公安部门、卫健部门、民政部门和人

社部门等，在职责范围内，提供了具有非常大参考意义的人

口资料，区人普办对数据进行统筹整理，有力把控了普查数

据质量。

7.启动入户摸底，打牢登记基础。2020年 10月 11日至

10月 31日进行入户摸底。在区人普办的统一部署下，以“两

员”为主力军，进行实地勘察、核实建筑物用途、数量和分布

情况，填报《户主姓名底册》，通过电子采集设备上报摸底

数据，同时发放《致住户的一封信》和普查宣传手册，充分

做到入户登记巷不漏户，户不漏人，全民知晓，全民配合，

为正式登记打下坚实基础。

（二） 登记阶段（ 2020 年 11月一 12 月）

1.2020年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进行正式登记。11月 1

日至 15 日是短表登记时段，普查员根据《普查小区图》和

《户主姓名底册》，入户询问登记或住户自主填报，调查表

式包括《普查短表》、《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

《死亡人口调查表》；11月 16日至 30日，国务院人普办统

一抽取 10%的户填报普查长表，填报包括住房、行业、职业、

婚姻生育等更为详细信息的普查长表。

2.2020年 11月 16日至 12月 10日进行比对复查。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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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工作是全面精准查遗补漏，切实提高普查登记质量的关

键步骤，主要核查登记数据内部逻辑问题，户籍人口漏报或

错填问题，低龄人口漏报或错填问题。我区在区级、镇级和

乡级人普办和各行政部门的通力协作下，依据反馈的比对结

果清单，不断修正错误和查漏补登，有效提高了普查登记数

据的准确性。

3.2020年 12月 11日至 12月 31日进行行职业编码。区

人普办选调一批具有一定经济统计经验，工作严谨认真的编

码员，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和《职

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以智能赋码和人工辅助编码相

结合的方法对普查长表中登记的行职业进行编码，确保准确

反映我区行业和职业总体情况。

4.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确保普查数据可核查、可

追溯。质量控制工作贯穿于普查全过程，采用现场检查、数

据审核和验收等多种方式对普查区域划分及绘图、部门数据

整理、“两员”选聘和培训、普查摸底、普查登记复查、普查

事后质量抽查、行职业编码、普查数据汇总、普查数据评估

与发布、普查资料开发与共享、普查总结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实行全方位的质量控制。

（三）数据汇总和发布阶段（2020 年 12月一 2021 年 6

月）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和国家、省、市人口普查工

作的要求, 区人普办、区统计局组织起草了《汕头市潮南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至六号）》，报市人普办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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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过后于 6 月 28 日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及区统计局门户网

站发布，同时开展普查数据分析，为进一步准确把握我区人

口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

了更为详实准确的数据支撑。

二、人口普查主要成果和收获

人口普查全面查清了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迁移流动

以及居住状况等，准确反映了人口规模变化趋势、人口结构

和布局演变情况、人口社会变迁特征以及生活质量等。根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结合往年人口资料，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情况：

（一）人口总量依然庞大，人口结构需进一步均衡化发

展

——人口大区特征明显。2020年 11月 1日零时我区常

住人口为 123.16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29.09万人相比，十年共减少 5.93万人，下降 4.59%。我区

常住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在百万以上，居全市第二位，仅次于

潮阳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的常住人口数）达 2053.17

人/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总量的变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是

近十年来，潮南区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但珠三角地区的高速

发展更具人口集聚效应；二是潮南区以第二产业制造业为

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贯彻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外来务

工人员急剧减少，外出人员归乡较少，人员流动性趋紧。

——地区人口两级分化。11个镇（街道）中，人口超过

10万人的镇（街道）有 6个，在 5万人至 10万人之间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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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有 3个，少于 5万人的镇（街道）有 2个。其中，

人口居前两位的镇（街道）合计人口占全区常住人口比重为

34.09%。区内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其中产业发展强镇（街道）

人口占比 54.19%，城乡融合发展镇人口占比 27.01%，农业

重点镇人口占比 18.80%，人口数量占比从侧面反映了各镇

（街道）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缩小城乡差距仍然任重

道远。

表 1 各镇(街道）人口

单位：人、%

地 区 人口数
比重

2020年 2010年

全 区 1231638 100.00 100.00

峡山街道 237008 19.24 18.69
陈店镇 121308 9.85 10.74

司马浦镇 126228 10.25 10.56
胪岗镇 141264 11.47 11.01
两英镇 182822 14.84 15.22
仙城镇 90009 7.31 7.07
红场镇 28154 2.29 1.96
雷岭镇 38816 3.15 2.66
陇田镇 112973 9.17 9.34
成田镇 78436 6.37 6.44
井都镇 74620 6.06 6.31

产业发展强镇（街道）包括峡山街道、陈店镇、司马浦镇和两英镇 4
个镇（街道），城乡融合发展镇包括胪岗镇、陇田镇和成田镇 3个镇，

农业重点镇包括仙城镇、红场镇、雷岭镇和井都镇 4 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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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总体比例均衡。全区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626540人，占 50.87%；女性人口为 605098人，占 49.13%。

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 2010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02.38上升为 103.54，十年间全区常

住人口的性别比有所走高，但相对全国（105.07）和广东省

（113.08）分别低 1.53和 9.54，反映我区人口性别比例更加

均衡。

——分年龄段性别比例失衡。尽管常住人口性别总体比

例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但分年龄段看，呈现出前高后

低的情况，年龄越小性别比越高。从数据来看，40周岁是一

个分水岭，性别比例低于全区平均水平，也从侧面印证了我

区中年劳动力流失严重，进一步导致常住人口总量减少，而

到了 65 周岁后，性别比例跌破 100 并急剧下滑，说明我区

老年人中，随着年龄增长，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的趋势愈

加明显。

表 2 分年龄、性别的人口（常住人口）

年龄别
人口数

性别比
合计 男 女

总计 1231638 626540 605098 103.54

0-4 101686 53960 47726 113.06

5-9 122803 63909 58894 108.52

10-14 108215 56186 52029 107.99

15-19 80911 41726 39185 106.48

20-24 98064 50956 47108 108.17

25-29 111560 58179 53381 1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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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 95027 49537 45490 108.90

35-39 82002 41873 40129 104.35

40-44 61443 30676 30767 99.70

45-49 71572 35115 36457 96.32

50-54 71549 35860 35689 100.48

55-59 58541 29646 28895 102.60

60-64 49080 25105 23975 104.71

65-69 46119 22129 23990 92.24

70-74 28747 13059 15688 83.24

75-79 16501 7451 9050 82.33

80-84 13848 6195 7653 80.95

85-89 8663 3356 5307 63.24

90-94 3893 1248 2645 47.18

95-99 1246 332 914 36.32

100岁及以上 168 42 126 33.33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上升。普查结果初步显示，我区

常住人口中以汉族为主体，由 33 个民族人口共同组成，其

中汉族人口为 122.12 万人，占比 99.16%，其他少数民族人

口为 1.04 万人，占比由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的 0.38%提高

至 0.84%。在少数民族人口中，较多的是壮族和苗族，合计

占全区少数民族人口的 65.28%。

（二）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中心城区需进一步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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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全区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

镇的人口为 733910 人，占 59.5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497728人，占 40.41%。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城镇人口比重提高 1.95个百分点。虽然全区城镇化率有所提

升，但是比全市低（70.70%）低 11.11 个百分点，比全省

（74.15%）低 14.56个百分点，比全国（63.89%）低 4.3 个

百分点，主要是因为我区城区规模还不大，城镇化容纳空间

比较小，如何加快城镇化进程，保持城镇化的数量和质量同

步发展，在我区高质量发展战略中，仍是一个重大课题。

——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全区共有家庭户 266269户，

集体户 12288户，家庭户人口为 1130298人，集体户人口为

101340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4.24人，比 2010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5.59 人减少 1.35 人，高于全国的 2.62

人，这意味着全区家庭规模已由“五口之家”向“四口之家”转

变，主要是受我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人户分离更加普遍、

住房条件改善和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

影响。家庭规模愈加小型化，也要求城市功能需进一步完善，

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以满足居民养老、照护等需求。

——居住情况持续改善。全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27.25

平方米，比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8.02平方米增加

了 9.23 平方米，增长了 51.22%，充分彰显了我区住房得到

了基本保障，结合家庭户的规模，或许中户型住房依旧是最

普遍适合的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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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相对滞后。全区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

口为 87245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2690人，

流动人口为 74555人。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入人口为 52836

人，省内流动人口为 21719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减少 28195人，下降 24.42%；市辖

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9778人，增长 335.78%；流动人口减

少 37973人，下降 33.7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大幅增加，

说明我区与市内其他区之间，区内各镇（街道）之间的人员

流动日趋频繁，非常活跃，有利于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但是，

省内市外流入和省外流入人口的下降，也反映了我区的城市

吸引力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低，人口的流出远大于流入，导致

了常住人口的减少。跨省流入人口中，流入产业发展强镇（街

道）的占比 75.90%，其中峡山街道占 32.45%，陈店镇占

20.54%，司马浦镇占 11.48%，两英镇占 11.43%。尽管四大

产业发展强镇承担了全区吸引外来人口的主要部分，但城区

的吸引力增长仍然乏力，人口的集聚效应稍显不足。

（三）人口红利依然存在，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全区常住人口中，15-59 岁

人口为占 59.33%，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比

重下降 5.55个百分点，但全区总量达 730669人的劳动力，

依然是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劳动力

人口减少，人口红利衰减，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对经

济发展也带来挑战，将倒逼我区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驱

动型向效率提升驱动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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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全区 11个镇（街道）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 7%，不超过 14%，表明全区已

全面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尚未达到中度老龄化程度。全区

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68265人，占 13.66%，其

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19185人，占 9.68%。与 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 5.25 个

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 3.82 个百分点。人口

老龄化趋势，与人口生育率、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以及预期

寿命提高，劳动力外流密切相关，也反映了全区不断提升的

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医疗养老保障。但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势必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社会负

担及保障费用也逐渐增加，将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中，促进经济、社会和人口协同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

表 3 全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人、%

年 龄 人口数 比重

总计 1231638 100.00

0-14岁 332704 27.01

15-59岁 730669 59.33

60岁及以上 168265 13.66

其中：65岁及以上119185 9.68

（四）人口素质持续提高，人才红利需进一步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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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全区 15 岁及以上人口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8.18 年提高至 8.43 年，其中峡山街道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达到 9.03年。全区常住

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9644

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63041 人；拥

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445396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人口为 401591 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包括各类学

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相比，每 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1029人上

升为 240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8424人上升为 13238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41085人下降为 36163人；拥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38419人下降为 32606人。高中及以上文

化程度人口比例的上升，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例的下

降，以及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高，是我区努力普

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加强基础教育的最好体现。在人口红利

衰减的情况下，要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要不断提升教育和培训水平，提高人力资本，要不断完善人

才引进政策，增强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才能不断为我区今

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因素。

三、人口普查的主要经验和不足

（一）主要经验

1.强力的组织领导是推进普查工作最坚实的支撑。

潮南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展以来，在坚持常态化疫

情防控前提下，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领导亲自部署，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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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指挥，把普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工作会议，

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人口普查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人普工作的目标要

求，自上由下层层落实。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分工协作，

各镇（街道）和各村（居）分级负责，全区上下“一盘棋、一

条心、一股劲”，齐心协力共同做好普查任务。

2.扎实的业务能力是推进普查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在上级人普办全力精心指导下，区人普工作人员认真学

习普查有关法律法规，强化依法普查意识，参加和组织业务

培训，提升普查业务水平，实行质量控制制度，紧守数据质

量底线。在普查区划分、户口整顿、摸底调查、入户登记、

开展试点、现场登记等方面，坚持边工作边学习，以学促行、

以行践学，走出一次符合区情的普查路线。

3.良好的群众基础是推进普查工作最有效的途径。

通过广泛宣传，把开展人口普查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个

人生活的重要意义讲清楚、讲充分，在全区营造支持普查、

依法参与普查的良好氛围，引导社会各界了解、认同、支持

普查工作，以提高普查对象对人口普查的配合程度，真实、

准确、及时、完整地提供普查资料。人普工作开展以来，通

过展板展示、LED屏幕滚动播放、电视报道、短视频拍摄等

多种宣传方式，群众们已是家家知晓、人人参与，形成了全

民配合普查的局面，为普查的推进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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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潮南区共有 11 个镇街合计 232 个村居，2019 年户籍

人口 148.69万，人口规模大，人员流动性强，普查难度非常

大，少部分村（居）在基层任务繁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在普查期间容易出现马虎应付、得过且过的情况。

2.本次普查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镇（街道）、

各村（居）基层统计力量稍显薄弱，而普查员需要素质高、

业务精、熟悉本地情况、熟练掌握使用电子设备，选聘普查

员，既要保证数量、又要保证质量，难度非常大，出现了一

个普查员加班加点，同时做几个普查区的情况。

四、对今后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工作的建议

人口统计不能仅仅依靠普查。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频率增

加，要实时掌握动态的流动人口数量情况很难，因此村(居)

要日常做好流动人口排查摸底工作，及时了解、掌握流动人

口变化数量，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有“一盘棋”工作思想和工作

格局，在工作中有意识地了解人口变化情况，掌握人口变化

数据。

抄送：汕头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汕头市潮南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7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