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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 大 国 点 名 ，
没你不行。”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正
在如火如荼开展。

然而，有不少
人生出疑问，在

“ 互 联 网 + ” 时
代，居民的户口信
息都纳入网络管
理，挨家挨户进行
人口普查，真的有
必要吗？

当然必要，因
为有几种情况，是
必须挨家挨户上门
登记才能掌握准确
人口信息的。

人不在户在。
根据规定，公民死
亡应在一个月内注
销户口。但有些家
庭会忘记或为了获
取去世老人养老金
等目的，不去主动
注销户口。这就造
成公安机关人口信
息数据库内无效人
口信息集聚，只有
上门登记才能查
清。

人在户不在。
这就是常说的黑
户。由于超生、偷
渡等原因，部分家
庭实际人口可能比
居民户口簿上的人
口多。如果只按居
民户口簿信息进行
统计，并不能真实
反映我国人口的真
实情况。

此外，居民户
口簿上的信息更新
会出现滞后性。比
如公民在户口所在
地可能因为买房、
结婚等情况迁入、
迁出，学历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
信息，都需要入户调查才能得到真

实数据。
不过，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
已经全面采用电
子化采集方式，
还首次开发自主
填报小程序，首
次探索利用行政
记录和大数据进
行比对核查。

人口普查员
上门登记，会使
用平板电脑或智
能手机实时上传
数据，这样可以
减少中间环节，
有利于提高数据
准确性和登记效
率。

准确的人口
普查数据，具有
重要意义。

它是国家制
定和完善未来收
入 、 消 费 、 教
育 、 就 业 、 养
老、医疗、社会
保障等政策措施

的基础，也为教育和医疗机构布
局、儿童和老年人服务设施建设、
工商业服务网点分布、城乡道路建
设等提供决策依据。

而且，可以摸清我国劳动力情
况，更加准确地把握需求结构、城
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状
况，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信息支
持。

劳动年龄人口波动情况、老龄
化程度情况、男女比例情况、出生
情况等，也可以通过普查数据直观
反映，为我国制定人口战略和政策
提供信息。

这 次 人 口 普 查 ， 除 了 “ 查
人”，还要“查房”。收集到的公民
房产数据，可以反映我国人口的总
体居住状况，为未来住房政策的制
定提供依据。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史记》记载大禹时代便
有人口统计

“您好，我们是社区居委会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员，这是我们的工作
证。”2020年 11月 1日零时，随着普
查标准时点的到来，我省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进入正式登记阶段。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其实，中国进行人口普查
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的大禹时代。

《史记》中记载，“禹平水土，定
九州，计民数。”可见大禹治水后，
就对九州人口进行过统计，但 《史
记》中并没有说明确切人数。

据魏晋时期皇甫谧所著《帝王世
纪》 记载，夏禹时，“民口千三百五
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也就是
13553923 人 ， 数 据 竟 然 精 确 到 个
位数。

因为《帝王世纪》成书年代距离
夏禹时代已经 2000 多年，也没有交
代数据来源，这一数据只能作为人口
研究的一个参考。

有详尽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人口普
查，始于西汉。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与相国萧
何颁布了一项立国兴邦之策——齐民
编户，即民户一律按照户籍所固定，
不得任意搬迁，对固定下来的民户进
行统一户口管理。

“齐民编户”，实质上就是西汉的
户口管理制度和人口普查工作。

确切记载人口统计数据，已经是
西汉末年。

《汉书·地理志》 记载，西汉平
帝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全国有
12233062 户，59594978 人。这是我
国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

《汉书·地理志》 不仅记录了公
元2年西汉全国的总人口数，还详列
了各个郡、国的户口数。

当时，西汉在今天的河北 （包括
北京、天津），设置了14个郡国 （郡
治所在河北），还有 6 个郡郡治所在
周边省份，部分县在河北。据统计，
当时河北境内共有县202个。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在
《西汉人口地理》 一书中，根据西汉
的统计数据，对现在各省区人口进行
排序，河北人口仅次于河南、山东，
位居全国第三，大约有 6767339 人，
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1.35%。

被称为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
之一的 《居延汉简》，让我们看到东
汉时期的人口普查都记录些什么。

《居延汉简》 中，其中一片记
载：“戍卒南阳武当县龙里张贺年卅
长七尺二寸黑色。”大意为，这个名
叫张贺的人，出生在南阳郡武当县龙
里，30 岁，身高七尺二寸，皮肤
黑，职业是戍守边疆的士兵。

调查内容包括了个人的姓名、
年龄、身高、肤色、祖籍和职业，
可见东汉时期的调查内容已经较为
详细。

明朝初年，推行“户帖”制度,
这是更加严谨和全面的人口统计,已
经具有近代人口普查的雏形。

户帖，类似今天的户口本。它由
户部印制，上面有勘合字号和户部官
印。做好的户帖统一发放到州县官
府，由地方官府组织人力开展普查，
按户填写，记载每户的人口、籍贯、

人口普查，是各国政府获取人口资料、掌握国情国力的一种最基本的调

查方法，所以，也被称为“国情普查”或“国势调查”。

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入户登记工作已于11月1日正式启动，将于

12月10日完成。

我国的人口调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人口史料。历史上的

人口普查都是怎样进行的？都普查哪些项目？河北不同时期的人口有多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每次人口普查，与

之前相比有哪些技术进步？最新的全国人口普查有什么特点？在大数据的

时代，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有哪些价值？

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上的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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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基层归属等信息。填好的户帖
一式两份，一份归户部，一份由百姓
自己保存。

明初推行的户帖制度,其实是一
次 全 国 性 的 人 口 普 查 过 程 。 这 比
1790 年 美 国 、 1801 年 英 国 推 行 的

“国情普查”要早 400 多年。英国学
者卡尔津曾撰文说:“此为全世界最
早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洪武十四年 （公元 1381年），明
朝又推出了动态管理人口的“黄册”
制度。“黄册”统计内容更加详细，
包括户口、田地、房屋、牲畜、赋役
等信息，并且每十年就进行一次普查
登记。“黄册”成为明朝主要的户口
册籍。

清初的人口普查，只普查“丁”
（年满十六岁的男子），未普查“口”
（女子和未满十六岁的男子）。其真正
对全国人口进行普查统计，是从乾隆
六年 （公元1741年） 开始的。

据 《清史稿·高宗本记》 记载，
乾隆五十七年 （公元 1792 年） 人口
普查结果是“民数三万万七百四十六
万有奇”。这是中国人口首次突破
3亿。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 （公元 1849
年），全国人口已经突破 4 亿，达到

“四万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
四十九口”。

而明末的人口，业内学者普遍认
为不会超过 1 亿，这样的人口激增，
数据可信吗？

清朝人口激增的现实基础，是高
产量农作物的种植。从美洲引进的高
产量农作物玉米、土豆、红薯等在中
国各地大面积种植，许多贫瘠的土地
有了可观的收成，土地利用效率更
高，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粮食保障。

整个20世纪前半期，“四万万同
胞”成为人们对中国人口数量的一个
宽泛共识。但当时人口的确切数量，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普查，
才有了准确统计。

新中国“一普”首次查清
全国人口底数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政策的制
定，都迫切需要翔实、准确的人口资
料。开展人口普查，摸清人口状况，
是开展建设的重要依据。

1953年7月，第一次全国范围内
开展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选举人民代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
准确的人口数据。所以，第一次全国
人口普查，是结合选民登记同时进
行的。

1953 年 4 月 3 日，政务院发布
《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
的指示》 和 《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
法》，确定了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
1953年 7月 1日零时。规定凡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均应进行登记。普查项
目包括本户地址、姓名、性别、年
龄、民族、与户主关系等6项。参加
这次调查登记工作的人员共有二百五
十余万人。

1954 年 11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
公布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
在1953年7月1日零时总人口为六亿
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

这个数字，刷新了当时人们对中
国人口总数的认识，“四万万同胞”
变成了“六万万同胞”。

封建制度下，历代朝廷为征税、

抽丁进行人口调查，因而瞒报现象严
重，数据不够准确。民国时期，也没
有全面进行过人口调查。1928 年，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部分省调查、部分
省 估 算 的 方 式 ， 确 定 人 口 约 数
4.75亿。

因此，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
国历史上首次查清了全国人口底数，
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人口调查
历史，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依据，
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

其中，河北省总人口 35984644
人 （包括今天北京、天津原隶属河北
的县区人口），人口总数位居全国
第五。

此 后 ， 我 国 分 别 于 1964 年 、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及 2010 年
进行了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1982 年 7 月 1 日进行了第三次全
国人口普查，这次普查的人口总数，
许多人至今记忆深刻：10 亿。这是
中国人口首次突破 10 亿大关。具体
人数为，1982年 7月 1日零时，全国
人口1031882511人。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河北省
辖区规模已经基本与现在一致。普查
结果显示，河北省总人口 53005876
人，位居全国第七。

与过去两次相比，第三次全国人
口普查有许多新特点。

首先，这次普查距上一次普查，
已经过去了 18 年。普查，是在人口
状况的许多方面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进
行的。

其次，这次人口普查是在十亿人
口的大国进行的。对十亿人口进行大
范围人口普查，这是历史上任何国家
都未曾有过的。

而且，普查的内容更加丰富。第
一次人口普查只调查4个项目，第二
次增加到8项，这一次增加到19项。

这 19 项中，按人填报的项目有
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
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文化
程度、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
状况、生育子女数和存活子女总数、
1981 年生育胎次等 13 项；按户填写
的有户的类别 （家庭户或集体户）、
本户住址、本户人数、本户 1981 年
出生人数、本户 1981 年死亡人数和
有常住户口已外出一年以上的人数等
6项。

值得一提的是，处理如此大量普
查数据时，我国首次运用了电子计算
机，更加高效严谨。

参与普查的，不仅有调查登记人
员，还有计算机编码人员，共计 300
多万普查人员，在不到两年时间内，
完成了10亿人、400亿字符的大规模
数据处理工作。这也是我国首个运用
电子计算机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重
大成果。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可谓是我
国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国
情调查。这次调查，为改革开放初期经
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展计划
生育等多项工作提供了直接依据。

人口普查见证时代变迁

从 1990 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
查开始，每一次新的人口普查，都比前
一次增加多个项目。河北省的人口普
查结果，见证了各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1990 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最显著的变化是全民文化程度
的提高。

河 北 省 的 普 查 数 据 显 示 ， 与
1982 年相比，每 10 万人中：大学文
化由 470 人上升为 954 人，高中文化
由 7544 人下降为 7457 人，初中文化
由 19244 人上升为 24711 人，小学文
化由36422人上升为36821人。

而文盲、半文盲 （15 岁及以上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 人口占总人
口 的 比 例 ， 同 1982 年 比 较 ， 由
22.24%下降为15.34%。

2000 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则从更多维度，展现了改革开
放的发展成果。

河北的城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普查数据显示，河北城镇人口在总人
口中的比重为 26.08%，1982 年只有
13.69%，1990 年为 19.21%，城镇人
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年均增加大约
0.7个百分点。

这表明，河北从“四普”到“五
普”的十年，改革开放促进了劳动力
要素的流动，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吸
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在增加。

而且，这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
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红
利”时期。我省 15 岁到 64 岁劳动力
人 口 在 总 人 口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达 到
70.32%。

作为当时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
已经显现出成效，河北家庭户均人口
规模减小。

1990 年“四普”时，河北家庭
户 均 人 口 规 模 为 3.89 人 ， 2000 年

“五普”时，下降至 3.59 人，2010 年
“六普”时，下降为3.36人。

与出生人口下降相对应的，是老
年人口的增多。2010 年进行的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数据直观反映
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六普”数据，同“五普”
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5.95
个百分点，占 16.83%，65 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上升 1.38 个百分点，占
8.24%。

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划分标准，当
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
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即意味着
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按此标准，2010 年我省已经进
入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劳动力减
少，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支出
增加，家庭养
老经济压力增
大。

人口结构
的巨大变化是
全国性的，我
国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直接
带来了生育政
策 的 逐 步 调
整。

2013 年 12
月 28 日，“单
独二孩”政策
在全国正式实
施，规定一方
为独生子女的
夫妇可以生育
两个孩子。

2016 年 1
月 1 日，政策
又 进 一 步 ，

“ 全 面 二 孩 ”
政策实施，一
对夫妇，无论
城 乡 、 区 域 、
民族，都可以
生 育 两 个 孩
子。

“五普”到“六普”的十年，我国不
仅面临着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之变，
还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

全国人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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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61386075
人，比“五普”时增长 81.03%。其
中 市 辖 区 内 人 户 分 离 的 人 口 为
39959423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
离的人口为221426652人。

2.2亿“农民工”，就这样成为此
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农民工”
数量的宽泛认知。

2020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月 10 日，
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开展入
户工作，此次普查以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

过去 10 年，中国无论是人口基
数、人口结构还是人口流动情况，又
发生了变化。

河北“六普”全省常住人口为
71854202人，位居全国第六。十年已
过，河北现在的人口情况如何，不久
即将揭晓。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
查期间，我省的人口普查员入户试
登。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翻拍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海
报。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翻拍

◀11 月 5日，石
家庄市裕华区裕华路
街道建南社区普查指
导员（左）在居民家使
用电子采集设备进行
登记。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