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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人 口 省 陈 迁移对城鴒化 的彩响
＊

——

典型省份比较研究

李 鹏 黄永山

【提 要 】
人口跨越省际大规模迁移已经成为我国 经济结构性 变化的常态表现 , 其对不

同 省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路後有着不 同 影响 。 本文选取广 东省 、 河南省和辽宁省 ,

做为我 国人 口省际净迁入 、 迁 出和基本均衡的三个代表性省份 , 分析人口 省际迁移的方向 、

数量 、 就业及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程度 。 研究表明 ,
人 口城镇化 需要持续 多 年的工业

化支撑
；
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人口迁移 的流向和影响 ？

不 同 省份新型城镇化面 临 不 同 的人

口 流动冲击 ,
应走不 同的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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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 ,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 , 根据有无发生户籍变动 ,

我国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迁移流动人 口 。 我将发生迁移和流动行为 的人分别称为迁移人 口

国的人 口迁移流动一方面激发了社会活力 , 加和流动人口 。

速了我国经济发展 , 另一方面推动 了城镇化进根据人 口普查中关于迁移人 口 口径的规定

程快速提高 , 调节了 区域人口结构 , 促进 了人与流动人 口 的界定 , 我 国迁移人 口与流动人 口

口合理再分布 。 由于不 同省份人 口迁人与迁出差别不大 , 故本文对迁移人口 与流动人 口不做

数量差别很大 , 其对当地城镇化影响也不尽相特别区别 。 本文人 口迁移数量计算方法是 ： 人

同 , 未来随着中国产业区域梯度转移和转型升口迁移＝ 常住人 口
一户籍人 口 , 如果前者大于

级进程 , 人 口迁移的流 向和强度会再次发生变后者 , 则是人 口 净迁入 , 反 之 , 则是人 口 净

化 。 因此 , 为了更好地推进不 同地区新型城镇迁出 。

化
ｇ
程 , 有必要按照不同省份人 口迁移的情况 ,为分析省际人 口迁移对城镇化的影响 , 根

进行分类研究 ,
以 制定更加合理的人 口 、 产业 据人口迁入数量多少 , 在剔除低位数值省份后

和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 。 (影响不显著原因 )
, 我们分别选取人口迁出人高

一

、 概念界定和研究对象选择

人 口迁移主要是指 以改变居住地为 目 的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

人口发展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跨越
一定地区 ( 地界 ) 的人 口 移动行为 。 我 国变研究

”
(批准号 ：

1 2ＣＪＹ 0 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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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中位数的三个典型省份 , 广东 、 河南和辽表 1 1 9 8 5— 2 0 1 0 年广东省人口迁入数据

宁作为研究对象 。 按照 2 0 1 0 年我 国第六次人 口 (
单位

：
万人

)

普查数据计算 , 广东省是全国流动人 口净迁人Ｉ 1 9 8 5 ？

丨

1 9 9 0？

丨

1 9 9 5？

丨

2 0 0 0
？

丨

2 0 0 5 ？
Ｉ

年份
最多的省份 , 净迁人 1 9 2 0 万人 ；

河南省是流动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人 口净迁出最多的省份 , 净迁出 1 0 3 2 万人 ；
辽

Ｌ 1 2 6 ． 1 1 9 4 ． 7 1 2 1 0 ． 8 1 5 8 9 ． 5 1 3 8 9 ． 0

宁省人口净迁入是 1 2 1 万人 , 在净迁入省份中 ,人口

数量处于中位 。占全国
1 1

． 4 1 8 ． 3 3 5 ． 6 3 1
．

5 2 5 ． 2

比例 ％

二
、 典型省份省际人口 迁移对‘


城镇化影响 旳比较人口
1 0Ｌ 0 1 7 2

＂
6 1 1 6 4

＂
7 1 3 6 2

＂
3 1 2 2 7 ＂ 7

(

－

) 省际人口迁移对广东省城镇化的影响数据来源 ： 根据 Ｉ＂ 5 年 、
2 0 0 Ｓ 年 1％人 口抽样调査和 1 ＂ 0

1 ． 广东省省际人 口迁移 ：
方向 、 数量及行业

年 、
讓 年 、

議 年人口普査资料计算整理 。

广东省是我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快速从表 1 可见 , 上世纪 9 0 年代后期以来 , 广

发展的以加工贸易 为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传东省迁入人 口增长非常迅速 , 2 0 0 0 ？ 2 0 0 5 年吸

统商业服务业产生 了大量就业需求 , 吸纳 了许引迁入人 口达到 1 5 8 9 ． 5 万人 ,
2 0 0 5

？
2 0 1 0 年间

多外来省份劳动力和迁移人 口 。占到全国四分之一 。

表 2 广东省流入人口和总就业人 口 的职业分布 ( ％ )

2 0 0 0
年 2 0 1 0

年
职业


＾



1



＾ ＾



外省流人人口 本地流动人口总劳动力外省流人人口本地流动人口总劳动力

国家机 关 、 党群组织 、 企 业 、

0 ．
7 7 3 ． 3 4 1

．
9 8 2 ． 2 9 4 ． 4 6 2 ． 7 6

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2 ． 7 71 1 ． 0 15 ． 8 6 4 ． 7 8 1 1 ． 1 2 7
． 3 1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 ． 4 4 8 ． 5 8 4 ． 7 1 6 ． 6 0 9 ． 7 5 6 ． 9 5

商业 、 服务业人员 1 2 ． 8 1 2 8 ． 4 4 1 4 ． 8 2 2 0 ． 5 2 3 4 ． 7 3 2 0 ．
9 7

农 、 林 、 牧 、 渔、 水利业生产
2 ． 8 97 ． 2 4 3 7 ． 5 5 1 ． 4 0 3 ． 9 0 2 4 ．

5 9

人员


生产 、 雜设备操作繼有
7 6  3 ｌ

＾“

＾＾ 3＾Ｔ
关人员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0 ． 0 1 0 ． 0 1｜ 0 ． 0 1 ｜ 0 ． 0 8 0
．

0 7 ｜ 0 ． 0 8 ｜

数据来源 ： 根据 2 0 0 0 年 、
2 0 1 0 年人 口普査资料计算整理。

从广东省流人人口和本地流动人口 的职业分入人 口在总人口 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布来看 (见表 2 ) , 夕卜省流人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表 3 2＿、 2 0 0 5 、 2 0 1 0 年份广东省流动人口数据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等领域 ,
少部分集中在商业

｜



＾ ＿細 Ｉ 2 Ｑ 1ＱＩ

和服务业领域 。 2 0 0 0 年和細年 , 两大行业合
广东省常住人口 , 万人 8 6 5 0 ＾

一̄

计就业比重分别达到 8 9 ． 1 2％和 8 4
． 8 4％ 。 由此可外省流动人口 , 万人 ＾ ＾ ^

以看出 , 大部分的外来劳动力人 口是在城镇就业 , ＾


＾ ＾ ^
成为广东省人 口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地流动人口
／万人 ＾ ^

2 ． 广东省省际人 口迁移对觀化的影响 ：

＾

＾


＾ ＾ ^
比重 、 速度及贡献率



根据人 口 普查数据显示 ( 表 3 ) , 广东省迁
年人＝＝料＝＝

年 抽样调査和議 年 、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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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多年来 , 广东省城镇化发展迅速 , 外省省受产业转型路径和进度影响 , 在 旧产业吸引

迁入人 口对广东省城镇化进程有非常显著的正力下降和新产业容纳力不强的叠加阶段 , 城镇

面影响 , 使广东省成为我国城镇化率较髙的省化进程将进入慢速增长阶段 , 工业化和城镇化

份之一 。 1 9 9 5 到 2 0 1 2 年间 , 广东省城镇化率年的相互增强关系开始弱化 。

均增加 1 ． 6 5 个百分点 。 2 0 1 2 年广东省人 口城镇(
二 ) 省际人口迁移对河南省城镇化的影响

化率为 6 7 ． 4 0 ％ , 高于全国城镇化率 1 4 ． 8 个百 1 ． 河南省流动人 口迁移 ： 方向 、 数量和就业

分点 ,
城镇常住人 口达到 7 1 4 0 万人 。河南省是 我 国 的人 口 大省 和农业大 省 ,

表 4 广东省人口城镇化发展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 , 人均耕地少 , 收入低 。

￣

＾

＾
＾ ＾



1改革开放以来 ,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

访也
年末常住 户籍人口河南省大量劳动力人 口开始迁 出本省 ’ 迁人东

人口
／万人 ／万人

ｍ ／％＿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和生活 。

； 3 ,  3 7 3 8 7 6 7 8 8 ． 7 4 2 , 9 8 2 9 ． 8 9＾ 簡？漏顿棘人Ｑ迁 出数据

 ( 单位 ：
万人 )

2 0 0 0 5 5 ． 0 8 6 5 0 7 4 9 8 ．  5 4 3 1 ． 1 8 5 0 ． 8 5｜



1



＾ ＾ ＾



 1 9 8 5
？

1 9 9 0
？ 1 9 9 5

？ 2 0 0 0
？ 2 0 0 5

？

2 0 0 56 0 ． 7 9 1 9 4 7 8 9 9 ． 6 4 5 1 ． 6 7 2 6 ． 8 6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0 6 6 3 ． 0 9 3 0 4 8 0 4 8 ． 7 1 5 1 ． 5 5 2 9 ． 2 1^
 5 9

． 0 7 4
．

0 2 4 3 ． 0 4 5 4 ． 9 5 4 3 ． 0

2 0 0 7 6 3 ． 1 9 4 4 9 8 1 5 6 ． 0 5 5 2 ． 0 22 8 ． 8 4入口



2 0 0 8 6 3 ． 4 9 5 4 4 8 2 6 7 ． 0 9 5 1 ． 9 9 2 8 ． 9 7 5 3 6  9 7 2 9 0 9 9

比例％
, ． ． ．？

2 0 0 9 6 3 ． 4 1 0 1 3 0 8 3 6 5 ． 9 8 5 2 ． 0 9 3 2 ． 1 4


 净迁出

2 0 1 0 6 6 ． 2 1 0 4 4 1 8 5 2 1 ． 5 5 5 2 ． 1 5 3 5 ． 7 1人卩
1 1 , 1 4 7 , 0 1 9 3 , 6 4 1 7 , 9 4 9 9 , 9

2 0 1 1 6 6 ． 5 1 0 5 0 5 8 6 3 7 ． 1 9 5 2 ． 1 7 3 5 ． 5 0数据来源 ： 根据 
1 9 9 5

年 、 2 0 0 5
年 

1 ％人 口抽样调查和 
1 9 9 0

2 0 1 2 6 7 ． 4 1 0 5 9 4 8 6 3 5 ． 8 9 5 2 ． 1 73 6 ． 9 0年 、 2 0 0 0 年、 2 0 1 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整理 。

数据来源 ： 2 0 0 6
？

2 0 1 3 年 《广东统计年鉴》 。从表 5 可以看出 ,
9 0 年代后期开始河南省

从外省市迁入人口 对難化率的影响程度
迁出人 口 迅

＾
增长 , 到 2 0 0 5 ？ 2 0 1 0 年间迁出

看 (见表 4 ) , 外来人口 对广东省城镇化水平提
5 4 3

^

細平均贡献率从 2 0 0 5 年的 2 6 ．減人人 日 和本減雜动力的职业分布

2 0 1 2 年的 3 6 ． 9 0 ％ , 贡献率超过 1 ／ 3 。 (见表 6 ) , 河南省人 口 就业结构仍然以第

3
． 未来省际人 口迁移对广东省城镇化可能

—产业为主 °

十多年来 , 尽管河南省非农产业实现了较

总体看来 , 随着中 国经济产业转移和转型
快发展 , 大量第

－产业劳动力正在向 第二三产

升级进入加速时期 , 广东省传统工业化和城镇 ％
化道路面歸劳动力人 口逐舰少滅失 的Ｅ

后 , 非农产倾纳农业转義动力
ｆ
容量远远

大挑战 。

－是随着内地传统产业和普通劳动力 ,
于需求 。 因此 , 作为 中 国人口 第三大省 , 也

需求量快速增长 , 广东省面临越来越大的劳动
就成为人 1

＝
1 净迁出最多＿份 ’＊

力供给缺 口 和人 口 流失风险 。 二是广东省城镇


化质量不高 , 外来流动人 口 与当地人 口享受福① 根据人口统计制度 ’ 只有 Ｉ＂ 5 年 、 2 0 0 0 年和 ＭＯＳ 年及 以

利差距巨大 , 这使他们长期处于
－种不稳定状 ② 献率

＝

1
＿

 ( 户 籍人 卩 ＊ 户籍非农 比

态 , 就地向市民转变面临较多困难。 三是广东例 ) ／ (城镇化率 ＊ 常住人口 )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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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5
—

1 0 年 , 河南省人 口 仍会持续地向 省外流动迁移 。

表 6 河南省流动人口 和总就业人口 的职业分布 (
％

)

2 0 0 0
年 2 0 1 0

年
糖

1



＾



1



＾



外省流人人口 本地流动人 口总劳动力外省流人人 口 本地流动人 口总劳动力

国家机 关 、 党 群组织 、 企业 、

＿？＾ ＿ 2
．

6 9 3 ．
7 3 1

．
1 2 3 ．

9 7 3 ． 2 8 0 ． 8 5

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 人员 8 ． 0 3 1 5 ． 5 9 4 ． 3 2 9 ． 0 11 6 ． 2 1 5 ． 0 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 ． 4 7 8 ． 2 2 2 ． 0 5 3 ． 5 1 9 ． 5 6 2 ． 8 0

商业 、 服务业人员 2 3 ． 5 9 2 0 ． 6 1 5 ． 1 0 4 4 ． 2 6 3 9 ．
1 9 1 0 ．

8 9

农 、 林、 牧 、 渔、 水利业生产
3 0 ． 3 73 1 ． 7 5 8 0 ． 0 8 1 0 ． 3 8 7 ． 2 2 6 6 ． 4 0

人员

3 0 ． 6 01 , 9 4, 2 9 2 8 ． 6 4 2 4 ． 3 2 1 , 9 4

关人员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0 ． 2 5 0
．

1 7 0 ． 0 6 0 ． 2 3 0
．

2 1 0 ． 1 2

数据来源 ： 根据 2 0 0 0 年 、 2 0 1 0 年人口普查资料ｉ
ｆ嚷整理 ,

2 ． 河南省省际人 口迁移对城镇化的影响口数量 , 在本地城镇人 口容量没有相应增强的

表 7 显示 , 河南省常住人 口 中户 口 登记地前提下 , 也会相对提高河南省 的人 口 城镇化水

在外省的人口 占该省常住人 口 的 比重极小 , 省平 ( 见表 8 ) 。

际迁入人 口 对城镇化的影响很小 。 与外省的流表 8 河南省人口城镇化发展状况

入人 口相比 ’ 河南省 内的流动人 口则要多的多 ,



2 0 1 0 年省内流动人 口 占全省常住人口 的比重达城镇 户籍人口 常住人 。 迁出人口 (Ｔ

到了 9 ． 8 ％ 。化率 ／％／万人／万人 ／万人口比重

表 7 2 0 0 0 、 2 0 0 5 、 2 0 1 0 年份河南省流动人 口数据＾＾ＩＩ＝ 1

年份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0 0 2 3 ． 2 9 4 8 8


常住人 日 ／万人 9 4 8 8 9 3 8 0 9 4 0 5 2 0 0 5 3 0 ．
7 9 7 6 8 9 3 8 0 3 8 8 1 3 ． 4 7

外省流动人口 ／万人


4 7



3 7



5 9 2 0 0 6 3 2 ．
 5 9 8 2 0 9 3 9 2 4 2 8 1 4 ． 0 2

比重／％0 ． 5 0 ． 4 0 ． 6

 2 0 0 7 3 4 ． 3 9 8 6 9 9 3 6 0 5 0 91 5 ． 8 5

本地流动人口 ／万人5 2 0 4 2 6 9 1 7




 2 0 0 8 3 6 ． 0 9 9 1 8 9 4 2 9 4 8 9 1 4 ． 4 1

比重／％ 5 ． 5 4 ．  5 9 ． 8

本省流出人口 ／万人3 0 7 5 9 7 8 6 3 2 0 0 9 3 7 ＇ 7“ 6 7 9 4 8 7 4 8 0 1 3 ． 4 2

数据来源 ： 根据 2 0 0 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査和 
2 0 0 0

年 、 2 0 1 0 2 0 1 0 3 8 ．
 8 1 0 4 3 7 9 4 0 5 1 0 3 2 2 8 ． 2 8

年人口普査资料计算整理 。 2 0 1 1 4 0 ． 6 1 0 4 8 9 9 3 8 8 1 1 0 1 2 8 ． 8 9

由于省外迁入河南省人 口 少 , 因此 , 河南
2 0 1 2 4 2． 4 1 0 5 4 3 9 4 0 6 1 1 3 7 2 8

．
5 1

省城镇化进程主要受到省内流动人口和本省迁数据来源 ： 2 0 1 3 年 《河南统计年鉴》 。

出人口 的影响 , 其中省 内流动人 口 增多提高 了


城镇化水平 ,
而人 口迁出则相对降低了常住人① 迁出人 口

＝总人口一常住人口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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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河南省省际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的发表 9Ｗ肪？Ｍ 1 0 年辽宁省人口迁 出入数据

展动向 ( 单位 ： 万人 )

河南省 目前是中 国人 口 迁出 最多的省份 ,

年份
1 9 8 5

？
1 9 9 0

？ 1 9 9 5
？

2＿
？

2 0 0 5
？

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2 0 1 2 年低 1 0 ． 2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

2 0 1 0

＿

个百分点 ) , 这是由其经济结构决定的 。 经济结
迁出人口 2 9 ． 5

—＿＾ ＾＿＿ ＿＿

构是
一个长期累积变量 , 在 5

？

1 0 年的短时期迁人人ｎ 5 4 ． 2

＿＿ ＿＿ ＿＿＾＿＿^

内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 。 因此 , 可以预计 , 河 2 4 ． 7 2 3 ． 9 3 9 ． 5 3 4 ． 1 4 9 ． 6

南省未来人 口流动仍然会表现为省外迁出为主 ,＾
,上、屮》通；把士姑杜江 《ｎ 奸姑几 抹站坦金数据来源 ： 根据 1＂ 5 年 、

2 0 0 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和 1 9卯

省内逐渐扩大的特征 , 人 口 城镇化持续提高 ,

,
, … …年 、 2 0 0 0 年 、 2 0 1 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整理。

但水平仍然较低的状况 。

(
三

) 辽宁省
■

省
■

际人 □迁移与城镇化从省外迁入和本地流动人 口的职业分布来看 ,

1 厂辽宁省省际人口迁移 ： 数量与就业 2 0 1 0 年和 2 0 0 0 年相比 , 流动人口更多地从农 、 林 、

辽宁省是我国老工业基地 , 经济比较发达 。

牧 、 渔和湖生产碰 , 转向生产 、 运输设躲作

観以重Ｘ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 能够提供的？？？？■。 ？入入 口？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不多 , 同时对劳动力 的技能入口

素质要求鶴 , 目雌想弓 Ｉ人 口大纖流人 。

侧微分布 , 如篇年本省—人口从事商业

从表 9 看 出 ,
辽宁省虽然是人 口 净迁入省份 ,

但是净迁入的规模不大 , 与 2 0 1 0 年 4 3 7 5 万常住 重 ；
2 0 1 0 年辽宁省总劳动力 职业中从事商业和

人 口相比 , 净迁入比重只有 1 ． 1 3 ％ , 所 占 比重
服务业的比重有了 6 ． 6 个百分点的提高 , 而从

ＷＫ事生产 、 运输设备操作的 比重则几乎没有变化 ^

表 1 0 辽宁省流动人 口和总就业人 口的职业分布 (
％

＞

2 0 0 0
年 2 0 1 0

年
职业


＾



＾ ＾



外省流动人口 本地流动人口总劳动力外省流动人口 本地流动人口总劳动力

国家机关 、 党群 组织 、 企业 、

,。。。

1 ． 9 9 6 ． 0 0 2 ． 7 9 2 ． 8 8 4 ． 1 3 2 ． 1 1

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4 ． 8 6 1 7 ． 9 6 8 ． 0 7 5 ． 4 71 5
． 5 5 8

． 9 5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 ． 7 2 9 ． 5 6 4 ． 3 4 2 ． 5 9 8 ． 2 1 5 ． 0 8

商业 、 服务业人员 2 7 ． 7 6 2 2 ． 0 4 1 2
． 3 8 3 6 ． 1 3 3 2 ． 9 0 1 9 ． 0 2

农 、 林 、 牧 、 渔 、 水利业生产
2 2 ． 3 9 1 4 ． 6 7 5 1 ． 8 4 1 1

．
4 8 1 0 ． 5 3 4 4 ． 2 8

人员

生产 、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
4 0 ． 2 6 2 9 ． 7 4 2 0 ． 5 6 4 1 ． 2 6 2 8 ． 5 8 2 0 ． 4 7

关人员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0 ．  0 2 0 ．  0 3 0 ．  0 2 0 ． 1 8 0 ． 1 1 0 ．  0 8

数据来源 ： 根据 2 0 0 0 年 、
2 0 1 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整理。

2 ． 省际人口迁移对辽宁省城镇化的影响看 , 如果排除外省流人辽宁省从事第
一

产业的

从表 1 1 可以发现 , 辽宁省人 口迁入 、 迁出人口数量 , 其余视为城镇人口 , 那么 2 0 0 0 年和

大体均衡 , 省际迁人人 口规模不大 , 对辽宁省 2 0 1 0 年 , 省外迁入辽宁省 的流动人 口仅 占全省

城镇化的影响较小 。城镇人 口 的 3 ． 5 9 ％和 5 ． 8 3 ％ , 对提高城镇化的

从迁移人口对城镇化水平的实际影响程度影响率只有 1 ． 9 4 ％和 3 ． 6 2 ％ 。 因此 , 可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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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鹏 黄永山 ： 人 口省际迁移对城镇化的影响
——

典型省份比较研究


外省流入人口对辽宁省的城镇化影响很小 , 城续表

镇化水平主要受到本省农村人 口迁移流动的规年份 辽宁省 全国平均水平 辽宁省高于全国水平数量

胃
2 0 1 1 6 4 , 0 5 5 1 ． 2 7 1 2 ． 7 8

表 1 1 2 0 0 0 、 2 0 0Ｓ 、 2 0 1 0
年份辽宁省流动人口 数据 2 0 1 26 5 ． 6 5 5 2 ． 5 7 1 3 ． 0 8

(
万人 )



(



！



＾

＾



！
 2 0 1 3 6 6 ．  4 5 5 3 ． 7 3 1 2 ． 7 2

年份 2 0 0 02 0 0 5 2 0 1 0 1
 ＾

1


＾


1

 数据来源 ： 相关年份 《辽宁统计年鉴 》 。

常住人口 4 1 8 2 4 2 2 1 4 3 7 5

外省流动人口

“―

＾


ｍ



＾

—

辽宁省面临 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 第

；



一

, 随着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 农村生产和生活
比重 ／

＂

ｂ 2 ？
 5 3 ． 5 4 ？

 1



条件内在价值不断提高 , 农村人 口 向城镇转移
本地流动人口 5 4 47 0 7 7 5 2．

,＿
ｔ ｒ , Ｋ

,

^

 的动力不足 。 第二 ,
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 , 尽

＿———— 管近些年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 但三次产业及产
本省流出人口

 ｜ 3 6 ｜ 6 5｜ 1 0 1

业内部不够协调 , 吸纳农村人 口 流入潜力不足 。

数据来源 ： 根据 2 0 0 5 年 1％人口抽样调査和 2 0 0 0 年 、
2 0 1 0第三 , 辽宁城镇化体系结构不协调 , 产业和人

口 区域间分布明显不平衡 。

3 ． 辽宁省省际人口 迁移与城镇化进程面临＿＃、八 ”￥ 、 、

的主要问题
二、 结论及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 , 辽宁省城镇化水平始终高未来 2 0
？

3 0 年 , 我 国城镇化整体处在快速
出全国平均水平 , 但差距呈现缩小态势 。 原因 发展阶段 , 流动迁移人口 将会持续增加 , 但是
在于

－

方？全 目龍化減錄 , 方瓶 針浦经肤达難Ｍ贿段各不相 同 、

宁省城镇化增长趋慢 。 按照 2 0 0 1
？ 2 0 1 3 年平均 且差距较大 , 如何处理好流动人 口 迁移 、 城镇

增速计算 , 辽宁省年均增加仅有 0 ． 9 7 个百分
化发展和产业升级三者的关系 , 将决定各个省

点 ’
 1 － 3 4＋胃Ｍ＿区市新型工业化 、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速度

度 ( 见表 1 2 ) 。 目此 ,

＂

5
Ｊ以判断 , 辽宁省城維 和质量 。 通过对广东 、 河南輒宁省 的省际人

快速增长期 已 经结束 , 将转入低速增长 , 未来
ａ迁移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的论述 ,

本文得出
城镇化的重点应当更多地从规模增长转到结构

(
＿

) 賺＿傾贿鮮紅业化进程

表 1 2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 比较 ( ％ )作为支撑 。 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

年份 辽 宁省 全国平均水平 辽宁省高于全国水平数量从二个省份人 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的互动关系

1 9 7 8 3 6 ． 6 9 ＾


＾


看 ,
工业化起步早 , 时间长 , 城镇化水平就高 ；



反之 , 相对较低 。 因此 , 我 国 只有不断推动工
1 9 9 0 5 1 ． 0 0

———— 业经济转型升级 , 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 , 才能
2 0 0 0 5 4

．
2 4 3 6

．
2 2



1 8 ．  0 2

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提供持久的动力 。

2 0 0 5 5 8 ． 7 04 2 ． 9 9



瓜 7 1 ( 二 )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省际人 口 迁移对城

2 0 0 6 5 8 ． 9 9 4 3 ． 9 0 1 5 ． 0 9ｎ镇化的影响程度 。 经济发达 、 产业和就业结构

＾ ＾＾＾比较合理 、 人均 ＧＤＰ 高的地区能够接纳大量外

2 0 0 8 6 0 ． 0 5 ＾


＾


来人 口 , 往往成为人 口 净流人省份 ； 反之 , 经



济发展落后 、 人均 ＧＤＰ较低 、 第一产业比重较
2 0 0 9 6 0 ． 3 5

———— 大的地区以劳动力人 口流 出 为主 , 流人人 口很
2 0 1 06 2 ． 1 0 4 9 ． 9 0 1 2 ． 2 0

少 , 往往成为人 口净流出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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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同省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面临不同力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 。 对于辽宁 省来讲 , 超

的人口 迁移冲击 , 应走不同的发展道路 。 2 0 1 4过 6 5 ％的城镇化水平 , 预示着农村人 口大规模

年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 尽管国家有集中迁人城镇 的时期 已经基本完成 , 未来将进

总体规划 , 但是不同省份发展状况不同 , 要探入减速提质的阶段。 因此 , 新型城镇化不应 以

索因地制宜的不同发展道路 , 避免同质化 。 对追求提髙城镇化率为主要 目标 , 而应当 以优化

于广东省而言 , 传统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发展城镇体系结构为主 , 要 以产业为依托 , 建立紧

对人口迁移存在不同的影响 。 随着大量传统劳密型的大中小城市经济体系 , 提高大城市服务

动密集型产业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 , 在乡 土观念中小城市的带动和辐射能力 , 增强 中小城市和

和收入提高的激励下 , 数量巨大的普通劳动力城镇的产业与人口 承载能力 , 使城镇化体系和

将回迁 ； 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等新兴产业尽管能格局不断优化 。

够吸引 中高级人才迁入 , 但其增加数量不可能尽管本文只选取了三个省份做为研究对象 ,

弥补普通劳动力减少的空缺 , 因此 , 广东省今但是仍然具有典型性意义 , 对于那些与上述三

后的新型人口城镇化发展道路不得不同时面对个省份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而言 , 其经济

两股相反的人流 、 物流和资金流 , 要在稳定城阶段的相似性 , 人 口迁移流 向 、 强度和对城镇

镇化水平的基础上 , 提高城镇化质量 , 加快促化影响程度也具有相似性 , 对应省份可 以更多

进产业转型升级 , 防止两股不同流 向要素之间地借鉴三类省份的经验 , 吸取教训 , 防止错误 ,

对冲能力的失衡 , 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 对于河提高本省工业化 、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协

南省来说 , 较低的城镇化率预示着未来提升空调互动发展水平 。

间较大 , 随着河南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部分

迁出人口 开始 回流务工和创业 ,
工业化将逐渐本文作者 ： 李鹏是中 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

迎来高峰 ,

一个外延型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也厦门 大学 经济 学博士 ； 黄永山 是 国 家 统

． 将到来 。 河南省要 注意吸取其他省份的教训 ,计局工作人 员 , 中央党校经济学硕士

把城镇的外延型扩张和质量型增长结合好 , 努责任编辑 ： 何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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