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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和支柱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

问题，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研究京津冀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外

来流动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等情况，发现京津冀地区区域人口密度差异大、人口分布极化现象严重、

天津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要推动形成京津冀地区人口多中心分布格局、推进京津

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京津冀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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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growth engine and pillar point of Chi-
na, and studying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
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By studying the number of perma-
nent residents, the number of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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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is large,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is serious, and the popula-
tion aging in Tianjin is seriou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
gestion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center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opulation in the Bei-
jing-Tianjin-Hebei region,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alent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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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2020 年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

7.82%，是我国人口活动较为密集的区域之一。自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开始，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任务就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京津冀地区是新时期我国经济最

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也是新时期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增长极。要积极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人口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一定的人口和劳动力聚集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竞争，但是

人口过度聚集反而会引起劳动力过剩等问题，京津冀地区只有保有适度的人口规模和人才要素的流动才

能使得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1]。 

2. 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现状及特点 

通过分析整理 1990 年到 2020 年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数据，本文以常住人口数量、外来流动人口数量、

人口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为切入点，总结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人口情况的主要特点。 

2.1. 常住人口增速放缓、占比差异明显 

由表 1 可以得知，2000~2010 年，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 4.45%、2.98%、0.78%。

2010~2020 年，京津冀地区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均低于各自 2000~2010 年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其中北

京 2010 年代的常住人口增速比 2000 年代低了 3.29%，天津低了 2.31%，河北低了 0.4%。因为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很多地方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很明显计划生育政

策影响了京津冀地区 2010 年代的人口增长速度。 
2000 年、2010 年、2020 年京津冀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7.14%、7.8%、7.82%，

二十年间，这个比例一直在不断上升。2000~2020 年，北京、天津的常住人口占京津冀人口的比重分别

增长了 4.81%和 1.48%，但河北却减少了 6.28%。 
细分时间区间来看，从 2000~2010 年，北京、天津的常住人口占京津冀人口的比重分别增长了 3.74%

和 1.35%，但河北却减少了 5.08%。从 2010~2020 年，北京、天津的常住人口占京津冀人口的比重分别

增长了 1.07%和 0.13%，但河北地区仍减少了 1.2%。总的来说，北京、天津地区的常住人口占京津冀的

比重一直是上升的，但河北地区的常住人口占京津冀的比重一直是在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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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ermanent popul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00 to 2020 (10,000 people, %) 
表 1. 2000~2020 年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万人，%) 

年份 
地区 地区人口占京津冀的比重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北京 天津 河北 

2000 年 1356.9 1001.14 6674 9032.04 15.02% 11.08% 73.89% 

2010 年 1961.2 1299.29 7193.6 10454.09 18.76% 12.43% 68.81% 

2020 年 2189 1386.6 7463.84 11039.44 19.83% 12.56% 67.61% 

2000~2010 年均增速 4.45% 2.98% 0.78% 1.57% 

 2010~2020 年均增速 1.16% 0.67% 0.38% 0.56% 

2000~2020 年均增速 2.81% 1.83% 0.58% 1.07% 

资料来源：2021 年北京统计年鉴、2021 年天津统计年鉴、2021 年河北统计年鉴。 

2.2. 流动人口占比增加、河北占比较低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三个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变化趋势。从 2000 年到 2020 年，北京地区流动人口数

量占常住人口数量的比例一直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在 2010 年这个占比更是超过 30%，远多于同期的天

津和河北。从 2000 年到 2020 年，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流动人口数量占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均增加了 20%
左右，其中北京增加了 20.1%，天津、河北分别增加了 17.9%和 18.6%。 

划分时间区间来看，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北京的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数量的比例增加了 17.7%，

天津增加了 15.6%，而河北仅增加了 0.6%，几乎停滞不前。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北京和天津的流动人

口占常住人口数量的比例分别增加了 2.4%、2.3%，而河北则增加了 18%。虽然这十年间河北的流动人口

数量增速迅猛，但相比之下，其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地区。 
 
Table 2. Number of migrant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their proportion in permanent population (10,000 people, %) 
表 2. 京津冀地区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及其占常住人口比例(万人，%) 

年份 
流动人口 占常住人口比例 

北京 天津 河北 北京 天津 河北 

2000 246.3 73.5 93.0 18.2 7.5 1.4 

2010 704.5 299.2 140.5 35.9 23.1 2.0 

2020 839.6 353.4 1533 38.3 25.4 20 

资料来源：2000 年、2010 年、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3. 受教育水平差异大、老龄化程度不同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2020 年，天津和河北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则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三个地区中，天津的老龄化程度最高，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占比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25%，河北则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只高出了 0.42%。因为北京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较大，所以老龄

化程度较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0.2%。在 0 到 14 岁人口中，河北占比最多，达到了 20.22%，北京和

天津比全国平均水平 17.95%分别低了 6.11%和 4.48%。在 15 到 64 岁人口中，北京占比为 74.85%，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出 6.31%，天津为 71.7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3.22%，而河北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

差 2.7%。可见北京的劳动力资源是三个地区中最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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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的文盲率虽然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细看仍有差异。从表 4 可以看出，北京大专及

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7.51%，同一时期天津高出了 12.96%，而河北较全国平均

水平则低了 2.06%，这表明三个地区的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具有高学历优势。北

京和天津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所占比例均小幅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2.49%和 2.65%，而河

北则较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1.23%。在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口占比中，北京和天津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了 11.2%和 2.21%，而河北则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 5.44%。从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占比中可以发现，

河北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而北京和天津则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14.27%和 8.62%。从以上分

析中可以看出，北京的高学历人才比较多，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占比达到 59.56%，天津的占比

也达到了 44.7%，而河北占比仅为 26.27%，远低于同一时期的北京和天津，河北当地的教育事业亟需

大力发展。 
 
Table 3.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ith the whole country in 2020 (%) 
表 3. 2020 年京津冀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全国的比较(%) 

 0~14 岁人口 15~64 岁人口 65 岁及以上人口 

北京 11.84 74.86 13.30 

天津 13.47 71.77 14.75 

河北 20.22 65.85 13.92 

全国 17.95 68.55 13.50 

资料来源：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Table 4. Education level of popul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20 (%) 
表 4. 2020 年京津冀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情况(%) 

 北京 天津 河北 全国 

文盲 0.79 1.23 1.51 2.67 

小学 10.50 16.15 24.67 24.77 

初中 23.29 32.30 39.95 34.51 

高中 17.58 17.74 13.86 15.09 

大专及以上 41.98 26.96 12.41 14.47 

资料来源：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4.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差距逐渐缩小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从 1990 年到 2020 年中，三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变化曲线。自 1990 年开始，北京

的城镇化水平就是三个地区之中最高的，天津则紧随其后，趋势线一直保持略低于北京的状态。1990 年

北京的城镇化水平比天津高了 4.43%，2000 年和 2010 年分别高了 5.55%和 6.41%，虽然 2010 年以后北

京的城镇化水平增速放缓，但 2020 年北京的城镇化水平仍比天津高出 2.85%。从 1990~2020 年，北京、

天津的城镇化水平分别提高了 14.47%和 16.05%，且两者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而河北的城

镇化水平不仅远低于北京和天津，甚至还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90 年河北的城镇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7.02%，发展到 2020 年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3.82%，

与北京、天津的差距也从 1900 年的 53.87%和 49.44%缩小到 2020 年的 27.48%和 26.63%。这期间，河北

除了在 2000 年城镇化水平较低外，其他时间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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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20 年数据分别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Figure 1. Comparis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 
图 1. 京津冀地区城镇人口比例比较(%) 

3.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口问题 

3.1. 北京、天津流动人口多，区域人口密度差异大 

北京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河北，也同时领先于天津。依靠优质的教

育资源，北京每年都吸引大量的人才来安家落户，由此带来的人口聚集效应更加明显[2]。2020 年的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密度分别是 1334 人/平方公里、1163 人/平方公里和 395 人/平方公里，京津两地

与河北省的人口密度差异巨大。较大的人口密度，给城市交通、废水废物处理和资源消耗等都带来了一

定的压力。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北京、天津的流动人口数量占常住人口数量的比例较大，随着流动人口逐渐增

多，对用地需求和房价管控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都需要当地政府结合市场进行协调规划。相较之下

河北的人口密度较低，其人口密度只占了北京的 33%左右，这是一种信号，表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

北的发展仍然较为滞后，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弱。除了给城市管理带来压力，大量的流动人口本身也会面

临着一些困难。例如，流动人口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他们一般居住在农民原建房、农民专门搭建的

待租房或者工棚、集体宿舍等工作场所，总体条件较差[3]。同时流动人口慢性病患病率接近或超过大城

市居民[4]，尤其是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水平更低，他们大部分的医疗服务需求未能充分满足[5]。
流动人口子女因家长收入较低、工作时间较长和户籍等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教育问题[6]。 

3.2. 高素质人才分布不平衡，人口分布极化现象严重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数量占比分别为 41.98%、26.96%
和 12.41%。北京的高素质人才远多于同期的天津和河北。尤其是河北，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储备不足，

这不利于当地的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河北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在初中，占比为 39.95%，这也会间

接影响下一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导致河北与北京和天津的文化教育水平一直有较大的鸿沟，更加不利于

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2000~2020 年，北京人口占京津冀人口的比重增加了 4.81%，天津人口占京津冀人

口的比重也增加了 1.48%，而河北人口占京津冀人口的比重则是下降了 6.28%。从增量人口来看，京津冀

地区 20年间共增长了 2007.4万人，北京吸纳了其中的 41.45%，天津吸纳了 19.20%，河北只吸纳了 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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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京津冀地区的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极化现象较为严重[7]。 

3.3. 天津人口老龄化严重，区域人口发展差异明显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北京的老龄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天津则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25%，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地区劳动力供给，降低劳动生产

率，增加社会养老负担，长此以往天津地区的城市发展会受到一定限制。从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北

京在人口结构、受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方面都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并高于同期的河北。在城镇

化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方面上北京与天津接近，但北京其他方面的发展也超过了同期的天津。从

1990~2020 年，北京和天津城镇化水平则一直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很多，虽然同一时间河北地区的城镇化

水平一直在不断的提高，但始终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北京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中心之一，对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协调好区域人口发展状况，不断强化周边城市的发展能力，才

能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更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4.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4.1. 形成京津冀地区人口多中心分布格局 

北京、天津是京津冀地区主要的人口集聚地，尤其是北京，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过重，应遏制北京人

口过快增长，同时引导人口向河北地区转移。河北各城市也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

能力，形成自身的人口吸引力，吸纳、截留流动人口向北京聚集，从而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人口多中心分

布格局[8] [9]。通过引导人口向河北转移，不仅能促进河北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为河北发展高新技术打下

根基，有了人才就有了发展的基础。引进人才的地方政府也应该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政策照顾，更好的解

决外来人口的就医和住房问题，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人才，从而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 

4.2. 推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 

京津冀是全国人才高地，但域内人才分布与流动并不平衡。长期以来，首都效应所导致的人才“极

化现象”十分突出，津冀处在引才留才的“下风口”，域内人才冗余与人才短缺并存，影响了区域经济

结构与空间布局重构，成为制约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堵点。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目标的智力支持和重要保障。要实现区域内人才一体化，一方面要提升区域的人才综合竞争力。在

这个过程中，京津冀三地的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各方力量应统一思想，为三地的人才培

养协同发力，共同搭建一个企业与高校交流合作的平台，将企业的人才需求与高校培养对接，衔接高校

课程与企业实操的需要，对人才进行精准培养[10]。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区域内教育科研资源的共建共享

[11]。要加快推进国家设定的职称系列、等级范围内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资格互认，要保证专业技术人才

在三地流动过程中的职称晋升、岗位聘用、人才引进、培养选拔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打破区域内人才

流动的限制壁垒，实现京津冀地区人才要素的自由流通，为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4.3. 推动京津冀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2021 年 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等部门印发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预示着我国的养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前京津冀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明显，尤其天津地区人

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政府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规范市场和解决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的供

需矛盾，三地政府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提供服务种类丰富，功能齐全的养老解决方案。首先是提供足够

的资金支持，采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形式，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京津冀养老产业发展，积极研发各类

智能养老产品，推动京津冀地区智慧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其次是对于当地养老机构进行智能改造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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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互联网 + 养老服务”的模式，采取专业人员上门服务的形式，让老人可以选择居家养老、社区养

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服务。此外，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也须提上日程，京津冀地区要鼓

励大学开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为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提供合格的、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同时这也能

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12]。 

5. 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北京、天津的人口密度较高，远高于同期的河北地区，但河北地域宽广，其人口

承载潜力也比较大。北京在人口方面的资源优势较为明显，人口城镇化水平、高素质人才占比是三地中

最高的，而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是三地最低的。河北在人口方面的条件较差一些，人口城镇化水平和高素

质人才占比都比北京、天津两地低。天津整体的人口条件比北京差但好于河北，只有人口老龄化程度是

三地中最高的。针对以上情况，本文指出需要引导人口向河北地区转移，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人口多中心

分布格局，同时也需要对京津冀的人才进行精准培养，并推动区域内教育科研资源的共建共享。最后还

需要对京津冀地区的养老机构进行智能改造和升级，培养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以解决京津冀地区养老

服务的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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