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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高：探索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广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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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征，凸显了中

国式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广东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全国第一流动人口大

省，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省情持久且持续，在人口发展道路上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路

径，具有重要意义和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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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人口数量筑牢现代化根基

　　数量与质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一定规模的数量无以谈质量，没有质量的数量是低效的数

量。在人口方面，适度且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是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人口规模的大

幅波动则容易引发系统性、结构性风险。

　　2021年，广东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亿2684万人，已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规模巨大是广东

人口的基本特征。必须看到，规模巨大且相对稳定的人口数量，为广东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非

凡成就作出了不凡贡献，广东既充分利用了宝贵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也为规模巨大的人口提

供了劳动致富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机会。同时也要认识到，规模巨大的人口数量，也是当下及

未来广东发展的宝贵财富。观照现实，广东人口数量增长态势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我

国第一次人口转变完成，低生育率水平趋向常态化，人口自然增长水平下降；另一方面，随着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化推进，省外净迁入人口规模持续下降，区域间人口

竞争加剧，人口机械增长水平下降。因此，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

生育成本，提升人口生育意愿，营造全国领先的公共服务环境、营商环境和人文环境，提升人

口吸引力，同步增强广东人口增长内外“双动力”，是当前广东人口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提升人口质量增强现代化动力

　　我国第一次人口转变完成后，人口质量水平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我国正

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从充分利用人口红利转变为充分利

用人才红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泉。

　　整体来看，目前广东人口质量短板依然存在，高水平人才不足，战略人才稀缺，与现代化

产业体系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仍待加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

高等教育人口1978万人，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19.34%，在全国排第12位，比全国平均水平

18.78%略高0.56个百分点，与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仍不相称。因此，必须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统筹推进“引育人才”与“用好人才”，加快提升人口质量。一方面，继

续通过引育人才实现人口质量整体水平提升，通过增量提质，提升人口的学历水平和技术技能

水平，建设人才强省；另一方面，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用好存量人才，防范出现人才资源“过

度消费”和人才浪费现象，坚持实用导向和业绩标准，避免用人单位片面追求高学历、名校效

应。向改革要动力、用改革增活力，形成人才竞争比较优势，才能使广东继续成为人才价值实

现高地，实现人成其才、人尽其才、人才荟萃。总之，全面提升人口质量，建设人才强省，将

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动力支持和智力支撑，也是探索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广

东路径的必然要求。

　　优化人口结构破解现代化难题

　　人口结构特征是人口发展的逻辑规律和内在表现，人口众多、增长减缓、质量提升等外在

表现都是人口结构变动的结果，优化人口结构是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人口自然结构最突出问题是“一老一幼”问题，人口少子化与人口老龄化同步

发展；人口社会结构则体现为人口区域和城乡分布问题，区域人口分布集聚度持续提高，乡村

人口人才流失现象依然存在，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面临人口人才不足的难题。国家层面的

人口结构问题在广东同样存在。在分布方面，人口进一步向珠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进一

步向城镇转移，珠三角核心区人口占61.91%，人口城镇化率达74.15%，全省人口结构正处于快

速变动中。系统破解人口结构难题，既需要优化人口自然结构，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周期性波动

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以长远眼光构建与人口年龄结构动态匹配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公共

服务资源配置的弹性空间，也需要优化人口社会结构，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为契机，合理调整人口区域、城乡分布，以县域人口适度集聚支撑县域经济发展壮大。总

之，优化人口结构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广东路径的必然要求，也是广东肩负起探索新路径、担

当新使命的重要体现。

　　做优人口服务展示现代化温度

　　人口迁移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要素优化配置的最终结果，也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晴雨表”。在开放条件下，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向公共服务优质地区集聚，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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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迁移流动的共同规律。

　　广东是全国第一流动人口大省，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

人户分离人口为6063.51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5206.62万人，外省流入人口为2962.21万

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244.40万人。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是广东实现现代化的宝贵财富。研究

表明，流动人口既能直观地影响劳动力供给市场和消费市场，也能深刻地影响人口老龄化程

度、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各个方面。因此，要做优人口服务，为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基本公

共服务，有序提升优质化公共服务，不断提升人口治理能力，实现人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让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发展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共生共荣，是实施以人为中心的城镇

化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是探索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广东路径、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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