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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马梦飞）3月
20日，第110届全国糖酒会在成都开
幕。借此契机，由中国日用玻璃协会、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贸易促进会、山西省民营经济发
展局、晋中市委、晋中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山西·晋中（祁县）玻璃器皿招商引资
暨产业推介会在成都举行。

此次推介会的主题为“中国玻璃器
皿之都·‘蓉’天下糖酒·与世界干杯”，
设有产品展销、2024年祁县玻璃器皿

春季新品及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介、集
中签约等系列活动，旨在推进祁县玻璃
器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
现玻璃器皿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拓展国
际、国内市场特别是西部大市场。

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星在致辞
中指出，晋中是我国重要的玻璃器皿生
产出口基地，祁县玻璃器皿传承中华文
明、汇集中外技艺，发端于晋商开辟万
里茶道之时，发展于清末民初意大利工
艺落地之际，兴盛于新时代转型发展大

潮，被誉为“中国玻璃器皿之都”。他发
出邀请，以糖酒结缘、玻璃会友，诚邀大
家共鉴祁县玻璃器皿之韵、共赴晋中高
质量发展之约。

此次推介会的签约环节，共签订玻
璃器皿产业、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县校
战略合作等3大领域19个项目，协议总
投资达65.6亿元。

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杜建中表
示，玻璃器皿作为盛装糖酒、食品的重
要器具，是糖酒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这一平台，祁县与汾酒、茅台、五粮液
以及全国1000余家红酒经销商、食品
销售门店达成合作，每年现场成交额达
6000万元以上，后续订单超过2亿元。
祁县玻璃器皿已初步形成工艺技术领
先、产业链条完整、市场前景广阔的产
业集群。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本届糖酒会，
祁县带来了10大系列5000余种玻璃器
皿亮相成都，包括酒具、茶具、水具、咖
啡具、果盘等家居生活用品工艺品。

人口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
雨表”。成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2140.3
万，比2022年末增加13.5万人。细化
到成都各区（市）县，双流区以279.37万
人的常住人口、新增4.01万人的增量遥
遥领先。

“纵观全国城市，成都人口总量排
名第四。如仅在省会城市之间做横向
对比，成都可以排第一。”3月20日，中
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
研究所教授、博导杨成钢在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在发展
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人口质量红利”比

“人口数量红利”更为重要。

中国“第四城”
人口数量连年保持正向增长

2019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
1658.1万；2020年，常住人口为2093.7
万；2021年，常住人口为2119.2万；
2022年，常住人口为2126.8万；2023
年，常住人口为2140.3万。

“成都的表现很好，人口总量一直
保持了正向增长态势。”杨成钢说，虽然
这两年的增幅不算大，2022年增加了
7.6万人，2023年增加了13.5万人，不如
前几年30万-50万的幅度，但一座城市
的人口不可能始终保持较大幅度的增
长，目前的增幅完全在一个正常的变动
轨迹内。

从全省来看，2023年末，四川常住
人口8368.0万，成都人口占全省比重
25.57%。换句话来说，大概每4个四川
人中，就有1个成都人。

杨成钢认为，从人口总量上来讲，
成都仅次于重庆、上海、北京，是中国
人口“第四城”。但是，这三个城市都
是直辖市。如果横向对比省会城市，
成都的人口总量可以排得上全国第
一。这可以说明成都的人口基础非常
雄厚，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非
常厚实的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人口中的“稀
缺资源”，成都的高层次人才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
年7月，成都人才总量达622.32万人、居
全国第4位。

有增有减
成都哪些区（市）县遥遥领先？

具体到区（市）县，成都哪些地方人
口增量最多？

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在成都20
个行政区划中，常住人口最多的三个区

（市）县分别是双流区、武侯区和郫都
区。而在常住人口增加方面，双流区、
武侯区和新都区增加最多。

另外，呈现人口“负增长”的有4个
区（市）县，分别为简阳市、邛崃市、大邑
县和蒲江县。

数据显示，双流区以279.37万人的
常住人口、新增4.01万人的增量遥遥领
先。“这是全域双流的数据，包含高新区
管理的中和街道，天府新区管理的华阳
街道、万安街道、正兴街道、兴隆街道、
煎茶街道、新兴街道、籍田街道、太平街
道、永兴街道等，总面积1065平方千
米。”双流区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双流区实际管辖区面积466平方千
米，实际管辖5个街道、4个镇，有社区
105个、行政村13个。

如果按照23个区（市）县来计算，
2023年，双流全区常住人口150.31万
人，人口总量排名成都市第二。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双
流的户籍人口为67万人，常住人口为
147万人，实际管理服务人口为183.5万
人，是成都市净流入人口最多的区。

流入背后
经济因素起基础关键作用

从全国来看，不乏人口呈负增长的
城市。然而，成都对于全国人才的吸引
力十分强大，已经成为“向西去”的主要
目的城市之一。身处内陆，成都地理区
位不占优势，为何能成为人口流入的

“香馍馍”城市？
杨成钢认为，人口增长的背后，依

靠的是产业的持续增长，经济因素起关

键作用。2023年，成都市地区生产总
值22074.7亿元、增长6%，其中第一、
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3%和
7.5%。

此外，根据第一财经报道，国内城
市的资金总量能反映一座城市“有钱”
与否。城市“有钱”意味着城市的发展
能力强，也间接意味着本地居民的赚钱
机会更多。全国有15座城市的资金总
量超3万亿元，其中成都排名第六，表现
不俗。

“强劲的经济发展动能，提供源源
不断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带来大量人
口的涌入；人口红利又进一步带来发展
的红利。”杨成钢表示，这是一个正向良
性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的动能快速传
导到人口迁移流动趋势，只要人口流
入，其生活、生产、消费都会发生在这个
城市。

经济发展很关键，但不是影响人口
流动的唯一因素。杨成钢说，老年人考
虑宜居情况，年轻人考虑就业情况，高
层次人才考虑政策环境……不同人口
类型的流入因素不尽相同。

专家观点
人口“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杨成钢发表过一篇学术文章，专门
测试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率的关
系。2010年以前，“人口数量红利”对
中国经济增长较大。2010年之后，对
中国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口质量
红利”。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吗？“这个
话题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杨成钢说，

一般情况下，学术界用劳动年龄人口
（16-60岁）的占比来判断是否有人口
红利。我国还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
资源，劳动年龄人口保持较高比例。
然而，如果仔细看“人口经济关系”，
虽然人口总量大，但内部结构倾向老
龄化，特别是4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
较大。

“全世界技术变迁的步子很大，中
国经济在转型升级，新技术对岗位提出
了新要求，不要说50岁，大学刚刚毕业
都要不断学习，要不然就很难适应职场
的新要求。”杨成钢认为，当今社会，技
术的快速跃迁对老龄化劳动力提出较
高要求，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
力较弱。

杨成钢认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要求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质量红
利”比“人口数量红利”更为重要。

这条成都“超级街道”
为何能吸引80万人口？

如果将视线聚焦到城市的“毛细血
管”，可以更为清楚地感受到人口流动
的影响因素。

在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这
里面积38.9平方千米，2023年常住人口
超40万，流动人口超30万，实际服务人
口超80万。

能吸引超过80万人口，可谓成都的
一条“超级街道”。

西航港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经济发展来看，这里汇聚了13615家
企业，其中规上工业企业83家，规上服
务业81家，限上商贸业127家。经济的
蓬勃发展，带动了就业的巨大需求，自
然成为人口流动目的地。

教育资源，是另一个“杀手锏”。从
教育资源来看，西航港街道坐落着四川
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
超过10万在校大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
年轻人才汇聚是这里的一大优势。此
外，西航港着眼“人口规模大，公服资源
服务少”的现状，新增学位、新建停车
场、修复老旧厕所、改造生活垃圾投放
点……希望能把吸引的人才留下来。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双流
区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中拥有高中及
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58.64万人，大学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35.99万
人，高素质人力资本对双流区经济增长
的贡献日益增加，成为地区经济增长越
来越重要的推动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
凤 赵奕

2023年成都常住人口增加13.5万

去年人口增长最多的为什么是这个区？

“中国玻璃器皿之都”山西祁县推介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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