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当前位置： 首  页-》人口博览>电子杂志>《人口》 >正文 关闭窗口

虹口区适度人口规模研究 

发布日期：2005-07-22 10:03:49 

王明琪 

（上海市虹口区人口计生委） 

一、虹口区人口发展特征及现状压力评估 

虹口区由内环线自然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由于发展定位不同，南、北地区的人口发展也
呈现出差异性，并藉此形成了虹口区独特的人口发展特点。 

1、户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不断下降，人口自然变动连续多年负增长。虹口区户籍人口自
1990年的848079人下降到2002年的797206人，户籍人口密度从1990年的36120人/平方公里
下降到2002年的33997人/平方公里，人口自然增长自1990年起已连续10多年出现负增长。 

2、常住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略有下降，减幅并不十分明显。2000年，虹口区常住人口总数为
860726人（不包括外出人口），较1990年减少18932人；常住人口密度为36706人/平方公
里，较1990年减少1854人。与本市其他中心城区相比较，期间虹口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
增减幅度变化最小。 

3、人口机械增加比重较大，迁入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虹口区的中部和北部。数据显示，虹口区
常住人口中，出生后一直居住在当地的仅占20.78％，在近五年内由区外迁入的达29.30％。
其中，市区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中、曲阳、江湾、凉城、欧阳等街道；市外迁入人口主要
集中在新港、广中、凉城、江湾等街道，均位处虹口区的中北部地区。 

4、外来流动人口出现“常住化”倾向，外来育龄妇女生育率大大超出平均水平。目前，居住
或停留在虹口区内1天以上的外来流动人口（不包括境外人口）共143829人，其中居住一年及
以上人口占外来人口总量的56.00％，居住5年以上的占19.23％，外来流动人口已开始出现
“常住化”倾向。外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明显高于本地户籍育龄妇女，其一般生育率为
25.96‰，高于本地户籍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18.29‰）。 

5、人口迁移由南向北趋势明显，人口的空间分布趋向均衡。内环线作为虹口区人口分布的分
水岭，环线南部是人口的主要导出区，北部则是人口的主要导入区，人口由南向北迁移的走
势十分明显。1990年虹口区常住人口密度，南部为68210人/平方公里，北部为22603人/平方
公里，相差45607人，人口分布“南高北低” 的格局明显；至2000年，虹口区常住人口密
度，南部为46890人/平方公里，北部为31002人/平方公里，相差15888人，人口分布“南高
北低”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善。 

6、居民“人户分离”、“户口空挂”现象较为严重。目前，虹口区“人户分离”的人口占常
住人口总量的28.57％。其中户籍在虹口、常住地在本市其他区县的占16.4％；户籍在本区、
常住在本区，但常住街道（镇）与户籍登记的街道（镇）不一致的占4.8％；常住虹口区、但
户籍在本市其他区县的占9.51％。 

7、文化程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南部和北部存在一定的差异。虹口区常住人口的文化素质整
体较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4.62％上升到2000年的8.30％，将
近增加一倍。每十万人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高于全市10940的平均水平，达到16767
人。内环线以北地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稍高于南部地区。 

8、人口超载的压力较大。根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目标，至2020年虹口区相应的人口总量应为
58.62万人，而2000年虹口区常住一年以上的人口已达84.26万人，比规划数超载25.64万
人，超载率达30.43％。全区10个街道（镇）中有9个街道超载，其中6个街道的超载率超过



30％。 

9、现有人口规模对经济、资源、环境形成一定压力。首先，大量人口在虹口区的集聚，造成
了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一是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压力加大，二是老年抚养负担的压力沉
重。其次，对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压力明显。按照千人指标规定的标准，虹口区现有的公共
服务设施面积只能供49.92万人正常使用。再次，影响本区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此外，也对
本区的资源利用带来很大压力。 

1994---200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变动情况 

2000年虹口区与上海市抚养比的比较 

二、虹口区常住人口增长趋势预测 

1、常住人口增长预测模型的参数。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人口年龄构成。人口年龄结构呈“菱形”：劳动适龄人口主体地位异常突出，占总人口
的74.19％，而14岁以下少年儿童仅占11.46％， 65岁以上老人占14.35％，高于全市11.5％
的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2000年虹口区人口性别年龄结构 



——育龄妇女生育模式。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偏低，只有0.57，远低于全市0.96的平均水
平；生育的高峰年龄段是23至30岁，为典型的“单峰式”生育模式。 

——人口死亡模式。人口死亡模式与发达地区十分相近。各个年龄组的死亡率水平都较低，
男女间的死亡率差距随年龄的增长而加大。 

——人口迁移的年龄模式。人口迁移的年龄模式呈“两高两低”：第一个高峰期在0-10岁的
儿童阶段，迁入率稳定在60‰以上；在11-17岁的年龄段形成低谷，迁入率在40‰-60‰间波
动。在18-36岁的青壮年阶段形成第二个迁入高峰，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迁入率较低。 

——迁移原因构成。主要是就业和社会原因，其中，就业原因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务工经商；
社会原因以拆迁搬家和家属随迁为主，学习培训和投亲靠友也占较大比重。 

不同预测方案下总人口规模的比较 

11、未来常住人口仍将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依据总和生育率“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将
2003－2005年定为生育率稳定增长期，2006-2012年定为生育率快速回升期，2013－2020年
定为中速回升期，至2020年总和生育率在1.51左右。根据迁移率水平的变化，从纯人口的角
度，对虹口区常住人口规模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预测，预测结果为： 

——高方案：2005年、2010年及2020年分别为：91.47、95.34及102.61万人； 



——中方案：2005年、2010年及2020年分别为：92.27、95.12及92.64万人； 

——低方案：2005年、2010年及2020年分别为：90.22、90.48及85.97万人。 

三、虹口区最优人口规模及分阶段的适度人口规模 

1、虹口区2050年最优人口规模应在52.41-56.68万人之间。其中，最优户籍人口规模，根据
上海市2050年最优人口规模进行推算，为49.34万人；最优外来常住人口规模，采用两种不同
的估算方法推算，分别为7.34万人和3.06万人。据此认为，2050年虹口区最优人口规模应在
52.41-56.68万人之间。 

2、虹口区2005年、2010年及2020年的适度常住人口规模分别为：82.74万、81.08万及
70.82万人。对虹口区不同阶段适度人口规模的推算，采用的是土地结构优化方法。以此得
出：2005、2010和2020年，虹口区户籍人口适度规模分别为76.69万人、75.14万人和65.64
万人。其中，常住一年以上人口适度规模分别为81.09万人、79.46万人和69.41万人，常住
半年以上人口适度规模分别为82.74万人、81.08万人和70.82万人。 

虹口区分阶段的适度人口规模估算值 单位：万人 

四、虹口区人口规模适度化的对策建议 

一、促进虹口区人口规模的适度化的基本原则 

至2003年，虹口区已有常住人口89.85万,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劳动
力资源和需求市场的同时，也给予本区的社会保障、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造成了较大的压
力。因此，应将最优化人口的规模作为虹口区长期的战略目标，从影响人口规模适度化进程
的因素着手，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措施，尽可能推动虹口区人口规模适度化的进
程，以避免因人口盲目发展造成人口规模“大起大落”而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1、总量调控与结构优化相结合的原则 

虹口区人口规模的适度化过程，首先是个总量调控的过程，通过对人口总量加以一定的压
缩，使人口规模与本区的发展定位，与资源、环境的综合利用能力相适应。与此同时，必须
考虑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使人口的年龄构成、人口在各街道、镇的内部分布不断得到改
善。在人口规模得到控制的同时，优化人口的年龄，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 

2、发展经济与合理疏导相结合的原则 

对人口规模的调控并非简单的“压缩”，而是在最大限度地改善不合理的人口分布的同时，
通过发展经济，增强区域内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开发利用和综合治理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
人口的承载能力，增强区域的综合竞争能力，将发展经济和人口的合理疏导相结合，从而真
正实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发展楼宇经济与控制居住性用地出让相结合的原则 

虹口区的房地产业开发重点已从商品住宅转化为商业、商务楼，因此为将本区建设成为国际
一流的现代化城区，房地产业的发展应该从时间上以及结构上加以合理调控。具体措施：一
是通过控制用地的出让，优化商业、商务楼建设用地与商品住宅开发用地的比例；二是通过
控制居住性用地的出让，优化商品住宅的开发结构。 



4、户籍人口调控与外来人口调控相结合的原则 

由于人口规模的适度化包括总量调控与内部结构优化两个方面，因此在对区域人口加以调控
时，必须实施对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调控相结合的原则。对户籍人口的调控除了与全市同步
外，即在适当的时机对生育政策加以微调以外，更多的是人口内部分布的调整，在市政建设
和旧区改造时，有意识地对户籍人口加以疏导；对外来人口总量加以控制，重点应放在建立
和健全外来人口准入及居住的有序机制。 

二、促进虹口区人口规模适度化的对策建议 

1、地方政府总揽全局，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加强对人口合理目标的综合调控 

由于我们制定的分阶段适度人口规模是以虹口区不同时期、各部门的发展规划为主要依据
的，因此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是实现人口合理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制定今后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人口规模控制目标时，由政府牵头，将各相关部门的规划
目标置于一个大系统中，重视和搞好子系统规划目标间的协调工作，同时各相关部门在制定
规划目标尤其是人均目标时应充分考虑未来人口规模适度化的进程。 

2、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增强对资源、环境的利用能力，提高人口承载力 

发展是硬道理，人口规模的适度化同样应该在发展中加以调控。虹口区是个居住大区，其庞
大而稳定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且虹口区集中心城区、中央商务区、居住区等多重
功能于一体，教育资源优势明显。为此，必须根据虹口区的功能定位，抓住上海新一轮大发
展的机遇，不断拓展产业功能，以北外滩和四川北路新一轮的开发建设为契机，加大招商引
资的力度，在改革发展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区域的经济实力，增强对资源、环境的
开发和利用能力，最终提高本区的人口承载能力。 

3、建立外来人口疏导和引进机制，有利有节调控外来人口的总量规模 

虹口区是外来人口的主要导入地区，迁移人口以高收入和低收入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因
此，在充分考虑本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承载力的基础上，为避免因人口
盲目增加而导致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等现象的大
规模发生，建议对不同类型的迁移者，在政策导向上区别对待，具体的措施包括： 

（1）加强对出租住房的管理，并实施居住人口按面积加以控制的办法。 
房屋出租管理部门必须加大对住房出租管理和征税工作，为控制外来人口居住总量，应对出
租房屋中居住的人口总数加以限制。具体可参照上海市廉租房的租房标准，出租房屋中居住
人口的平均居住面积不能小于上海市廉租房规定的人均居住面积。 

（2）相关部门联手，有规划地消除和减少外来人口集居地 
根据相关调查结果表明，本区外来人口已在江湾、凉城的城郊结合部，新港、嘉兴街道的旧
城区内形成相对集中居住点，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已有投资项目但暂时还未开发地块的临时
用房。为了不使这些地区形成管理上的盲点，建议公安、房屋出租管理等部门与所在的街
道、镇联手，并与土地征用部门或单位协调，制定规划，在这些地区尚未开发和改造之前，
即应加以清理，以消除和减少外来人员的集居地。 

（3）对高素质人才实施政策倾斜，加大引进力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人口的
综合素质，优化人口的年龄结构 

由于虹口区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过高，技术工人队伍老化的现状，要有意识地导入高素质的年
轻劳动力，以改善人口的综合素质，优化人口的年龄结构。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根据“两
翼”开发的产业导向和功能定位，在周边地区开发高档住宅，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入住；二
是通过大力兴建和发展商业、商务楼宇，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及国内外大企业进驻，带动国际
性高素质人才的入住；三是在人才引进机制上创新，创造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四是实施政
策优惠，吸引外商及外省市居民来虹口区创业投资，从而增加创业型人才在虹口就业和居住
的比例。 

三、促进虹口区区域人口结构和分布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1、利用北外滩开发建设和四川北路新一轮改造的契机，推动人口结构和分布的合理化进程。 



虹口区人口分布不均局面的形成 有其历史的原因，从今后的发展看，区内人口结构和分布的
优化面临三大机遇：一是北外滩的开发建设和四川北路的新一轮改造，将通过对全区包括土
地在内的资源的重新整合，为人口的合理分布提供契机；同时通过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政策倾
斜，为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创业人才的落户创造条件。二是旧城区的改造。虹口区“十五”时
期旧区改造的重点在南片地区，将涉及到几万户家庭的动迁问题，这些人的迁移问题将直接
关系到区域人口的再分布；三是轨道交通虹口段的建设工程和虹口足球场综合交通枢纽工
程，对周边居住区人流的自然导向作用，也是合理调控人口再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应以上述三大机遇为契机，采取切实措施，加速不同类型地区人口导入和导出的速
度，进一步改善人口分布“南高北低”的现象，优化人口文化程度的结构。具体措施包括：
在旧区改造和新居住用地的开发建设中注重南部优化结构，适当控制，北部合理定位，适度
扩张，如配合“北外滩”开发政策，对于南部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或者是资金投资者，可放
宽条件，允许导入该地区街道；同时调整房地产政策，鼓励人员向北部地区转移。外环线附
近是理想的人口导入区，可以利用市政府大力开发动迁房的契机，鼓励旧区人口适当向这些
地区迁移，并在购房贷款上给予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2、分门别类，合理定位各街道（镇）在区域人口分布合理化进程中的导向 

经过多年来的区域调整，虹口区内部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有所改观，但传统的“南高北
低”的人口分布格局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我们在未来人口规模的适度化过程中必须认识
到这一点，利用“两翼”开发的时机，进一步合理调控区内各街道、镇之间的人口分布。为
此，根据各街道、镇适度人口密度目标下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超载状况以及区域间的不
同定位，将区内10个街道、镇按人口适度化进程分为四个类型： 

（1）旧区改造导出地区：包括新港、嘉兴和乍浦街道。这三个街道的常住人口规模超载率均
在50%左右，从人口规模适度化考虑，需要对这些地区的人口加以迅速导出。 

（2）开发导出型地区：包括提篮桥街道和四川北街道。这两个街道常住人口规模的超载率也
都较高，但均在“两翼”开发的地区范围内。通过对动迁居民的迁移，使这两个街道人口高
度密集的情况得到逐步缓解。 

（3）后行导出型地区：包括欧阳街道、曲阳街道和广中街道。欧阳街道常住人口规模超载率
在50%以上，曲阳街道和广中街道这两个街道常住人口规模的超载率也在20%左右，随着虹口
区经济的发展和旧区改造的完成，这三个街道人口导出的适度进程也应逐步加快。 

（4）适当导入型地区：包括凉城街道和江湾镇。这两个街道、镇的人口规模相对而言较为适
度，前者的超载率仅为2%左右，而后者具有较高的负超载率，且由于地处内外环线之间，商
品住宅的价格相对较低，是较为理想的人口导入区。 

3、以房地产开发建设为导向，注意居住开发与人口规模适度化进程相匹配 

由于虹口区的适度人口规模是以居住在本区域的人口计算的，因此虹口区人口规模的逐步适
度化和超载人口的逐步导出需要居住建设的配合与推进。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1）在内环线内应集中力量建成一批高档次、智能化的办公商务楼宇。一方面可以大力吸引
各类企业入驻虹口，以增加税源，提高土地资源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另一方面可使南部地区
人口大量导出，减少人口的总规模。 

（2）新建居住用房以高档及中高档为主体。将内环线内的居住开发定位为高档或中高档，一
方面可利用地段优势，提高虹口区土地和住房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可依托高品质居住房提高
人口导入的门槛，既有利于提高虹口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又有利于虹口区人口机械变动长期
呈现“出水口大，进水口小”的态势，减少人口总规模。 

（3）对新建住宅容积率加强宏观调控。随着旧区的改造和新居住用房的新建，虹口区居住平
均住宅容积率的提高是必然的趋势，但过高的容积率不仅不利于城区的现代化建设，也将导
致常住人口超常规膨胀的不良后果。因此必须加以适度的宏观控制，调控的方法可严格按照
市政府中心城区商品住宅容积率和商业用房容积率的有关规定。 

（4）注意国际性社区的开发和建设。虹口地处中心城区，区位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以及
四川北路改造、北外滩地区的开发建设，对国际人士入住均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国际性社
区的建设也符合本区的功能定位。建议在紧邻北外滩地区以及四川北路南段等地区，再行开



发和建设若干国际性社区。在国际性社区的规划建设上，可借鉴成功经验，立足于虹口自身
的资源，结合周边地区的功能定位，形成虹口特有的国际性社区。 

4、弱化个人对户籍归属的影响力，合理调控户籍人口。 

虹口区居民“人户分离”、“户口空挂”现象较为严重，，不仅造成了对人口实际状况的印
象扭曲，而且也不利于对户籍人口数量的调控和管理。为此，我们在建立有利于人口管理的
政策导向机制的同时，应采取切实措施，弱化个人对户籍归属的影响力。具体措施包括： 

（1）试行户籍特权有效期和户籍档案代保管制度，弱化个人对户籍归属的影响力。 
对整个家庭已搬迁的空挂户实施半年或一年的有效特权制度，即在此期间，可以享受原籍地
的各种保障待遇；超过期限仍未迁出，则一律取消其在原住地的所有户籍“特权”，户籍作
为档案由原籍地代为保管。 

（2）对动迁居民安置迁移实行保证金制度，尽力改变以往“动而不迁”的局面 
针对动迁中出现的空挂户口不断增加的客观现实，加强公安机关与所在街道应联手与动迁公
司协调，制定切实的对策。由于目前的动迁安置大多采用货币安置，因此建议对动迁居民安
置迁移实行保证金制度，即动迁居民在领取最后一笔动迁安置费时，要预留一定数额的户籍
迁移保证金，一旦户籍迁离动迁地，保证金即如数归还。 

（3）虚化户籍管理，试行并逐步推广居住地管理制度 

从户籍地管理转为居住地管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由于情况复杂，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
不少阻力。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可试行并逐步推广居住证制度，同时，按照权利与义务匹
配、支取与贡献挂钩的原则，逐步地理顺户口簿与居住证、户籍人口与外来常住人口的关
系。待条件成熟时，逐步实现居住证管理与户籍管理并轨，并最终过渡到居住地管理的统一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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