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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出炉。透过各种繁杂的数据，个人觉
得两个趋势应该是晋江企业或者产业最
应该关心的。

第一个趋势是一老一幼占总人口比
重进一步增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
13.50%）；0-14岁人口占比17.95%，相比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占比上涨。

两端增长，意味着按照年龄来分的
老幼两个市场在未来依然拥有极大的潜
力。就在数据发布当日，A股的养老和
二孩概念股纷纷上涨，5月11日收盘养
老概念股整体上涨 0.95%、二孩概念股
整体上涨0.78%。

资本市场的嗅觉的确敏锐。今年4
月，有研报指出：未来5-10年，新中国成
立后的第二代“婴儿潮”即将步入老年，
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水平较高，消费理念
相对较开放，对晚年生活的品质性和享
受性的要求更高。并且，敬老爱老是中
国的传统美德，大多数的中青年人也经
常为老年人采购老年用品。

本土制造业端的反馈也印证了这种
趋势，成人纸尿裤入局者增多是最典型
的表现。近两年来特别是在过去一年
中，越来越多的纸尿裤生产企业加码投
入成人纸尿裤市场，某纸尿裤生产线制
造商就透露，该公司一年来订单的增长
主要就集中在成人纸尿裤生产线上。

应该抓住这波趋势的，不能只有成人
纸尿裤商。事实上，包括鞋服、休闲食品，
都不应该坐看机会的流失。从目前国内
市场来看，老年人市场还缺乏相对强势的
领军企业，基本上呈现出的是群雄割据的
态势，谁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尚属未知数。

相比较60岁以上人口比重的增加，
0-14 岁人口占比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
占比的上涨或许更值得业界关注。

从数量上来说，尽管0-14岁人口占比
与60岁以上人口占比相差不算太多，但从
消费潜力上而言，这部分人群所能爆发出
的消费体量，却大得惊人。甚至在未来十
年间，这部分人群将会成为消费的主力军。

这是有迹可循的。以日本为例，国
内学者对日本世代消费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年轻世代”是引领日本“经济低迷
期”消费趋势的主力，塑造了其更加注重
简约化、高性价比的“低欲望”消费习
惯。日本在 2000 年左右，以优衣库、大
创及无印良品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消费品
龙头企业的崛起，正是顺应了这一消费
习惯变化的产物。

而从国内来说，“95后”甚至“00后”
出生的年代，正好是通讯信息技术高速
发展的时代，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多元
文化的冲击深刻影响了其价值观，使其
更加依赖线上便捷式的多元消费。这种
变化驱动了抖音、快手及B站等线上视
频社交零售、互动平台的快速发展；在消
费文化观念上，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
的成长背景，驱使新世代人群有更强的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其强大的文化自
信也带动了“新潮国货”的崛起。

从产品线的角度来看，本土鞋服企业
抓住了这个风口。在过去的一年多内，

“国潮”受到本土鞋服品牌共同的青睐。
他们通过在设计上加大中国文化元素的
比重，向市场消费者输出了一大批叫好又
叫座的产品。而晋江，也因此在去年天猫
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发
起的《2020新国货之城》调查中，位列2020
新国货之城排名第九，成为前十中唯一县
级市。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中，这个概

念将会被本土企业进一步强化。
如果第一个趋势意味着机会，那么第

二个趋势对于制造业来说，则是不能忽视
的隐忧，那就是适龄劳动力资源的减少。

有学者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1961年
出生的一代人今年都要退休了，在未来十
年，有约2.7亿人口（1962-1971年生人）年
满60岁，达到退休年龄，退出劳动力市场，
平均下来每年减少2700万。而新增劳动
力人口，如果以当前大学22岁毕业算，即
2000年以后出生人口，平均每年约1500
万，每年净减少劳动力达到了1200万。

在适龄劳动力减少的同时，年轻一代进
生产车间的意愿又越来越低。随着社会以
及经济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
简单，而如今年轻一代的“90后”“00后”基本
都是在生活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成长的，此外
他们也是和互联网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
人。他们的就业观与他们的父辈是完全不
同的。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在流水线上站
十多个小时应该是“90后”“00后”无法做到

的。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驱动的电子商
务、快递、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新兴行
业的员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年轻一代的就
业者也有了不去工厂的“机会”。也就是，宁
愿送快递外卖，也不愿在工厂工作。

制造业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已经在
现实上给企业带来了压力。在今年开春
的招工季中，“招工难”成为晋江企业普
遍反映的问题：哪怕一线生产车间员工
的福利年年都在上涨，但招工难度还是
一年比一年大。这也倒逼企业不得不选
择对生产环节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改造，
力求提高效率、减少用工。

庆幸的是，不管是主动或者被动，晋
江的制造业企业已经走在了这条路子
上，进行一系列探索：设备持续升级、材
料更新迭代、工艺日益完善、产品推陈出
新……从短期来看，企业的投入会因此
增加许多；但算长远账，在日后他们或许
会感激今时今日所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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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人口普查的两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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