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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

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

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

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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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发展新常态人口发展历程

一



有力支撑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

人口整体面貌和生活质量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人口素质

大幅提升

人口迁移流动

日益活跃

人口数量

显著增长

P6 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人口高质量发展取得成效.mp4


人口发展呈现

趋势性特征

少子化 老龄化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

人口发展阶段

增量发展

减量发展

转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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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增量发展

转向

减量发展阶段

性别结构持续

改善，少子化、

老龄化特征明显

科学文化素质

显著提高，健康

状况继续提升

流动人口规模

显著增加，人口

流动日益活跃

人口

总量

人口

结构

人口

素质

人口

分布



从人口总量看，由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

高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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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完成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与现代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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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约占17%
我国人口众多

的基本国情

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

人口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压力

人口与资源环

境的紧张关系

不会根本改变

全球人口82亿

2024年



从人口结构看，性别结构持续改善，少子化、老龄化特征明显

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性别结构

男性占比

51.24%

女性占比

48.76%

总人口性别比

100 ：104.34

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2024年

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17.1%

25%
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

15.6%

60岁+

65岁+

老年人口占比

100  : 105.07

女性 男性

2021年
2024年

少儿人口占比

22%



从人口素质看——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高校毕业生人数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及程度

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

的普及化阶段

1179万人

2024年



从人口素质看——健康状况继续提升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建成 ，先进医疗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展

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推进，人民身体素质日益增强，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人口预期寿命

达到78.6岁

孕产妇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

下降到 下降到

均为历史最好水平

15.1/10万 4.5‰

2023年

来源：《2023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

约13.34亿人 95%以上

1.86亿人次

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制度累计

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惠及农村低收入人口就医



从人口分布看，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加，人口流动日益活跃

3.76亿人

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流动人口

平均每4人中

就有1人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规模大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



人口流向明显

人口持续向

沿海、沿江地区及内地城区集聚人口由乡村流向城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35.0%

12.0%

7.3%

粤港澳

大湾区

城市群

长江

三角洲

城市群

成渝

城市群

省份 增加人口（万人）

广东

浙江

江苏

山东

河南

主要城市群人口增速

2170.94

1014.07

608.81

573.44

534.20

9.4亿人

1.7亿人

1978年 2024年城镇人口

1674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

人口增长较多省份
占总人口

67.0%

占总人口

17.9%

2010年—2020年 2010年—2020年



我国人口呈现少子化趋势性特征，

想一想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二

充分肯定

计划生育政策的

正确性和有效性

1

正确认识

人口红利

问题

辩证看待

人口负增长

带来的影响

2 3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

国家开始在城乡推行

问题 问题

20世纪
五六十年代

20世纪
70年代 1982年

人口迅速增加

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

巨大压力 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1.充分肯定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我国生育政策

不是全国“一刀切” ，更不是所谓的“一胎化”政策

政策

覆盖人群

城市 农村 少数民族和个别人群

“一孩” “一孩半” “两孩” 多孩

35% 50% 10% 5%

（1982年—2013年）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013年11月
2015年10月

2021年6月

党中央因时因势作出 的战略决策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实施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40多年来

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

得到有效控制

资源、环境压力

有效缓解

妇女儿童发展状况

极大改善

人口素质

明显提高

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世界人口发展和减贫作出了重大贡献



2.辩证看待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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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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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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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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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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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

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

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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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趋于下降

是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规律性现象

6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模已达到峰值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在未来30年预计将下降

——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结果摘要》报告

截至2024年

14%



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

3.正确认识人口红利问题

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我国的突出优势

劳动年龄

人口

每年新增

劳动力

8.6亿人

接受高等教育

人口

研发人员

总量

技能劳动者

总量

1500万人+ 2.5亿人+ 世界首位 2亿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约半数为60到69岁的

低龄老年人，不少人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

优势，身体状况尚佳，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可

以继续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余热

“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

北京医院首席专家王建业

教授为群众义诊

P27 北京顺义银龄老人.mp4


我国已拥有一支

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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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

人口综合红利仍然具有明显优势

（万人）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青年科技人才

群体，平均年龄还不到35岁，成员中

80%以上毕业于“双一流”高校和学

科，91%是硕士、博士

沈阳工学院发挥产业对接及校企深度融合的优势，

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与企业在培养学生、共

建实训基地等方面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订单

式”实用人才

P29 北京明白.mp4


我国人口转向减量发展阶段，

为什么“人口红利”犹存？



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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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

1

三

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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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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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应对

人口

老龄化

5

实现人口发展

与经济社会、

资源环境相协调



1. 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我国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全民族文化素质大幅提高

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

各级各类

学校

49.83

学历教育

在校生

2.91

专任老师

1891.8万所 亿人 万人14.1%达到

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

2023年



将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谋划，

提升教育质量

提高教育普及水

平，增加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年限

优化高等教育层次

类型、学科专业结

构和人才培养结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

进机制，构建方式更

加灵活、资源更加丰

富、学习更加便捷的

终身学习体系

强国先强教，强国必强教



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

汇聚

课程资源
服务终身学习者

万人次

注册用户
面向社会公众累计提供

非学历教育服务

超过 万个100 6000

680达到 万 超过 亿人次20



服务国内

13.9亿人次学习

慕课建设和应用规模

位居世界第一

已上线

超 9.7万门

注册用户

4.83 亿

我国慕课



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全面提高人口健康素质

488个
覆盖全国17.1%的县（市、区）

我国成人居民高血压、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2013年至2023年间

我国累计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均显著上升

✔

✔

✔

糖尿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30年）

2024年7月29日公布

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

提高健康预期寿命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加强青少年体育和心理

健康工作

健康中国行动 ——



2024年，各地共举办路跑赛事

671场，参赛人次约656万，马拉

松赛事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

我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能力持续提升，

全国孕前检查率、孕期产前筛查率均达

到 90% 以上，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力

障碍的筛查率均达到 98% 以上

P37 健身新花样.mp4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

加强诚信建设

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

提高全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全面提高人口思想道德素质

✔

✔

✔

✔ 2023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

义教育法》表决通过，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爱国

主义为主题的法律，为全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提供了根本行为规范和有力法治保障



将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准则和公民价值规范

有机融入各方面、全过程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学生在诵读《惟

楚有材赋》，体验“沉浸式”思政课

2024年8月10日，退伍军人栾留伟因救

三名落水儿童不幸溺水牺牲，他生前和

妻子在北京经营的火锅店“爆火”，众

多市民到火锅店表达敬意。9月，栾留

伟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

P39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百名学子齐诵《惟楚有材赋》，开启一堂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mp4


2. 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

✔

✔

✔

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托育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

统筹配置0—6岁育幼服务资源，多渠道增加财力支持

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

全面落实生育假期，在政府、用人单位、家庭之间建立合理的成本

共担机制

完善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强化生育服务支持

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儿童医疗服务水平

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

促进儿童发展和保护
强化教育、住房、就业

等支持措施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加强住房支持政策

强化职工权益保障

营造生育友好

社会氛围

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加强社会宣传倡导

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

完善生育休假制度

建立生育补贴等制度

加强生殖健康服务

《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

1

2

4

3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海街道小红花托

育中心，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快乐地做游戏

为解决0—3岁婴幼儿的照护问题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

发展婴幼儿托育服务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充分激发14亿多人口的强大潜能和磅礴力量

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

超500万

中国每年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专业毕业生的数量

约50%

中国高校培养的顶尖

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全球占比

3.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全球领先 世界第一



男职工女职工

调整至

63周岁

调整至

58

周岁55
周岁

法定退休年龄

从原50周岁、55周岁
从原60周岁

稳妥有序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从2025年1月1日起，我国将用15年时间

怎么突出弹性实施？

不是强制规定每个人必须达到延

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

给个人一定的选择空间

可以按规定选择

弹性提前退休 弹性延迟退休

最长不超过 3 年

或



支持青年人创业就业

加强灵活就业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维护

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提高常住人口

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实施以提高城镇化

质量为导向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

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各级城市逐步放宽落户

限制

保障妇女生育权益，

增加妇女劳动就业

✔

✔

✔

✔

✔

✔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社部门依托金新

街道万达广场建立了南通首家设在商场

内的零工驿站，为辖区广大灵活就业群

体和企业提供便捷化的就业服务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将非遗项目引进课堂，培养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助推青年就业创业



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各级城市逐步放宽落户限制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

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取消城

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

2023年底

48.3%



我国人口老龄化

形势复杂严峻

从人类历史上看

没有经验可以学习借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2020年

从7%的老龄化到

14%的中度老龄化

中国

只用了21年

法国

126年

英国

46年

德国

40年

老年人口

将达4亿
2050年

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老年人口

将达5亿

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2035年



推进

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

努力实现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增强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

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大力发展

银发经济



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建立健全“街镇养老服

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小区养老服务点”的

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并引入专业服务机构参与

运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不断完善养老服务

设施与功能，提升居民晚年生活品质

2023年，在首届深圳国际智慧养老

产业博览会上，两位老年人在了解

智慧养老产品



未来我国银发经济规模

及其占GDP比重发展趋势

银发经济规模（单位：万亿元） 占GDP比重

约6%

约10%

0

10

20

30

40

50 10%

8%

6%

4%

2%

0%

7万亿元左右

30万亿元左右

银发族网购消费增长高于整体百分数

银发族多元化社交需求

带动兴趣爱好类消费产品销量增长

1800%

1350%

900%

450%

0%

1601%

333% 311%
94%

营养保健 生鲜 生活服务 旅游出行

西洋打击乐器

旅游度假

演出票务

摄影摄像

玩车改装

田径运动
0% 40% 80% 120% 160%

158%

156%

72%

62%

51%

51%2023年 2035年（预计）

P51 30万亿元！银发经济成色如何.mp4


5. 实现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

一方面 另一方面

人口数量、结构、质量以及分布

的变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资源

环境变化带来长期的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变化都

会改变人类的生存条件，对人口

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也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人口问题既有人口自身的系统性协调性问题



顺应人口转变新趋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布局要考虑人

口达峰和分布变化的影响，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完

善人员编制、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等与人口增减挂

钩机制，支持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抓住人口减量发展蕴含的新机遇推进环境保护

和生态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优化人口结构和分布，维护国家安全



人口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阶段的问

题和任务不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应如何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求是》2024 年第22 期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雷海潮，《党委中心组学习》2024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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