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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1]
（第二号） 

——地区人口情况 
  

福建省统计局 

福建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月 20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
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省 9个设区市及平潭的常住人口[3]基本

情况公布如下： 

一、地区常住人口 

9 个设区市中，人口超过 800 万人的设区市有 2 个，在 500 万人至 600 万人之间的设区市有 2 个，在

300 万人至 400 万人之间的设区市有 2个，少于 300 万人的设区市有 3个。其中，人口居前三位的设区市合

计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为 53.53%。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9 个设区市中，有 8 个设区市人口增加。人口增加较多的 3 个设

区市依次为：厦门、福州、泉州，分别增加 1632623 人、1175898 人、653755 人。 

 

表 2-1  各地区常住人口 

单位：人、% 

地  区 常住人口数 
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 

2020 年 2010 年 

全  省 41540086 100.00 100.00 

福  州 8291268 19.96 19.29 

  ＃平  潭 385981 0.93 0.97 

厦  门 5163970 12.43 9.57 

莆  田 3210714 7.73 7.53 

三  明 2486450 5.99 6.78 

泉  州 8782285 21.14 22.03 

漳  州 5054328 12.17 13.04 

南  平 2680645 6.45 7.17 

龙  岩 2723637 6.56 6.94 

宁  德 3146789 7.57 7.65 

二、性别构成 

9 个设区市中，常住人口性别比在 105 以下的设区市有 2 个，在 105 至 110 之间的设区市有 6 个，在

110 以上的设区市有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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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地区常住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地  区 
占常住人口比重 

性别比 
男 女 

全  省 51.68 48.32 106.94 

福  州 51.28 48.72 105.24 
  ＃平  潭 50.60 49.40 102.42 

厦  门 52.68 47.32 111.34 

莆  田 50.48 49.52 101.94 

三  明 51.63 48.37 106.76 

泉  州 52.22 47.78 109.31 

漳  州 51.42 48.58 105.86 

南  平 50.99 49.01 104.05 

龙  岩 51.25 48.75 105.12 

宁  德 52.17 47.83 109.09 

三、年龄构成 

9 个设区市中，15-59 岁人口比重在 65%以上的设区市有 3 个，在 60%-65%之间的设区市有 5 个，在

60%以下的设区市有 1个。 

8 个设区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7%，其中，1个设区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 

 

表 2-3  各地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地  区 

占常住人口比重 

0-14 岁 15-59 岁 60 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全  省 19.32 64.70 15.98 11.10 

福  州 17.08 66.16 16.76 11.72 
  ＃平  潭 19.87 63.17 16.96 12.35 

厦  门 17.16 73.28 9.56 6.17 

莆  田 20.73 61.28 17.99 12.63 

三  明 20.63 60.19 19.18 13.73 

泉  州 20.62 66.17 13.21 9.00 

漳  州 19.87 62.20 17.93 12.34 

南  平 18.07 61.08 20.85 14.79 

龙  岩 21.86 59.90 18.24 13.33 

宁  德 20.64 61.00 18.36 12.70 

 

四、受教育情况 

9 个设区市中，6 个设区市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超过 1 万人，其中，2 个设区市每 10 万人

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超过 1.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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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设区市中，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4]
在 10 年以上的设区市有 2个，在 9年至 10 年之间

的设区市有 5个，在 9年以下的设区市有 2个。 

 

表 2-4  各地区每 10 万人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10 万人  

地  区 
大学 

（大专及以上） 
高中 

（含中专） 
初中 小学 

全  省 14148 14212 32218 28031 

福  州 18589 17644 30512 24474 

  ＃平  潭 11976 15270 31479 28337 

厦  门 26940 16168 27818 18621 

莆  田  9807 14484 34509 28483 

三  明 11827 13845 29995 31822 

泉  州 10495 12341 36075 29509 

漳  州  9912 11310 34004 31759 

南  平 10481 13010 33971 31656 

龙  岩 11845 14090 32353 28064 

宁  德  9834 12991 28105 36154 

 

表 2-5  各地区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地  区 2020 年 2010 年 

全  省 9.66 9.02 

福  州 10.39 9.68 

  ＃平  潭 9.33 8.61 

厦  门 11.17 10.29 

莆  田 9.13 8.67 

三  明 9.23 8.75 

泉  州 9.30 8.78 

漳  州 8.95 8.55 

南  平 9.05 8.54 

龙  岩 9.42 8.93 

宁  德 8.83 8.28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

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2890 

福建省人口普查年鉴-2020 

[3]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

户口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本公报不

含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数。 

[4]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

学=6 年，初中=9 年，高中=12 年，大专及以上=1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