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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人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 

  

上海新一轮城市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松江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松江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

巨大变化。在松江区社会经济的巨变中，全区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强全区人口的宏观

调控，积极推进松江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松江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需

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的一项刻不容缓的课题。这些年来，松江区社会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而

且这种趋势今后仍将持续，这使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松江区未来人口发展变动的影响进一步增强，

进而增加了全区人口发展变动的不确定性。为较好的把握松江区人口发展趋势，推进人口宏观调控

工作，我们特组成课题组，开展本项研究。 

  

一、松江区未来人口发展的背景分析 

  

一个地区的人口发展总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政策、人口发展态势以及本地区的人口状

况等密切联系一起。这决定了松江的人口发展不仅受到全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受到松江及

上海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我国及上海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受到我国及

上海人口变动规律及本地区人口运行状况的支配和制约。多年来，松江区的人口正是在这多种因素

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变动、发展。为更好的把握松江未来人口变动、发展的基本趋势，我们对那些将

对松江未来常住人口总量变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 

  

1、松江区域发展的定位需要扩大人口总量 

松江地处上海西南，其城区发展战略定位是构建一个以新兴复合型城市——松江新城为核心的

集现代制造加工业、现代服务化、现代生态农业及都市旅游观光业为一体的新型都市区。松江的区

域发展定位给区人口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在人口总量方面，有关方面提出，2020年全区

常住人口160万人和松江新城常住人口80-100万人的人口总量发展目标。目前，全区的人口与规划

的人口目标尚有一定差距，全区人口总量需要进一步扩大，合理、有序地集聚人口是全区人口工作

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2、现行生育政策继续影响松江户籍出生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出生率是实现人口总量增长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但松江未来的人口总量增加不能依靠

其户籍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在土地、资源及庞大的人口基数制约下，我国目前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

间里都面临着极大的人口增长压力。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

生育水平的决定》及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文件都明确指出，我国将继续执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

生育政策，任何超出政策规定的计划外生育都将受到严格的控制。这决定了松江区未来不会出现因

生育政策调整而出现户籍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回升的情况，全区人口集聚将主要来自于区外的人口迁

移或流入、导入。 

3、上海人口合理分布需要推进中心城区人口郊迁 

当前，上海全市人口工作的重心逐渐从控制出生人口数量转到人口宏观综合调控，即控制人口

总量，推进人口合理分布，优化人口结构。推进全市人口合理分布，重点是疏解市中心城区过高的

人口密度，将内环线内核心城区的部分人口迁移郊区。目前，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仅占上海面积

10%左右，而其常住人口约有103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60%以上。结合上海2010年举办世界博览

会和旧城区改造的契机，市政府有关部门最近提出，2010年上海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调控到950万

人。这样，未来几年里市中心城区将有近100万常住人口需要迁移郊区居住生活。 

城市人口郊迁规律总是表现为先近后远的梯度扩散。上海中心城区人口郊迁自上世纪90年代开

始，主要是迁往近郊的浦东新区、闵行、宝山、嘉定等区，而未来上海远郊区县将被赋予更多的接

纳中心城区疏散人口、承担起推进全市人口合理分布的重任。如今交通便捷、设施完善的松江、青

浦、奉贤、南汇等将逐渐成为市内人口导入的主导区。 

4、上海经济与产业发展规划对松江人口集聚的影响 

上海发展战略确立了经济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并在中近期实行“二三产业”并举的产业基本

发展方针，2001-2004年，全市第二产业的增速明显快于第一、三产业的增速。松江在全市推进

“二三产业”并举的产业发展方针和第二产业发展战略布局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第二产业

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和出口加工基地，在松江产业发展中已具有相当规模，已初步成为体现上海实力

的“重要基地”之一。作为上海重要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基地，2001-2004年松江区第二产业的增

长更是领先于全市的平均水平。产业集聚人口，松江在上海全市产业发展中的定位对人口流入松江

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全区外来劳动力数量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尤其是第二产业快速发展，

对廉价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需求。就当前情况看，松江在上海全市产业发展中的定位还将持续地拉

动人口的流入。 

5、外来流动人口集聚松江的基本形势 

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动已成为影响上海市人口总量及松江区常住人口总量变动的最主要因素。

近年来，松江外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2003年，全区外来流动人口达到42.67万人，使全区常住人

口总量大幅上升。未来，松江面临的外来流动人口流入的宏观形势仍不会变化。 

第一，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环境。在宏观政策方面，我国继续实施鼓励农民工进城的政策，

阻碍农民工进城的“门槛”或障碍将进一步撤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也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进城有着宏观政策和体制的保障。 

第二，庞大的流动人口数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多达1.2-1.5亿人，

主要流入各地大城市及沿海城市。据权威部门估计，在未来5-10年中，流动人口数量仍可能以平均

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增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储备了巨量的人口资源。 



第三，我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人口流动主要受经济因素的拉动。我国地区间，特

别是东西部发展存在着较大差距，这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入到东部及沿海其它地区。我国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将长期存在。近年来，松江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的迅速提高和产业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使松江区对外来人口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6、松江集聚人口的现实与潜在优势 

我国及上海的宏观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构建了松江未来人口积聚的基础条件，与上海其它

远郊区县相比，松江拥有较强的集聚人口优势。 

一是产业优势。松江是上海重要的出口加工基地和制造加工基地，特别是IT信息产业等高新

技术产业在松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集聚在松江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第二产业有力地拉动了

劳动力人口和科技人才的流入。同时，在新桥、车墩等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以及浦南地区的都市绿

色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佘山旅游休闲基地等的发展都为全区人口集聚奠定了产业基础。 

二是交通优势。松江是上海西南的重要门户，距上海市中心区40公里。境内水陆交通发达，

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同三国道等干线纵横交错，形成“六横五纵”的道路交通网。特别是即

将建成的轨道9号线，将成为松江连接上海市中心的重要交通纽带。通衢八方的道路交通网为人们

出行上班、南来北去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有利于吸引上海市区居民及外省市人口前来定居。 

三是文化教育优势。对注重子女教育和自我修养提高的现代人来讲，高度关注居住的文化教

育氛围。松江是上海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文化，中高等教育都十分发达。松江二中是上海久负盛

名的中学，松江大学城的建设更是松江乃至上海文化教育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大学教育事业的发

展，不仅增加大量高学历的人口，而且还汇集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种人才，也带动了周边服务业

发展，吸引大批从事服务业的人口集聚大学城。 

四是生态环境优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居生态环境更加重视。松江地区的良好空

气，新城优美的绿化和布局，成为现代人们选择定居、生活的重要条件。松江的佘山国家森林公

园、天主教堂、地震台、天文馆等是人们的休闲、观光的旅游地。 

五是广袤的土地资源。增加人口离不开土地，而松江有着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全区的土地

面积接近上海市的10%，而其常住人口还不足全市的5%。全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为建设住宅提供

了可靠的土地保障。事实上，松江的房地住宅业在远郊区中的人口集聚中已显现出较明显的优势。 

  

二、 当前全区人口变动的基本特征 

三、全区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四、人口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挑战 

五、实现松江区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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