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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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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力求在“稳”托底上有成效，在“保”落地上

有突破，全市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生产需求持

续改善，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积极变化累积增多，经

济运行复苏态势明显，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上半年全市生产总

值为941.28亿元，同比增长1.2%，由一季度的下降5.6%

转为正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27.90亿元，同

比增长0.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27.05亿元，同比增长

1.6%；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86.33亿元，同比增长0.9%。

一、农业生产基本平稳，禽蛋、水产品、蔬菜产

量增长。上半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

4.2%转为增长1.5%。夏粮总产53.39亿斤，下降0.7%。

禽蛋、水产品、蔬菜产量分别增长11.2%、2.1%、4.6%。

肉产量下降10.7%，降幅比一季度收窄9.3个百分点；其

中，猪肉产量下降13.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7个百

分点。

二、工业生产恢复较快，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上

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5%，比一季度提高

5.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

增长46.2%，制造业增长3.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6%。从行业看，34个大类行业中

16个行业保持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医药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分别增长150.1%、68.9%、51.9%。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9.7%，比一季度提高19.8个百

分点，居全省第4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6.8%，

比一季度提高5.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

三、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较快。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由一季度下降0.1%

转为增长5.8%，增速居全省第3位。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投资同比下降28.0%，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28.5%，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7.1%。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力，

上半年增长55.9%，居全省第3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30.8%，居全省第1位；民间投资下降6.1%，居全省

第10位；技改投资下降3.4%，居全省第7位。

四、消费品市场逐步复苏，生活必需品和网上销

售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8.19

亿元，同比下降1.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2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省第2位。其中，限上消费品零售额113.1亿元，

增长4.3%，比一季度提高5.2个百分点。从商品类值看，

粮油食品、日用品、中西药品类等生活刚需类分别增

长27.3%、57.6%、15.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汽车

类等生活改善类分别下降3.7%、8.2%。限额以上商贸企

业通过网上销售商品的零售额12.0亿元，增长28.3%。

五、财政收入由负转正，金融机构贷款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市财政收入105.59亿元，增长0.5%，比一季

度提高11.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首次转正，增速居全

省第2位；全市财政支出232.20亿元，下降5.4%，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17.5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4位。6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750.37亿元，同比增长11.6%，

居全省第5位；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172.32亿元，同

比增长21.9%，居全省第1位。

六、进出口降幅收窄，利用外资平稳增长。上半

年，全市进出口总额3.56亿美元，下降4.2%，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11.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0位。其中，进口

总额0.27亿美元，增长45.5%，居全省第4位；出口总额

3.29亿美元，下降6.8%，居全省第12位。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5.03亿美元，增长1.9%，增幅比一季度回落0.7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

七、居民收入小幅增长，物价指数涨幅回落。上

半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65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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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比一季度提高2.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06元，增长2.2%，

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3位；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25元，增长6.2%，比一季度提

高2.7个百分点，比全省高0.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比一季度回落1.1个

百分点，比全省低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上半年我市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由负转正，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经济发

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球

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

继续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经济恢复仍

面临压力，我市部分指标仍在下降，疫情冲击损失尚

需弥补。下一步，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积

势蓄势谋势，识变求变应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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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猪肉产量下降13.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7个百

分点。

二、工业生产恢复较快，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上

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5%，比一季度提高

5.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

增长46.2%，制造业增长3.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6%。从行业看，34个大类行业中

16个行业保持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医药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分别增长150.1%、68.9%、51.9%。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9.7%，比一季度提高19.8个百

分点，居全省第4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6.8%，

比一季度提高5.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

三、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较快。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由一季度下降0.1%

转为增长5.8%，增速居全省第3位。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投资同比下降28.0%，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28.5%，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7.1%。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力，

上半年增长55.9%，居全省第3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30.8%，居全省第1位；民间投资下降6.1%，居全省

第10位；技改投资下降3.4%，居全省第7位。

四、消费品市场逐步复苏，生活必需品和网上销

售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8.19

亿元，同比下降1.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2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省第2位。其中，限上消费品零售额113.1亿元，

增长4.3%，比一季度提高5.2个百分点。从商品类值看，

粮油食品、日用品、中西药品类等生活刚需类分别增

长27.3%、57.6%、15.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汽车

类等生活改善类分别下降3.7%、8.2%。限额以上商贸企

业通过网上销售商品的零售额12.0亿元，增长28.3%。

五、财政收入由负转正，金融机构贷款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市财政收入105.59亿元，增长0.5%，比一季

度提高11.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首次转正，增速居全

省第2位；全市财政支出232.20亿元，下降5.4%，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17.5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4位。6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750.37亿元，同比增长11.6%，

居全省第5位；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172.32亿元，同

比增长21.9%，居全省第1位。

六、进出口降幅收窄，利用外资平稳增长。上半

年，全市进出口总额3.56亿美元，下降4.2%，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11.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0位。其中，进口

总额0.27亿美元，增长45.5%，居全省第4位；出口总额

3.29亿美元，下降6.8%，居全省第12位。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5.03亿美元，增长1.9%，增幅比一季度回落0.7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

七、居民收入小幅增长，物价指数涨幅回落。上

半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65元，增长

4.4%，比一季度提高2.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06元，增长2.2%，

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3位；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25元，增长6.2%，比一季度提

高2.7个百分点，比全省高0.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比一季度回落1.1个

百分点，比全省低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上半年我市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由负转正，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经济发

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球

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

继续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经济恢复仍

面临压力，我市部分指标仍在下降，疫情冲击损失尚

需弥补。下一步，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积

势蓄势谋势，识变求变应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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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力求在“稳”托底上有成效，在“保”落地上

有突破，全市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生产需求持

续改善，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积极变化累积增多，经

济运行复苏态势明显，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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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86.33亿元，同比增长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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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6%。从行业看，34个大类行业中

16个行业保持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医药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分别增长150.1%、68.9%、51.9%。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9.7%，比一季度提高19.8个百

分点，居全省第4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6.8%，

比一季度提高5.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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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增长55.9%，居全省第3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30.8%，居全省第1位；民间投资下降6.1%，居全省

第10位；技改投资下降3.4%，居全省第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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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居全省第2位。其中，限上消费品零售额113.1亿元，

增长4.3%，比一季度提高5.2个百分点。从商品类值看，

粮油食品、日用品、中西药品类等生活刚需类分别增

长27.3%、57.6%、15.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汽车

类等生活改善类分别下降3.7%、8.2%。限额以上商贸企

业通过网上销售商品的零售额12.0亿元，增长28.3%。

五、财政收入由负转正，金融机构贷款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市财政收入105.59亿元，增长0.5%，比一季

度提高11.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首次转正，增速居全

省第2位；全市财政支出232.20亿元，下降5.4%，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17.5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4位。6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750.37亿元，同比增长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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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21.9%，居全省第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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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进出口总额3.56亿美元，下降4.2%，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11.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0位。其中，进口

总额0.27亿美元，增长45.5%，居全省第4位；出口总额

3.29亿美元，下降6.8%，居全省第12位。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5.03亿美元，增长1.9%，增幅比一季度回落0.7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

七、居民收入小幅增长，物价指数涨幅回落。上

半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65元，增长

4.4%，比一季度提高2.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06元，增长2.2%，

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3位；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25元，增长6.2%，比一季度提

高2.7个百分点，比全省高0.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比一季度回落1.1个

百分点，比全省低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上半年我市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由负转正，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经济发

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球

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

继续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经济恢复仍

面临压力，我市部分指标仍在下降，疫情冲击损失尚

需弥补。下一步，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积

势蓄势谋势，识变求变应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力求在“稳”托底上有成效，在“保”落地上

有突破，全市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生产需求持

续改善，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积极变化累积增多，经

济运行复苏态势明显，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上半年全市生产总

值为941.28亿元，同比增长1.2%，由一季度的下降5.6%

转为正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27.90亿元，同

比增长0.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27.05亿元，同比增长

1.6%；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86.33亿元，同比增长0.9%。

一、农业生产基本平稳，禽蛋、水产品、蔬菜产

量增长。上半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

4.2%转为增长1.5%。夏粮总产53.39亿斤，下降0.7%。

禽蛋、水产品、蔬菜产量分别增长11.2%、2.1%、4.6%。

肉产量下降10.7%，降幅比一季度收窄9.3个百分点；其

中，猪肉产量下降13.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7个百

分点。

二、工业生产恢复较快，新兴产业增势良好。上

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5%，比一季度提高

5.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

增长46.2%，制造业增长3.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6%。从行业看，34个大类行业中

16个行业保持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医药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分别增长150.1%、68.9%、51.9%。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9.7%，比一季度提高19.8个百

分点，居全省第4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6.8%，

比一季度提高5.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

三、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较快。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由一季度下降0.1%

转为增长5.8%，增速居全省第3位。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投资同比下降28.0%，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28.5%，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7.1%。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力，

上半年增长55.9%，居全省第3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30.8%，居全省第1位；民间投资下降6.1%，居全省

第10位；技改投资下降3.4%，居全省第7位。

四、消费品市场逐步复苏，生活必需品和网上销

售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8.19

亿元，同比下降1.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2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省第2位。其中，限上消费品零售额113.1亿元，

增长4.3%，比一季度提高5.2个百分点。从商品类值看，

粮油食品、日用品、中西药品类等生活刚需类分别增

长27.3%、57.6%、15.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汽车

类等生活改善类分别下降3.7%、8.2%。限额以上商贸企

业通过网上销售商品的零售额12.0亿元，增长28.3%。

五、财政收入由负转正，金融机构贷款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市财政收入105.59亿元，增长0.5%，比一季

度提高11.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首次转正，增速居全

省第2位；全市财政支出232.20亿元，下降5.4%，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17.5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4位。6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750.37亿元，同比增长11.6%，

居全省第5位；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172.32亿元，同

比增长21.9%，居全省第1位。

六、进出口降幅收窄，利用外资平稳增长。上半

年，全市进出口总额3.56亿美元，下降4.2%，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11.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0位。其中，进口

总额0.27亿美元，增长45.5%，居全省第4位；出口总额

3.29亿美元，下降6.8%，居全省第12位。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5.03亿美元，增长1.9%，增幅比一季度回落0.7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

七、居民收入小幅增长，物价指数涨幅回落。上

半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65元，增长

-7-

4.4%，比一季度提高2.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06元，增长2.2%，

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3位；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25元，增长6.2%，比一季度提

高2.7个百分点，比全省高0.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比一季度回落1.1个

百分点，比全省低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上半年我市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由负转正，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经济发

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球

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

继续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经济恢复仍

面临压力，我市部分指标仍在下降，疫情冲击损失尚

需弥补。下一步，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积

势蓄势谋势，识变求变应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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