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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七答”带你了解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

第一问：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什么重大意义？
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国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的一
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的首次全国人口普查，具有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摸清我
国人口家底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和完善未来收入、消费、
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的重要
基础，为教育和医疗机构布局、儿童和老年人服务设施
建设、工商业服务网点分布、城乡道路建设、调整完善
人口政策、优化人口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提供决策依据。

第二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对象有哪些？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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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内
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也属于普查对象，需要进行
普查登记。

第三问：这次普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这次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包括

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
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等情况。

第四问：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是什么时候？
答：普查标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零时。
第五问：普查获取的资料是否会被泄露，是否成为

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
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人口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
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
供、泄露，不得作为对人口普查对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的依据，不得用于人口普查以外的目的。而且，我们将
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
人向任何机构、单位、个人泄露公民信息。各级普查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信息必须严格履
行保密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问：这次普查既要“查人”还要“查房”吗？
答：以房“查人”是世界各国进行人口普查普遍

采用的方法，因为人都居住在房子里。所以人口普查中
“查房”的目的是为了查准人口。同时，由于人口居住
状况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为了解我国人口的总体居住情
况，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调查问卷中设
置了有关居住情况的指标，主要包括居住状况、生活设
施、房租水平等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问题。这次将进一步
完善相关指标，以便更好的反映当前人口的居住状况。

第七问：这次普查有哪些具体措施来保障普查数
据真实准确？

答：国务院成立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负责人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认
真做好本地区普查工作。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
府、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引导、动员
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建
立健全普查全过程质量控制办法，通过科学制定普查方
案，认真培训普查人员，严格执行普查方案，全面采用
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充分利用部门行政记录，切实加
强质量抽查和工作检查，全面提高普查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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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月份，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继续

显现，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推进，生产需求继

续改善，就业物价总体平稳，积极因素逐步增多，

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态势。

一、基本情况

1.工业生产继续回升，半数行业超过全市。

1-5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5%，比1-4

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从大类行

业看，34个行业大类中18个行业增长，15个行业

增速超过全市，10个行业增速超过10%。其中，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分别增长14.6%、48.2%、107.6%，拉

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0个百分点。新兴产

业继续快速增长。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9.5%，居全省第3位；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同比增长14.6%，高于全省7.9个百分点,居全

省第6位。

2.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好转，基础设施强力增

长。1-5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4%，比

1-4月份提高1.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其中，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3.8%，居全省第2位；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长28.6%，居全省第1位；技改投资增

长1.8%，居全省第6位；民间投资下降2.2%，居

全省第5位。

3.消费市场逐步回暖，生活刚需物品增长平

稳。1-5月份，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93.78亿元，

增长3.3%，比1-4月份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7.8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从城乡区域看，城

镇消费增长2.8%，乡村消费增长17.3%。从商品

零售类值看，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中西药品

类等生活刚需类零售额分别增长27.0%、66.1%、

13.7%，金银珠宝类、石油及制品类、汽车类等

生活品质改善类零售额分别下降6.7%、9.1%、

8.4%。

4.财政收支降幅收窄，金融机构存贷款快速

增长。1-5月份，全市财政收入87.04亿元，下降

1.1%，降幅比1-4月份收窄5.6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2位；全市财政支出184.9亿元，下降1.1%，降

幅比1-4月份收窄3.6个百分点。4月末，全市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712.16亿元，增长12.0%，居

全省第3位；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135.80亿元，

增长22.0%，居全省第1位。

5.进出口降幅扩大，利用外资波动较大。1-5

月份，全市海关进出口总额2.73亿美元，下降

12.9%，降幅比1-4月份扩大 6.2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13位。其中，进口总额0.23亿美元，增长30.2%，

居全省第4位；出口总额2.50亿美元，下降15.5%，

居全省15位。直接利用外商投资3.84亿万美元，

下降5.5%，居全省第14位。

6.物价环比略有回落，食品价格上涨明显。

1-5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4%，比

1-4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八大类指数“五涨三

降”。其中，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

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上涨

10.2%、0.1%、1.8%、1.5%、6.8%；居住、交通

和通信、医疗保健分别下降0.4%、2.3%、0.4%。

在食品烟酒类中，畜肉上涨67.6%。

总的来看，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

经济运行复苏态势态势明显。同时也要看到，境

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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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反复，国内经济稳定运行仍面临较多风险挑

战。下一阶段，全市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狠抓各项政策举措早落地早见效，努力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5-

1-5月份，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继续

显现，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推进，生产需求继

续改善，就业物价总体平稳，积极因素逐步增多，

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态势。

一、基本情况

1.工业生产继续回升，半数行业超过全市。

1-5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5%，比1-4

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从大类行

业看，34个行业大类中18个行业增长，15个行业

增速超过全市，10个行业增速超过10%。其中，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分别增长14.6%、48.2%、107.6%，拉

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0个百分点。新兴产

业继续快速增长。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9.5%，居全省第3位；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同比增长14.6%，高于全省7.9个百分点,居全

省第6位。

2.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好转，基础设施强力增

长。1-5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4%，比

1-4月份提高1.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其中，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3.8%，居全省第2位；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长28.6%，居全省第1位；技改投资增

长1.8%，居全省第6位；民间投资下降2.2%，居

全省第5位。

3.消费市场逐步回暖，生活刚需物品增长平

稳。1-5月份，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93.78亿元，

增长3.3%，比1-4月份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7.8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从城乡区域看，城

镇消费增长2.8%，乡村消费增长17.3%。从商品

零售类值看，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中西药品

类等生活刚需类零售额分别增长27.0%、66.1%、

13.7%，金银珠宝类、石油及制品类、汽车类等

生活品质改善类零售额分别下降6.7%、9.1%、

8.4%。

4.财政收支降幅收窄，金融机构存贷款快速

增长。1-5月份，全市财政收入87.04亿元，下降

1.1%，降幅比1-4月份收窄5.6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2位；全市财政支出184.9亿元，下降1.1%，降

幅比1-4月份收窄3.6个百分点。4月末，全市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712.16亿元，增长12.0%，居

全省第3位；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135.80亿元，

增长22.0%，居全省第1位。

5.进出口降幅扩大，利用外资波动较大。1-5

月份，全市海关进出口总额2.73亿美元，下降

12.9%，降幅比1-4月份扩大 6.2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13位。其中，进口总额0.23亿美元，增长30.2%，

居全省第4位；出口总额2.50亿美元，下降15.5%，

居全省15位。直接利用外商投资3.84亿万美元，

下降5.5%，居全省第14位。

6.物价环比略有回落，食品价格上涨明显。

1-5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4%，比

1-4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八大类指数“五涨三

降”。其中，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

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上涨

10.2%、0.1%、1.8%、1.5%、6.8%；居住、交通

和通信、医疗保健分别下降0.4%、2.3%、0.4%。

在食品烟酒类中，畜肉上涨67.6%。

总的来看，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

经济运行复苏态势态势明显。同时也要看到，境

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疫情

开始反复，国内经济稳定运行仍面临较多风险挑

战。下一阶段，全市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狠抓各项政策举措早落地早见效，努力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6-

1-5月份，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继续

显现，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推进，生产需求继

续改善，就业物价总体平稳，积极因素逐步增多，

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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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类值看，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中西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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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出口降幅扩大，利用外资波动较大。1-5

月份，全市海关进出口总额2.73亿美元，下降

12.9%，降幅比1-4月份扩大 6.2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13位。其中，进口总额0.23亿美元，增长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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