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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与“梳理”：  

理论依据与战略措施的探讨  

 
丁四保 

 

 

一、深圳人口和人口问题的社会属性 

 

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必然遇到的人口及其社会问题是： 

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和形成庞大的人口规模； 

因此人口的高密度集聚不可避免； 

高密度集聚就是高密度接触，接触中人们不仅会发现相互

间的互补，也会产生矛盾； 

庞大人口群体的构成不可避免地是多元化的，即所谓高异

质性，如文化素养的异质性、文化的异质性、行为习性的异质

性、价值观念的异质性等； 

城市人口具有的这种异质性本来是城市人口结构相对于农

村的优势，因为结构的复杂应该带来功能的增强； 

但是如果用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而且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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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同一性的标准只是由这个群体中具有相对同一性的部分人口

来制订的话，就会使其他人口不适宜于这个标准，矛盾的产生

于是不可避免。 

深圳遇到的人口社会问题之所以比较严重是因为，一，其

人口增长的基本形式是机械增长，即来自国内五湖四海的人口

迁移；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口主体是国内长期以来收入

和教育水平相当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庭，这些人

口在给深圳带来文化的异质性的同时，使文化素养的异质性变

得突出出来——据深圳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深圳的“外来人

口”在过去的四年里增长了 126 万，2003 年达到了 406 万，而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95%；三，当深圳用“现代化国际性

城市”的标准来审视我们的人口时，人口异质性的积极效果就

有向其反面转化的趋势了。 

 

二、对深圳人口社会问题和贫困群体“社区”的分析 

 

最近的城市“梳理行动”主要针对“外来人口”，事出有因。 

其实，深圳的外来人口绝对不止 400 万，多个来源表明，

现在深圳的人口总量大约为 1200 万，其中，“户籍人口”不到

150 万，由于户籍人口可以享受到相当好的社会福利，最重要

的是住房，因此他们不会成为被梳理的对象。 

在其余超过 1000 万的“外来人口”中，我们可以根据2002

年深圳在第二、三次产业进入正式统计的就业人口规模来推算

他们的“剩余”——当年全部被统计的就业人数超过 300 万，

即使我们完全不考虑户籍人口中的就业者，也就是说权当这些

就业岗位都提供给了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仍然存在 700 万的

剩余。 

获得上述就业岗位的外来人口显然可以与户籍人口一样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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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定程度的居住待遇（如雇主提供的宿舍），或者依靠自己的

收入得到更好一些的居住条件（如在“城中村”租住或独立购

买住房），所以问题的主体是“剩余”的 700 万。 

虽然“剩余”的 700 万外来人口并没有稳定的职业，然而

他们之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居留了下来必然有其合理性——无论

是正当的临时性工作、自谋生路（小摊贩、捡拾垃圾、“做苦力”，

当然我们必须排除从事不法行为的人群），他们在深圳总是有生

存和发展的机会，并且相对于他们的农村老家，边际收益递增

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在深圳居留的权利。 

一般来说，城市贫困群体可以被城市“消化”，他们与城市

主体居民的异质性矛盾不会激化，原因是，一，在我国，城市

里长期以来以“单位社区”为居民区的基本形式，计划经济条

件下的“单位”总是能够给他们的职工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

宅，而深圳没有这样的计划经济经历；二，在市场经济国家，

城市在长期的发育过程中总会形成或者同心圆、或者扇型、或

者多元组团的空间格局，城市贫困群体要么分布在城市中心区，

要么分布在边缘，要么分布在“高风险地带”（河漫滩、山前坡

地、高污染地区等），无论怎样，都已经与城市社会形成了相对

的均衡，而深圳虽然有这样的市场经济经历却没有足够长的时

间积累。 

正是因为这样，深圳的贫困群体可以分布在任何管制松弛

的地段，他们在那里居住、开办小的作坊式企业并形成雇工，

形成围绕这些企业的服务业，于是人口的继续迁移形成路径，

人口继续增长，生活性服务业也因此形成群体。而问题在于，

这些人口在不断集聚过程中所形成的社区是一个封闭的、与深

圳生产与消费和文化进步基本没有关联的内部循环系统。在国

外，这种现象被称为“假城市化”，这些人口被称为“擅自占有

土地居住者”。这些“社区”却可以产生对深圳十分不好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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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化”效果，包括对城市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和城市的犯罪。于

是，城市的“梳理”成为十分必要的政府行为，否则，这些丑

陋的社区的扩散和蔓延将彻底扭曲城市发展的路径。 

 

三、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面临的巨大挑战 

 

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实际上是在一个并不乐观的大

背景下进行的。 

从理论上说，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开始的阶段。工业化总是

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工业化必然遇到把农村人口“推向”城

市和城市必然把农村人口“吸到”城市的城市化问题。 

我们知道，城市化的成本要远远超过工业化，因为城市化

必须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服务业和城市公共福利、修复

城市生态系统和为居民提供就业、交往和学习的机会等方面支

付成本，并且这些成本只能由城市政府承担，而不像工业化那

样可以让企业分担。 

而我国目前城乡之间和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还在扩

大，“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不均衡发展方式使深

圳成为中国这种发展方式的最大的获益者，但是，深圳在获得

资源集中配置的好处的同时，必将遇到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

的最大挑战——消化来自全国农村的大量的剩余人口，即一个

庞大的相对贫困的人口群体，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社区”给

深圳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的城市系统里，深圳有着全国最大比例、甚至是最

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深圳的成功与否将是检验我国社会经济制

度是否优越的一个案例。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都遇到了与深圳类似的城市

问题，并且深圳已经成为典型，所以深圳的成功与否又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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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

的机会。 

最后，深圳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早在它的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的时候，城市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问题就应该被我们

发现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我们是在今天全国的平均水平

都已经达到这个水准的时候（2002 年，即使把深圳的人口基数

定为 1000 万，其人均 GDP 也将近 2500 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2.5 倍），才遭遇这样的问题——高速工业化条件下成长起来

的深圳能否克服由于成长过快而带来的“营养不良”，能否克服

众多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城市化限制工业化发展的问题，这也

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世纪课题。 

 

四、以人为本，迎接挑战 

 

迎接挑战的战略重点必须是解决城市人口和他们的就业问

题，也就是把外来人口、贫困人口作为制定战略措施的出发点。 

一个明确的指导观念应该是，“人们为了生活而来到城市，

人们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居留在城市”，我们没有理由通过“梳理”

而驱赶为追求生活而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们，就像我们不能驱赶

那些“户籍人口”和被认为是人才的人口一样。 

为此，本文提出关于战略性措施的如下思考。 

4.1 产业置换和人口置换 

深圳是迅速工业化模式上成长起来的城市，制造业近些年

来一直是主导深圳经济发展的产业，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两

点启发，第一点是，外来的低文化素养的劳动力的大量供给正

是深圳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所决定的，也就是在深圳制造

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吸纳着这些劳动力人口；第

二点是，根据“增长极带动”的产业发展模式，进入制造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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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的劳动力人口是拉动其他劳动力人口拥向深圳的“主导

部门”。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改造深圳的制造业，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人口异质性中的矛盾——适度提高人口的文化素养。 

有两个途径可以实现上述目标。 

第一个，深圳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即通过信息化改造

和发展制造业，比如发展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装备制造业、汽车

工业、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部门，提升原有电子部门的技术层

次，向为全国制造业信息化服务的方向发展（汽车电子产品、

用于机械加工行业的软件等），甚至考虑发展航空航天工业的辅

助部门。如果深圳的工业企业主要需要的是像华为、中兴等企

业那样，主要是面对大学毕业生，则就业人员的社会福利水平

会明显提高，城市的人口文化素养结构也会明显提升。这是“置

换人口”的思路。 

第二个，深圳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向其他地区迁移。深圳

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它对其他地区的发展带动将以产业的

梯次转移为基本形式之一。在深圳参与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

合作的框架下，深圳完全可以把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问题

部门”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湖南、广西、江西、云南、贵

州、四川等省区。这是“置换产业”的思路。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在提高土地成本（针对“低效率土地

利用”、污染、城市建设增容等收取费用）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不

断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等环节，促进高、低级制造业部门的

转换。 

按照目前深圳在制造业部门有近 200 万人就业的规模推

算，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置换 50%，也就是 100 万就业人口。

100 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对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其他省区来说

将是实现工业化的巨大进步，而对于深圳来说，会增加 100 万

大专以上学历的高素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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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之所以有较少的人口，

具有文化素质较高、享有高福利待遇、人才密集的人口优势，

并且国家竞争力比较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可以享受工业化成

果，都是离不开这种产业—空间的置换。 

我们早就知道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

来说都要依靠“梯度转移”，为什么不在深圳主动地去寻求它的

双赢效果呢？这样做的结果是实现更多人口的福祉，所以是一

个“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思想。 

4.2 第一、三次产业的吸纳 

深圳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水热条件好、地貌类型

多样（山地、坡地、平原、湿地），且城市人口密集、人口对生

活质量的要求高，再加上香港因素，所以发展生态农业和精准

农业是很有前途的。 

历史上被国际农业界、地理学界、生态学界广为称道的“桑

基鱼塘”、“果基鱼塘”曾经是珠江三角洲的骄傲，这种高效的

劳动密集的农业类型现在差不多消失殆尽，成为历史的遗憾。

而华南坡地的开发利用也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科学

界提出的重大生态经济工程课题。 

其实，简单地禁止在坡度≥15o 的地带开垦土地和“封山

育林”并不一定适合深圳的地理条件，因为其生态—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都不理想。积极的植物—生物工程则可以使这里大

面积的山地发挥更好的生态—经济效益，如培育多种速生的植

物、沿等高线栽种由灌木组成的生物篱笆墙、简易的工程（修

筑梯田），就可以在短时间里（有时只需 1-5 年）为市场提供木

材、纸浆原料、薪炭、饲料、水果、药材、蜜源、纤维、香料、

染料、油料等产品，并且产生水土保持、增加土壤肥力、为城

市和农业提供环境服务功能（如改善大气质量）等多种生态—

环境效益。如果在缓坡、平原地区开发像果树、鱼塘、宠物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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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包括蔬菜）种植、肉用或奶用畜牧

业（包括大牲畜和禽类），都可以在生态农业小区——循环经济

的模式下吸纳大量劳动力，形成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精准产业、

绿色产业。 

如果按 1000 亩土地的平均规模，在山前平原、平原、湿地、

坡度≤25o 坡地甚至更高（采取生物措施和梯田的方式开发，

可以保障不发生水土流失）、500 户家庭、供养 2000 人口的单

位计算，开发 100 个这样的小区，就可以形成 20 万农业人口的

安置并且大大增加深圳 100 平方公里范围上的人工生态系统的

生产力。 

在第三次产业方面，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发展教育与科

研产业。我们按照国内中心城市一般拥有 2、3所好的大学，在

校师生总共 10 万人的目标，按照国内中心城市 3-5 万科研人员

的经验值，如果深圳在 15 年内达到这个规模，就又会形成十几

万高素质的人口。而这些人口所关联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他部

门都将是高等级的，所以是又一个很不错的产业—人口增长极。 

4.3 城市建设规划中的安置 

无论怎样，政府的安置都不可避免。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

的大城市都通过对贫困群体的安置实现了克服高异质性带来的

社会矛盾，典型是香港和新加坡（集中建设公屋区）。 

深圳实现安置的重点区域，一是现有的“城中村”，二是郊

区和城乡集合部。 

“城中村”的问题虽然不少，但是它们在解决安置问题中

的贡献不可小视。城中村实际上分担了政府的安置成本，而且

它们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市居民分布格局的规律性表现—

—毕竟要有一部分低收入的人群要依靠廉价租屋实现定居。即

使在美国的华盛顿，贫民区与高等级住宅区也可以长期共存，

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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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建设大面积的政府安置小区不仅可以

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条件、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同时也便

于政府的管理——一方面是对居民身份和行为的管理，一方面

通过提供住宅而相应提高了进入和在深圳居留的生活成本，生

活成本的相对提高和享用公屋对就业—收入的要求，肯定会对

盲目进入的人口产生阻碍作用。 

总之，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与它的“梳理”行动应

该考虑标本兼治，应该上升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战略，按照“以

人为本”的发展观，统筹各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当然，问题

是相当复杂的，需要认真的调查、研究、试验。 

梳理行动引发了矛盾，受到了一些批评，政府不应该简单

地对待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批评——没有批评怎么会有群众的

监督？没有批评，怎么会迫使我们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

现在正是我们实践三个代表科学思想的大好机会。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共政策组负责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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