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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
11月1日零时全市常住人
口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常住人口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2] 为

2467965 人，与 2010 年第
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的
2208708 人 相 比 ，增 加
259257 人，增长 11.74%，
年均增速为1.12%。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市各县区常住人口[2]

有关数据公布如下：
一、县区常住人口
各县区中，常住人口超过40万人的有3

个，在20万人至 40万人之间的有3个，少于20
万人的有1个。其中，人口最多的县区是城东

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9.83%；最少的县区为
湟源县，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45%。

二、县区常住人口变化
2010年—2020年各县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

最高的是城北区，为3.40%；最低的是湟源县，
为-2.16%。同期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城东区，增加
129684人；减少最多的是湟中区，减少42792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2]性别构
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常住人口性别
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
人口为1256520人，占50.91%；
女 性 人 口 为 1211445 人 ，占
49.09%。总人口性别比（以女
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为103.72，比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时下降2.33 。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
全市常住人口年龄构成情况公
布如下：

一、全市常住人口年龄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2]中，0-14岁[3]

人 口 为 403700 人 ，占 16.36% ；
15-59 岁人口为 1710014 人，占
69.29%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354251 人，占 14.35%，其中 65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249669 人 ，占
10.12%。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
重下降 0.63 个百分点，15-59 岁
人口的比重下降2.70个百分点，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3.3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上升2.60个百分点。

二、各县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
各县区常住人口中，15-59

岁人口比重都在65%以上；65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比 重 均 在
7%-14%之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受教育基
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2]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

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28293人；拥有高中
（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39278人；拥有
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724362人；拥有小学

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88800人（以上各种受教
育程度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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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296
人上升为 2141 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433人下降为1375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由3320人下降为2935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
的由2919人下降为23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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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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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乡镇街道半年
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年
和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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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辖市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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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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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别人口
全市共有家庭户[3] 847809户，集体户65944

户，家庭户常住人口为2224710人，集体户常住人
口为24325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
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减少0.55人。

三、民族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1762822

人，占71.43%；各少数民族人口为705143人，
占28.5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汉族人口增加127605人，增长7.80%；各

少数民族人口增加131652人，增长22.96%。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

口在本乡镇街道和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
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乡镇街道半年
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
年和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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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历次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及年均增速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

口在本乡镇街道和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

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乡镇街道半年
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
年和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指各县区常住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重。

县区 2020年

489372
325813
326866
417701
395043
403368
109802

2010年

359688
296987
242627
299002
437835
435937
136632

比重[3]

2020年
19.83
13.20
13.24
16.92
16.01
16.35
4.45

2010年
16.28
13.45
10.98
13.54
19.82
19.74
6.19

年均增速

3.13
0.93
3.03
3.40
-1.02
-0.77
-2.16

城东区
城中区
城西区
城北区
湟中区
大通县
湟源县

表2-1 各县区常住人口变化情况表

二、县区人口性别构成
各县区中，常住人口性别比在103以下

的有1个，在103至107之间的有5个，在107
以上的有1个。

图3-1历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性别构成

县区

城东区
城中区
城西区
城北区
湟中区
大通县
湟源县

占比
男

51.13
50.78
49.51
50.76
52.15
50.82
51.06

女
48.87
49.22
50.49
49.24
47.85
49.18
48.94

性别比

104.62
103.17
98.05

103.07
108.97
103.31
104.33

单位：人、%

表3-1 各县区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 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

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和户口待定的人；居住

在本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乡镇街
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外
出不满半年和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年龄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常住人口
403700

1710014
354251
249669

比重
16.36
69.29
14.35
10.12

单位：人、%表4-1 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城东区
城中区
城西区
城北区
湟中区
大通县
湟源县

0-14岁

15.65
13.66
15.25
13.37
19.80
20.31
15.30

15-59岁

70.17
70.33
69.58
73.17
66.38
66.40
67.68

60岁及以上

14.18
16.01
15.17
13.46
13.82
13.29
17.02

其中：65岁及以上
9.95
11.18
10.43
9.28

10.31
9.42
11.81

表4-2 各县区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和户口

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
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年和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0-15岁人口为429240人，16-59岁人口为1684474人。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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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开户口登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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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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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大学（大专及以上）高中（含中专） 初中 小学

2386
2277
1670
1346
1484
3439
3617
3204

全 市
城东区
城中区
城西区
城北区
湟中区
大通县
湟源县

2141
2244
2857
3966
3040
653
752

1145

1375
1560
1808
1634
1696
815
891

1059

2935
2798
2813
2127
2869
3556
3229
3253

二、平均受教育年限[3]

全市15岁及以上常住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0
年，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相比提高0.78年。

各区县中，15岁及以上常
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
以上的有城东区（10.41年）、城
中区（11.29年）、城西区（12.35
年）、城北区（11.44年），6-9年
的有湟中区（8.10年）、大通县
（8.20年）、湟源县（8.68年）。

表5-1 全市及各县区每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万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城乡
分布及流动情况公布如下：

一、城乡[2]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3]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为1940616人，占78.63%；居住在乡村的人
口为527349人，占21.37%。与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常住人口增加
533722人，乡村常住人口减少274465人，全
市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93个百分点。

图6-1 近五次人口普查分城乡常住人口

二、流动人口[4]

全市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5]为 1051348
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6]人口为382447
人，流动人口为668901人。与2010年第六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相 比 ，人 户 分 离 人 口 增 加
438963 人，年均增长 5.55%；市辖区内人户分
离人口增加234436人，年均增长9.96%；流动
人口增加204527人，年均增长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