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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呼包鄂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东部盟市则有

所下降

从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2015 年人口占全区

总人口较高比例的盟市分别为赤峰、通辽、呼和

内蒙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李文杰

人口规模和结构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

深远而长期的影响。目前我区人口规模已得到有

效的控制，人口发展进入低速稳定增长阶段。人

口结构失衡是影响我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

颈。人口结构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考察，如职业、

教育、城乡、民族结构等，但最根本的是年龄性

别结构。近年来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性

别失衡等问题都是年龄性别失衡的具体体现，并

将随着时间推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越来越显

著的影响。

一、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就业现状

（一）人口现状

1. 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略有波动，总体趋势下

降

2015 年全区总人口为 2511 万人，比 2000 年

增加了 138.6 万人，但增长速度逐年减缓，人口

自然增长率由 2000 年的 6.1‰下降到 2015 年的

2.4‰，人口总量的增长已得到有效的控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区经济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流动人口数量也逐步由净迁出转为净迁

入，2002 年自治区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时，人

口流动为净迁出状态，净迁出 62 万人 ；随着我

区经济高速增长，人口机械增长率到 2008 年时达

到峰值，为 2.1‰，净迁入 51.33 万人 ；2008 年以

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区经济增长速度

逐步趋缓，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人口机械

增长率逐年下降，到 2015 年降为 0.1‰。

摘  要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人口年龄结构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了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及趋势，在编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制订人口

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 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 年中

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及 2015 年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内蒙古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老龄化  就业  经济发展

表 1   2000-2015 年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数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末总人口

（万人）

2372.4

2381.4

2384.1

2385.8

2392.7

2403.1

2415.1

2428.8

2444.3

2458.2

2472.2

2481.7

2489.9

2497.6

2504.8

2511

出生率

(‰）

12.10

10.80

9.60

9.20

9.50

10.10

9.90

10.2

9.8

9.6

9.30 

8.90

9.20 

9.00 

9.3

7.7

死亡率

(‰）

5.90

5.80

5.90

6.20

6.00

5.50

5.90

5.70

5.50

5.60

5.50

5.40

5.50

5.60

5.7

5.3

人口自然

增长率（‰）

6.1

5

3.7

3.1

3.6

4.6

4

4.5

4.3

4

3.8

3.5

3.7

3.4

3.6

2.4

人口机械

增长率（‰）

-0.6

-1.2

-2.6

-2.4

-0.6

-0.3

1

1.2

2.1

1.7

1.9

0.3

-0.4

-0.3

-0.7

0.1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 2016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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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特、包头和呼伦贝尔，五市合计人口占全区总

人口的 63.07%。从各盟市人口的变化情况看，

2000 年至 2015 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

乌海和阿拉善盟常住人口增加较多，而赤峰、呼

伦贝尔、乌兰察布、巴彦淖尔和兴安盟常住人口

则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赤峰、乌兰察布和呼

伦贝尔十五年间常住人口分别减少了 21.85 万人、

21.5 万人和 2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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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 年—2015 年内蒙古人口分布变化情况       
                                               单位 ：万人、%

地区

全区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呼伦贝尔市

兴安盟

通辽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

乌兰察布市

鄂尔多斯市

巴彦淖尔市

乌海市

阿拉善盟

2000 年

2372.4

243.79

229.74

273.65

161.89

308.35

451.8

99.34

232.63

139.54

171.38

43.39

19.94

占比

100

10.26

9.67

11.52

6.82

12.98

19.02

4.18

9.79

5.87

7.21

1.83

0.84

2015 年

2511

305.96

282.93

252.65

159.91

312.08

429.95

104.26

211.13

204.51

167.73

55.58

24.35

占比

100

12.18

11.27

10.06

6.37

12.43

17.12

4.15

8.41

8.14

6.68

2.21

0.97

增减

138.6

62.17

53.19

-21

-1.98

3.73

-21.85

4.92

-21.5

64.97

-3.65

12.19

4.41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 2016

表 3   2000—2015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年龄构成变化情况                          
                                                                单位 ：%

全国

全区

0-14 岁

22.9

21.23

0-14 岁

16.52

13.07

15-64 岁

70

73.26

15-64 岁

73.01

77.37

65 岁以上

7.1

5.51

65 岁以上

10.47

9.56

2000 年 2015 年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 2016

3. 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年龄结构“头重脚

轻”

2015 年全区人口年龄构成中，0—14 岁人口

占总人口的 13.03%，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

77.37%，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9.56%，少年

儿童和老年人人口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

劳动人口占比则高于全国 4.36 个百分点，表明我

区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但就业压力也随之加大。

从 2000 年至 2015 年全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情况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略有上升，但少年组

人口下降较快，从 2000 年的 21.33% 下降到 2015

年的 13.03%，十五年间下降了 8.26 个百分点，将

会为未来劳动力资源储备造成直接影响，但同时

也为我区优化教育资源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空间。

另一方面，老年组人口占比虽然始终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但老年组人口占比增长较快，十五年间

上升了 3.51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快了 0.14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开始加快，人口年龄

结构步入老龄化门槛。

4. 就业结构趋向合理，一产从业人员转移压

力较大

2015 年全区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 39.1 ：

17.1 ：43.8，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仍较高，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8 个百分点，农牧业仍需提

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农牧业产业化进程 ；第二产

业从业人员占比较低，一方面说明我区仍处于工

业化加快发展阶段，同时也与我区采掘业比重较

大，制造业不发达有关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43.8%，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就业较

为充分，也说明我区传统服务业比重偏大。

从 2000 年至 2015 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变化

情况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 13.1 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了 13.1 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持平，表明第二产业

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

分盟市看，2015 年大多数盟市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占比下降较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有不

同程度的上升，唯一例外的是乌兰察布市第一产

业从业人员占比比 2000 年上升了 3.51 个百分点，

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则下降了 2.64 个百分点。这

与乌兰察布市经济发展农牧业现代化程度较低、

第三产业发育不足直接相关。

5. 人口文化素质稳步提高，高素质人口增势

较缓

2015 年 全 区 6 岁 以 上 人 口 未 上 过 学、 小

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

5.85%、24.22%、37.53%、16.27% 和 16.14%，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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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最高，但高等教育程度人

口占比比 2000 年增长较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81

个百分点，表明我区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及人口受教

育程度迅速提高。

表 4    2000 年—2015 年内蒙古按产业分就业人口构成变化情况

全国

全区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呼伦贝尔市

兴安盟

通辽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市

乌兰察布市

鄂尔多斯市

巴彦淖尔市

乌海市

阿拉善盟

2000

50

52.2

42.18

23.16

48.41

65.73

67.35

58.57

62.46

52.89

60

75.56

29.56

43.81

2015

28.3

39.1

20.4

13.5

40.2

58.5

55

52.5

41.5

56.4

26

58.9

3.3

23.6

增减

-21.7

-13.1

-21.78

-9.66

-8.21

-7.23

-12.35

-6.07

-20.96

3.51

-34

-16.66

-26.26

-20.21

2015

29.3

17.1

3.04

26.3

13.5

10.3

14.3

18.5

16

12.5

27.6

12.4

26.6

27

2000

22.5

17.1

17.28

31.37

26.95

7.59

9.03

14.19

7.23

13.37

17.3

11.54

65.27

20.42

增减

6.8

0

14.24

-5.07

-13.45

2.71

5.27

4.31

8.77

-0.87

10.3

0.86

-38.67

6.58

2000

27.5

30.7

40.54

45.47

24.64

26.68

23.62

27.24

30.31

33.74

22.7

12.9

5.17

35.77

2015

42.4

43.8

49.3

60.2

46.3

31.3

30.7

28.9

42.5

31.1

46.3

28.7

70.1

49.3

增减

14.9

13.1

8.76

14.73

21.66

4.62

7.08

1.66

12.19

-2.64

23.6

15.8

64.93

13.53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 2016

一产构成（%） 二产构成（%） 三产构成（%）

表 6    6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            单位 ：%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2000 年

9.54

38.18

36.52

8.57

3.81

2015 年

5.69

26.22

38.32

16.44

13.33

增减

-3.85

-11.96

1.8

7.87

9.52

2015 年

5.85

24.22

37.53

16.27

16.14

2000 年

10.83

33.25

37.16

14.7

4.06

增减

-4.98

-9.03

0.37

1.57

12.08

全   国
指 标

全   区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 2016

二、我区人口年龄变动趋势及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金字塔呈纺锤型，属于成年

型的人口金字塔

反映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最生动直观的方式就

是“人口金字塔”，以年龄为纵轴，以人口数为

横轴，左男右女绘制图形，人口金字塔可以形象

直观地反映人口年龄状况的特征、类型和未来发

展趋势以及过去各时期出生、死亡和迁移对人口

构成的影响。人口金字塔可分为三种类型 ：年轻

型、成年型和年老型。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年

轻型 ：塔顶尖、塔底宽。成年型 ：塔顶、塔底宽

度基本一致，在塔尖处才逐渐收缩。年老型 ：塔

顶宽，塔底窄。

图 1   2010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年龄性别金字塔

从图 1 可以看出，塔形下端少儿人口和塔

尖老年人口呈明显缩减趋势，塔腰成年人口则向

外扩张，呈典型的纺锤型，塔顶、塔底宽度基本

一致，在塔尖处才逐渐收缩，属于成年型的人口

金字塔。四十岁左右的人口形成一个波峰，这是

1963—1974 年建国后持续时间长、出生率高的第

二个生育高峰期所出生的人口，这一波峰人口所

形成的劳动力对我区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 2030 年，这一

年龄段人口相继步入老年，同样会对我区经济社

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主要劳动力资源逐年递减，对产业发

展和社会消费产生深刻影响

2013 年 , 内蒙古常住人口中 15—64 岁劳动年

龄人口比重为 77.72%, 比 2000 年提高 4.46 个百分

点，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总量的增

长速度，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仍将助推经济健

康稳定发展。但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转为

中高速增长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压力。

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资源将呈逐年递减的态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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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18—45 岁年龄段人口是全社会劳动力资源的

中坚力量，同时也是拉动消费的主要群体。从图

2 可以看出，全区 18—45 岁人口从 2000 年逐年

上升，到 2008 年达到 1266.95 万人的峰值，这也

和我区经济高速发展期相重叠。2009 年这一主要

劳动力人口总量逐年下滑，到 2020 年下降到 994

万人，比 2008 年峰值减少了 1/5。

主要年龄段劳动力的逐年减少，将会推动劳

动力成本上升，我区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影响我区工业化进程，但同

时也倒逼我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高核心竞争力。

图 2   全区 18—45 岁人口变化趋势

（三）乡镇转移人口逐年减少，城市化步伐

将逐渐放慢

2013 年我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8.71%，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 5 个百分点，大量农村牧区

剩余劳动力为提高我区城市化水平提供了人力资

源保障，也为我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也切

实增加了农牧民收入，提高了农牧民的生活水平

和文明程度，确保了社会和谐稳定。

乡镇 16—45 岁人口是推动我区城市化的主

要力量，除一部分人通过高考、参军、征地转为

城市户口外，大部分人是进城务工，为我区建筑

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

源。 从 图 3 中 可 以 看 到，2000—2008 年 我 区 乡

镇 16—45 岁人口总量始终保持在 875—885 万左

右，从 2008 年开始逐年减少，到 2020 年，减少

到 2008 年的 78%。虽然当前我区大力推进农牧业

现代化，在一定时期内，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

转移的人口会保持增长，但大的趋势不可逆转，

乡镇 16—45 岁人口的减少会使我区城市化的步伐

放慢，同时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将极大地打击依赖

简单劳动力的行业，包括简单制造业和快递、鲜

花、餐饮、零售、电商等所有依赖劳动力绝对数

量的服务业。

图 3  全区乡镇 16—35 岁人口变化趋势

（四）老龄化加速，养老服务需求剧增

2002 年我区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

达到了国际公认的 7% 的标准，进入老龄化，此

后老年人口比重逐年增长，到 2013 年，我区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8.55%，2030 年左右，60—

70 年代初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

我区老龄化将达到顶峰，且至少持续 10 年。

老龄社会加剧带来的突出问题，一是会对

社会总需求产生压制，这是由于老年人的消费能

力、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习惯的特殊性所致 ；二

是居民储蓄率降低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 ；三是劳

动人口养老负担加剧，社会保障成本大幅升高。

解决老年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与此同时，要

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

代，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和

REGION 区域 201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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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机制

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开展完善生育

政策的前瞻性研究，适时修订《内蒙古自治区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制定和完善配套的规范性文

件，创新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工

作思路和方法，逐步解决影响和制约人口和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

加快人口发展监测高速评估体系建设 , 研究制

定涵盖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综合指标体

系，监测人口发展动态，为人口宏观调控提供信息

和技术支撑。以人口发展规划为载体，健全人口发

展规划与其它规划衔接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政府公

共政策、公共资源，更加注重以经济手段引导和调

节生育、迁移流动等行为，充分发挥人口发展规划

在人口宏观调控中的基础性导向作用。

（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建设应以“人”字当先，注重城镇质

量提升，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城镇化规划要以人为

本，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而

不仅仅是圈地造城，盲目扩张。应使所有在城镇的

常住人口，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外来人口都享受到

真正平等的基本保障和权益。这样城镇化对经济社

会的强大推动力才能真正实现。一是坚定不移地推

动城镇化战略，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充分发挥呼包

鄂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增长极的作用，

进一步挖掘潜力，提升呼包鄂一体化发展水平，带

动周边盟市并进而促进全区的城镇化发展。二是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做到五个结合，即城镇化与

现代交通网络、产业园区、资源集散中心、房地产

 图 4   全区 65 岁以上人口变化趋势

业发展和保障房建设、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三是

加快配套改革，通过加快户籍制度配套改革，实

现就业方式、居住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

到城的重要转变。四是重视生态文明。在发展城

镇的同时提升城镇资源承载力，注重民生，走集

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着力解决农村牧区“空心化”问题

首先是加大力度培育农村牧区新型经营主

体，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引导，把农牧民尤其是

青年农牧民培育成为新型职业农牧民，使其收入

多于或至少等于外出打工。其次是要加大力度推

广现代农业技术，鼓励规模化农业生产，同时拓

展农牧民增收渠道，发展休闲观光农牧业和生态

旅游农牧业。再次是要健全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加大投入改善水利、交通、信息网络等公共

基础设施，为农牧户的农牧业生产和生活提供便

利。最后要保护和发展农村牧区传统文化，积极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

活动，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引导文

化工作者深入乡村，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

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全面提升国民素质

以本土培养为切入点，全面提高人口受教育

年限，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科学合理地设置高校

课程。大力发展私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加强在职

人员尤其是农村转移人口职业技能教育和成人继

续教育，提高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实行“工学

结合”培养模式，按照企业的需求开展个性化技

能培训，突出应用能力培养，推行教学要求与岗

位需求相结合、学校教学与企业实习相结合等成

人高等教育模式。切实加强对农民的文化和科技

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采用多种手

段鼓励、吸引外来技术和管理人才来我区定居，

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地上学的本土人才回区创业

和就业。

           (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代建明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