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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
引发热议。其中，深圳是建市以来首度出现
负增长。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22年
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 1766.18 万人，较 2021
年年末的1768.16万人，减少了1.98万人。此
前，北京、上海已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两
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
4.3万和13.54万。5月12日，《2022年广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2022年
年末广州常住人口 1873.41 万人，比 2021 年
年末的1881.06万人，少了7.65万人。

长期以来，广州、深圳、杭州都是人口增
量冠军榜的常客，这一趋势在这两年不复存
在，去年武汉登顶，今年则是长沙，都在中西
部。不仅如此，人口增量10 强城市，同样一
改过去东部城市霸榜的格局，上榜的几乎都
是中西部省会，包括长沙、西安、南昌、武汉、
郑州、成都等。

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增长，四大一线城
市人口集体负增长，释放了哪些信号？

24个万亿俱乐部城市
四大一线城市集体负增长

万亿俱乐部城市位于我国城市的第一梯
队，代表着我国城市的最高发展水平，所以我
们先来看看万亿俱乐部城市常住人口各是多
少？

2022 年，24 个万亿俱乐部城市中，15 个
城市常住人口已超过千万，其中直辖市重庆
的人口最多，已经达到3000多万，另外上海、
北京和成都等3个城市的人口都在2000万以
上。而这15个千万人口城市主要由4个直辖
市和7个省会城市组成，这些城市不仅经济
实力强，而且还是各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区域
影响力和人口吸附力都非常强，因此人口也
是很多的。

万亿俱乐部城市中，佛山、合肥、南京
和济南等 9 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在千万以
下；在这 9 个城市中，普通地级市占据了 4
城，省会城市同样占据 4 城。普通地级市
因区域影响力较弱，所以人口吸引作用不
强；而济南、南京等省会城市因首位度低，
在区域中的影响力同样不是很强，所以人
口虹吸能力偏低，因此一直未能进入千万
人口城市中。

2022年，万亿俱乐部城市的人口变化较
大，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态势。首先是上
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和东莞等6个城市
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长沙、杭州等18个万亿俱乐部城市的常
住人口依旧保持着正增长的良好势头，其中
长沙、杭州、合肥和西安等4市常住人口增量
超过10万，而武汉、郑州、青岛、济南和成都
等城市的人口增长情况也不错。

京沪人口负增长不是第一次出现
更多是主动控制人口所致

不过，仔细观察这 20 多年北上广深的
人口增长曲线，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
段：其中 2000—2010 这十年，是属于京沪的
黄金时代。随着 2001 年北京申奥、2002 年
上海申博成功，作为两项国际赛事举办地的
京沪，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建高潮。城区面
积、城市范围急剧扩张，吸引来大量外来人
口的涌入。

2000年时，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数量分
别为1363.6万和1608.6万，到2010年时已经
飙升至1961.9万和2302.7万。十年间增长了
六七百万人，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中型城市
的人口。

但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特别是
2014年以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
京沪先后出台政策，疏解城市功能、严控城市
人口，人口增长由此开始放缓。比如上海，常
住人口在2013年超过2400万人以后，几乎就
不再怎么增长了。而北京更是从 2017 年开
始，常住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过去6年累
计减少了11.1万人。

目前，上海常住人口高达 2476 万人，无
限接近天花板；北京常住人口为 2184 万人，
离最高门槛也仅有5%左右增长空间。

早在几年前，上海北京两地就开始主动
抽疏中心城区人口，而北京更以“减量发展”
为政策目标，人口增长早已不再是政策导向。

这些年，北京不仅将一般制造和污染企
业、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向外转移，就
连央企总部、部属高校、重点医院都成了转移

对象。这些被疏解的产业，一部分被天津、河
北等地承接，另一部分重点布局在新成立的
雄安新区，后者也成了央企总部外迁的最大
受益者。

当然，京沪的人口压力，不在于人口增量
和人口增长，而在于抢人大战日益白热化之
下的高学历人才。

因此，这两年，一向在户籍门槛上寸步不
让的京沪乃至香港，都开启了抢人之路。

北京面向世界TOP200高校毕业生给出
了“计划单列市”落户的待遇；上海则进一步
开放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知名高校毕业
生的落户限制。

由此可见，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需要“抢人
口”，但所有城市都难以绕开“抢人才”。

广深人口负增长则是20年来首次
是疫情扰动下的短期现象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
却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人，于是顺利地
从京沪手中接棒，开始领跑人口增长。2000
年—2010年时，广深的人口增量才两三百万，

不到京沪的一半，但到了 2010 年—2020 年，
却猛然提升至六七百万，跟京沪上一个阶段
的增量相当。

但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从前年开始戛
然而止。2021年，广州的人口增量从上一年
的43万锐减至7万，而深圳更是从2020年的
53万暴跌至不足5万，去年直接录得负值。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
也跟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落户门槛有关。
此外，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如疫情导致
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深
返乡。毕竟，在老家的租房成本、饮食开销都
要更低，疫情的影响也更小。

类似场景在2019年的武汉也曾上演，但
次年武汉人口就强劲反弹。所以不少人坚
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今
年一定会由负转正。而今年年初，深圳地铁
客流再创新高就是一个明证。但不可否认，
包括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流动
人口的首选目的地这点，也是事实。

据统计，外来人口最多的 10 个城市中，
广东一省都占了6席，除了深圳广州佛山东

莞四大万亿城市之外，就连中山、珠海、惠州
都榜上有名。

不难想象，在拼经济的 2023 年，广深将
迎来巨大的人口回流，有望重回人口增量榜
冠军之位。

人口的“强省会时代”到来
西安等城市人口保持增长

2017年，武汉一声炮响，点燃了延续至今
的“抢人大战”的导火索。此后各线城市纷纷
加入“战局”，就连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调
低了落户门槛。但总的来看，“抢人大战”的
最大赢家，还得数各地的强省会。

比如2017年“抢人大战”元年，西安常住
人口就暴增了104万人；2021年，从疫情中逐
渐走出来的武汉，全市人口则大涨了 120 万
人；至于杭州，从 2019 年常住人口净增 55.4
万人超过广深起，人口增量已连续多年跑在
全国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更是已经
逼近北京，很多人预测，五到十年内“人口第
四城”或将易主。

和当初广深接棒京沪是因为后者严格人
口调控，而前者敞开大门不同，强省会接棒一
线，主要还是源于人们对房价等生活成本的
考虑。比如2022年人口增长第一名的城市，
就是被称为“炒房客墓地”的长沙。

诚然，像长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
就工作机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来说，跟一
线城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们选择城
市，并不只关心奋斗所得，也要考虑付出的成
本，往往是两者权衡的结果。

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明显高于二线省
会。其中最“便宜”的广州，4 月份均价也要
45000元每平方米，而北上深则都超过了6万
每平方米。以至于就连华为这样的顶级大
厂，总部都从深圳迁去了东莞。

但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却并
没有比二线省会高太多。然后再对比平均房
价，很多人结合自身的情况，就会做出回归二
线省会的选择。

再加上最近这些年，随着产业的转移，鄂
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趋
势明显。而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都去了当
地的省会，从而带动了像长沙合肥武汉成都
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可以说，属于强省会的“人口时代”，已经
悄然到来了。 本报综合消息

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释放何信号

贵州省贵阳市一女子在一个月内连吃
五顿自助餐，五顿共点餐45653元，吃不完的
偷偷打包带走，店方发现后将她起诉。5月
12日，记者了解到，双方已达成庭前和解，顾
客向店方补交了44543元餐费。

据媒体此前报道，贵阳一家和牛日料店主
打自助餐，218元一份。顾客吃自助餐时，并非
拿着盘子自选，而是对着菜单点餐。从2022年
1月开始，顾客叶女士经常前来消费，而且点餐
量巨大。2022年9月1日，店员通过监控发现，
叶女士用小塑料袋将所点的食物偷偷打包带
走，而且偏爱那些比较贵的食物，像三文鱼北
极贝、法式鹅肝等，她会一点好几份打包带走。

店方查看叶女士此前一个月的点单记
录和视频监控发现，2022年8月16日、8月17

日、8月24日、8月29日，叶女士四次来店里，
点单金额分别为9135元、9106元、10328元、
11130元。算上9月1日那一次，她五次共计
点餐 45653 元。但由于是固定费用的自助
餐，她每次只需按218元买单，加上优惠，五
次实际支付仅1010元。

店里还发现，在去年8月之前的约半年
时间内，叶女士来店里吃了多次，点餐金额
也很大。但由于监控过期，叶女士当时有没
有偷偷打包，店方无法确认。

事后，店方联系了叶女士，要求她按菜
单价格补齐 2022 年 8 月到 9 月那五次的餐
费，但叶女士不同意。于是，今年3月，店方
向法院起诉，要求叶女士补足餐费。

5月12日，店方负责人陈女士告诉记者，

他们和该顾客近日已达成庭前和解。经核
算，顾客向店方补交了44543元餐费，同时承
担8000元诉讼费用，这笔共计52543元的款
项已打到他们的账户中。

陈女士说，她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这4
万多元我们事实上也没要，而是回馈给了其
他顾客。我们在直播间抽福袋，给顾客送出
了一百多份不要钱的‘霸王餐’，每份价值258
元。”同时陈女士表示，以后将加强店内的管
理，以防再次出现有人悄悄打包的行为。

为店方代理此案的律师向记者介绍，在
顾客补交餐费后，此案民事层面的纠纷已经
处理完毕。

5月12日，记者同时联系了叶女士，但她
拒绝就此事发表意见。 本报综合消息

自助餐偷打包带走被起诉，顾客补交餐费44543元

新华社杭州5月14日电（记者 黄筱 戴
威）碘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碘摄入
不足或过量都可能对甲状腺产生不良影响，
甚至导致甲状腺病变的发生。

5月15日是全国第30个“防治碘缺乏病
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科学补碘三十年，
利国利民保健康”。专家建议，应根据个人
情况，适量摄入碘，以防治相关疾病。甲状
腺病患者也无需“谈碘色变”，应及时到正规
内分泌专科就诊，从而进行合理治疗，避免
误诊误治或过度治疗。

“人体碘的来源主要由食品供给，占每
日摄碘量的80％至90％。”中国科技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叶山东说，碘在人体内每天都进行代谢，在

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
持两三个月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
人的理想摄碘量为每天150微克左右，孕妇
和哺乳期妇女为200微克，儿童摄碘量相应
减少。

“绝大多数甲状腺病患者在治疗期间可
正常地摄入碘盐，尽量避免碘摄入不足或过
量。”叶山东说，患者也不能过度焦虑，应保
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临床中，很多患者对自己是否需要特殊
的碘饮食有困惑。其实，不同的甲状腺病病
因不同，需要不同的碘饮食。”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沈建国表示。

他举例说，如果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应限制碘摄入，尽可能忌用富碘的食物

和药物。而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则需视
情况而定。对甲状腺全部切除或完全破坏
所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食用加碘食盐或未
加碘食盐对甲状腺无明显影响；对甲状腺腺
叶切除或甲状腺组织尚有残留所致甲状腺
功能减退症，可以正常碘饮食；碘缺乏所致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需要适当增加碘摄入；
碘过量所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程度较轻，需
查找碘过量原因，限制碘摄入。

“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碘摄入量增加与甲
状腺癌的发病率相关，甲状腺癌患者一般可
以正常碘饮食。碘摄入量过多或不足都能
使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升高，所以要适碘饮
食。对于甲状腺结节有自主功能并伴有甲
亢患者，则需限制碘摄入。”沈建国说。

认清这些“碘”，甲状腺病患者无需“谈碘色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