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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区人口呈现与经济协调发展

黄埔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十年来，黄埔区

人口呈现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十年人口增加 43.28 万人，明显高于全市平均增速

2020年 11月 1日零时，黄埔区常住人口达126.44万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总数 83.16 万人（原黄

埔区、萝岗区 2010 年常住人口数分别为 45.79 万人、37.37

万人）比较，全区常住人口增加 43.28 万人，增长 52.05%，

比全市高 5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率为 4.28%，比全市高 0.35

个百分点。

二、人口分布区域板块明显，科学城板块最吸人气

17 个街镇中，常住人口超十万规模的街镇 3 个，云埔街

20.86 万人、联和街 10.98 万人、永和街 10.14 万人，三个

街常住人口分别比 2010 年增加 8.12 万人、5.99 万人和 4.64



万人，三个街新增人口占全区新增人口的 43.31%；常住人口

在 5 万人至 10 万人之间的街镇有 8 个，常住人口少于 5 万

人的街镇有 6 个。

2020 年各街镇常住人口

单位：人

序 街镇
常住人

口
按性别 按年龄段

男 女 0-14 岁 15-59 岁 60 岁以上

0 全区 1264447 699706 564741 195273 962848 106326

1 云埔街道 208636 119232 89404 33939 161655 13042

2 联和街道 109807 61564 48243 16207 85891 7709

3 永和街道 101405 59062 42343 14883 81731 4791

4 南岗街道 93235 51229 42006 13907 70016 9312

5 黄埔街道 92568 47105 45463 13851 66686 12031

6 萝岗街道 84956 49202 35754 11195 68090 5671

7 文冲街道 71569 37062 34507 11110 53378 7081

8 龙湖街道 67390 35045 32345 12799 49218 5373

9 鱼珠街道 67335 36203 31132 10023 50615 6697

10 穗东街道 65752 38059 27693 7213 54452 4087

11 大沙街道 61888 34006 27882 8740 47804 5344

12 长岭街道 46244 24167 22077 10041 31588 4615

13 红山街道 45888 26676 19212 4580 37376 3932

14 夏港街道 44641 25409 19232 7544 34031 3066

15 新龙镇 41956 22195 19761 9636 26963 5357

16 长洲街道 39835 21450 18385 5518 28734 5583

17 九佛街道 21342 12040 9302 4087 14620 2635

分区域看：科学城板块（萝岗街、联和街、长岭街）常

住人口 24.10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14.54 万人，增长 1.5

倍，最吸引人气。知识城板块（九佛街、龙湖街、新龙镇）

常住人口 13.07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3.74 万人，该片区正

在大范围推进旧改，部分居民临迁他地居住，导致该板块常

住人口增长总量不及其他片区。黄埔港板块（主要为原黄埔



区范围）常住人口 53.81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12.24 万人，

该片区人口密度为 6199 人/平方千米，人口居住密集。经开

区板块（夏港街、云埔街、永和街）为 35.47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12.76 万人。

黄埔区常住人口分区域占比图

三、人口性别比偏高，男性人口明显多于女性

全区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 69.97 万人，占 55.34%；女性

人口 56.47 万人，占 44.6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20.79

上升为 123.90，比全市高 11.92 个百分点。

分街镇看：17 个街镇中，性别比相对较高的有永和街

（139.48）、红山街（138.85）、萝岗街（137.61）、穗东街

（137.43）、云埔街（133.36）和夏港街（132.12），均位于

制造业重镇及周边范围，男性劳动人口较多；性别比相对较



低的有黄埔街（103.61）、文冲街（107.40）、龙湖街（108.35）

和长岭街（109.47）。

从分年龄结构性别比来看：0-14 岁人口性别比为 117，

15-59 岁人口性别比为 130，60 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 89，显

示我区作为制造业大区，对 15-59 岁男性劳动力需求量较大，

导致这一年龄段人口性别比明显偏高。

四、劳动及后备年龄人口增加，人口红利继续存在

全区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19.53 万人，占 15.44%，

比全市平均水平高 1.57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为 96.28 万

人，占 76.15%，比全市平均水平高 1.43 个百分点；60 岁及

以上人口为 10.63 万人，占 8.41%，比全市平均水平低 3 个

百分点。按照联合国通用的“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0%

或者 65 岁及以上占比超过 7%，意味着该地区进入老龄化”

的标准，我区未进入老龄化阶段（广州市 60 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 11.41%，已跨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是我区高品质宜居

宜业环境吸引了大批育龄人口，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呈现较

大幅度的回升，0-14 岁人口提高的比重是 60 岁及以上人口

提高比重的 2.75 倍，说明我区劳动年龄人口及后备力量充

足，人口红利仍较长期继续存在。

五、人口素质显著提升，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增

长近一倍

全区常住人口中，拥有高中（含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的人口达 65.80 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比重为 52.04%，其中



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下同）文化程度的人口有 37.76

万人，每 10 万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9864 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人口比重由 15.33%提高到 29.86%，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比重增长近一倍，每 10 万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

全市平均水平多 2587 人，比深圳全市平均水平多 1015 人。

六、流动人口比重超过五成，人员要素流动更趋活跃

全区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为 82.63 万人，其中，

人在黄埔区居住但其户口在市内其他区的常住人口 7.31 万

人，人在区内居住但居住所在街镇与其户口所在街镇分离的

常住人口为 5.86 万人，全区流动人口 69.46 万人（指常住

人口中户口不在广州市内的），占全区常住人口比重 54.94%，

流动人口比重超过五成；加上 7.31 万户籍在广州市其他区

居住在我区的常住人口，我区流动人口达到 76.77 万人，占

全区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六成（60.72%）。庞大的流动人口

为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我区医疗

卫生、子女教育、家庭养老等系列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七、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各民族共同发展

全区共有家庭户 47.82 万户，集体户 5.58 万户，家庭

户人口为 107.49 万人，集体户人口为 18.96 万人。平均每

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25 人，比全市的 2.22 人高 0.03 人，



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2.50 人减少 0.25 人。受

迁移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单人家庭户

比重提高等因素影响，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未来对住房的

需求量将日趋增加。

全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1.43万人，占比96.04%，

少数民族人口为 5.01 万人，占比 3.96%，人数较多的为壮族、

土家族、苗族和瑶族，共有 48 个少数民族在我区共同生活，

充分体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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