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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县尺度的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分布

王 露 1, 2，杨艳昭 1，封志明 1，游 珍 1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选取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系统预测了

2020年和2030年中国分县人口规模，定量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布局、各地区人口

增减变化以及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变化。研究认为：① 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总

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东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减少，西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增加，

但增减变化在 0.1%~0.3%之间； ② 2010-2020 年中国有 1641 个分县单元人口将仍呈增加趋

势，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都在全国 3/4水平，人口增加仍是主要特征；2020-2030年中国人口

增加的分县单元将大幅减少到598个，人口减少地区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将占3/5以上，人口

减少成为普遍现象。 ③ 中国21个城市群地区人口总量将由 2010年的7.81亿增加到2020年的

8.68亿和2030年的9.17亿，相应的人口集聚度也将由2010年的1.99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2.17

和2030年的2.33，城市群地区人口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在逐步提高，人口集聚态势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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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分布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1]。区域资源禀

赋、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区域人口政策的影响，使人口分布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格

局。人口分布研究不仅可以描述一定地域的人口地理特征，而且可以分析人口集疏的空间

演进过程，为编制区域发展规划、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人口分布作为人口研究的重点领域，各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分

布及其时空变化，人口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相关分析，以及未来人口及其分布预测等方面进

行研究[2-6]。中国在1935年就由胡焕庸先生提出“瑷珲—腾冲”线（胡焕庸线），概括了中

国人口分布东南稠密、西北稀疏的基本空间格局[5]。此后有多位学者也得到了与胡焕庸先

生相似的结论[6-8]。在人口分布特征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探讨了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与

人口分布的相关关系，如Hunter等分别探讨了土地利用、地形起伏度、交通条件等对人口

分布的影响[9-13]。以上研究多立足人口分布的过去和现在，以把握人口分布的的历史过程

和现实格局，而另一些学者则对人口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并对人口的增长趋势和空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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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进行了预估[14-19]。

人口分布研究最初主要为定性描述、定量计算[6,7]，随后引入了分形理论和3S等技术[12,

13,20-22]。人口预测模型主要有线性回归模型、自回归模型、马尔萨斯模型、Logistic模型、

GM（1，1）模型、BP神经网络模型和队列因素法等，上述模型各有优点也各有局限。例

如线性回归模型公式简单，容易计算，但其中长期人口预测结果精度较低；队列因素法可

结合多项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例如出生率、死亡率），提高预测精度，但这些数据的获

取渠道较少且连续性较差[23]；BP神经网络模型对短期内（5年内）的人口预测结果比较精

确，但在长期预测中误差较大[24]。Logistic模型考虑了限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因子的约束作

用，且计算公式较为简单，所需拟合数据量小，是中长期人口预测的较理想模型。许多学

者都选择实用的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14-19,23,24]。

目前人口分布研究既包含国家层面的大尺度格局定量分析，也包括典型地区的人口分

布变化分析。而就国家层面而言，通过对国家总体人口或特定人群分布格局以及时空变化

的宏观把握，可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规划与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2-8]。就区域层面而

言，通过对典型地区人口分布及演化状态的分析，不仅可以掌控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态

势，同时也能对比不同地区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及其差异[25-30]。目前中国人口预测研究多

集中于国家、分省或某个城市的人口预测[17-19]，缺乏在分县单元尺度上的系统分析和区域

综合研究。

一般认为，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达峰值[31]。已有研究多是对中国总量的预测或典

型地区的探讨，回答人口高峰期人口分布格局、不同区域人口分布变化趋势等直接或间接

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问题，还要在更小的空间单元进行人口分布及其前瞻性研

究。鉴于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基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4

期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分县（包括市、旗、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Logistic人口增

长模型，预测 2020年与 2030年的中国分县人口规模，定量分析未来人口分布的基本布

局、各地区人口增减变化以及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变化，以揭示2020-2030年中国人口分布

格局与空间分异规律，以期为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

支持。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采用的分县人口数据源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4期中国人口普查

数据。为了对人口进行方便、有效的分析和表达，将4期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统一到2010年

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空间单元上，建立分县单元一致的人口普查空间统计数据。本研究统计

的2010年中国分县研究单元共计2353个，包括各县（旗）元、县级市单元、地级市市辖

区单元与直辖市各区单元。对于与2010年行政区划不一致的单元，研究根据2010年的分

县单元范围，重新对该分县单元人口进行统计。处理方法如下：

（1）分别将 1982年、1990年和 2000年的分县人口普查数据的 shape文件与 2010年中

国县级行政区划 shape文件进行链接，使用县行政编码作为链接字段。

（2）对各年份的匹配结果进行筛选。若进行匹配的年份数据的县行政编码、县名、县

界均与2010年一致，则将该县的人口值作为该年人口值赋值到2010年的县界数据上。

311



33卷地 理 研 究

（3）若该年份的分县人口数据与 2010年县界数据不匹配，则检查是否是县编码不一

致。若只存在编码不一致，但县界与2010年县界匹配的情况，则仍将该县的人口值作为

该年人口值赋值到2010年的县界数据上。

（4）若存在边界不一致的情况，则用该县 2010年的县界作为统计范围，对需要进行

修正的年份的人口密度值进行求和，将求和结果作为该年份修正后的人口值，赋值到

2010年的县界数据上。研究所用人口密度数据来自国家科学数据共享网。由于人口密度

数据是 1 km×1 km 的栅格数据，每一单元的栅格值表示的是每平方米人口数，因此将

2010年该县范围内的栅格值进行求和，即可得出该县需要进行修正的年份的人口值。

2.2 研究方法

2.2.1 人口数据插值 研究可获得的原始数据只有 1982年、1990年、2000年与2010年4

期全国分县人口普查数据，所以需对1982年至2010年间的无数据年份进行插值处理。本

文选择常用的三次样条插值方法[32]。如图1所示，三次样条插值能平滑地估计各县人口数

量的变化趋势，符合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能获得良好的人口变化序列。

2.2.2 Logistic模型拟合 人口增长率主要受到现有人口规模、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Logistic模型认为，一个地区人口发展最初会缓慢增加，中期会快速增长，由于资源

有限，到后期人口增长会趋于平缓，人口规模接近人口峰值[18]。同理，若一个地区人口持

续减少，不考虑整体迁移的情况，该地区人口最终也会维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图

1）。本文先利用各县插值后的人口变化序列，通过最小二乘拟合，得出最优的Logistic拟

合曲线；最后用确定了参数的Logistic模型对各县未来人口进行预测。

Logistic模型的公式如下：

y =
A1 - A2

1 + ( )x x0

p + A2 （1）

式中：y为预测人口数；x为年份；A1、A2、x0、p均为参数，需通过拟合确定。图1为在人

口增长和人口减少两种情形下，Logistic模型的拟合结果，可看到该模型能很好的描述人

口的增减变化过程。

2.2.3 Logistic模型检验与 2020年、2030年中国分县人口拟合精度评价 为验证Logistic

模型的准确性，本研究运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3期人口数据在同样的插值和模型

拟合后，模拟 2010 年的

人口值，并与 2010 年的

实际人口值进行对比，

以此来检验Logistic模型

在 预 测 中 国 2020 年 、

2030 年分县人口中的不

确定性。

将 2353 个分县单元

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 的 人 口 数 据 输 入

Logistic 模 型 模 拟 各 县

2010 年人口值。结果表

明，2010 年人口预测值
图1 三次样条插值和Logistic模型拟合示意图

Fig. 1 Sketch map of cubic spline interpolation and Logistic model f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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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口真实值的平均残差为1.98万人，平均相对误差为3.49%。79%的县拟合曲线的方差

解释量（R2）达到0.8以上。这表明，在数据有限的条件下，Logistic模型能较好地模拟人

口变化。另外，有49个县域单元，因其人口值变化较小，Logistic模型在参数拟合时无法

收敛，本文用线性回归模型替代Logistic模型进行未来人口预测。

预测2020年与2030年中国分县人口之和分别为14.37亿与14.83亿，该结果与国家人

口发展战略预测的中国2020年、2030年总人口数14.36亿和14.73亿接近[31]。

2.2.4 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变化特征分析 在预测出分县2020年、2030年人口后，首先

对中国各县人口空间分布总体格局进行分析，主要分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进行人口总量与

人口密度对比。其次，通过对各县人口变化程度进行分级评价（表 1），分析不同时段各

地区人口增减变化[33]。最后，分析中国城市群地区的人口分布，尤其是人口集聚程度的变

化。城市群地区范围根据2011年中国政府划定的3个优化开发区与18个重点开发区来界

定，这些城市群地区是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发展中心，具有重要的代表性[34]。

表1 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增减变化分级规则

Tab. 1 The classification rules for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duction

人口增减变化地区分类

人口增加地区

人口减少地区

人口显著增加地区

人口绝对增加地区

人口相对增加地区

人口相对减少地区

人口绝对减少地区

人口显著减少地区

分级规则

人口增幅两倍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以上的地区

人口增幅介于1-2倍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的地区

人口增幅低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的地区

人口减幅度低于半数（1/2）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的地区

人口减幅介于半数（1/2）-1倍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的地区

人口减幅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的地区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变化

胡焕庸于 1935年以瑷珲—腾冲为界，将中国分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分，认为中国 96%

的人口集中在东南半壁（当时国土面积包括蒙古） [5]。时至 2010 年，中国总人口达到
134091万，东南部人口124783万，占全国的93.06%，与1935年比有所减少，但仍然与当
时胡焕庸的结果类似。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 143719万，东南半壁占
93.36%；203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48318万，东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93.08%。由此可
见，2010-203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东南半壁人口比例
会先增加后减少，西北半壁则先减少后增加，其增减变化幅度为0.1%~0.3%。

就人口密度而言（图2、表2），2010年中国人口分布呈东密西疏的态势： ① 人口密
度在 100人/km2以下的分县单元有 645个，占地 68.07%，相应人口占 8.78%，主要分布在
西北半壁；其中，人口密度在 25人/km2以下的人口稀疏地区包括 263个分县单元，占地
52.20%，相应人口只占 1.83%，超过 1/2的土地承载着不到 2%的人口，存在大面积无人

区。 ② 人口密度在 100人/km2~200人/km2的分县单元有 472个，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
侧，占地12.30%，相应人口占12.73%，基本处于全国人口密度平均水平。③人口密度在
200人/km2以上的分县单元有 1216个，占地 19.63%，相应人口占 78.58%，主要分布在东
南半壁；其中人口密度在 500 人/km2 以上的人口密集地区包括 591 个分县单元，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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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相应人口占48.90%，以不到全国1/15的土地承载着近1/2的人口。
2020-2030年，就人口密度看（图 2、表 2），中国人口分布西疏东密的基本格局不会

根本改变：①人口密度在100人/km2以下的分县单元分别有634个和643个，占地面积保
持在67.63%和67.76%，与2010年相比略减0.3%~0.4%；相应人口各占8.11%和7.93%，与
2010年相比减少0.7%~0.9%，仍主要分布在西北半壁。其中，人口密度在25人/km2以下的
人口稀疏地区分别有257个和256个分县单元，占地保持在51.71%和51.28%，超过半数；
相应人口只占 1.78%和 1.74%；与 2010年相比，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口比重都有所减
少。② 人口密度在100人/km2~200人/km2的分县单元分别有469个和476个，仍主要分布
在胡焕庸线两侧；占地增加到12.38%和12.63%，相应人口减少到11.81%和11.57%，大多
处在全国人口密度平均水平。 ③ 人口密度在200人/km2以上的分县单元分别有1240个和
1234个，占地增加到 19.98%和 19.60%，相应人口增加到 80.08%和 80.50%，与 2010年相
比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仍主要分布在东南半壁。其中，人口密度在500人/km2以上的人口
密集地区分别有616个和602个分县单元，占地分别增加到7.29%和7.17%，相应人口增加
到52.64%和54.44%，以全国7%的土地承载着超过1/2的人口，人口聚集程度有所提高。
3.2 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增减变化

202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口相较 2010年会有所增加，人口增加地区与人口减少地
区，无论土地还是人口都保持在3∶1水平（图3、表3）。统计分析表明，2020年人口增加
的分县单元共计1641个，占国土面积的75.30%，相应人口占74.93%，人口增加是普遍现
象；其中，有 283个分县单元为人口显著增加地区，占地只有 8.2%，相应人口增加 9358

万，占人口增加总量的83.12%，超过4/5。2020年人口减少的分县单元共计712个，仅占
国土面积的 24.70%，相应人口占 25.07%；其中，有 93个分县单元为人口显著减少地区，
相应人口减少量为 379.86 万，占人口减少总量的 53.26%，超过半数。就空间分布而言
（图3），2010-2020年中国人口显著增加地区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核
心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群地区以及西部城市化
水平较高的兰州、乌鲁木齐地区；人口显著减少地区较多分布于四川和内蒙古，零星分布

于黑龙江、云南、广西、福建和湖北等省区。

2030年与2020年相比，人口增加地区将显著减少，人口减少地区将大量增加；人口

增加地区与人口减少地区，无论土地还是人口都保持在2∶3的水平（图3、表4）。统计分

析表明，2030 年人口增加的分县单元为 598 个，占国土面积的 38.98%，相应人口占

图2 2010年、2020年和2030年中国分县人口密度分级图
Fig. 2 Classifica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county scale in 2010, 2020 and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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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0年、2020年和2030年分县人口密度分级统计

Tab. 2 The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county scale in 2010, 2020 and 2030

年份

2010

2020

2030

人口密度级别

（人/km2）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0-1

2~25

26~50

51~100

101~200

201~400

401~500

501~1000

>1000

0~1

2~25

26~50

51~100

101~200

201~400

401~500

501~1000

>1000

0~1

2~25

26~50

51~100

101~200

201~400

401~500

501~1000

>1000

分县单元个数

全国

28

235

101

281

472

461

184

402

189

25

232

102

275

469

456

178

404

212

24

232

112

275

476

456

176

384

218

东南

0

18

49

236

425

444

182

396

184

0

18

48

231

424

434

174

401

204

0

19

55

234

430

434

174

379

209

西北

28

217

52

45

47

17

2

6

5

25

214

54

44

45

22

4

3

8

24

213

57

41

46

22

2

5

9

占全国

人口比例（%）

0.05

1.78

1.62

5.25

12.73

20.27

9.41

25.27

23.63

0.04

1.74

1.52

4.81

11.81

19.03

8.41

24.14

28.50

0.05

1.69

1.69

4.50

11.57

17.75

8.31

22.07

32.37

占全国

土地比例（%）

17.12

35.08

6.07

9.80

12.30

9.85

2.90

5.18

1.70

16.15

35.56

6.22

9.70

12.38

9.88

2.81

5.31

1.98

15.89

35.39

7.12

9.36

12.63

9.56

2.87

5.06

2.11

表3 2010-2020人口增减变化统计

Tab. 3 The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duction from 2010 to 2020

人口增减变化分类

人口增加

地区

人口减少

地区

人口显著增加地区

人口绝对增加地区

人口相对增加地区

合计

人口相对减少地区

人口绝对减少地区

人口显著减少地区

合计

分县单元

数量

（个）

283

1267

91

1641

86

533

93

712

2010年人口

总量

（万人）

41324.47

53433.17

5035.04

99792.67

4168.01

23099.26

6114.63

33381.90

比例

（%）

31.03

40.12

3.78

74.93

3.13

17.35

4.59

25.07

土地

面积

（万km2）

78.68

619.32

24.90

722.90

25.94

187.77

23.42

237.13

比例

（%）

8.20

64.51

2.59

75.30

2.70

19.56

2.44

24.70

2020年预测增减人口

增减量

（万人）

9358.04

1891.43

8.85

11258.32

7.58

325.79

379.86

713.23

比例

（%）

83.12

16.80

0.08

100.00

1.06

45.68

53.26

100.00

315



33卷地 理 研 究

38.62%；其中，有200个分县单元为人口显著增加地区，相应人口增加7414万人，占地区

人口增加总量的92.57%，超过9/10。2030年人口减少的分县单元为1755个，约占国土面

积的 61.02%，相应人口占 61.38%；其中，有 658个分县单元为人口显著减少地区，相应

人口减少量 2317万，占地区人口减少总量的 67.86%，超过 2/3。2020-2030年中国人口显

著增加地区仍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群地区以及西部诸如

兰州、乌鲁木齐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显著减少地区则相对集中分布于西部的四

川省东部、重庆市，中部的湖北、湖南、安徽、河南，东部的江苏和山东部分地区以及东

北部分地区。

3.3 中国城市群地区的人口分布变化

本文根据 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的 3个优化开发区与 18个重点开发区

界定中国的21个城市群地区。统计分析表明，2010年中国21个城市群地区现有人口7.81

图3 2010-2030年人口增减地区分布图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nties with increased or decreased population from 2010 to 2030

表4 2020-2030年人口增减变化统计

Tab. 4 The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duction from 2020 to 2030

人口增减变化分类

人口增加

地区

人口减少

地区

人口显著增加地区

人口绝对增加地区

人口相对增加地区

合计

人口相对减少地区

人口绝对减少地区

人口显著减少地区

合计

分县单元

数量

（个）

200

385

13

598

12

1085

658

1755

2020年人口

总量

（万人）

38618.33

16265.39

623.35

55507.07

705.80

32838.63

54668.15

88212.59

比例

（%）

26.87

11.32

0.43

38.62

0.49

22.85

38.04

61.38

土地

面积

（万km2）

68.06

296.25

9.90

374.21

4.37

433.84

147.61

585.82

比例

（%）

7.09

30.86

1.03

38.98

0.46

45.19

15.38

61.02

2030年预测增减人口

增减量

（万人）

7414.39

594.50

0.38

8009.27

0.48

1096.79

2317.12

3414.39

比例

（%）

92.57

7.42

0.00

100.00

0.01

32.12

67.86

100.00

316



2期 王 露 等：基于分县尺度的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分布

亿，占全国人口的55.21%；人口密度为297.19人/km2，人口集聚度[35]为1.99，人口密度两

倍于全国平均水平（图4、表5）。其中，人口密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群地区有15个

（全部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密度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群地区有 6个（5个位于

胡焕庸线以西，1个位于东北地区）。

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中国 21个城市群地区人口集聚程度将比 2010年大幅度增高。

2020年，中国21个城市群地区总人口将达到 8.6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60.41%，超过3/5；

人口密度为330.17人/km2，人口集聚度为2.17，较2010年提高9.04%（表5）。其中，16个

人口密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群地区分布在东南半壁，其余5个城市群地区分布在西

北半壁。具体来看，人口集聚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均

3-5倍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为中部城市群，人口密度约2-3倍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集聚

水平较低的城市群为西南、东北；西北地区的城市群人口集聚水平最低，平均人口密度只

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5（图4、表5）。

2030年，中国21个城市群地区人口总量将达到9.1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61.89%，较

2010 年提高近 6%；人口密度为 349.05 人/km2，人口集聚度达到 2.23，较 2010 年提高

12.06% （表 5）。相较于 2020年有 15个城市群地区人口集聚水平略有增加，6个略有降

低，但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与2020年基本保持一致（图4、表5）。

4 结论与讨论

主要结论如下：

（1） 2020-203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人口分布总体格

局仍是东南半壁稠密、西北半壁稀疏，这是由中国人口分布的人居环境适宜性和水土资源

限制性所决定的。尽管未来20年，东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减少，西北半壁人口比例会

有所增加，但增减变化在0.1%~0.3%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北半壁人居环境的改

善和水土资源承载力的提高，是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的。

图4 2010年、2020年和2030年城市群地区人口密度与当年全国人口密度的比例
Fig. 4 The ratio of regional population density and national population density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in 2010, 2020 and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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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年与2010年相比，中国有1641个分县单元人口将仍呈增加趋势，占地规模

和相应人口都在全国3/4水平，人口增加仍是主要地域特征；2030年与2020相比，中国人

口增加的分县单元将大幅减少到 598个，人口减少地区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将占 3/5以

上，人口减少将成为普遍现象。总体而言，中国人口总量在 21世纪初大幅增长的态势会

在2020年后逐渐放缓，21世纪30年代后趋于平稳。与此相一致，各地区人口也必然存在

先普遍增加而后普遍减少的趋势。

（3）中国 21个城市群地区人口总量将由 2010年的 7.81亿增加到 2020年的 8.68亿和

2030年的9.17亿，分别占当年人口总量比例的55.21%，60.41%和61.89%；相应21个城市

群地区人口集聚度也由2010年的1.99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2.17和2030年的2.33，城市群

地区人口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在提高，城市群集地区仍将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人口

密集区。可以预计，城市化地区人口集聚度将持续增高，更多人口会向城市群地区聚集。

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是由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地形、温度、降

水等自然地理条件使不同的区域具备不同的地理成本，即为了保障人口的分布和区域的发

展，必须支付的用于克服地理环境障碍和地理距离障碍的资本[36]。由于地理成本的存在，

人口必然选择向地理成本少、地理障碍小的地域集聚，因此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整体

格局仍然是：地理条件优越的东南半壁人口稠密，而地理条件较差的西北半壁人口稀疏。

在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中国未来人口总体分布的大格局下，国家人口政策、区域规划、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社会经济条件显著影响小区域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本文是在

既定条件下运用Logistic模型对中国分县人口进行预测，若考虑到经济吸引力、国家政策

的影响，特别是生态脆弱地区保护政策、重点开发区规划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影响，

Logistic模型对这些区域人口的预测结果会出现一定误差。为衡量国家政策、尤其是国家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模型预测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分别选择处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浙江省和处于西部环境承载力较差的甘肃省作为重点开发区和生态脆弱区的典型案例，以

之前3期人口数据为基础，预测了2010年的人口，以期探讨Logistic模型在不同区域的适

用性。结果显示，浙江省2010年分县人口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平均相对误差为-5.3%，其中

各市市辖区，即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的预测人口相对误差达到-11%。由此可见，在城市

群重点开发地区，由于没有考虑政策倾斜与经济发展对人口的持续影响。Logistic模型的

模拟结果偏小；甘肃省的预测值比实际值平均大15.7%，表明在生态脆弱区，环境与资源

的压力以及脆弱区移民政策会明显影响人口的增长。Logistic模型虽然已考虑环境因子的

限制作用，但对生态脆弱区的预测结果仍然偏大。综上，国家政策、区域规划等对人口增

长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如何量化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构建更加复杂精细的模型，获得更可靠地预测结论，将是本研究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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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in 2020 and 2030 on county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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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vast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China may hav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future due to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conditions, resources stat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Based on

census data of China in 1982, 1990, 2000 and 2010, we predicted the population for each

county of China in 2020 and 2030 by using Logistic model. Then we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siz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variation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fu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hina's overal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2020 and 2030

would be coincident with the pattern in the 1930s. Th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southeast part would decrease by 0.1%-0.3% , respectively, while that in the northwest part

would increase by 0.1%-0.3% in 2020 and 2030, respectively, (2) In 2020, the population of

most counties (1641 from 2253 counties, 69.7% ) would increase. However, only the

population of 598 counties would increase in 2030. In contrast, the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60% of the counties would decrease in 2030. (3)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21 urban

agglomeration regions would decline from 781million in 2010 to 868 million in 2020, then

down to 917 million in 2030. Accordingly,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popula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would increase from 1.99 in 2010 to 2.17 in 2020, then up to 2.33 in

2030. So the trends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would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s time go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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