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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人口普查】

在 5月 18日，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
组长、市统计局局长朱民介绍了上海市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上海市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统
计局副局长施方，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市统计局二级巡视员
丁俊出席发布会，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1.普查工作基本情况

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
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全市共
组建 6548个普查机构，选聘 13余万名普查
人员。各级人口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全市所有家庭和人
口进行了全面普查，高质量完成普查入户登
记任务。
本次人口普查以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

时为标准时点展开，全面采用电子化数据采
集方式，普查对象数据实时直接上传至国家
数据库，有效提高了数据采集效能。首次实现
普查对象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自主填报，首
次在普查信息中增加了身份证号码信息栏，
加强对普查对象的隐私保护，确保普查数据
不重不漏。普查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全程按
照国家网络安全三级等保标准执行，确保公

民个人信息安全。
上海结合超大城市人口普查工作特点，

加强工作责任落实，全市建立了工作协同和
同步响应的工作机制，制定了《上海市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电子数据管理工作规定》《上
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指导员和普查
员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等，加强部门行
政记录和大数据应用，辅助普查登记和精准
校核，提高普查各阶段数据质量和数据安全
性。同时，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加强普查宣传
引导，开展多层面、广覆盖、接地气的普查宣
传动员。

2.普查主要数据

（一）常住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为 24870895 人，与 2010

年相比，十年共增加 1851699 人，增长 8.0%，
年平均增长率为 0.8%，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3.4%下降 2.6 个百分点。

（二）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

为 10479652 人，占比 42.1%，与 2010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
1.6%。

（三）户别规模
全市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 964.46 万

户，家庭户人口为 2234.76 万人；集体户
82.22 万户，集体户人口为 252.33 万人。平均
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32 人，比 2010 年的
2.49 人减少 0.17 人。

（四）性别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占 51.8%，女

性人口占 48.2%。常住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7.33，比 2010
年的 106.19 上升 1.14。

（五）年龄构成
0—14 岁人口为 243.63 万人，占 9.8%，

与 2010 年相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15-59 岁
人口为 1661.91 万人，占 66.8%，比 2010 年
下降 9.5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581.55 万人，占 23.4%，比 2010 年提高 8.3
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 404.9 万
人，占 16.3%，比 2010 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
上海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全国人口年龄结构
变化趋势一致，其中，上海市的少儿人口比重
回升，但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六）民族构成
汉族人口为 2447.11 万人，比 2010 年增

长 7.6%，占 98.4%。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39.98
万人，比 2010 年增长 44.8%，占 1.6%。

（七）受教育程度人口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842.42 万

人。与 2010 年相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
文化程度的由 21893 人上升为 33872 人，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0.7 年
升至 11.8 年。文盲率由 2.74%下降为 1.61%。
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快速提高，是十年来
上海人口素质变化最显著特征。

（八）城乡人口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2220.94 万人，占

89.3%；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66.15 万人，占
10.7%。

（九）各区常住人口
中心城区人口占 26.9 %，浦东新区人口

占 22.8 %，郊区人口占 50.3 %。与 2010 年
相比，中心城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3.4 个百
分点，浦东新区提高 0.9 个百分点，郊区提高
2.5 个百分点。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上海将

充分利用这次人口普查获得的大量宝贵数
据资源，深入开展普查数据整理和研究开
发工作，通过更多方式公布和共享普查成
果；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人口发展的前
瞻性研究，为上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
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提供全面、准确、科学的人口统
计信息支撑。

（上海发布）

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公布

我为群众办实事，重在力行。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区建管工作党委、建管委在
创新形式、丰富载体促学习的同时，着力开
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实践动力和工作成效，坚持把
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
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一
件件实事体现民生温度，将“人民至上”融
入城区建设发展的具体实践。
5月 6 日是上海内环内地面道路对外

省市号牌小客车限行新规开始实施的首个
工作日（限行时间为工作日交通早晚高峰
7时至 9时、17时至 19时）。为方便驾驶
外省市号牌小客车的人员换乘轨道交通，
区交通管理中心主动跨前，前期在徐汇区
内环内 7 个地铁站周边 500 米范围内梳
理出 34 个公共停车场（库），并通过电话
沟通、实地走访的方式进一步摸排，最终确
定了 16 个符合条件、可在高峰期为市民
提供停车换乘服务的停车场（库），主要涉
及宜山路凯旋路、万体馆周边以及东安路
的几处轨交换乘站周边的停车场库。
根据市道运局、道运中心及徐汇区交

通委的相关要求，为了方便驾驶外省市号
牌小客车的人员换乘轨道交通，区交管中
心主动跨前，前期在徐汇区内环内 7 个地
铁站周边 500 米范围内梳理出 34 个公共
停车场（库），并通过电话沟通、实地走访
的方式进一步摸排，最终确定了 16 个符
合条件、可在高峰期为市民提供停车换乘
服务的停车场（库），主要涉及宜山路凯旋
路、万体馆周边以及东安路的几处轨交换
乘站周边的停车场库。
市民可以通过“上海停车 app”进入

“停车换乘”板块，在“内环换乘”里实时
查找场（库）的具体位置、收费价格及剩余
泊位数等信息。
区交通管理中心正着手梳理内环外围

300米辐射圈的公共停车场（库），为有需
要换乘公交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小客车司机
提供更多人性化、多元化的服务和选择，后
续还将汇同相关场（库），进一步关注新政
实施后的停车场（库）泊位需求量及白天
停放饱和度，研究相应的停车服务措施，结
合场（库）成本测算，推出优惠项目，为市
民出行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本区近内环线 16个
停车换乘场（库）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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