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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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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

冲击和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环境，在市委、市政

府坚强领导下，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有力有效地推动了生产生活恢复，前三

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半年增长势头，社会大局

持续和谐稳定。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

度全市生产总值为1495.41亿元，同比增长3.0%，

比上半年提升1.8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191.88亿元，同比增长1.9%；第二产业增

加值537.83亿元，同比增长3.3%；第三产业增

加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3.2%。

（一）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前三季度，全

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87.76亿元，增长2.4%，

比上半年提升0.8个百分点。夏粮266.95万吨，

减产0.7%，秋粮保持增长，预计全年粮食继续

增产。“菜篮子工程”深入推进。蔬菜及瓜果

产量分别增长4.7%和3.8%；畜牧业生产逐步恢

复。猪牛羊禽四肉产量同比下降2.6%，降幅较

上半年收窄8.1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产量21.3

万吨,下降4.0%，降幅较上半年收窄9.4个百分

点；牛肉产量0.90万吨，下降6.5%，羊肉产量

3.54万吨，增长4.8%。禽蛋产量25.24万吨,增长

19.0%。

（二）工业生产基本稳定。前三季度，全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2%，增速比1-8月份提

升0.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9位。从三大门类看，

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49.4%、3.1%，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5%。从新

兴产业看，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4%，高于全省4.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6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5.5%，居全省

第11位。

（三）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前三季度，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2%，比全省高2.8个百

分点，居全省第5位。其中，技改投资下降

2.2%，居全省第7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32.9%，居全省第1位；民间投资下降3.5%，居

全省第10位。

（四）消费品市场逐步复苏。前三季度，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78.43亿元，增长

0.9%，增幅高出全省1.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

位。分城乡看，城镇零售额612.76亿元，增长

0.9%；乡村零售额165.66亿元，增长0.8%。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中，粮油、食品类增长

25.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2.5%，

化妆品类下降8.7%，日用品类增长41.2% 。

（五）财政收支增速加快。前三季度，全

市财政收入156.50亿元，增长2.2%，比上半年

增加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其中，税收

收入123.30亿元，增长6.0%，占全部财政收入

比重为78.8%。全市财政支出368.61亿元，增长

7.1%，比上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其中，民

生支出323.13亿元，增长7.5%，占全部财政支

出比重为87.7%。

（六）金融机构存贷比提升。9月末，全市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765.27亿元，增长9.6%，

比6月末回落2.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其

中，住户存款余额1828.51亿元，增长14.11 %。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290 .51亿元，增长

22.2%，比6月末提高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

位。金融机构存贷比由6月末的79.0%提高到

82.8%。

（七）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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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21元，增长6.2%，

居全省第2位。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5317元，增长4.2%，居全省15位；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9元，增长 7.3%，

居全省第2位。

（八）物价保持稳定。前三季度，全市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103.1%，上涨3.1%，比上半年

回落0.2个百分点，比全省低0.4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

和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9.3%、1.1%、

1.5%、1.1%、6.7%；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

居住分别下降2.6%、0.5%、0.4%。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

善，经济运行继续稳定恢复。但国际环境变数

较多，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稳就业稳企业保

民生压力仍较大，经济稳定回升基础需加力巩

固。下一阶段，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狠抓

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着力扩大优势、加快

补上短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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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10位。

（四）消费品市场逐步复苏。前三季度，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78.43亿元，增长

0.9%，增幅高出全省1.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

位。分城乡看，城镇零售额612.76亿元，增长

0.9%；乡村零售额165.66亿元，增长0.8%。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中，粮油、食品类增长

25.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2.5%，

化妆品类下降8.7%，日用品类增长41.2% 。

（五）财政收支增速加快。前三季度，全

市财政收入156.50亿元，增长2.2%，比上半年

增加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其中，税收

收入123.30亿元，增长6.0%，占全部财政收入

比重为78.8%。全市财政支出368.61亿元，增长

7.1%，比上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其中，民

生支出323.13亿元，增长7.5%，占全部财政支

出比重为87.7%。

（六）金融机构存贷比提升。9月末，全市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765.27亿元，增长9.6%，

比6月末回落2.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其

中，住户存款余额1828.51亿元，增长14.11 %。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290 .51亿元，增长

22.2%，比6月末提高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

位。金融机构存贷比由6月末的79.0%提高到

82.8%。

（七）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

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21元，增长6.2%，

居全省第2位。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5317元，增长4.2%，居全省15位；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9元，增长 7.3%，

居全省第2位。

（八）物价保持稳定。前三季度，全市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103.1%，上涨3.1%，比上半年

回落0.2个百分点，比全省低0.4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

和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9.3%、1.1%、

1.5%、1.1%、6.7%；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

居住分别下降2.6%、0.5%、0.4%。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

善，经济运行继续稳定恢复。但国际环境变数

较多，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稳就业稳企业保

民生压力仍较大，经济稳定回升基础需加力巩

固。下一阶段，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狠抓

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着力扩大优势、加快

补上短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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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

冲击和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环境，在市委、市政

府坚强领导下，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有力有效地推动了生产生活恢复，前三

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半年增长势头，社会大局

持续和谐稳定。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

度全市生产总值为1495.41亿元，同比增长3.0%，

比上半年提升1.8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191.88亿元，同比增长1.9%；第二产业增

加值537.83亿元，同比增长3.3%；第三产业增

加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3.2%。

（一）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前三季度，全

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87.76亿元，增长2.4%，

比上半年提升0.8个百分点。夏粮266.95万吨，

减产0.7%，秋粮保持增长，预计全年粮食继续

增产。“菜篮子工程”深入推进。蔬菜及瓜果

产量分别增长4.7%和3.8%；畜牧业生产逐步恢

复。猪牛羊禽四肉产量同比下降2.6%，降幅较

上半年收窄8.1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产量21.3

万吨,下降4.0%，降幅较上半年收窄9.4个百分

点；牛肉产量0.90万吨，下降6.5%，羊肉产量

3.54万吨，增长4.8%。禽蛋产量25.24万吨,增长

19.0%。

（二）工业生产基本稳定。前三季度，全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2%，增速比1-8月份提

升0.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9位。从三大门类看，

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49.4%、3.1%，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5%。从新

兴产业看，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4%，高于全省4.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6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5.5%，居全省

第11位。

（三）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前三季度，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2%，比全省高2.8个百

分点，居全省第5位。其中，技改投资下降

2.2%，居全省第7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32.9%，居全省第1位；民间投资下降3.5%，居

全省第10位。

（四）消费品市场逐步复苏。前三季度，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78.43亿元，增长

0.9%，增幅高出全省1.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

位。分城乡看，城镇零售额612.76亿元，增长

0.9%；乡村零售额165.66亿元，增长0.8%。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中，粮油、食品类增长

25.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2.5%，

化妆品类下降8.7%，日用品类增长41.2% 。

（五）财政收支增速加快。前三季度，全

市财政收入156.50亿元，增长2.2%，比上半年

增加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其中，税收

收入123.30亿元，增长6.0%，占全部财政收入

比重为78.8%。全市财政支出368.61亿元，增长

7.1%，比上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其中，民

生支出323.13亿元，增长7.5%，占全部财政支

出比重为87.7%。

（六）金融机构存贷比提升。9月末，全市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765.27亿元，增长9.6%，

比6月末回落2.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其

中，住户存款余额1828.51亿元，增长14.11 %。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290 .51亿元，增长

22.2%，比6月末提高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

位。金融机构存贷比由6月末的79.0%提高到

82.8%。

（七）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

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21元，增长6.2%，

居全省第2位。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5317元，增长4.2%，居全省15位；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9元，增长 7.3%，

居全省第2位。

（八）物价保持稳定。前三季度，全市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103.1%，上涨3.1%，比上半年

回落0.2个百分点，比全省低0.4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

和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9.3%、1.1%、

1.5%、1.1%、6.7%；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

居住分别下降2.6%、0.5%、0.4%。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

善，经济运行继续稳定恢复。但国际环境变数

较多，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稳就业稳企业保

民生压力仍较大，经济稳定回升基础需加力巩

固。下一阶段，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狠抓

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着力扩大优势、加快

补上短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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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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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菜篮子工程”深入推进。蔬菜及瓜果

产量分别增长4.7%和3.8%；畜牧业生产逐步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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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生产基本稳定。前三季度，全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2%，增速比1-8月份提

升0.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9位。从三大门类看，

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49.4%、3.1%，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5%。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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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高于全省4.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6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5.5%，居全省

第11位。

（三）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前三季度，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2%，比全省高2.8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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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乡村零售额165.66亿元，增长0.8%。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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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其中，税收

收入123.30亿元，增长6.0%，占全部财政收入

比重为78.8%。全市财政支出368.61亿元，增长

7.1%，比上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其中，民

生支出323.13亿元，增长7.5%，占全部财政支

出比重为87.7%。

（六）金融机构存贷比提升。9月末，全市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765.27亿元，增长9.6%，

比6月末回落2.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2位。其

中，住户存款余额1828.51亿元，增长14.11 %。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290 .51亿元，增长

22.2%，比6月末提高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

位。金融机构存贷比由6月末的79.0%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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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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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21元，增长6.2%，

居全省第2位。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5317元，增长4.2%，居全省15位；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9元，增长 7.3%，

居全省第2位。

（八）物价保持稳定。前三季度，全市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103.1%，上涨3.1%，比上半年

回落0.2个百分点，比全省低0.4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

和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9.3%、1.1%、

1.5%、1.1%、6.7%；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

居住分别下降2.6%、0.5%、0.4%。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

善，经济运行继续稳定恢复。但国际环境变数

较多，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稳就业稳企业保

民生压力仍较大，经济稳定回升基础需加力巩

固。下一阶段，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狠抓

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着力扩大优势、加快

补上短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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