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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北京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制定

“十一五”规划时必须予以足够的重

视。这里仅就与人口规划相关的几个

突出问题谈些看法。

一是人口总量增长加大与资源承

载力之间的矛盾。人口压力不单纯是

人口总量的增长问题，而是不断增长

的人口总量与北京现有的环境和资源

承载力之间的突出矛盾。北京是一个

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城市，这个矛盾就

更为突出。我们应该从承载力上理解

人口总量增长问题。承载力本身涉及

到首都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是北京的人力资本存量非常高，

但是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优势。北京

科技、教育的力量及中科院院士的数

量是全国最高的，高于上海、广东，但

是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却不及这些地

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比较低。

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北京人的身体素

质，教育文化水平，劳动技能是高的，

要远远高于上海，北京的各项指标是

上海的好几倍，但现在优势在慢慢地

缩小。人口不光是数量的问题，所以，

怎样把人力资本变成经济优势是当前

比较突出的问题。

三是资源短缺与提升城市生活质

量存在着战略性失衡。现在，人口集

中分布在城八区。如果要按人口密度

计算，城八区特别是城市中心地区人

口密度非常高，郊区或边远地区，人

口密度并不是很高，调整人口分布，对

于解决资源短缺与提升城市生活质量

非常重要。

四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产业结

构的升级之间存在着供求矛盾。北

京劳动力的素质虽然比较高，但劳

动力素质同产业升级之间却存在着

很大矛盾。现有的高素质劳动力与

调整后的产业结构不匹配。例如，旅

游是北京市的拳头产品，但是我们

的旅游人才奇缺；北京汽车工业的

发展，需要高技能的工人，我们也没

有这方面的优势。

五是城乡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

间的差距拉大，直接影响首都的安全

和社会稳定。用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

来衡量，全国超过了0.4的界限，北

京的这种差距更大。这些问题对中国

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

在规划编制中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六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局部缺失严

重地制约着北京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

社会的构建。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

快，但社会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发展不

同步。尽管我们的教育、卫生设施比

较齐全，但在分配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其中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北京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上海、江苏、浙

江等地方相比有很大差距，我们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

社会质量提高的偏差。

七是城市发展理念与城市管理体

制滞后之间的矛盾。比如对流动人口

问题，广东已对流动人口开展了社会

人口规划中几个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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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工作。北京的流动人口之所以成

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主要是没有做

好这方面的工作。数据显示，北京市

流动人口中犯罪率比较高的是来京半

年以下的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

口和户籍人口的犯罪率是一样的。很

显然，促使流动人口相对地稳定是城

市管理中的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管

理是以管人为主还是以管出租房为主，

这需要我们在城市管理理念上做很大

的调整。

八是各区的规划和北京市的总体

规划应结合起来。例如，在人口发展

上就应有一个总体的发展思路。具体

而言：1、要强调宏观人口调控。调节

控制、相互弥补是非常重要的。政府

在强调控制的同时，还需适当放开，但

放开并不是放手不管，而是疏堵结合。

2、要实事求是地确定北京的城市功能

定位。要有切实的保证措施。包括：第

一，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和

多层次的流动人口管理网络。当前存

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市区两级管理模

式不一致。市里是以公安管理为主，这

是一种防范式的管理，具有重管理轻

服务的特征；各区县是政府管理，计

生、就业、公安等在一起，其职能是

综合的。当前北京市必须要及时统一

市与18个区县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

第二，以制定“十一五”规划为契机，

进行流动人口的调控，确定人口发展

规划。第三，确定合理的城镇发展思

路，推进北京城市化发展，增加北京

经济增长点。第四，要充分利用北京

的人才优势，发挥中央高校和各部委

所属科研院所的力量，共同为北京的

发展做贡献。第五，以制度建设为保

障，促进北京就业、社会保障、医疗

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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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规划应体现政府的干预在减弱。我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

济的转型过程中，降低政府干预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十一五”

规划有不同层次的项目，有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但是主导并不是

去直接操作，而是委托其他方操作；有的是政府出资，政府组织来

做，这是政府干预程度最强的；还有一些是社会主导，政府的参政

与程度是很低的。“十一五”期间的项目要按照不同层次区别开来，

充分体现出政府的干预程度是在逐步降低。

二是规划应体现创新精神。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不创新就不

能前进。在“十一五”期间，在人口和资源的问题上我们面临比较

大的压力，因此，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这也是我们特别强调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科技资源雄厚，人

力资源多，为什么它转化不成经济的优势？在创新能力方面，北京

有许多潜在的要素条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中科院研究的

许多领域与北京的发展不是很对路，如果北京在经济科技结构上加

以调整，就可以与中科院的资源进行衔接，将科技资源转化成经济

优势。“十一五”期间，北京可以在这里面做些文章。

三是规划在空间和时间发展的概念上应有所突破。作为世界经

济的组成部分，北京的经济发展必须有开放的眼光。在全球化国际

分工已经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北京在世界经济中如何定位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制定规划时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和全新的时

空概念，这样才能保证北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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