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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口计生委 

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

研究，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赋予人口计生部门的重大职责。”为了把这项工作落在实处，

区委、区政府专门组织一批专家和学者围绕着西城区新的功能定位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一是为编制区“十一五”规划提供扎实科学的人口基础数据。二是针对人口与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人口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相适应的相关政策建议，为区委、区政府决策服务。三是将研究得到的人口基础数据及研究

成果进行分类，形成数据库，建立人口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支持信息系统。四是研究、建立与

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指标体系、阶段性目标及相应的考核评估方法。 

一、人口现状 

（一）常住人口 

1、户籍人口变动 

2004年西城区总人口为 85.4万,其中户籍人口 77.1万（参见表 1）。2000-2004年，

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6‰，平均每年自然减少 450人(参见表 2)。然而，户籍机械迁

入人口则呈逐年上升趋势，增长幅度保持在 6.5-7.5‰的水平，平均每年增加 5035人。2004

年，在更换身份证工作中，清理了部分不在西城区居住的本区户籍人口，净迁出 25970人，

这一年户籍机械迁入增长率降为-33.50‰(参见表 3)。 

表 1            2000-2004年西城区人口变动情况             （人，‰） 

 总人口 户籍人口 年份 

人数 男 女 
人口 

密度 
户数（户） 人数 男 女 

2000 856,444 436,892 419,552 24,682 281,709 781,437 391,058 390,379 

2001 896,079 464,589 431,490 28,303 282,113 786,450 393,236 393,214 

2002 921,077 479,489 441,588 29,093 282,172 792,457 395,992 396,465 

2003 897,792 468,941 428,851 28,357 282,486 796,542 397,637 398,905 

2004 853,639 436,401 417,238 26,963 269,626 770,572 384,726 385,846 
          

表 2  2000-2004年西城区户籍人口出生和死亡情况 （人，‰）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年份 

人数   

出生率 

人数   

死亡率 

人数   

自然增长率 

2000 3,501 4.46 5,296 6.75 -1,795 -2.29 

2001 2,983 3.81 3,484 4.45 -501 -0.64 



2002 3,184 4.04 3,207 4.07 -23 -0.03 

2003 2,181 2.75 3,310 4.17 -1,129 -1.42 

2004 3,493 4.45 3,591 4.57 -98 -0.12 

  

表 3            2000-2004年人口机械变动情况      （人，‰） 

机械增长 年份 迁入人数 迁出人数 

人数 机械增长率 

2000 28,683 32,887 -4,204 -5.36 

2001 33,473 27,992 5,481 7.00 

2002 30,922 24,882 6,040 7.67 

2003 26,303 21,179 5,124 6.46 

2004 49,633 75,603 -25,970 -33.11 

注：2003年为户籍人口的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 

其他为常住人口的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 

2、户籍人口人户分离水平较高 

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西城区人户一致（户籍登记地在本地，人也住在本地）的

人口只有 48.8万人，分别占西城区户籍人口的 62％和常住人口的 69％，即人户分离人口

比例高达 30－40%。人住西城户口在本市其它区县人口为 10.46万；户口在西城外出半年

以上人口高达 29.65万，超过“人住西城，户口在本市其它区/县及外省”人口的总和（21.10

万人），多出 8.5万多人（这一情况由于 2004年更换身份证清理户籍人口工作略有改善）。 

3、流动人口总量比较稳定，但密度较高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西城区流动人口总量 10.64万人，北京市外来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显示，2002年西城区外来人口达到 14.9万人，2003年回落到 12.1万人。表 1统计

数据显示，2000-2004年，居住西城区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在 7.5-12.8万之间波动，年均

9.95万。 

另根据公安部门暂住人口登记统计，2000年西城区暂住人口 7.5万，2001年增加到近

11万，2002年继续增加到 12.9万，2002年暂居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达到 1：6。2003年

以后，暂居人口登记率下降，2004年公安部门登记暂住人口 8.3万人。需要说明的是，2003

年北京市政府对流动人口登记办理《暂住证》的政策进行调整，强制性登记力度大大减弱，

使得暂住人口登记率出现很大的滑坡,据估计目前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的比例约为 50%

左右（各区县登记率情况基本相同）。 

西城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高度密集的区域之一，2003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显示，西城区流动人口平均密度为 4033人/平方公里。西城区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呈现“七多”

的特点,即中央、市属驻区单位多，中央机关和领导驻地区多，部队等保密单位多，拆迁地

区和建筑工地多，各种所有制的商业网点多，新建无主管楼多，在本区工作不在本区居住的

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城区的人口发展过程以下几个阶段：50年代，快速增长；60－70

年代，有所减少；80年代和 90年代，持续并大幅度地增长；21世纪初，人口规模开始下

降。目前西城区人口呈现出以下特点，户籍人口呈增长趋势，人户分离情况有所改善，但仍

是一个突出问题；基础受教育人口逐年减少；流动人口虽然绝对数量不多，但是与《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对西城区功能定位不相符合，流动人口的密度较大；失

业人口呈上升趋势；老龄人口的增幅较大；出生缺陷人口仍占一定比例。 

（二）基础受教育人口逐年减少 

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西城区中小学招生人数不断减少（参见表 4）。2004年西城

区 48所小学在校生总计 30466人，41所中学在校生总计 48239人，2000-2004年，西城

区中小学在校生中的借读生总量由 4659人上升到 7986人。其中小学在校生中借读生由

3793人增加到 5856人，增幅 54%，2004年小学借读生已占正式生的 20.92%。普通中学

借读生由 866人增加到 2130人，增幅达 150%。 

                                                          表 4          1993-2003年西城区历年中小学

招生人数 

  1993年 1995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小学 9592 8539 4388 4356 4199 4350 

普通中学 14820 17681 17097 16839 16984 15460 

职业中学 2251 3408 1604 2896 2523 1950 

合计 26663 29628 23089 24091 23706 21760 

（三）劳动力人口 

2004年，全区劳动适龄人口 51.7万，登记失业人员 5067人，登记失业率为 0.89%，

低于北京市城镇登记失业率 1.3%，不算高，但这一比重近 10年来处于上升趋势。失业人

口在未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占 6.19%，其中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各占 39%，小

学以下的占 3.5%，中专和大专以上的比重占 18.4%。失业前的职业中，生产、运输设备操

作人员及相关人员所占比重最高，为 50.2%；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占 30.8%；再次

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分别占 8.4%和 6.4%。失业人员的主体是初、高中文化程度

的生产、服务性工作人员。 

2001-2004年，全区累计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数为 54710人，实现再就业 49927人，

就业率达到 91.3%。2004年底，共开发各类社区就业岗位 59686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

43580人。 

（四）老龄人口增幅较大 

2004年，我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83岁，老年人口已增加到 13.97万，约占区总

人口的 18.6%，与 2000年相比，4年时间，老年人口净增 1.9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近 5000

人。同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已增加到 19554人（其中百岁老人 37人），占老年人口总

数的 13.99%，4年时间，高龄老人净增 7632人，平均每年增加 1908人。 



（五）出生缺陷人口仍占一定比例 

1998-2002年的五年中，本区出生缺陷儿的发生状况每年均有一定的变化，五年平均

出生缺陷儿发生率约在 10.10‰左右，最低是 1999年为 7.5‰，最高为 2002年的 13.3‰。 

西城区作为一个人口素质较高，医疗条件相对优越的区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出生缺

陷，显然会对未来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出生缺陷干预任务十分艰巨。 

二、未来五年人口发展趋势 

（一）常住人口总量将稳中有降 

1、户籍自然变动保持“十五”期间水平 

未来十年恰逢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第一批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由于“双独家

庭”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因此政策允许的二孩生育比例将会有所上升。根据西城区人口统计,

预计“十一五”期间，育龄妇女年平均约 18.34万人，年均出生人口将保持在 4000余人，累

计出生 2万余人,出生率将略高于十五期间的生育水平，平均保持在 6‰左右。 

2、流动人口呈现高位徘徊或略有下降趋势 

全区流动人口总量“十五”期间年波动幅度在 2万左右，2002年以前呈增加态势，2002

年后呈下降状。预计，随着中心城区土地价格的不断升高和中心城区人口向外疏散工作的开

展，流动人口的规模可能的趋势，估计“十一五”期间在 11—13万人。但也不排除随着西城

区新的发展规划，如新街市的建立、金融街的发展、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西城区流

动人口将出现新的流动态势。 

但是受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对中心城区要疏散人口的要求，

流动人口总体上应该呈下降趋势。 

3、户籍人口机械变动呈减少趋势 

经过 2004、2005年更换身份证工作，全区人户分离状况得到一定改善。根据西城区

已立项在建和待建的危改项目 58片预计拆迁人口估算，“十一五”时期全区拆迁和回迁规模

将与“十五”时期基本持平。不考虑其它政策影响，以 2004年 77.06万户籍人口为基础，若

在两年内保持 2004年-30‰的机械变动水平，2006年户籍人口总量可降到 74—75万人左

右。若按照“十五”期间户籍迁入年均 6.5-7.5‰的增长率，2010年西城区户籍人口规模将在

76-78万人。但是考虑到北京市总规修编的影响，户籍人口机械变动增长的势头会受到遏制。 

4、户籍人口人户分离得到改善 

在户籍制度没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西城区作为首都中心城区，与周边区域比较，在

医疗、教育、商业网点、交通枢纽等方面的区位优势，显然对人口存在强有力的拉力作用。

因此，预计“十一五”期间，全区人户分离水平将继续保持在 30-40%的水平，户在人不在的

绝对规模仍将维持在 25—30万规模，人在户不在人口约保持 10—12万人水平。 

5、常住人口规模预测 



常住人口总量受户籍人口自然变动、机械变动的影响，同时也受人户分离人口数量、

居住本区半年以上流动人口规模的影响。综合考虑上述因素，2010年常住人口规模约在

72—74万人。 

（二）就业需求总量将从递升转向递降，劳动力溢出人口增多 

1．西城区产业结构与服务功能定位明晰 

西城区是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办公区，是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载体。国家经济指挥中

心及国家级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大多设在区内。历史上形成了西单、西四等 10个商业区，

汇集了主要的商业、服务业企业。200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89%，初步形成了以商业、金融业、邮电通讯业和房地产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表 5

显示金融保险业已成长为本区的龙头产业，不仅在第三产业中比重位居第一，单个行业的比

重也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占到本区 GDP比重近 40%，在全市金融保险行业中,西城区占 1/4

强。 

    表 5          2003年西城区在中心四城区中的功能状况        单位：% 

  二产 三产 

运输邮电 批零餐饮 金融保险 房地产 

四城区 GDP比重 15.05 84.95 6.77 13.85 22.6 6.3 

其中；西城区 

占四区 GDP比重 4.34 31.77 0.16 4.39 14.19 2.89 

占本区比重 12.01 87.99 0.43 12.16 39.31 8.00 

占市本产业比重 3.49 11.83 0.59 12.41 25.52 14.64 

2．就业空间将呈现缩小发展态势 

根据北京市社科院对西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发展趋势的预测，2008年第三产业在全

区的比重将接近 92%，2010年达到近 93%，2020年上升到 97%。这种产业发展格局与服

务功能定位，意味着西城区就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资金对劳动力的排斥作用日益

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大多为技术人员；新兴第三产业多是知识型产业，人员素

质快速提高，但数量明显减少。这意味着未来西城就业空间的缩小。  

根据预测（参见表 6），西城区的第二产业就业岗位，在 2020年以前将呈现持续下降

态势；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的容量，在 2010年以前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从 2010

年始，其就业需求将从递升转向递降。由于西城区的第二产业早已呈现递降状态，所以 2010

年将成为西城区就业总需求从缓慢上升转向下降的一个重要拐点（参见表 7）。 

根据预测，中心四城区将较早出现三次产业就业总量由上升转向递降的趋势。而西城

区起码早于全市 10年出现就业总量递减趋势，这意味着，西城区与全市就业人口调控措施

将有所差别，这一点必须引起政府重视。 

                                                                                表 6                 2004～2010年

西城区就业岗位需求预测 



年份  总就业岗位数 占全市比重% 二产就业岗位 三产就业岗位 

2004 45.53 6.42 7.12 38.41 

2005 47.00 6.43 7.03 39.97 

2006 48.94 6.45 7.25 41.69 

2007 50.95 6.64 6.99 43.96 

2008 54.32 6.93 6.65 47.67 

2009 54.06 6.84 6.53 47.53 

2010 53.14 6.68 6.43 46.71 

表 7             2011～2020年西城区就业岗位需求预测 

年份  总就业岗位数 占全市比重% 二产就业岗位 三产就业岗位 

2011 52.19 6.93 6.29 45.90 

2012 49.79 6.65 6.07 43.72 

2013 44.73 6.12 6.17 38.56 

2014 43.43 5.95 6.06 37.37 

2015 41.81 5.70 5.73 36.08 

2016 39.03 5.32 5.62 33.41 

2017 38.71 5.19 5.56 33.15 

2018 38.15 5.10 5.42 32.73 

2019 37.90 4.73 5.25 32.65 

2020 37.35 4.62 5.04 32.32 

3．经济活动中溢出的人口将会继续增多 

根据北京市 1980～2003年劳动力供需分析，北京劳动力出现供大于需的劳动年龄人

口 1980年为 104.67万，此后一路下降至 1994年的 13万，而 1995年后这一缺口转而直

线上升，1998年突破 100万，2000年突破 200万，2001年高达 278万。未来就业空间的

相对缩小，意味着从主流经济活动溢出的劳动力人口（主要指灵活就业人口、失业人口、外

来务工人员）必将增多。 

对于位于北京中心城区的西城区来说，广纳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是未来

就业与人口政策的根本大计。但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配置中，西城区所遇到的最

大问题将是从劳动大军中不断溢出的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在全国城市化加速情况下不断

流入的与西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的农民工，他们很大一部份不能进入主流劳动大军，而是从

事低层次的各种个体工作。根据西城区将在 2010年前后出现就业总量从扩张到收缩拐点的

预测，从劳动大军中溢出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呈现增长态势。因此，政府在出台吸引人才政

策的同时，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应对这部份“溢出人口”的问题。 

（三）老年人口将持续、快速增加 

预计再过一、二十年，五、六十年代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将大规模步入老年行列，

西城将进入老龄化高速增长期，据预测，到 2020年全区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 30%，同比高

出全市（20.3%）9.7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5.6%）14.4个百分点。西城区 2000年每 100



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老年人口 15.60人，2025年将增加到 29.46人，2050年增加到 48.49

人。总抚养将从 2025年的 59.5%上升到 2050年的 76.8%。 

  

三、主要人口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2001-2005年 8月西城区征收社会抚养费 167例，计划外生育全部发生在人户分离家

庭。育龄人群调查结果表明，有一定比例的人群具有强烈的生育二孩意愿。根据预测，“十

一五”期间，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即使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0.7的水平，

由于育龄妇女及旺盛期育龄妇女总量的增加以及“双独生育政策”的影响，平均年人口出生率

将高于“十五”期间生育水平 2个百分点。同时，流动人口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屡禁不

止。因此，计划生育工作依然不能放松。此外，2003年 10月前，西城区经婚前检查检出的

患传染病和性病的人数出现逐年增加状况。 

未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点： 

一是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依法管理和加强服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

实行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 

二是实施“社区健康生育全程服务”工程。把重点放在孕前保健宣传和服务上，预防出

生缺陷的发生，将“健康生育快乐园”作为孕前保健服务的平台，组织抓好互动式生活技能培

训；落实社区综合监控系统的组织网络，对出生缺陷儿童开展康复治疗工作；采取多种形式

对社区 0-3岁婴幼儿进行早期健康教育。进一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育龄群众生殖健康水

平。 

（二）改革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根据 2005年西城区金融街地区中海凯旋高档住宅小区、音乐学院居民社区、大成大

厦四川成都卫士通有限公司、华实大厦大唐集团等公司、协和医院以及新街口街道流动人口

调查，有两点情况十分突出： 

一是低端产业就业比例高，移民倾向明显。外来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中低技术及简单

体力劳动领域，如在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服务、社区居民服务、保安、物业服务、护工、家政

服务、勤杂工等。在协和医院的护工和工勤人员中，京籍员工仅 1人，128名护工、勤杂人

员全部为外来流动人员。新街口街道的流动人口从事个体经商占 46.5%，个体打工占

40.9%。其中“个体经商”主要包括卖服装、电器、光盘、早点等；“个体打工”主要包括保姆、

建筑工人、电工、水工、木工、饭店服务员、商场导购等。据 2003年西城区外来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资料,在就业的流动人口 中 90.8%的人员收入水平集中在 400元至 1999元,其中

400-799元的占 45.8%，800－1999元的占 45.0%，他们大多干着脏活、累活，住房简陋，

三餐简单。但有 36%的调查对象表示，如有可能会在北京一直干下去，其中 33%为青壮年。 



二是，高档住宅小区流动人口的购买力强。中海凯旋高档住宅小区，外售房屋面积普

遍在 120－360平方米之间，房屋售价为 15000元/平方米左右（均价），每套房屋的售价

都在百万以上。在目前卖出的320套中，外来流动人口购买了217套，占售出房屋的67.81%。 

面对这一“事实移民”或“事实市民”群体，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改进和

创新。目前，我区同全市一样，从 1995年至今，设立在公安部门内的市、区、街各级流管

办一直是一个临时的、没有正式编制的部门，管理人员基本上是公安人员担任。由于公安业

务工作逐年繁重，无法专一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现行的以公安部门为主的流动人口协调

管理模式，难以满足对流动人口由控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化的需要。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改革思路： 

一是将市、区、街流管办的管理机构从公安部门内剥离出来，改在市、区、街政府内

设立，实行定岗、定人、定编，这样有利于政府和流管办对流动人口进行宏观管理。 

二是将目前的流管办更名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以适应当前和今后政府职能

的转变，加强服务功能。 

三是改革流管办的人员构成，充分体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的职能：（1）由相关

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综合办公，既担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又担负与本行业

的联络协调工作。（2）区、街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可以以各区现有的社区专职协管员

队伍为基础建立一支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队伍。 

四是强化社区服务职能，包括职业介绍、就业培训、社会保险、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

服务、子女入学、法律救助等。将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由公安部门

回归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负责。 

五是实行流动人口参与式管理政策，在流动人口较多的社区，按比例配备流动人口身

份的居民委员会委员和党组织成员，便于他们代表流动人口表达群体意愿，行使社区民主管

理权利。鼓励他们增建各具特色的群众性自发组织，如同乡联谊会、同业协会等组织。 

（三）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 

“十一五”期间，西城区小学毕业生人数仍将继续下降，从而导致普通中学招生人数下

降。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状态，导致人们“就好上学”，而不是“就近上学”。目前中学

平均规模在 1000人以上，但是师生比相对较低，低于西城区小学的师生比，存在一定的师

资冗余现象。 

针对西城区这一区情，建议政府在优化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提升

劳动力人口素质： 

一是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大力打造品牌学校。以北京四中、实验中学等名校为龙

头，加大投资力度，同时从硬件和软件上下力气，打造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著名中学和小学。 

二是合并中小学校，在部分未被覆盖区域建立新的学校。一方面适应生源减少的趋势，

另一方面逐步改善全区小学分布状况。 



三是将被置换出来的中小学校转变成技术职能培训中心，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和职业培

训的力度。以西城区目前相对缺乏的技术行业与服务行业为目标，以市场引导培训，开展技

术职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 

四是加大投入，全面提升二类学校的综合水平。 

（四）大力开发就业岗位，鼓励多种形式就业 

西城区就业岗位需求前景不容乐观，劳动就业将是政府始终面对的一个压力。根据西

城区产业结构、服务功能的定位，在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积极扩大就

业容量，扩展再就业领域，培育适应西城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特点的“就业增长点”。 

一是围绕区域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在实施“三区”战略中，把扩大就业容量列入重要目标。

在项目立项、开发和建设中，同时考虑就业问题，做好经济发展与就业“三同时”。 

二是发展非公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积极鼓励非公企业

利用西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参与“五业”的发展，繁荣西城的经济，同时吸纳更

多的人就业。政府在投资环境、税收政策等方面，为非公企业发展提供积极的指导服务和政

策扶持。 

三是围绕社区建设，开发就业岗位。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与扩大社区就业相结合，在

社区中加紧开发“三保”（保安、保洁、保绿），发展“三托”（托老、托幼、托病），推行“三

项服务”（家政服务、配送服务、卫生保健服务），完善“三大管理”（物业管理、车辆管理、

交通管理），充分挖掘社区就业潜力。在“文化社区”、“便民社区”、“敬老社区”、“安全社区”

的特色社区建设中，鼓励失业人员在社区创业和就业。 

四是完善灵活性就业制度。灵活性就业是游离于主体产业之外，为主体产业服务、为

居民生活服务的小型企业或个体经营活动。有的灵活性就业位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比如创

新型的自主创业、设计等；也有的灵活就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比如个体摊贩。在市场经济

广泛深入各个经济领域，所有制多元化的形势下，灵活性就业是就业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

也是扩大就业岗位的有效途径。据估算，灵活性就业在我国城镇就业中已占到 20%左右。

但政府目前对这种就业方式缺少系统的制度建设，建议政府加强对灵活性就业制度的规范建

设： 

⑴从法律上确认灵活性就业的合法地位，保护灵活就业者的合法权益。  

⑵规定予以鼓励的各类灵活就业门类、形式，对灵活就业者的经营活动予以规范。同

时明确规定禁止有碍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业门类。 

⑶制定推进灵活就业发展的规章制度，比如对小型企业、个体经营、自谋职业和自我

创业者允许个人贷款，实行适当的抵押担保制度、一定时限内的税费减免制度、与灵活就业

者收入水平相当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在用工期限、用工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报酬等方面制

定相应法规，保护灵活就业者的合法权益。 

（五）积极发展老龄事业 



表 8显示，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西城区 1998-2002年养老保险金支出总量增

长速度快于基金收缴增长，出现了入不敷出情况。虽然 2003和 2004年出现收大于支的转

机，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表 9显示，从 2001-2004年，我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

离退休经费增长率远远高于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到 2004年超出财政支出增长率已达 10个

百分点以上。因此，伴随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政府将面临日益增加的财政支出负担。关于发

展老龄事业，从三方面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 

  

表 8                 西城区养老基金收支总量  （年、万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支出总量 49,768 71,779 83,540 104,163 1,267,650 151539 176052 

收缴总量 58,098 67,145 76,446 96,509 1,266,459 204938 233845 

基金支出逐 

年递增比(%) 

44.23 16.39 24.69 21.70 26.75     18.1*   16.2  

基金收缴逐 

年递增比%) 

15.57 13.85 26.24 31.24 21.73     61.3*   14.1 

*：对比 2002年 

表 9   西城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增长率与财政支出、经济增长率比较（%） 

年份 离退休经费增长率 财政支出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 

2001 24.30 37.17 11.20 

2002 16.16 6.10 11.10 

2003 

2004 

16.73 

25.38 

14.84 

14.00 

11.90 

12.80 

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社会统筹与个

人账户相结合，逐年逐步做好“做实”个人账户工作。待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调整后，做好贯

彻实施。逐步形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促进企业年金发展，形成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

个人储蓄保险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待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后，做好机关

事业单位的参保工作。解决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国家认可的一定年限的连续工龄，

但从未参加过养老保险的人员养老问题。 

（2）完善卫生健康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区内一级医

疗卫生机构的有效资源，拓展社区服务，增强对老年群体的医疗救助服务、医疗保险服务、

医疗协助服务。加速发展社区医疗卫生事业，满足老有所医的需求。合理配备社区医务人员，

增添老年常见病多发病的检测设备，医疗卫生服务重心下移，使医疗卫生服务的保障功能向

社区倾斜向老年人倾斜，不断提高社区医疗站的诊治水平和服务质量。将社区医疗纳入公疗

和医保范围，出台支持社区医疗发展的鼓励政策和引导措施，鼓励和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及社

区居民在社区就医，使我区业已形成的“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和健康教育”一体化的健康



保障体系功能在社区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加强社区老年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培养，建立一支

与人口老龄化需求相适应的社区老年医疗卫生服务队伍。 

（3）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低保制度，夯实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建立健全

专项救助制度，深化医疗救助制度，扩大住房困难户救助范围；建立应急救助机制、加大临

时救助力度，有效缓解低收入老年群众的突发性、临时性困难。 

二是大力发展为老服务业。 

（1）从区情实际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首先，积极构建社区居

家养老的支持体系。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事业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市场运作，走专业化、产业化

的发展道路，坚持公益性、福利性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改变目前存在的一方

面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短缺，另一方面又闲置浪费的现状。努力构建和谐优质的社区养老环境，

把社区建设成为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体娱乐、医疗康复、老有所为和权益保障等全方

位为老服务的重要载体，形成对居家养老的有力支持，开创城区养老新模式。要切实做好对

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和生活特困老人的照料与帮扶工作。其次，制定居家养老的鼓励政策与

奖励机制，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 

（2）加强社区老年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把开辟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设施作

为旧城改造和小区开发的配套项目纳入规划，与小区住宅建设同设计、同施工、同落成。对

此，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度，出台强制措施。建议兴建西城区老年文化活动中心，

开辟老年文化活动广场，集老年教育、文体娱乐、辅导培训等多功能为一体，为广大老年人

提供一个综合性活动场所，并以此促进全区老年文化活动的开展。 

（3）适度发展机构养老，以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西城区地域规模窄，设施建设

发展空间小。建议将我区现有的 15所街级养老机构进行规模整合，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

建设二至三座 100—150张床位，不同档次的社区养老机构，这样有利于养老机构的功能朝

着养、医、教、学、乐一体化方向发展。近些年来，幼儿园、中小学生员不足的状况十分明

显，不少校（园）舍闲置，造成土地及设施的极大浪费。建议政府将上述闲置的资源收回，

统一规划，合理配置，打破由行业垄断的局面，从全区整体利益出发，使资源投入向老年人

需求倾斜，合园并校，用腾退的房舍改建养老设施或开辟老年活动场所。 

三是培育老年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政府需出台鼓励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和引导措施，着力开发和培育老年市场，包括老

年商品市场、服务市场、住宅市场、文化市场、旅游市场、医疗保健市场及老年用品科研开

发市场等等，使老年市场逐步形成区域规模、区域优势和区域特色，使老龄产业成为我区经

济发展的新的推动力和经济增长点。鼓励发展老龄产业，简化立项手续，减免税收，多渠道

筹集资金，依靠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参与，实现社会服务社会办，服务对象社会化，服务

人员社会化。 

四、2006年人口问题研究思路 



2006年是“十一五”人口发展规划实施的起步年，也是人口问题研究的发展年，如何继

续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形成的人口问题研究机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 

在研究思路上：首先加强自主调研的能力，进行人口战略问题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请

专家做一个个独立的课题，应该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建立专家库，和本领域的专家建立长

期的、经常性的联络、咨询机制；进一步加强参与人口问题研究的专家库和相关部门“两支

队伍”建设，提高部门组织实施调研的能力。 

在研究内容上，具体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调研： 

一是积极探索建立“西城区人口综合信息动态监测系统”，向外省市和兄弟区县学习先进

经验。建立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利用机制，为区委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人口基础数据和人

口发展决策依据。 

二是加强人口规模控制和合理分布调研。按照北京市新规划和西城区未来发展规划的

要求，结合建成区、保护区和功能街区的发展，对如何调控人口规模、促进全区人口合理分

布、积极稳妥地疏散人口并保证被疏散人口的生活水平进行调研。 

三是加强流动人口调研。此项工作还比较薄弱，配合“三区”战略、六个功能街区、建成

区和保护区的发展，分类进行流动人口调研。西城区主要着眼于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

的调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以便更好的提供管理和服务，建议市里根据新规划的要求，

对全市流动人口的分布进行合理调控，为创建首善之区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四是加强劳动力就业调研。配合全区新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增强适龄人口的

核心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提高其就业水平。 

五是加强低保人口调研。西城区主要着眼于对区域内其人员构成、致贫原因、生活状

况等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加强对处于低保线之上、未能享受低保待遇的边缘人员的调研。

建议市里也加强这一方面的调研，以便在全市的范围内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低保人员的管

理与服务。 

六是加强老龄人口调研。重点调研老龄人口对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公共财政支

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老龄服务产业的需求等，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七是继续推进出生缺陷干预工程，西城区将“社区健康生育全程服务”工程纳入社区的生

命全周期中，依靠专业的社区卫生服务团队，提高全区出生人口素质。建立市里相关部门提

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