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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一号）
——全区常住人口情况

曲江区统计局 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8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

我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下，在各镇（街）各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区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在广大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下，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圆满完成。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区常住人口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常住人口

全区常住人口
[3][4]

为 290455 人。

二、人口增长

全区常住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03377人相

比，十年共减少 12922 人，下降 4.26%，年平均降幅为 0.43%。



—2—

图 1-1 历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及年均增长率

三、户别人口

全区共有家庭户
[5]
98093 户，集体户 4496 户，家庭户人口为

272500 人，集体户人口为 17955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78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07 人减少 0.29 人。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
留的境外人员。

[3]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
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
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4]全区常住人口是指区内 10 个镇（街）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区内 10 个镇（街）的港澳台
居民和外籍人员。

[5]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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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二号）

——地区人口情况

曲江区统计局 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8 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我区 10 个镇（街）常住人口[2]有关数据公布如下：

一、地区人口

区内 10 个镇（街）中，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有 1 个，在 2

万人至 3 万人之间的有 2 个，在 1 万人至 2 万人之间的有 4 个，

少于 1 万人的有 3 个。其中，常住人口居前 3 位的镇（街）合计

人口占全区人口比重为 72.77%。

分区域
[3]
看，曲江城区马坝镇和松山街道人口合计为 185064

人，占全区人口的 63.72%；其中：马坝镇人口为 162512 人，占

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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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镇（街）人口

单位：人、%

地 区 人口数
比重[4]

2020 年 2010 年

全 区 290455 100.00 100.00

松山街道 22552 7.76 14.75

马坝镇 162512 55.95 44.3

大塘镇 26306 9.06 9.31

枫湾镇 11203 3.86 3.98

小坑镇 3578 1.23 1.56

沙溪镇 14464 4.98 6.37

乌石镇 9278 3.19 4.39

樟市镇 16868 5.81 6.08

白土镇 17684 6.09 6.9

罗坑镇 6010 2.07 2.37

二、地区人口变化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 个镇（街）中，马

坝镇人口增加 28116 人，增长 20.92%。

分区域看，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区马坝

镇和松山街道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4.67 个百分点，马坝镇人口所

占比重增加 11.65 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区常住人口是指区内 10 个镇（街）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区内 10 个镇（街）的港澳台

居民和外籍人员。
[3]指各镇（街）的常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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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三号）

——人口性别构成情况

曲江区统计局 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8 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我区 10 个镇（街）的人口性别构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区人口性别构成

全区常住人口[2]中，男性人口为 149566 人，占 51.49%；女

性人口为 140889 人，占 48.51%。总人口性别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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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1 上

升为 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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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构成

二、地区人口性别构成

10个镇（街）中，人口性别比在110以上的有6个，在106-110

之间的有 1 个，在 105 以下的有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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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镇（街）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地区
占常住人口比重

性别比
男 女

全 区 51.49 48.51 106.16

松山街道 51.15 48.85 104.70

马坝镇 50.61 49.39 102.47

大塘镇 53.02 46.98 112.87

枫湾镇 52.91 47.09 112.34

小坑镇 53.21 46.79 113.74

沙溪镇 52.67 47.33 111.28

乌石镇 54.26 45.74 118.61

樟市镇 51.99 48.01 108.27

白土镇 53.70 46.30 116.00

罗坑镇 51.33 48.67 105.47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区常住人口指区内 10 个镇（街）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10 镇（街）的港澳台居民和外

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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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四号）

——人口年龄构成情况

曲江区统计局 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8 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我区 10 个镇（街）人口年龄构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区人口年龄构成

全区常住人口[2]中，0-14 岁[3]人口为 58431 人，占 20.12%；

15-59 岁人口为 179489 人，占 61.79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52535

人，占 18.09%，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38157 人，占 13.14%。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提高

3.17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7.47 个百分点，60 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 4.30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提高 3.54 个百分点。

表 4-1 全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人、%

年龄 人口数 比重

总 计 290455 100.00

0-14 岁 58431 20.12

15-59 岁 179489 61.79

60 岁及以上 52535 18.09

其中：65 岁及以上 38157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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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区人口年龄构成

10 个镇（街）中，15-59 岁人口比重在 65%以上的有 1 个，

在 60%—65%之间的有 1 个，在 60%以下的有 8 个。

7 个镇（街）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

表 4-2 各镇（街）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地区

占总人口比重

0-14 岁 15-59 岁 60 岁及以上
其中：65 岁及以上

全 区 20.12 61.79 18.09 13.14

松山街道 13.29 57.74 28.97 23.81

马坝镇 20.64 65.06 14.29 10.06

大塘镇 23.02 58.42 18.55 12.98

枫湾镇 20.74 57.02 22.24 16.03

小坑镇 17.83 59.84 22.33 16.35

沙溪镇 18.62 58.95 22.44 17.16

乌石镇 16.42 56.95 26.63 18.98

樟市镇 20.85 54.24 24.91 18.14

白土镇 20.94 60.01 19.05 13.64

罗坑镇 23.86 54.26 21.88 15.46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区常住人口指区内 10 个镇（街）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10 个镇（街）的港澳台居民和

外籍人员。
[3]0-15 岁人口为 61859 人，16-59 岁人口为 17606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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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五号）
——人口受教育情况

曲江区统计局 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8 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我区 10 个镇（街）的人口受教育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区常住人口[2]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人口为 37009 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51305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02933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

的人口为 6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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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4人上升为12742人；

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8716 人下降为 17664 人；拥有初中文化

程度的由39794人下降为35439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2170

人上升为 232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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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镇（街）每 10 万人口中拥有的

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10 万人

地 区
大学

（大专及以
上）

高中
（含中专）

初中 小学

全 区 12742 17664 35439 23282

松山街道 18672 23045 30365 20397

马坝镇 17129 21254 32751 19020

大塘镇 3858 10043 41523 31928

枫湾镇 4133 8408 38793 34169

小坑镇 7490 10593 37954 30743

沙溪镇 8760 14263 39802 26569

乌石镇 4322 11242 42843 29457

樟市镇 3379 10298 38096 33519

白土镇 4105 12435 45165 25271

罗坑镇 4176 9351 34742 34775

二、平均受教育年限
[3]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区常住人口中，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50 年提高至 9.93 年。

10 个镇（街）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9 年以上的有 3 个，

在 8 年至 9 年之间的有 6 个镇，在 8 年以下的有 1 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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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各镇（街）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地区 2020 年

全 区 9.93

松山街道 10.52

马坝镇 10.77

大塘镇 8.56

枫湾镇 8.10

小坑镇 8.48

沙溪镇 9.20

乌石镇 8.44

樟市镇 8.10

白土镇 8.73

罗坑镇 7.85

三、文盲人口

全区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7288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

1412 人，文盲率
[4]
由 2.87%下降为 2.51%，下降 0.36 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区常住人口指市内 10 个镇（街）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10 个镇（街）的港澳台居民和

外籍人员。

[3]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

准是：小学=6 年，初中=9 年，高中=12 年，大专及以上=16 年。

[4]文盲率是指市内 10 个镇（街）常住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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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六号）

——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

曲江区统计局 曲江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8 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我区人口城乡分布及流动情况公布如下：

一、城乡
[2]
人口

全区常住人口[3]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175861 人，占

60.55%；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14594 人，占 39.45%。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7815 人，乡村人口

减少 20731 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 5.16 个百分点。

图 6-1 历次人口普查城乡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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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动人口
[4]

全区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
[5]
为 95570 人，其中，市辖

区内人户分离[6]人口为 47257 人，流动人口为 48313 人。流动人

口中，外省流入人口为 18105 人，省内流动人口为 30208 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35536 人，增长 59.19%；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36564 人，

增长 341.94%；流动人口减少 1028 人，减 2.08%。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3]全区常住人口指市内 10 个镇（街）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10 个镇（街）的港澳台居民和

外籍人员。

[4]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5]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

以上的人口。

[6]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个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

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