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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人口：现状、态势、建议 

胡国富 

 

一、人口环境和现状：近年都在缩减状态 

1、户籍人口零增长，人口城镇化推进缓慢 

1998年起，舟山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稳定在 6—7‰，人口自

然变动进入零增长状态。2012年末，我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占

65.30%。与上年比，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 1%，增速缓慢。 

2、年龄结构快速老化，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根据“六普”资料，舟山市户籍老年人口 17.92万。预计，2014

年至 2026 年内，形成一个增量高峰，将年均新增 1.1 万多。2026 年

户籍老年人口总量将翻一番。到 2030年达到总量高峰，将近 40万，

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 40%，在全省 11个市中会最高。 

 

二、现行人口政策：引发人口两大失衡 

1、人口劳动力供求失衡 

推算，2020 年全区从业人员需求量最少为 72 万左右。即使考虑

到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可能，但随着新区建设的推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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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的需求也将大幅增长。但户籍人口可提供的从业数却呈现缓

慢下降趋势。从业人数的缺口将继续扩大，供求失衡将继续扩大。 

2、人口内部年龄结构失衡 

舟山成为全省抚养负担最重的地区，并大幅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

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出生人口持续缩减，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萎缩，

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形成老年抚养比过高、人口老龄化程度过重

等现象。这既不利于人口本身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三、政策建议：促进、完善、引进、明确、提升 

1、探索生育政策调整，促进人口规模适度增长 

舟山市户籍人口是连续多年零增长，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对当地

资源环境的压力，但也带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严重、劳动力不足

等问题。因此，一方面为保持人口适度增长，应争取成为生育政策调

整先行试点：普遍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另一方面从如下三个主要途径

来集聚人口：一是通过港区经济发展集聚经济人口，二是通过海洋旅

游业发展集聚旅游人口，三是通过海岛综合开发吸引异地养老人口。 

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

多元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特别要吸引社会力量发展养老产业，适度

开发建设中高档老年公寓，发展老年护理、医疗等相关产业。应尽快

通过相关合作方式，实现与长三角其它地区的医保漫游互通，尤其是

60岁以上的江浙沪老人在舟山的医保漫游服务。 

3、大力提升人口素质，引进“三高”人才 

新区应通过生态宜居建设，将高品质建筑规划与人口素质结构提

升相结合，通过提升住宅品质、科学设计住宅体量、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等手段，吸引高素质人口即高学历、高支撑和高技能的“三高”型

人才来新区居住和创业。 

4、优化人口分布，明确区域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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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未来应进一步推进海岛人口“内聚外迁”。

在海洋产业集聚区和保税港区，要充分发挥人口的集聚效应，促进产

业和人口进一步协调集中；对于承载力不足的岛屿，应分期分批有计

划地组织人口迁出。 

5、结合产业发展，提升人口就业层次 

围绕港口物流业、临港工业、海洋旅游业和现代渔业等产业发展

定位，合理、适度、有效地引进投资者、专业技术人才和不同技能、

不同工作的劳动力。通过海洋新型产业培育，搭建人口就业平台，提

升人口就业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