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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后已经不去上海了？留下来的年轻人才更值得期待 

近年的“魔都”上海，年轻人仿佛越来越少。从统计数据来看，一方面，统计局数据显示，老

年人口占比逐年升高，另一方面，在外来人口增量较往年减少的情况下，其中外来老年人口占比却

在增加1，无一不验证了上海的年轻外来人口的确在减少。那么，究竟是哪些年轻人已经“逃离”上

海？这些逃离上海的年轻人有什么特征？不选择上海，他们又去向了何方？这对上海来说，又有着

怎样的影响呢？ 

 外来人口主要以年轻群体为主，整体增量连续三年负增长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毋庸置疑。据最新统计的外来人口年

龄结构来看，15 岁~44 岁的人口数量占比超过 6 成，青壮年劳动年龄人群依旧是上海市外来人口

的绝对主力。 

图：上海市外来人口年龄结构分布 

 

注：最新公布的流动人口调研数据为 2017 年 

数据来源：根据 2017 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统计 

不过，从外来人口的历年增量变化来看看，在上海 2014 年之后出于对人口控制目标的要求之

后，外来人口数量明显下降，2015 年到 2017 年三年间甚至出现负增长，直至 2018 年才有所增

加，但也不敌 2013 年之前的水平。另外，在外来人口增量减少的情况下，外来老年人口数量开始

呈增加态势，这无疑意味着来上海的年轻人正在减少。 

                                                             
1
上海市统计局 2018 年发布的《上海人口老龄化现状和预判》中提到“外来老年人口开始呈增加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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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海市近年来外来人口增量变化（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95 后”外来人口中来自浙江、山东的比例明显下降 

在了解哪些年轻人不再来上海之前，首先来看看上海流动人口的地域构成情况。根据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对各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来看，目前上海市“95 后”这一年轻群体主要来自安徽、江

苏、河南、四川、江西、浙江等省份，其中人口输出大省安徽的占比最高，历年来都维持在 30%以

上，其次是江苏，占比也在 10%以上，而长三角另一省份浙江，占比相对较低，仅有 4.1%。 

图：上海市 2017 年外来“95 后”年轻人口的十大来源地 

 

数据来源：根据 2017 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统计 

纵观 2013 年~2017 年五年间各省份输出到上海的年轻群体比例变化，可以看出山东、四川、

黑龙江及浙江几省外流到上海的年轻群体占上海的比例明显在降低。其中，山东的占比降低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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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3 年的 3.8%降至 2017 年的 1.6%，是占比减少最多的省份，在 2017 年，山东已经不是

上海外来年轻人口的十大主要来源地之一了。 

不过，也有一些省份的年轻人对上海更加青睐，比如占比最高的安徽，在 2017 年流入到上海

的 95 后占上海外来 95 后的比例反而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占比高达 37%。作为长三角经济发展

水平最低的省份，安徽一直是外出务工大省，由于省份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并且金融、人工智能等高

端产业更多地集中在上海，因此上海的 95 后中来自安徽的年轻人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另外，和安

徽一样，河南和江苏（主要是苏北）的年轻人比例也在上升。 

总的来看，2017 年各省份流出年轻人占上海 95 后外来人口比例相比 2013 年更呈现出就近

流入的趋势。来自上海的年轻人中邻近省份如江苏、安徽的比例明显升高，而距离比较远的四川、

黑龙江、贵州等省份的 95 后来上海的意愿均较往年有所下降。同时，对于山东、浙江这样的经济

强省，年轻人留在本省也能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来自这些省份的 95 后占上海外来年轻人口比例也

有所下降。 

图：上海市 95 后外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布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2013 年、2017 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统计 

来沪人员中高学历比重增加，餐饮、家政等低收入行业占比在下降
2 

接下来了解来沪年轻人的特征，我们从教育水平、从事行业和收入水平等角度来探讨这些流动

性较强的年轻人群的特征。为了能够精准描述年轻人群历年的特征变化，在本节中我们选取了 2014

年~2017 年处于 18 岁~25 岁年龄段这类大多是首次流动的年轻人群来做分析。 

首先在教育水平方面。据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统计，2014 年来沪年轻人还多是以中学和高中学

                                                             
2
 为了保持统计指标口径的一致，本节采用 2014 年~2017 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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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为主，比例接近 8 成，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年轻人占比仅为 7.3%；而 2017 年，尽管外来年轻

人教育水平仍以中学和高中学历为主，但占比同比 2014 年大幅下降了 12.2个百分点，比例已经降

至 6 成同多，同时本科以上学历水平的年轻人占比更是提升到了 13.5%，提升了 5.5 个百分点。 

由上可以看出，来沪年轻人教育水平在四年间明显提升，“人才”的比重在不断增加。结合上海

市近些年发展思路来看，上海欲打造全球性的科创中心，对“人才”的需求比较大，因而高学历人

才占比相比以往有所增加；同时，为了疏解城市拥堵、缓解公共资源紧张， “去低端产业、发展先

进制造业”也促使来沪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提升。 

图：2014 年和 2017 年来沪年轻人教育水平分布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2014~2017 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统计 

由于来沪年轻人教育水平较以往有明显提升，而 2014 年~2017 年也恰好是人工智能、现代物

流、新型金融、先进制造业等行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来沪年轻人从事职业和收入水平较以往也有明

显改变。 

具体来看。据流动人口调研数据显示，2017 年从事制造业的年轻人群占比明显提升，相比 2014

年增加了 5.3 个百分点。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上海近年来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也由 2014 年

的 25.2%提升到 2017 年的 30.8%，先进制造业发展颇有成效，能提供更多适合高学历年轻人的

工作岗位，工资水平的提升速度也不弱，来沪年轻人从事制造业的占比也有所提升。 

从事批发零售行业的年轻人 2017 年的比例较 2014 年也提升了 4.8 个分点，进一步分析可以

发现，2017 年自己当老板的年轻人同比 2014 年提升了近 7 个百分点，“给自己打工”的意愿越来

越强。同时，收入增速提升较快的教育行业以及传统高薪金融行业也越来越受来沪年轻人的欢迎，

比例较 2014年也均有提升。 

另一方面，对于收入增长相对较慢的其他服务业、建筑、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外来年轻人

从事这些行业的意愿也在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信息软件的收入水平上涨较快，但从事这一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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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占比却较 2014 年下降了 5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距离较近的杭州这一产业更为发达，同时

杭州市对引进人才的补贴政策更大，因此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向杭州流动。 

表：来沪年轻人 2014 年和 2017 年从事行业和平均收入水平情况 

行业 
各行业从业人数比例（%） 月收入平均水平（元/月） 

2014 年 2017 年 2017 年较 2014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17 年较 2014 年 

制造 35.6% 40.9% 5.3pts 3453  4587  32.8% 

批发零售 8.1% 12.9% 4.8pts 4229  4971  17.5% 

教育 0.8% 3.6% 2.8pts 4033  6558  62.6% 

金融 1.7% 3.2% 1.4pts 6000  5890  -1.8% 

文体和娱乐 2.2% 3.2% 1.0pts 5038  5510  9.4%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 
4.9% 5.9% 0.9pts 4323  4858  12.4% 

房地产 2.3% 3.0% 0.7pts 4310  6000  39.2%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 
0.2% 0.3% 0.1pts 4500  6300  40% 

卫生和社会工作 1.3% 1.4% 0.1pts 3736  7667  105.2% 

农林牧渔 0.9% 0.8% -0.2pts 3650  3880  6.3% 

电煤水热 

生产供应 
0.2% 0.0% -0.2pts 4300  —— ——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0.7% 0.3% -0.4pts 3538  6250  76.7% 

建筑 4.7% 3.8% -0.9pts 4525  5689  25.7% 

租赁和商务服务 1.8% 0.9% -0.9pts 4895  6133  25.3% 

科研和技术服务 2.0% 0.2% -1.9pts 4941  —— —— 

住宿餐饮 14.0% 11.6% -2.4pts 3372  4573  35.6%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 
7.3% 2.3% -5.1pts 4720  7567  60.3%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11.2% 6.0% -5.2pts 3523  4398  24.8% 

数据来源：根据 2014、2017 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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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省份核心城市更受认可，成为年轻人二次流动首要选择 

而这些变少的外地人去了哪里呢？以占比减少最多的山东人来看，大部分年轻群体选择在省内

流动。根据流动人口调研数据，2017 年 95 后在省内流动的比例已经在 6 成左右，而 2013 年还

有一半的比例选择到省外谋求发展，可见年轻流动人口对家乡所在省份城市的认可度正在提高。 

留在省内的年轻群体多偏向于青岛和济南，两者合计占比接近 7 成。不过，在 2013 年济南的

占比相对较高，达到 45%，而在 2017 年济南的占比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至 35%；同时，青岛的

比例明显上升，达到 3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济南高校资源相对较多，2013 年 95 后多

数还在上学，因此比例较高，而随着这一年龄段的人群逐步工作，经济发展水平更加的青岛则更受

青睐，流向青岛的 95 后占比也随之升高。结合青岛市近几年外来人口增量也能看出，相对于济南，

另外，烟台、威海等经济发展较好的沿海三四线城市 2017 年的比例较 2013 年也有提升。 

图：山东省外流人口省内省外流动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2013 年、2017 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统计 

而对于流出至省外的这一部分年轻群体来说，距离家乡较近的天津和北京仍然是首要选择，比

例均在 15%以上。不过，天津由于近来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制造业等产业不景气的影响，选择天津

的 95 后山东年轻人比例也有所减少。而在长三角区域，南京已经和上海相同，成为 95 后山东人

的主要流入城市之一。一方面，南京市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行的人才政策，使得南京对年轻人口的吸

引力明显提升，2017 年后南京的常住人口都保持着比较可观的增长；另一方面，相对较低的生活

成本也让更多年轻人逃离上海而选择南京。 

图：山东省 95 后流出年轻人口主要迁徙目的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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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28.0% 23.2% ↓4.8% 

北京市 14.7% 17.0% ↑2.3% 

大连市 4.0% 6.3% ↑2.3% 

南京市 2.7% 4.5% ↑1.8% 

上海市 9.3% 4.5% ↓4.9% 

数据来源：根据 2013 年、2017 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统计 

总结：外来人口减少不一定是“坏事”，留下的 95 后未来发展更值得期待 

事实上，不仅是上海，外来人口的递减现象同样在北京发生，年轻流动人口的比例同样也随之

减少。特别是从事低端制造业等收入水平较低行业的人群，在生活成本的压力下逐渐向家乡或邻近

家乡的二线城市转移。并且，自 2016 年起，各大城市都开启了人才抢夺大战，给予较为优渥的条

件吸引人才，对于在一线城市生活压力巨大的年轻人的吸引力明显提升，因此如杭州、宁波、合肥

等二线城市近年来的常住人口增量都十分可观。 

流动人口的向省内回归，对于众多二线城市而言自然是重大利好，一方面，相比在遥远的一线

城市而言，在临近的省会城市工作时间、空间成本都更低，也有助于增强城市外来人口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这些人群所带来的增加住房需求也会推动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给当地市场带来更多

生机。 

不过，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来说，这样的“外来人口减少”也不一定是坏事。一方面，

减少的人口大多是收入水平较低、文化水平也不高的从事制造业等低端产业的群体，对于现阶段的

上海而言，这类产业人群对城市发展作用相对较小，且会使得公共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也会进一步

加大城市的管理难度；相对而言，能留在一线的年轻人教育水平相对都比较高，符合一线城市未来

发展方向所需人才的需求，对现阶段城市发展的贡献更大，也更加利好这些城市未来的发展。 

而就房地产市场来说，留下来的这些年轻人多从事金融业、零售等收入水平较高的行业，并且

这一占比仍在持续升高，这意味着 95 后群体未来的购买力水平也会逐渐提高，潜在增加的购房需

求十分值得期待；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的减少会使得一线城市较为紧张的公共资源得到一定程度

的解压，对于发展落后板块的升级也是一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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