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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贵阳人口增长

三个“密码”

人口的流入，从一个侧面体现一座

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5 月 14 日， 贵阳市统计局发布的

《贵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截至 2023 年末，全市常住人

口 640.29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8.25 万

人，增长 2.9%，增速位列全国第二。 同

时， 贵阳市人口净增量连续三年达 10

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贵阳对比同类城市

呈现增量凸显。 全市常住人口连续 44

年保持正增长， 近两年增幅居全国 26

个省会城市第一位，2023 年人口增量

排第二位，仅低于合肥市的 21.9 万人。

与人口规模相近的其他省会城市比较，

贵阳无论是增量还是增速，都表现出远

超同类城市的活力和潜力。

在全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作为经

济和人口总量都并不算太突出的内陆

省会城市， 贵阳人口总量为何逆势而

上，变身全国主要城市中的“黑马” ？连

日来，记者进行深入采访，探访其中的

发展“密码” ，读懂贵阳这座城市的魅

力、潜力和吸引力。

把人才兴市

作为城市发展重要战略

人口的增长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近三年，贵阳市人

才数量呈现连续增长态势。 截至目前，人才总量已经达

到 151.5万人。

贵阳，到底靠什么吸引人才？

这吸引力，首先来自顶层设计。早在 2021年 12月，

贵阳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就明确提出人才兴市战略，围绕

建设全省人才“蓄水池” 目标，大力实施人才“引、育、

用、留”四大工程。

在引才方面，贵阳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产业和重

点领域，依托省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人博会“绿色通

道” 、编制外引才、柔性引才，实施高校毕业生留（引）

筑行动等，拓宽引才聚才渠道。三年来，共引进各类高层

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 8762 人，新增制造业人才 5.14

万人、大数据人才 5.06 万人、农村实用人才 2.97 万人，

吸引 31.1 万名高校毕业生在贵阳就业创业。

在育才方面，贵阳实施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培养

计划，开展“技能贵阳” 行动，培养国家级、省级专家人

才 114名，享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128 人，高

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 2100 余人， 选拔市委联系专家

300余人，“订单式”培养高技能人才 2.9万余名。 在全

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 贵阳获 3 枚银牌、1 枚铜牌

和 26个优胜奖，成绩位居全省第一。

在用才方面，贵阳注重平台赋能，持续松绑赋权。建

成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等国家

级、省级平台 498个。 吸引 416 名科研人员到贵阳贵安

兼职创新、参与项目，投入 9.96 亿元支持“123” 计划

27 个人才（团队）创新创业。

在留才方面，贵阳围绕“卡、钱、户、房、岗” 五大要

素，发放“筑才卡” 24 万余张，及时兑现各类人才津补

贴，推行“最宽松、最方便、最快捷” 的户籍政策，7 万套

人才房免费住、廉价租、低价买“一键申领” ，近三年累

计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岗位 45万余个。

政策红利，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吸引人才汇集方

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让越来越多的“追梦

人” 在贵阳轻装上阵、奋勇前行，与贵阳这座城市双向

奔赴、相互成就。

石本铁是贵州一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22

年从北京回到贵阳工作， 首先面临的生活问题就是住

房。 回到贵阳第一年，他就向企业所在的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申请到了一年 6000元的租房补贴。“我们那一批，

就有 20多人享受到了租房补贴、 落户奖励、‘双创’ 奖

励、人才公寓等优惠政策。 ”石本铁说。

2023 年，贵阳累计兑现新引进人才安家费、企业引

才薪酬补贴、人才生活津贴、人才购房补贴等各类人才

奖补资金 2021万元，惠及企事业单位 1128 家（次），惠

及人才 3656人（次）。

优质的政策服务，是留住人才的基础。近日，记者走

进位于云岩区中天甜蜜小镇的贵阳市青年人才公寓看

到，便利店、餐厅、洗衣房、共享厨房等生活设施丰富完

善，健身房、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运动场馆一应俱全，优

美的环境让人印象深刻。

治国安邦，人才为本。对一座城市而言，人才是发展

的重要根基。在各地纷纷“抢人”的大背景下，贵阳市人

才数量连续三年增长，实属不易。这背后，既有坚持人才

“引育用留”并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号召力，更有着

经济加速发展的吸引力。

完善的产业生态

让年轻人大展才华

一座城市要吸引外来人口，“抢人” 政策的发力只是其

一，更重要的还是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贵州是传统劳务输

出的大省，作为省会城市，贵阳为何连续三年人口能够实现快

速增长？

202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作出“强省会” 战略部署，并出

台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 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支持贵

阳打造首位度高的省会城市、影响力大的中心城市、生态性强

的功能城市、幸福感足的宜业城市。 从那时起，贵阳迎来了属

于自己的城市发展机遇和标志性时刻。

据公开数据显示，从 2010 年至 2020 年，贵阳地区生产总

值从 1121.82 亿元增加到 4311.65 亿元， 增幅达到 284.3%，

在全国主要城市 GDP增幅排名中位列第一。 2023 年，贵阳市

地区生产总值再次跨过一个千亿级台阶，达到 5154.75 亿元，

同比增长 6%，实现增速高于全国、全省的预期目标，经济发展

速度令人惊叹。

可以说，经济加快发展、产业加速集聚、城市发展机会增

多，是贵阳吸引外来人口的主要原因。

这里有发展的风口，是施展抱负的“兴业福地” 。 贵阳产

业业态丰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及材料、大数据

电子信息“三大新兴产业” 发展迅猛，比亚迪、宁德时代、奇瑞

等行业龙头在这里投资布局，华为、腾讯、网易等知名企业在

这里集聚发展，为广大人才就业创业提供了完善的产业生态。

这里有创新的沃土，是开放包容的“成才高地” 。 贵阳是

全国承载大数据领域试验试点示范最多的城市之一， 致力于

打造全国数字经济技术模式、商业模式的首选试验田，积极服

务创新、支持创新、包容创新，积极打造高能级产业技术创新

中心、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建立系列包容创新机制，最大限度

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努力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多的创

新创造平台。 大家选择这里，享有优质科研环境、一流创新生

态，在创新舞台上“唱主角”“挑大梁” 。

“很庆幸当时选择落户贵阳” ，远东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田地说，5年里， 公司从默默无闻发展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贵州省大数据 50 强企业。 成立前两年，公司多以政府项目为

主，现在深耕的大健康领域， 产品推广等也有赖于政府支持。

“近几年， 贵阳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质量

稳步提升， 人才回流明显， 这些都给了我们发展的底气和信

心。 ”

“贵阳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很看好在这里创新创

业。 ” 贵州中科分子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正旭于 2021年 12

月从深圳来到贵阳发展，对于在这里的未来，他充满信心与期

待。

贵阳是首批入选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城市，

也是全国“最年轻城市” 之一。 如今，这种开放、年轻、包容的

城市文化魅力正不断释放。 “只要选择贵阳，贵阳就会成为你

圆梦的地方。 何必去远方，美景就在身旁” 已成为许多贵阳青

年的共识。

有专家分析认为，随着高铁、轨道交通的开通，贵阳的软

硬件实力得到明显改善，城市美誉度逐渐提升，城市吸引力增

加；贵阳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以及创新能力上的投入，

为人口流入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作为省

会城市的贵阳可以提供更多创业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 贵阳，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青春之城” 、创新创业之

城，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这里尽展才华、各显神通、展

现抱负。

城市承载力

持续提升加速人口集聚

“真没想到贵阳这几年变化这么大，上次来还是两

年前，感觉都快认不出来了！地铁、高楼、大数据中心，感

觉未来可期啊！ ” 这两天，来自重庆的游客李丽雅在观

山湖公园游玩时发出这样的感叹。

5 月 10 日， 贵阳市统计局副局长杨云在贵阳贵安

“强人才” 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3 年，全省

常住人口 386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9万人，贵阳市人口

增量是全省的两倍，增速超全省 2.7 个百分点，比 2022

年的 1.9%加快 1 个百分点，增量和增速稳居全省第一，

充分展现出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

近年来，大量省内外的“新贵阳人” 在这里安居乐

业，除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力，还有公共服务品质显著

增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宜居宜业宜游等重要因素。

这几年，贵阳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完成“一核三心

多组团” 城市空间规划，城市承载能力不断增强；轨道

交通 1、2、3 号线先后开通运营，贵南高铁、贵金古高速

公路通车，开通运营定制公交、“黔爽微巴” 等极大提升

了群众公共出行效率；垃圾分类、交通治堵取得阶段性

成效，城市治理水平持续提升。

这几年，贵阳公共服务持续提升。 去年新增“公办

强校” 187 所，引进全国知名学校 2所；获批国家紧密型

城市医疗集团试点，4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运，

建立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提升低保标准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成为西部地区唯一实现市域范围内城

乡低保标准统一的省会城市。

这几年， 贵阳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全力推进城市

“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围绕教业文卫体、老幼食住行打

造 15分钟生活圈，建好停车场和农贸市场，加快推进棚

户区、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改造，为市民添便利；精准推

进治房、治水、治垃圾、治厕和治风，持续改善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

“爽爽贵阳” 被称为“避暑之都” ，清新的空气和宜

人的气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定居。 丰富的

民族文化和历史遗址，让贵阳成为了“网红城市” 。

走进南明区曹状元街，街道干净，古色古香。 状元

楼、武状元坊等以清朝武状元曹维城故事为核心的元素

成为“卖点” 。“街区更有特色了” 。附近居民李登贵说。

另外，随着路边音乐会不断上演，贵阳随之获得新

晋“爱乐之城” 的美誉。 今年“五一”假期，贵阳位居全

国热度城市前十。 互联网流量效应，不仅为城市聚拢了

人气，也为吸引更多人来安居奠定了基础。

2021 年，贵州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城区新增人口

突破“3 个 100 万” ，即省会贵阳、市（州）中心城市、县

城分别新增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贵阳城区常住人

口突破 500万、建成特大城市。

展望未来，贵阳在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依然

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和投

资者，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杨云表示，贵阳将积极响应人口增长带来的挑战，

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城市规划、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措施，大力提升城

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让城市让更多的

人才既能“乐业” ，也能“安居” ，让更多人到贵阳筑

梦、圆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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