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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区委、

区政府统一部署，各镇（街）、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广大普查人员攻坚克难、无私奉献，广大普查对象广泛参

与、积极配合，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圆满完成普查现场登

记工作，汇集了丰富翔实的普查数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十年来，从化人口发展形势出现一些积极

的变化，表现出一些新特点、新情况。

一、十年人口增长首超十万，但占全市比重有所下降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区常住人口达 71.77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比较，全区常住人口增加 12.43 万

人，增长 20.94%，平均每年增加 1.24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

1.92%，比2000-2010年的年平均增速1.38%加快0.54个百分点，

年均增速虽低于全市的 3.93%，但高于全国的 0.53%和全省的

1.91%。自 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区常住人口总

量呈持续上升的态势。2000 年、2010 年、2020 年近三次普查人



口增量分别为 9.49 万人、7.59 万人、12.43 万人，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增量更是首次突破 10 万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我

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由 2010 年的 4.67%下降到 3.84%，广州

中心城区和其他外围城区对周边地区的人口虹吸效应较我区更

加显著。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比较，从化人口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全面两孩”生育政策

有效持续发挥作用，使我区生育水平有所回升，自然增长人口

逐年稳步增加。二是户籍自然变动促进我区人口规模的增长，

根据公安部门数据，2020 年从化户籍人口 64.95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7.08 万人，年均增长 1.16%；三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快，

吸纳了大量跨省（市）流动人口。全区常住人口中，外市（含

外省）流入人口（半年以上）（下简称外来人口）达 14.75 万

人，比 2010 年增加 2.51 万人，年均增长 1.88%，继续保持稳定

增长态势，比同期户籍人口年均增速高 0.72 个百分点，外来人

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与 2010 年基本持平。

二、常住人口进一步向中心城区和发展区聚集，但人口城

镇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020 年，全区常住人口在 10 万人以上的镇（街）有 4 个，

比 2010 年增加 3 个。人口进一步向中心城区和发展区集聚。分

区域看，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全区常住人口总量48.61%；



科技创新发展翼、生态价值创新翼分别占全区常住人口总量的

34.19%、17.2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中心城

区人口所占比重提高 2.81 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发展翼和生态价

值创新翼分别减少 0.47 个、2.34 个百分点。与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区常住人口增加 12.43 万人，其中增加

超 1 万人的镇（街）有江埔街道、城郊街道、太平镇和鳌头镇，

分别增加 5.03 万人、2.66 万人、2.47 万人、1.50 万人，上述

4 个镇（街）常住人口增量合计 11.66 万人，占同期全区常住人

口增幅的 93.81%。

全区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32.87 万人，居住

在乡村的人口为 38.90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 45.8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提升7.19个百分点，

但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全国（63.89%）、全省（74.15%）、全市

（86.19%）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与从化区域面积广大，行

政村居人口分散居住有一定关系。未来，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

进程，大幅提升城镇人口比重对我区来说仍将任重而道远。

三、人口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但吸引留住人才成为关键

从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看，与 2010 年

相比，我区由 12589 人增至 21705 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 6006

人，虽与全市平均水平仍差 5527 人，但增长率比（72.41%）比

全市高 30.55 个百分点，与 2010 年比差距已逐步缩小。从 15



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看，与 2010 年比，我区由

9.87 年提升至 11.02 年，虽与全市平均水平比仍差 0.59 年，但

比全省及全国分别高 0.64 年、1.11 年。

无论是大学文化程度方面，还是在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方面，我区都高于增城、花都、南沙等广州市外围城

区。人口素质得到持续改善，反映出十年来我区普及九年制义

务教育、加强基础教育以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取得了积

极成效。但我们也要看到，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也与我区 10 所

高等院校近十年的扩招政策有关，如何吸引和留下高校近 11 万

大学生，将成为我区未来发展的关键。

四、人口性别比升高，外来人口对性别比产生推高效应

全区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37.59 万人，占 52.38%；女

性人口为 34.18 万人，占 47.62%。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人口

为 100）由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06.32 上升为 2020

年的 109.99，比全市及全省分别低 1.99、3.09 个百分点。

我区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是受外来人口性别比偏高的

影响。从户籍人口来看，2020 年从化户籍总人口性别比为

103.63，比 2010 年上升约 0.58 个百分点，性别比仍趋于均衡

状态；但外来人口性别比则从2010年的113.73大幅提高到2020

年的 135.72。外来人口性别比高主要受我区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结构和驻从高校影响，在广州市各区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幅增



加的侧面带动下，我区的外来人口对全区总人口性别比产生推

高效应并有所加强。

五、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比重增加，但人口红利特征依然

明显

全区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141509 人，占 19.72%，

与 2010 年比，我区 0-14 岁少儿人口数量明显增加，较 2010 年

增多 4.20 万人，年均增长 3.58%，明显高于我区常住人口平均

增长率。作为广州市“最年轻”的区（0-14 岁占比居全市第一），

我区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回升主要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且我

区作为广州市地区的农业大区，农业人口占比较多，其人口生

育意愿也较其他区高。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

业的巨大改善，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也不断改善，我区老年人口

的规模也明显增长，从化作为广州的“后花园”，更是吸引了

部分“跨区人员”过来养老，与 2010 年比，我区 60 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由 10.26%升高到 12.52%，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由 7.14%升高到 8.90%。我区人口年龄结构呈“两头增加、中间

减少”态势与本地户籍青壮年外流打工也有一定关系，从户籍

流出人口方面看，我区共有 5.55 万人为“跨区”流动人员（即

户口登记地在从化，但居住在市内外区的），我区“跨区”流

出人口与流入人口之比高达 345.8%，为全市第二高。

按照国际通行判断标准（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0%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意味着该地区进入老龄化），我

区早在 2010 年时已进入老龄化，但根据瑞典 1957 年生命表人

口类型划分标准（指 0-14 岁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与 15-64 岁人

口之比少于 50%为人口红利期），2020 我区常住人口中少儿抚

养比为 27.62%，老年抚养比为 12.46%，总抚养比为 40.08%，虽

高于全市（27.69%）以及全省（37.80%）水平，但依然处在人

口红利期内。如何进一步做好儿童教育资源的公平高效配置，

实施更为积极的养老服务政策，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特别需要关

注的问题。

总体而言，2010-2020 年这十年间，从化人口发展趋势发生

深刻变化，人口总量保持稳定增长，人口素质稳步提升，劳动

力总规模依然庞大，人口集聚进一步增强，城镇化水平持续提

高，但也面临人口总量压力犹存、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年龄

人口逐年缓慢减少、城镇化水平不高等风险的挑战，人口发展

已进入重要转折期。如何将“人口红利”尽快转化为“人才红

利”、如何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如何处理好不断增大的

就业压力、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这都是未来需要持续关

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