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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看廣東人口最新變化
2022年廣東省常住人口12,656.8萬人，佔中國人口總
量的8.97%，比上一年減少了約27萬人，但已連續16
年穩居「中國人口第一大省」。

2022年廣東省戶籍人口首次過億，達到10,049.7萬
人，比2021年增加102.8萬人，增長1.03%。

2022年廣東全年出生人口仍維持百萬量級的增長，是
已連續三年成為唯一一個出生人口超100萬的省份，連
續五年成為第一生育大省。

廣東是上海、北京、天津3個直轄市後中國人口城鎮化
率的省域之首，2022年廣東城鎮常住人口9,465.4萬
人，佔常住人口比重74.79%，比2021年提高0.16個
百分點。

廣東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位居中國第一，2022年廣東
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8,475.1萬人，佔全省常住人口
的66.96%，廣東勞動年齡人口佔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
重達到9.68%。

廣東常住人口每10萬人中，就有超過15,000人擁有大
學（大專及以上）的學歷。2020年時，廣東高等教育
人口達1,978萬人，佔15歲及以上人口的19.34%，在
中國排第12位，比起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進步了4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廣東常住人口戶籍人口「雙過億」
入戶者不乏技能人才 「人才紅利」助力港企升級

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最新
數據顯示，去年廣東常住人
口 12,656.8 萬人，比上一年
減少了約27萬人，但「全國

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仍然穩固。除了戶籍人口
首次過億外，全年出生人口仍維持百萬量級的增
長，廣東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也位居全國第一。廣
東省社科院省人才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仲高表
示，在全國人口負增長的大背景下，廣東仍能實
現人口增長關鍵指標的新突破，實屬不易。「雙
過億」人口結構釋放了積極信號，折射出廣東經
濟社會發展的穩中向好。他也建議廣東進一步完

善提供均等化、優質化公共服務，以留住人才。
廣東省統計局分析指出，隨着廣東社會經濟發展

逐步恢復正常，跨省流動人口將繼續選擇流入廣
東，今年廣東常住人口將逐步恢復穩定增長。運營
商大數據也顯示，今年2月返鄉跨省流動人口已有
84%回流廣東。另外，根據百度實時遷徙地圖，今
年2月以來，廣州成為全國首選的人口流入城市，
在2月8日到3月7日連續近一個月位居全國熱門遷
入地（目的地）首位；深圳地鐵亦持續刷新歷史最
高客流紀錄，成為年輕人逐夢的優先選擇。其背後
是珠三角城市經濟復甦的增長，意味着越來越多人
已經在用「腳」投票，加速奔赴灣區「淘金」。

當前中國勞動年齡的「95後」（16-26歲）人
口約 2 億人。據《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2022》報告，最具「95後」人才吸引力城市50強
中，廣東的深圳、廣州、佛山進入前十，為全國
最多的省份，廣東吸引人才的趨勢明顯；其中深
圳次於北京位居第二，人才集聚突出，主因是深
圳經濟發展速度快、創新發展水平高，引才留才
能力強。每萬人專利授權數量前十的城市，深
圳、珠海、中山、廣州、佛山5城在列，凸顯廣東
創新活力。

「人才紅利形成是人口質量轉變的標誌，人口
質量水平已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變

量。」周仲高表示，第七次全國
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廣東高等教育
人口1,978萬人，佔15歲及以上人口的
19.34%，在全國排第12位，比2010年進步
了4位。規模龐大的人才數量為廣東充分利
用人才紅利提供了可能，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高
水平人才高地等重大戰略布局則為各類人才價值
實現提供了機遇平台。他建議，廣東要進一步為
全體常住人口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有序提
升優質化公共服務，不斷提升人口治理能力，實
現人口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完善常住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 留住人才

廣東部分城市吸引人才新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深 圳
提供政府補貼、免費服
務、稅收優惠等優惠政策
吸引入戶人才。譬如，對
新引進博士人才給予生活
補貼每人10萬元（人民
幣，下同），包括從港澳
海外新引進博士人才。

廣 州
為高校畢業生、留學生、
技術人員、創業者和企業
家提供落戶服務、租房補
貼、創業補貼等多項服
務。目前廣州開發區國企
啟動全球引才，崗位年薪
最高百萬。

珠 海
針對頂尖人才、高層次人
才、創新創業團隊、海外
留學人才等實施「英才計
劃」，提供創業項目資助、
貼息貸款等，最高可享受
200萬元獎勵，還可申請
600萬元住房補貼。

東 莞
實施創新人才引進、提升
計劃等，其中專業技術人
員綜合補貼每人可達30
萬元，博士研究生學歷每
人補貼可達20萬元，國
家職業資格證書一級/高
級技師可補貼6萬元。

被視為世界製造工廠的廣東，曾經以外商投資型勞動密集型企業
為主。隨着勞動密集型企業以高能耗、高人力成本等諸多弊端

逐漸淡出廣東發展的第一梯隊。
廣東近年推動製造業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支持廣州、深圳、佛

山、東莞打造「製造業數字化轉型示範城市」。數據顯示，至今廣東
累計推動2.25萬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工業互聯網產業增
加值規模居全國第一，在這過程中亦促進了複合型數字化人才在廣東
的培養與實戰，助力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加速深度融合。

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廣東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從事文創設計的劉超微從
老家湖南到廣東工作已超15年，目前已入戶廣州。他說，廣東有着其
他內地城市沒有的優勢就是毗鄰港澳，粵港澳三地涉及兩種制度、三
個關稅區、三種貨幣，近年三地加速推進規則融通貫通，帶來了更多
要素的創新流通，包括不同產業、社會服務、教育人文等融合，如此
對於廣東省外人群帶來不一樣的吸引力。譬如，廣東借鑒香港等商事

規則，在全國率先試行商事登記確認制，促使開辦企業的流程與時間
大幅壓減，如今還實現「一網通辦」。而他平時進行文創設計領域，
在向港澳地區汲取國際化、時尚化理念與思維的同時，亦通過深圳的
科技創新、廣州的製造工廠將設計成果商業化。
與此同時，部分港企受訪時亦表示，企業近年加快制定數字化轉

型戰略，包括增加科技投資或升級現正使用的技術，而具備相應技
能的人群備受青睞。港企諾華傢具王經理表示，近年以「互聯網+」
提升企業轉型升級，特別是通過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
聯網等與製造業結合。深圳、廣州等城市的IT、互聯網、電商行業
人才發展迅速，形成一定程度的人才群體，這助力了企業在電子商
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等方面的拓展。

充沛勞動力仍是不可或缺資源要素
港企星利源公司何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公司近年致力突破
傳統發展模式，引入數字化等專業人才，打造供應鏈公共數據信息
平台和智慧城際流通供應鏈服務體系，將商流、物流、資金流、信
息流有機結合，實現企業轉型升級。
港企嘉利東莞工廠有關負責人表示，廣東作為製造業大省，充沛

的勞動力仍是不可或缺的資源要素。近年不少港企都加快自動化、
數字化升級，該工廠開展「機器換人」以來至少減少60%的人力，
實現超50%的產能提升，同時對於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大增。「期待
廣東能吸引到更多各類人才落戶，形成『人才紅利』助力製造業企
業進一步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廣東常

住人口與戶籍人口「雙過億」！

香港文匯報記者4日從廣東統計局獲

悉，去年廣東常住人口超1.26億人，繼

續保持全國第一位。同年廣東戶籍人口首次

突破1億大關，比2021年增加102.8萬人，增

長1.03%，對廣東人口結構的優化有積極作用，

亦顯示廣東對全國人才仍具強大吸引力。廣東公安

機關戶政部門有關負責人表示，入戶廣東的人群不少

為技能人才或較高層次人才。有受訪港企表示，此有利

於企業利用「人才紅利」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廣東公安機關戶政部門有關負責
人稱，入戶廣東的人群不少為技能人才
或較高層次人才，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而大灣區近年加速「硬聯通」、
「軟對接」，創新資源加快集聚，亦吸
引越來越多人才匯聚灣區。
廣東統計局表示，去年廣東戶籍人口

增長100多萬人，主要由兩方面構成：
一是人口的自然增長，二是省外流入人
口通過積分入戶、人才引入等方式入戶
廣東，減去自然增長的42.2萬人，去年
有超過60萬省外人口在廣東落戶。相關
研究專家分析稱，曾經的流動人口轉為
戶籍人口，讓更多人才扎根廣東，說明
廣東對全國人才仍具有強大吸引力。
「通過積分入戶、人才引進等落戶
廣東的省外人口，基本上都是經濟高
質量發展所需的勞動年齡人口、技能

人才或較高層次人才等。」廣東公安
機關戶政部門有關負責人表示，入戶
廣東的人群主要包括中高學歷人群、
獲得技能證書的人群、在粵工作及繳
納社保年限長的穩定人群等，他們對
廣東人口結構的優化有較大的積極作
用，亦將有力助建粵港澳大灣區。
廣東公安機關戶政部門有關負責人

分析，粵港澳大灣區近年加速「硬聯
通」、「軟對接」，創新資源加快集
聚，亦吸引越來越多人才匯聚灣區。
數據顯示，廣東已實現「市市通高
鐵」，大灣區鐵路運營里程近2,500公
里，「軌道上的大灣區」加快建設，
基本形成灣區「1小時生活圈」。而
「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已連續3
年位居全球創新指數第二，粵港澳三
地積極推進協同創新，世界級「人才
灣區」起步成勢。

上年逾60萬省外人口落戶廣東

◆最近廣州、深圳地鐵都持續刷新客流紀錄。
圖為廣州市民等候搭乘地鐵。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港企期待廣東「人才紅利」助力企業升級。圖為近期舉行的廣州
展覽吸引採購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廣東已連續三年成為唯一一個出生人口超100萬的省份。圖為廣州少年兒童正在參與手工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