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之惑 

 

文/老蛮  来源/数据归集处 

 

注意，本文既然命名为“人口之惑”，那就意味着整体数据中，

存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之处。为了彻底说明问题，我必须从最基础

的部分开始讲起。国家统计局官网今天发布了 2020 年第七次人

口普查的 1-8 号公报数据，它们在官网的截图长成下面这样： 

 

（官网地址为：http://www.stats.gov.cn/tjsj/） 



 

根据这次的普查公报，我们得到了一些关键数据：2020年全国人

口总量为 141178 万人（不含港澳台），较 2019 年的 140005 万

人，大幅增加 1173 万。注意，2019年的数据为人口抽样调查的

结果。除了 10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外，这种人口抽样调查每年

都会进行，逢 5 的年份为 1%抽样，其它年份为 1‰抽样。由于近

年来我国全面实现了个人信息的电子化，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公

安部门打开电脑，可以查阅全国每个人的详细户籍登记信息、手

机信息及社保信息等。这套个人电子信息系统有效协助了人口抽

样调查的开展，相关调查可以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出生人口、死

亡人口以及搬迁人口这种变数上，因此每年的数据可信度都很高。

就今时今日来说，出生之后完全不办户籍登记的情况，几乎已经

不存在了，即便是超生人口，也可以先办一个出生证，罚款可以

以后再说，隐瞒人口的意义不大。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来

将本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总人口、15-64 岁人口、65 岁以上人口

数据摘录出来，并入 1990 年至今的大表内。到这里，不和谐之

处就体现出来了。 

 



 

 

我国历年的新增人口，1990 年为 1629 万，此后逐年下降。从 2000

年开始新增人口下降到了 1000 万以下，为 957 万。2010 年的新

增人口继续下降到 641 万。注意，这些年份都有人口普查，新增



人口数的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10 年后，我国分步放开了二

胎，所以新增人口数量有所反复，2016 年达到了阶段性峰值 809

万，但是此后又开始迅速萎缩，2019年的人口增量只剩下 467万。

考虑到 2016 年后我国全面实现了户籍信息的电子化，这意味着

2016 年之后的抽样人口数据已经非常可信了，放开二胎之后的

人口再次进入萎缩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 2020年的普查数据横空出世，当年度全国新增人口 1173万！

这真是石破天惊，让人目瞪口呆。1173 万，较 2019 年的新增人

口 467 万，足足增加了 151.2%！就这种增幅，实在是犀利到令人

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了。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量，我们当然有必要挖一挖根由。有

意思的是，15-64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并没有增长，而是出现

了下降，从 2019 年的 98910 万，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96776 万，

年度降幅 2.16%，这导致 2020 年扣除在校学生之后的适龄劳动

力占比下降到了 63.1%，倒退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这种

降幅是符合我们的一贯理解的，毕竟每一年的新增人口都在下降，

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导致劳动力的总量下降。所以扣除在校学生

的适龄劳动人口在 2014年达到峰值的 93566万之后就一路下降，

2020 年持续下降到 89019 万，相当于 2007 年的劳动力水平，这

是非常正常的数据。 



 

然而恶搞之处在于，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据突然出现了暴增：

2020 年的数据为 19064 万，较 2019年的 17603 万，增加了 1461

万。而此前老年人口的年度增幅也就是 900 万这个区间，2020 年

即便是多一点，1000万出头也就是了，达到 1461万这个数量级，

让我实在是无法理解。2020 年新增的年满 65 周岁的老人，也就

是 1955 年出生的老人。1955 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突然暴涨了一

轮吗？当年度较 1954 年多出生了几百万人口？基于这个疑问，

我查阅了一下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里的 1950 年代的人口出生

率，顺手截了个图（见下图）。结论非常清晰：1955 年的人口出

生率 32.60‰，远低于 1954 年的 37.97‰；人口自然增长率

20.32‰，也远低于 1954 年的 24.79‰。1955 年的出生率和人口

自然增长率都较 1954 年有了大幅下降。所以，2020 年突然增加

的 1641 万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我个人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这里必须说一下，1955 年我国总人口 61465 万，当年度出生人

口 2004 万。我把这个数据加粗，放大，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数据，

我们待会儿还会用到。 

 



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分析人口增量的由来。毫无疑问，人口增量

=当年度新出生人口-死亡人口。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在目前的普查公报里没有发布，或许未来会在普查详细数据库里

发布，总之现在还看不到。不过没关系，我们精通数学，并且有

此前历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自己算出来。 

 

本次普查公报发布了 2020 年的人口年龄构成表，见下图： 

 

 

关键数据在于 0-14 岁的总人口数，25338 万。恰好，我搜集了此

前每一年的人口出生数，从 2006-2019 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

22736 万，我们假设其中任何一个儿童都不会夭折，全都是健康

宝宝，天使宝宝，扣减一下，我们就得出了 2020 年的出生人口

为：25338 万-22736 万=2600 万。一个非常吉利的数据。 

 

好吧，现在 2020年的年度新增人口有了，1173 万；出生数据也

有了，2600 万，那么，2020 年的死亡人口数据也可以反算出来

了：2600-1173=1427 万。 



接下来我们把这组数据同样放进 1990 年至今的人口出生率和死

亡率数据表，供各位感受一下： 

 



 

2020 年的人口出生率突然就达到了 18.41‰，恢复到了 1990 年

代早期的水平。这个数据我就不多解释了，总之就是非常厉害。

关键是死亡数据，2020 年死亡了 1427 万人，远远超出此前接近

1 千万的水平。死亡率 8.30‰，也是远远超出近十年千分之五以

下的平均水平。这是怎么回事？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死亡数据，与老年人口数据之间，出

现了非常严重的逻辑上的不自洽。2020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新

增了 1641 万，当年度我国死亡人口 1427 万。今时今日我国死亡

人口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年轻人的死亡率还是非常低的，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相信，毕竟这是常识。所以，这意味着，2020 年一定

要有超过 3 千万的老年人口补充进入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个群

体，才能实现老龄人口的数据增长，才能实现数据逻辑的自洽！ 

 

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1955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2004 万，即便这些人在随后的穷折腾里平安喜乐的活了下来，一

个都没有中途夭折，然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也完完整整的熬过了

90 年代初期的通胀潮、90 年代后期的下岗潮，然后一个不剩的

干到了退休，并活到了现在，也远远凑不够 3 千万的数！ 

 



所以，就 2020 年的人口数据而言，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分析。

数据与数据之间，是存在逻辑上的强关联的。尝试对任何一个数

据进行优化，都会对整个数据逻辑链条带来巨大冲击。就 2020 年

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言，我个人缺乏平复这种冲击的能力。希望我

大中国能除了我之外，还能再诞生一位数据大咖，可以分析整个

人口数据链条，将我上面的这些疑惑之处，全都完美的解决。如

果有的话，希望各位能在本公号后台给我留言，让我看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