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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及人口视角的呼和浩特强首府建设路径研究
张 伟   柳 岩   赵 波

一、引言

人 口 是 城 市 发 展 的 重 要 主

体， 家 庭 是 构 成 城 市 的 单 元，

它 们 共 同 推 动 地 区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从 新 中 国 建 立 到 改 革 开

放 40 年， 我 国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变化，巨大成就的实现离不开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所带来的人口

红利。从我国区域经济看，长三

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地区吸引了

来自全国乃至世界不同地区的大

量人才，形成了人力资本高地，

人口、人才对它们成为重要经济

增长极发挥了重要作用。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

首府，是全区政治、经济及文化

中心，但从经济总量看，与发达

省会比较，呼和浩特市的引领带

动作用仍待提升。据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2022 年浙江省省会杭州

GDP 占全省 24.13% ；安徽省省会

合肥 GDP 占全省 26.67% ；四川省

省 会 成 都 GDP 占 全 省 36.68%。

摘  要 ：人口是衡量城市首位度的重要指标，城市首位度是城市规模及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家庭及

人口结构对城市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本研究基于呼和浩特市人口普查数据，从家庭及人口出发，研究

了呼和浩特市人口总量及结构、家庭代际关系的演变趋势。家庭规模小型化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及城镇

化等是关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以人为核心的角度提出推动呼和浩特市强首府建设路径。

关键词 ：以人为核心     呼和浩特     强首府

同 期 呼 和 浩 特 市 GDP 为 3329.1

亿元，占全区 14.38% ①。从呼包

鄂城市群看，包头市、鄂尔多斯

市 2022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分 别 为

3749.9 亿元和 5613.44 亿元②，鄂

尔多斯实现了经济领跑，包头市

也高于呼和浩特市。区内外比较

分析，呼和浩特市强首府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从新发展格局出发，呼和浩

特市应推动实现“以人为核心”

的 新 型 城 镇 化。 加 快 构 建“ 宜

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区域载

体。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

人口人才的聚集体，不断增强首

府引领带动作用，打造我国西北

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城市。

二、呼和浩特市家庭户

及人口演变特征分析

（一）呼和浩特市家庭户的新

特征

家 庭 是 社 会 的 基 本 单 元，

是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结点。新

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家庭户类

型以二代、三代甚至四代户为典

型特征，四世同堂大家族并不少

见。上世纪 80 年代至新时代，在

计划生育政策、养育成本、婚育

观念等共同作用下，家庭户类型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前呼和浩

特市家庭户主要体现出如下新的

特征 ：

1. 家 庭 户 人 口 规 模 显 著 缩

小。按照呼和浩特市人口普查六

普至七普数据，10 年间，呼和浩

特市家庭户数增加 36.2 万户， 年

均增长 3.27% ；家庭户人口增加

44.36 万人，年均增长 1.6%，但

户均人口减少了 0.41 人。从七普

各类家庭户占比分析，一人户、

二人户和三人户分别占 25.37%、

35.58% 和 26.79% ；七 普 与 六 普

相比，一人户、二人户分别提高

106.1%、19.2%，但三人户下降了

32.2%，家庭户人口规模未来必将

对全社会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产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编号 22HZD08 ；呼和浩特市第七次人

口普查立项课题项目，编号 HSRKPC001 ；区域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一般项目，编号 szzl2022007。

① 数据来源 ：浙江省、安徽省、四川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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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趋势性影响。

2. 家庭户代际结构所占比例

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和家庭户代

际结构密切相连，一方面总户数

增长说明家庭规模正在缩小，另

一方面也体现了家庭代际结构发

生改变，如一人户和一代户在各

类家庭户中的比例大幅增加。七

普比六普一代家庭户①的比例上

升了 17.13%，但二代户的比例比

六普则下降了 28.41%。七普二代

家庭户数量的下降或许可以说明

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人口“低生育”

率程度增加，反映了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加剧。

3. 一人户及老年户比例大幅

上升。通过七普人口普查数据分

析，20-29 岁和 65 岁以上一人户

的数量大幅上升。按年龄分析，适

婚年龄人口单身化比例上升 ；七普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户比六普增长

超过了 60%，老年人口独居比例达

到了 50%。同时，市辖区和旗县区

一人户比较，特别是旗县区一人户

占比更高。因此，老年人口养老问

题值得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给

以充分重视。

4. 家庭户民族通婚水平进一

步提升。从六普到七普，呼和浩

特市单一民族户占比减少，两个

甚至三个民族户的多民族户占比

有所增加。民族通婚程度上升，

这 种 趋 势 有 利 于 促 进 各 民 族 融

合，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各民

族中华民族认同感，有利于推动

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发展。

（二）人口增速及结构新变化

1. 常住及性别人口增速新变

化。基于呼和浩特市统计年鉴，

2006-2022 年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

总量由 267.8 万人增长到 355.1 万

人，共计增长 87.3 万人，年均增

长约 5.45 万人。但从常住人口和

性别人口增长的阶段特征看，又

体现出增速先高后低的特征，如

图 1 所示。

从图 1 分析，2006-2013 年呼

和浩特市常住人口增速相对较快，

2013 年人口增速的高增长趋势发

生了逆转，增速下降。从性别看，

男性和女性人口又表现出差异化

特点。2009-2011 年，男性与女性

人口增长形成了“剪刀差”，随后

同 步 增 长。2013-2018 年 男 性 和

女性人口增速与常住人口增速持

续 耦 合 下 跌。2019-2021 年 男 女

人口增速再次呈现 10 年前的“剪

刀差”。从人口增速的影响因素分

析，上述人口增长现象主要与经

济增速、产业结构、生育及就业

观念有较强的相关性。

2. 人 口 结 构 新 变 化。 一 是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

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近十

年，呼和浩特市城乡人口结构也

①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数据来源 ：2007-2023 年呼和浩特市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2007-2023 年呼和浩特市统计年鉴。

图 2   2006-2022 年呼和浩特市城乡人口变动趋势

图 1   2006-2022 年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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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剪刀差”特征，见图 2。

从图 2 发现，2006-2022 年呼

和浩特市城乡常住人口数量差距

逐步拉大，反映了城市对农村人

口的“虹吸效应”。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

口流向城镇。未来人口的流向对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都将产生

异质性作用。

二是呼和浩特市未来将面临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不足的

双重风险。依据人口普查数据，七

普与六普相比，呼和浩特市 0-14

岁人口数量占全市总人口比重增

长了 0.02％，新生人口保持基本

稳定。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占全市总人口比重下降 6.67％，降

幅明显。60 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比超

10％，增长 6.66％ ；65 岁以上人口

数量占比已超7％，增长4.33％①。

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呼和浩特市已步

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人口老龄化趋

势还将加剧。呼和浩特市强首府既

要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应关

注劳动年龄人口不足的影响。

三是中小学及高等教育发展

迅速但发展不均衡，高层次人才

总量对首府发展支撑不足。中小

学受教育人口数量七普比六普略

有增长，但呼和浩特市旗县与市

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存在差距。大

学专科、本科人口数量增长幅度

较为明显。例如，六普受大学本

科学历人口约 20 万人，但七普超

过 50 万人。尽管人口受教育程度

得到了较大改善，但高层次人才

仍显不足。硕士、博士研究生所

占比例相对较低，与发达地区省

会城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差距。

四是外来迁移人口对呼和浩

特市常住人口规模产生重要影响。

从外省人口分析，山西、河北两省

的人口数量占比最多，既有地缘因

素，也反应了历史渊源，如走西口

带来的大量人口。从区内的外来人

口分析，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区内其

他市县，体现了首府对人口要素的

吸引带动作用。从外来人口迁移的

原因分析，就业及务工经商是主要

影响因素，但子女教育、照料孙辈

及养老康养等影响因素正在上升，

体现了人口迁移新的时代特征。

五是常住人口婚姻状态逐步

成为影响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按

照呼和浩特市统计数据，近年来，

呼和浩特市人口结婚增长率处于负

值区间，且未有显著改善 ；但家庭

离婚人口增长率呈显著上升的态

势。结婚与离婚人口形成背离发展

趋势，这对未来城市人口总量及结

构，甚至对稳定的家庭关系和社会

和谐也将产生影响。

综上，呼和浩特市的家庭及

人口特征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

的发展只有不断地满足人口发展需

求，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落

户，不断增强城市发展的竞争能

力，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三、呼和浩特市“以人为

核心”打造强首府建设路径

由前文分析发现，呼和浩特

市家庭户及人口总体特征可以概括

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口数

量及结构表现为“小老少”的特

征，即家庭户人口代际规模变小、

人口老龄化上升与人口增长率、特

别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另一

方面，流动人口或者说外来人口迁

移对呼和浩特市人口总量及结构将

产生深刻影响，应重视吸引外来人

口。基于上述人口变化特征，建设

以人为核心强首府，提出如下具体

路径 ：

（一）以人为核心积极打造宜

居宜业宜养的强首府

家庭规模缩小、人口老龄化

增强了对社会服务的需求，特别是

一人户与 65 岁以上独居老人的比

例仍在不断增长，养老空巢化现

象突出。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

老年人口生活状况出发，积极完善

养老金融、养老医疗及养老康养服

务，以社区为载体积极培育壮大专

业的养老服务机构。针对老年人与

现代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匹配、不适

应，主动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

为老年人口提供服务，在公共场所

增加更多为老年人活动的机会。从

优化美化净化环境出发，积极创造

首府的绿水青山，用优美宜人的环

境吸引人留住人。

此外，家庭规模小型化、少

子化不仅对产品市场产生需求，

而且对要素市场供给也会形成影

响，保持人口合理规模和适当的生

育率对维系经济平衡具有重要作

①  根据 1956 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比例超过 7% 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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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方面要强化家庭的社会稳定

器功能，加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

的婚育观念和家庭责任意识。近

年来，结婚率持续下降、离婚率

持续上升，不仅对家庭基本单元

形成了冲击，而且可能降低新生

人口增长，不利于强首府的长远

发展。另一方面，女性生育意愿

降低是生育成本、养育压力等多

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

进一步从养育制度、家庭支持政

策、女性工作权益保障机制、教

育等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等多方面

逐步提升。

同时，应进一步弘扬高尚、

优良的家风、民风，引导正确婚

育价值导向对维护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发展，打造强首府将发挥

积极作用。

（二）顺应人口城镇化推进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乡村人口进城成为发展趋势。从

呼 和 浩 特 市 2006-2022 年 城 乡 人

口“剪刀差”的结构证实了这一特

征。在此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失、

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不利于

实现乡村振兴。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对增强首府的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

作用。呼和浩特市作为自治区首

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

多个方面具有发展优势，从构建统

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角度出

发，在户籍、土地、教育、医疗等

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探索，有序引导

各类要素的合理流动，从而增强首

府不同区域协调发展的能力。针对

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老龄化

问题加剧等现象，积极优化养老服

务模式，将养老服务延伸至农村

地区。同时，探索乡村发展新模

式，积极推动集中集聚集约化新

型农业生产模式，加快农业农村数

字化发展，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

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优化土

地等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同时，城

镇加强支持农村发展下，加快实现

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首府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三）以五大任务为抓手，形

成产业与人口的良性循环

从 呼 和 浩 特 市 人 口 结 构 分

析，近十年呼和浩特市人口数量

增长率下降，但外来人口加速流

入、人口质量显著提升。产业是

吸引人留住人的重要载体，形成

互相促进局面。

1. 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引领

能力及综合竞争力主要体现为现

代产业体系的构建，顺应产业高

质量发展需求，依托首府科教文

化等比较优势，按照自治区五大

任务要求，加快在大数据、现代

乳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

药及绿色电力等方面延伸产业链

条，构建富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加快形成富有竞争力的现

代产业集群。

2. 打造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合 理 优 化 配 置 教 育 资 源， 加 速

“数量—质量”的劳动力偏好转

型。既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精尖

人才，又发展职业类教育培养专

业人才。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

训，解决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结

构上的失衡问题。同时，要注重

区域幼儿园及中小学教育资源均

衡发展。

3. 拥抱科技革命，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加强高质量科研平台

建设，利用前沿科技提升劳动效

率，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完成

高度重复性工作，减少工业和服

务业对低端劳动力的依赖，从而

克服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

4. 优化政策体系，为人口人

才的安居乐业创造有利条件。完

善政策制度体系，既要为高端人

才创业发展搭建平台，优化营商

环境 ；完善养老、医疗、教育、

娱乐等各方面迁移政策，使外来

人口能够与本地户籍人口公平地

享有权益，推进人口持续流入。

最后，加快推动建设城市的

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绿化美化

的文明城市，不断增强城市的吸

引力和辐射力，未来力争使呼和

浩特市成为西部重要核心城市，

外来人口向往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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