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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住人口1961万，提前10年突破2020年控制规模；外来人口十年间增加四百余万；核心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3407人，人口分布严重失衡……随

着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其解读的陆续出炉，那些令城市管理者焦虑、令普通市民感同身受的人口问题仿佛一下子摊在眼前，清晰得令人不容回

避。 

  一场人口调控战其实已悄然打响。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将逐步构建适应首都发展的人口格局。从去岁

至今，伴随清理群租、清理地下室、限购汽车、限购房子一系列举措与行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的人口调控新模式逐渐成型。然而，在日

渐趋紧的调控政策面前，北京这座以“包容”为城市精神的特大城市，如何继续吟唱“北京欢迎你”的主旋律，完成人口政策从“管理”到“服务”的转

变，目前仍在艰难解题。 

       ——本刊编辑部 

 

  生活在北京，才知道什么叫做拥挤。挣扎于北京的早晚高峰，最能体会到这座城市剧烈的人口膨胀。 

  在不断严峻的形势下，北京人口调控政策正由松至紧悄然转型。在此背景下，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希望能从他的讲述中梳理出突破北京人口困局的思路。 

北京究竟有多北京究竟有多北京究竟有多北京究竟有多““““包容包容包容包容””””？？？？ 

  “六普”数据显示，北京市登记常住人口共1961.2万人，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间增加了604.3万人。翟振武补充说，这将近两千

万人口还不包括400万左右的瞬时人口。这就意味着，每天生活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的人，已经达到了2400万左右。 

  谈及北京人口的发展趋势，翟振武认为，外来人口的增长相较于户籍人口来说给北京带来的压力更大。如果不加以控制，或者没有比较严格有效的调控

手段，北京的人口数量还会持续攀升。 

  这一趋势由两大因素决定。首先，中国人口总量还处于增长阶段，根据“六普”数据，全国总人口为13.4亿。对照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之后人口总量缓慢下降，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

尚有1亿6千万左右。 

  其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突破

50％，中国城镇人口数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这意味着，以2011年为转折点，中国将从农业人口大国蜕变为城市人口大国。 

  城市化的进程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必须的，翟振武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城市化的发展或城市化水平比较低，而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所以在学

术界里有一句话，叫做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词。” 

  要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必然前提。普遍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0%时，发展才趋于稳定。中国要将城市化

水平维持在70%左右，就意味着15亿人中将有11亿左右的人长期地居住和生活在城市。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口只有6.7亿，因此，人口继续向城市流动和迁移是

大势所趋。 

  不同于“羊吃人”的英国圈地运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中国的农民大多保留有家中的田地房屋，生活轨迹徘徊在城市与农村之

间：他们工作时居住在城市里，每逢年节回家探望，老了更要落叶归根。这样的中国式迁移颇像出趟长差，迁移成本低，决定容易做，所以人口极容易流

动。 

  翟振武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流动人口逐渐形成了三大人口聚集地：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的集中；珠三角和长三角

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先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外资进入，以及自主型城市化。同时，新疆由于农业产业的发展，也已经成为三大经济圈以外

的第四个人口聚集区。据翟振武判断，这“三大一小”的吸引力短期内不会减弱，今后的流动人口目的地依然会是这四个区域。 

  总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分布急剧向城市聚集，北京在这两大因素的同时作用下，无疑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破解北京人口压力的难度究竟有多大？人口调



控之路将要走向何方？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调调调调控，控，控，控，难难难难度几何？度几何？度几何？度几何？ 

        舆论压舆论压舆论压舆论压力力力力————————羞答答的羞答答的羞答答的羞答答的调调调调控控控控 

  北京人口管控所面临的舆论压力过于强大，这导致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不敢下决心，犹犹豫豫，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清理违法出租地下室到机动车限号，

再到人口管控，每项改革在实施之初都顶着巨大的压力，举步维艰。人权、平等的问题面对城市治理的种种手段，有时显得水火不容，改革只能被迫在夹缝

中羞羞答答地展开。但是，提及北京人口调控的前景，翟振武仍是乐观的：“我相信未来北京人口的管控政策，越来越能够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因为这是

一个逐渐的过程。” 

        城市功能城市功能城市功能城市功能————————不能承受之重不能承受之重不能承受之重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加诸自身的功能过多、定位过杂，除了传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北京更要建成国际城市、贸易中心、现代制造业中心、旅游城

市……北京需要经济发展，需要GDP，也需要文化和教育。北京被赋予了如此多功能，背负着如此多期待，这座城市人口扩张的欲求也就显得比其他城市更

加强烈。 

  要实现这些功能，除了资金和设备外，各层次的劳动力也成为了必需品。在供需杠杆的作用下，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得人口涌入成为了直接结果。北京

既有好的待遇、好的公共服务，又有内在的人才需求，疏散城市人口必然不可行。     

        低效三低效三低效三低效三产产产产————————中南海里炸油中南海里炸油中南海里炸油中南海里炸油条条条条？？？？    

  “北京的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很高，占到70%以上，但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为什么呢？这与北京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翟振武给记者举了一个生活化的例子：“我相信你们家楼下就有卖菜的、卖油条的，各种小摊都有。中南海里要是弄100个小商小贩，估计也能生存，

买烟也方便了，吃油条也方便了。”事实也正是如此，记者所居住的小区规模不大，只有400户左右人家，除超市外，卖菜的商贩还有两家，并且相距不

远。本就不大的市场加上行业间的竞争，使得两家菜贩的利润都十分低，只能勉强糊口，以极低的标准维持生计。 

  北京起初发展第三产业的动因，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和服务问题。然而第三产业发展多年后形成的结果是，无论哪个城市，无论城市大小，“都没有像北

京这样三步一个小饭馆，五步一个小卖铺，六步一个小烟摊，满大街全是小摊贩。”此般第三产业的发展态势显然涉及了生产规模和效益的问题。 

  在翟振武看来，北京的这些零散摊贩基本上都处于“勉强自己能活”的状态。这样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大量的小商小贩，使得第三产业

的内部结构优化无法顺利进行。北京的人口问题与这样的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现有的第三产业大多都是这样的传统服务业，金融业这一类投入产出双

高的高端第三产业却发展得远远不够。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占用了大量劳动力资源，却不能做到集约化、效率化生产，严重影响了第三产业的效率，同时

也增加了不必要的劳动力需求。  

开给开给开给开给北京人口北京人口北京人口北京人口问题问题问题问题的的的的处处处处方方方方 

  优优优优化第三化第三化第三化第三产业结产业结产业结产业结构构构构，保持，保持，保持，保持经济经济经济经济平平平平稳发稳发稳发稳发展展展展    

  针对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翟振武指出，修订行业准入标准是必须的。只有制订行业的准入标准，才能提升效益，扩大规模，引导行业逐渐走向规

模化、走向高端、走向高效。世界500强企业是依靠高生产效率产生的。仅依靠散沙式的小作坊无法建设现代化的企业和国家。 

  翟振武认为，在改革初期，北京放开第三产业、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但是经济搞活之后，政府应当开始逐步引导，发展具有规模的企

业。现阶段需要得到大力发展的是整合了零散劳动力的“超级市场”式的企业，而不是大量无序的小商小贩。解决人口发展过快的问题，北京更应该加快规

模企业的发展，以规模带动效益。 

  在优化第三产业结构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是缓解人口压力的必要前提。在这一问题上，很多国外的经验都能够适应北京的市情。巴黎和

伦敦在人口迅速膨胀阶段都制定过法律，对于一千平方米以上的办事机构和厂房建设进行严格审批；同时，市政府鼓励大型企业向郊区迁移，以缓解市中心

压力。国外许多城市以快慢交替的形式保持经济增长，走扩张——平稳发展——再缓慢扩张的道路，而北京城市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直线式的快速膨胀。改

革开放前，很多中国人认为经济增长越快越好，但是，在经历了几轮过热经济增长产生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后，中国人逐渐体会到，经济增长慢不好，但经济

增长过快也不好，它会导致经济过热，资源紧张，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弊大于利。 

        异异异异地地地地养养养养老不是老不是老不是老不是伪伪伪伪命命命命题题题题    

  异地养老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热议，也引发了诸多误解，疏散老年群体并不是要把这些为北京做了一辈子贡献的有功老年人赶出北京，而是要为他们提供

更好的条件，更便宜的房子、更好的医院和社区，让老年人自愿搬离市中心。 

  翟振武认为，异地养老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谋划。要实现异地养老，先要解决三个现实问题。首先要有好的医疗条件，其次要解决异地医疗费的报销问

题，第三要有成熟的社区和完善的家政、餐饮和娱乐服务设施。 

  “北京是适合工作的地方，竞争机会多，收入也好。但老了要找个中小城市，山清水秀，生活节奏比较慢。打牌下棋，河边散散步，吃得又好，医院的

水平又能够达到要求，何必在北京挤着呢？异地养老是能够做到的，关键是周围配套的条件和设施措施能不能跟上，如果能跟上，大部分的老年人还是愿意

出去养老的。” 



        保保保保证证证证外外外外来来来来者的公平者的公平者的公平者的公平权权权权利利利利    

  “对人口的调控，不要控个人，要控单位，控企业，控行业。” 

  如何在调节北京人口的同时保证外来者的公平权益，是人口调控面对的一大难题，也是极易引发舆论热议的焦点。翟振武提出，人口管控的目的是保护

各类外来者的权益。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完善行业准入机制和就业机制，要求雇主为所有受雇人员缴纳五险一金，同时要求相应的卫生条件、最低工资

标准、劳动时间保障。北京要建立的是首善之区，不该用把生活质量降到最低的方式探求人口容量的底限。 

  翟振武希望在北京形成这样一种状态：找工作确属不易，但是一旦拥有工作，就能生活得有尊严、有质量。这样的竞争机制，将会使得找不到工作的人

转移就业地点。同时，这样的竞争环境，也会使得不愿承受巨大工作竞争压力和高生活成本的人向二三线城市迁移。 

  另一方面，要规范房屋出租行业。地下室出租明显违法，但又屡禁不止。在翟振武看来，要治理这一问题需要做到软硬兼施：要制定严格的《出租法》

作为坚强后盾，控制住出租房屋来源，对违法的出租房屋者进行处罚，是解决违法出租问题的正解。但在实际的清理过程中需要采用循序渐进的缓和手段，

不搞突击，不搞运动。突击式的执法月、检查月，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极容易将矛盾激烈化，要把解决问题变成长期的日常工作，方能奏效。 

   

  诸多方面的现实共同影响着北京的人口形势，从入学到就业，从工作到养老，从政策到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城市人口调控的目的，是为了让已经很

拥挤的城市得以喘息，是为了给居住在城市的人和即将迁入城市的人提供更宽松的生活环境。 

  怎样让人口调控政策摆脱“涉嫌歧视”的阴影，怎样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更有尊严，怎样在人口扩张和产业发展中作出平衡，让年轻人拥有更公平的教

育资源和就业机会、让老年人在优质的环境中养老，是调控道路上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要实现北京人口调控的设想仍然任重道远，但依靠政策的支持

和社会的理解，北京人口调控向前迈进的每一小步，都将让这座城市更加接近她走向开放、和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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