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经济圈推进中面临的

人 口问题及对策

陆杰华 卢镜逢

一
、

引子

首都经济圈是我国继
“
珠江三角洲

”
和

“
长江三角洲

”
之后的第三大经济圈

，

其区域一体化的提法 由来 已久
。

早在 ����年 � 月
，

国家发改委就正式启动

了
“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

”
的编制

，

更在 ����年就京津冀区域规划面向社会

征求意见和建议
。

但与
“
珠江三角洲

”
和

“
长江三角洲

”
的蓬勃发展不同的是

，

“
京津冀都市圈

”
因为其过于理想化的设计一直都只停留在

“
纸上谈兵

”
的层面

，

直到 ��� 年年初
， “
十二五

”
规划首次提出

“
推进京津冀

、

长江三角洲
、

珠江三

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

打造首都经济圈
”
的区域发展战略

，

将打造首都

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
，

才使得设想多年的
“
京津冀一体化

”
被正式提上议程

。

首都经济圈主要包括北京
、

天津
、

河北三方
，

虽然具体的发展规划仍在

编制中
，

但三方的区域合作发展活动现已开展得如火如茶
。

首都经济圈延续

了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理念
，

旨在发挥各地区优势
，

不断推进资源整合和合

理配备
，

在区域范围内建立
、

建成经济共同体
，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

发挥

规模效应
，

共同谋求三方互赢的发展
。

人 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

并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
。

现阶段人 口规模
、

素质
、

结构
、

分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
。

事实上
，

在首都经济圈推进的过程中
，

人 口 因素扮演 了极其重要的角

色
。

首先
，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人 口 和劳动力群体的适度聚集
。

人力资本存

量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前提条件
，

当然
，

这并不意味着地区人 口规模越大越好 �

恰恰相反
，
人 口规模在局部地 区过度的聚集

，

反而会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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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其次
，

劳动力和人才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的 自由流动对区域经济一体化

有重要意义
。

只有劳动力人 口尤其是人才要素的合理流动
，

才能使各种生产

要素在空间上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配置
，

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①

再次
，

产业结构和人 口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也有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
。

要发

挥北京
、

天津的辐射作用
，

区域间就必须在产业结构和人 口 就业结构上形成

合理的错位发展
，

这样才能促进 区域间的经济生产合作
，

从而带动周边 中小

城市的发展
。

二
、

首都经济圈内人 口发展环境的省级比较

现如今
，

各方对于首都经济圈的区域划分还没有明确的界定
，

所 以本文

采用京津冀行政区域划分
，

重点 比较首都经济圈内北京
、

天津
、

河北人 口发

展环境的主要特点
。

第一
，

京津两个地区省级流动人 口数量庞大且增速迅猛
。

近年来
，

跨省

外来流动人 口纷纷涌入北京和天津
，

在两地形成了庞大的人 口规模
。

表 �显

示
，
����年

，

北京流动人 口 已经达到 ���
�

�万人
，

超出天津 ����
�

�万人�的

两倍
，

更是河北 ����
�

�万人�的五倍之多 � 在比例方面
，

北京
、

天津与河北之

间的差异更加 凸显
，

北京流动人 口 占常住人 口 比例高达 ��
�

��
，

高出天津

��
�

�个百分点
，

更是河北的近 �� 倍
。

从 ����年到 ����年
，

在流动人 口增长方面
，

三地也呈现 出巨大差异
，

其中北京流动人 口 比例增长最快
，
����年之后更是增速迅猛

，

天津也保持 了

较高的增长势头
，

流动人 口所占比例 ����年 比 ����年多出 ���
。

相 比之下
，

河北省的流动人 口 比例增长非常迟缓
，
���。 年较 ����年甚至有略微下滑

，

����年也只比 ���。 年提高了 ��
，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表 � 京津冀地区外来流动人口数�及其占常住人口 比例�万人
，
��

年年份份 流动人 口口 占常住人 口 比例例

北北北京京 天津津 河北北 北京京 天津津 河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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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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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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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
���。 年

、

�。 。�年
、

��� 。 年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
。

① 童 玉芬
� 《 实现京津冀 区域一体化的人 口 条件 与 问题分析 》 ，

见
� 《人 口 与发展首都人 口 与发展

论坛文拜 》 ，
���页

，
北京

，

中国人 口 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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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其次
，

劳动力和人才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的 自由流动对区域经济一体化

有重要意义
。

只有劳动力人 口尤其是人才要素的合理流动
，

才能使各种生产

要素在空间上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配置
，

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①

再次
，

产业结构和人 口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也有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
。

要发

挥北京
、

天津的辐射作用
，

区域间就必须在产业结构和人 口 就业结构上形成

合理的错位发展
，

这样才能促进 区域间的经济生产合作
，

从而带动周边 中小

城市的发展
。

二
、

首都经济圈内人 口发展环境的省级比较

现如今
，

各方对于首都经济圈的区域划分还没有明确的界定
，

所 以本文

采用京津冀行政区域划分
，

重点 比较首都经济圈内北京
、

天津
、

河北人 口发

展环境的主要特点
。

第一
，

京津两个地区省级流动人 口数量庞大且增速迅猛
。

近年来
，

跨省

外来流动人 口纷纷涌入北京和天津
，

在两地形成了庞大的人 口规模
。

表 �显

示
，
����年

，

北京流动人 口 已经达到 ���
�

�万人
，

超出天津 ����
�

�万人�的

两倍
，

更是河北 ����
�

�万人�的五倍之多 � 在比例方面
，

北京
、

天津与河北之

间的差异更加 凸显
，

北京流动人 口 占常住人 口 比例高达 ��
�

��
，

高出天津

��
�

�个百分点
，

更是河北的近 �� 倍
。

从 ����年到 ����年
，

在流动人 口增长方面
，

三地也呈现 出巨大差异
，

其中北京流动人 口 比例增长最快
，
����年之后更是增速迅猛

，

天津也保持 了

较高的增长势头
，

流动人 口所占比例 ����年 比 ����年多出 ���
。

相 比之下
，

河北省的流动人 口 比例增长非常迟缓
，
���。 年较 ����年甚至有略微下滑

，

����年也只比 ���。 年提高了 ��
，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表 � 京津冀地区外来流动人口数�及其占常住人口 比例�万人
，
��

年年份份 流动人 口口 占常住人 口 比例例

北北北京京 天津津 河北北 北京京 天津津 河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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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 。�年
、

��� 。 年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
。

① 童 玉芬
� 《 实现京津冀 区域一体化的人 口 条件 与 问题分析 》 ，

见
� 《人 口 与发展首都人 口 与发展

论坛文拜 》 ，
���页

，
北京

，

中国人 口 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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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京津冀地区人 口教育水平的基本情况
。

北京人 口 的文化素质处于高水

平
，

未上学的比例仅为 �
�

���
，

初 中
、

高 中
、

大专及 以上 的 比例分别达到

��
�

���
、

��
�

���
、

��
�

��写
，

在与其他两地 比较中优势明显
� 天津的人 口素

质不及北京
，

高中和大专及以上人 口为 ��
�

���
，

较北京低 了 ��
�

���
，

但是

在与全国的人 口受教育水平的对 比中也处于较高水平 � 相 比之下
，

河北的人

口素质偏低
，

接近一半的人 口是初 中学历
，

未上学和小学的人 口 比例分别是

�
�

���和 ��
�

���
，

而大专及 以上学历的人 口 只 占到 了 �
�

���
，

甚至低于全

国水平的 �
�

���
。

表 � ����年京津冀地区人 口受教育水平情况 《��

北北北京京 天津津 河北北 全国国

未未上学学 �
�

���� �
�

���� �
�

���� �
�

����

小小学学 ��
�

���� ��
�

���� ��
�

���� ��
�

����

初初中中 ��
�

���� ��
�

���� ��
�

���� ��
�

����

高高中中 ��
�

���� ��
�

���� ��
�

���� ��
，

����

大大专及以上上 ��
�

���� ��
�

���� �
�

���� �
�

����

合合计计 ����� ����� ����� �����

资料来源
� ����年全国人 口普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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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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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年份

图 � 京津冀地区城镇人 口比例比较 《��

资料来源
� ����年

、

����年中国人 口 统计年鉴
� ����年

、
����年和 ����年数据分

别是第四次
、

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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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城市化水平差异性明显
，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

。

图 �显示

了 ����年至 ����年每十年的京津冀三地城镇人 口 的比例
，

从 中可 以看到三

地城市化水平的差异
。

����年
，

北京
、

天津
、

河北三地的城镇人 口 比例分别

为 ��
�

���
、

��
�

���
、

��
�

���
，

北京
、

天津的城市化均处于较高水平
，

分别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
�

���
、

��
�

���
，

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并不十分明显
，

北

京 比天津高了 �
�

��� � 而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北京和天津
，

甚

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

其中北京城镇人 口 的比例几乎接近于河北 的两倍
，

而天津也 比河北高出了 ��
�

��
。

在城市化发展速度方面
，

北京经历了快速发

展到平稳发展的阶段 � 天津则在前 �� 年的发展瓶颈后有了一个发展小高潮 � 河

北是三地中发展速度最快的
，

这主要是因为其城市化水平起点低
，

发展空间大
。

通过对京津冀三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
，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区域

经济 发 展 水 平 的不 平 衡
。

����年
，

北 京
、

天 津 的 国 内生 产 总 值 分别 是

�����
�

��亿元
、
�����

�

��亿元
，

虽然在数值上小于河北的 �� ���
�

��亿元
，

但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上却占有绝对优势
，

其中天津最高��� ��� 元�
，

北京紧随其后������ 元�
，

河北仅为 �� ��� 元
，

连北京和天津的二分之一都不

到
，

差异显而易见
。

第五
，
区域就业结构落差大

。

从京津冀地区按三次产业就业人员人数构

成 比例来看
，

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存在 比较大的差异
。

由表 �我们可 以看到
，

北京的产业 已经完成 了从第一
、

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
，

其第三产业 占

主导地位
，

比例达到 ��
�

��
，

第二产业 比例为 ��
�

��
，

而第一产业 比例非常

低
，

只有 �
�

�� � 天津以第三产业为主
，

但是第二
、

第三产业的比例非常接

近
，

分别为 ��
�

��和 ��
�

��
，

天津第三产业的比例比北京低了 ���
，

差距还

是十分明显的
� 而河北以第一产业为主

，

比例为 ��
�

���
，

远远高于北京和天

津
，

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第三产业的比例很低
，

只有 ��
�

���
，

比北京低

了 ��
�

���
，

比天津低了 ��
�

���
。

表 � ����年京津冀地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人数及构成比例�万人
���

就就就业人员人数数 就业人员人数构成比例例

总总总计计 第一产业业 第二产业业 第三产业业 第一产业业 第二产业业 第三产业业

北北京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天津津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河北北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全国国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
����年北京统计年鉴

、
����年天津统计年鉴

、

����年河北经济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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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
区域行业分布不平衡

。

表 �是京津冀地区按行业分就业人 口 的构

成比例情况
，

我们可以发现京津冀地 区行业分布的差异
。

按 比例的前五名来

看
，

北京的是
�

制造业
，

批发和零售业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科学研究
、

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天津的是
�

制造业
，

批发和零售业
，

农
、

林
、

牧
、

渔业
，

建筑业
，

居 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 河北

的是
�

农
、

林
、

牧
、

渔业
，

制造业
，

建筑业
，

批发和零售业
，

交通运输
、

仓

储及邮政业
。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前五名的产业分布里
，

北京包括

两项科学技术型产业
，

而天津和河北没有
，

且这两项产业的比例都要远远低

于北京 � 天津和河北前五名的行业分布里有 四项是一样的
，

不一样 的那项
，

天津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

河北的是交通运输
、

仓储及邮政业 � 天津

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比较发达
，

比例分别是 ��
�

��和 ��
�

�� � 河北的农
、

林
、

牧
、

渔业仍旧占主导地位
，

比例高达 ��
�

���
，

远远高于北京和天津
，

其

制造业也 占到了 ��
�

���
。

很明显
，

京津冀地区行业结构与其三次产业就业人

员的比例是相符的
。

表 � 京津冀地区按行业分就业人口构成情况���

天津

�一旧一�引一�一��一泊一��

一�白一�

舟一�内了��一�︺

农
、

林
、

牧
、

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
、

仓储及邮政业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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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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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北北北京京 天津津 河北北

教教育育 �
�

���� �
，

���� � ����

卫卫生
、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业 �
�

���� �
�

���� �
�

����

文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业 �
�

���� �
�

���� �
�

����

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织 �
�

���� �
�

���� �
�

����

资料来源
�
����年北京统计年鉴

、

����年天津统计年鉴
、

����年河北经济年鉴
。

三
、

推进首都经济圈进程中面临的突出人 口问题剖析

�一�区域人口密度差异大
，

京津人 口承载力比较脆弱

����年的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
，

北京
、

天津
、

河北三地 区的常住人 口

分别达到 ����
�

�万人
、
����

�

�万人
、
� ���

�

�万人
，

人 口密度分别是 ����

人�平方公里
、
���� 人�平方公里和 ��� 人�平方公里

，

京津两地与河北省的

人 口密度差异巨大
。

北京
、

天津作为首都经济圈内的核心城市
，

经济发展远

远领先于河北
，

尤其是北京
，

凭借其优质的医疗资源
、

教育资源
、

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以及丰富的就业机会
，

对外来人 口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
。

随着流

动人 口纷纷进人北京
、

天津
，

且数量逐年递增
，

从而在京津两地形成 了巨大

的人 口密度
。

人 口在京津的高度聚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

过高的人 口密度使得城市

变得十分拥挤
，

堵车现象普遍
，

交通问题巫须解决 � 人 口对空间和资源的争

夺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京津的物价
，

尤其是房价 � 人 口 的密集也带来 了环

境问题
，

汽车尾气
、

生活废气的大量排放严重影响北京空气质量
，

雾霆天气

更是困扰着居民
。

�二�高素质人才分布不平衡
，
区域人力资本对经济拉动作用差

异性明显

京津冀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

北京遥遥领先
，

天津紧随其

后
，

而河北相距甚远
。

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
，

经济发展水平高
、

基础设施一

流
、

科技发达
，

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

这使得北京拥有着全中国最优质

的人才资源 � 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港 口城市及滨海新 区的开发
，

也吸引了不

少精英人才的涌人
�
与京津两地相 比

，

河北省的经济发展落后
，

对优质人才

的吸引力不足
，

劳动力主要集中于低素质型
，

高素质人才短缺现象十分严重
。

人力资本积累是地 区发展的关键
，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对地区的经济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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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巨大的
，

京津冀三地在人力资本水平上的差距造成 了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的高低
。

高素质人才在京津的汇聚为两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智力支

持
。

而河北省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影响了城市竞争力
，

由于缺少知识型人才
，

河北省对于科技含量高的领域和产品开发存在困难
，

劳动力大多集中于第一
、

第二产业
，

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

发展速度缓慢
。

�三�城市化辐射能力较弱
，
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差距明显

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圈的中心之一
，

是整个区域的
“
经济增长极

” ，

首都经

济圈的建设需要发挥好北京的经济辐射能力
，

不断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

但

现如今
，

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弱
，

尤其是与
“
长三角

”
中心的上海

相 比
，

更是相差甚远
。

作为
“
长三角

”
地 区的中心城市

，

上海快速的经济发展

带动了周边地 区
，

如江苏
、

浙江的快速发展
，

腹地城市主动与上海接轨
，

依

靠上海先进的科学技术
、

生产理念
、

物质资源促进 自身的发展
。

与
“
长三角

”
相反

，

北京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弱
。

长期 以来
，

三地

的经济发展相对 比较独立
，

尤其是河北
，

几乎没有受到北京的辐射带动
。

不

仅如此
，

由于北京强大的聚集效应
，

天津和河北的人才
、

资源大量流人北京
，

这也造成了周边地区的人才短缺和资源匾乏
，

从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

可 以

说
，

北京的强聚集效应
、

弱辐射能力使得周边城市发展迟缓
，

造成 了首都经

济圈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
，

除了北京
、

天津这两大城市经济特别

发达以外
，

河北省的许多中小城市还存在有不少贫困人 口
。

�四 �人 口产业构成落差大
，
区域经济发展欠互补性

京津冀三地区在产业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
，

这主要与各 自的经济发展水

平相关
，

三地区的人均 ���显示出北京 目前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
，

天津

紧随其后
，

河北则远远落后
。

另外
，

城市的发展条件和定位的不同也是造成

京津冀产业结构落差大的主要原因
。

北京
、

天津两大城市不管在资源配 比方

面还是科学技术方面
，

都要较周围城市优越得多
，

其对于高新产业的开发能

力也很强
，

产业定位高
，

产业发展速度远高于周边地区
。

产业结构的巨大落差使得区域间产业联系脱节
，

无法进行产业的顺利转

移和对接
，

这阻碍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

造成了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

大差异
。

同时
，

京津冀产业结构的落差也使得三地无法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
，

无法发挥出自身优势
，

经济发展欠缺互补性
，

这些都对首都经济圈 的建设十

分不利
。

�五�人 口结构存在差异
，

天津人口老龄化严重

京津冀在人 口结构方面存在差异
，

尤其是各地区老龄人 口 的比重差异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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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
。

河北历年来的老龄人 口 比重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北京近几年的老

龄人 口 比例由于大量年轻外来劳动力的涌人下降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

而天

津的老龄人 口 比例长期处于高水平
，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人 口老龄化问

题严重
。

值得关注的是
，

天津严重的人 口老龄化降低了城市竞争力
，

使得其

后续的发展缺少动力和活力
，

这势必会影响天津的经济发展速度
，

对首都经

济圈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

四
、

促进首都经济圈内人 口协调发展的政策框架

首都经济圈的蓬勃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 口条件
，

而现如今面临的人

口问题严重阻碍了首都经济圈的发展
，

为解决上述问题
，

提出以下政策框架
。

第一
，

设立专门的统筹规划机构
，

对首都经济圈的发展做出整体规划和

调度
。

要促进首都经济圈的发展
，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

就不能仅仅考虑某

个地区的发展
，

而是要兼顾北京
、

天津
、

河北三方的利益需求
，

协调好三个

地区之间的发展关系
。

设立专门的统筹规划机构
，

可 以在整个 区域范围内对

三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个总体规划
，

根据三个地区不同的特点
，

充分发挥

出各 自的优势
，

从整体上对产业结构
、

人 口布局等进行调整
，

实现资源的合

理配置和优化升级
，

从而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发展
。

另外
，

专门的统筹规划机

构搭建起了三方合作发展的平台
，

更有利于中央对首都经济圈的宏观调控
。

第二
，

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

引导劳动力和人 口 以北京为中心 向外扩散
，

在区域范围内形成合理的人 口布局和人才配 比
。

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在区域

范围内的分布不平衡拉大了城市发展水平的差距
，

如何促进劳动力和人 口 以

北京为中心向外扩散
，

特别是京津周边城市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是关键问题
。

这就需要相关地 区制定优惠政策
，

提高工资水平吸引劳动力
。

另外
，

河北省

的一些城市人才短缺现象十分严重
，

这大大削弱 了城市竞争力
，

必须从区域

层面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和配套优惠措施
，
以高待遇吸引高素质人才

，

促进人

才由北京向外流动
，

从而在区域范围内形成合理的人 口分布和人才配 比
。

第三
，

加强北京
、

天津的中心辐射作用
，

不断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
。

作为区域范围内的两大核心城市
，

北京和天津需要发挥 自身的辐射作用
，

在

各方各面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

这就需要北京
、

天津与周边城市形成产业结构

的梯度差异
，

做好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转移
。

而周边城市除了要承

接好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 以外
，

也要为核心城市的发展做好相关的产业配套

工作
，

同时依靠核心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
、

先进的科学技术
、

丰富的发展理

念
，

不断促进 自身的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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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明确城市定位
、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

发挥 出区域整体规模效应
。

在对北京
、

天津
、

河北三方的资源和优势的充分认识上
，

明确各个城市的定

位和职能角色
，

加强各 自的分工与协作
。

例如
，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
，

过去

肩负着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多种职能
，

这对北京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
，

通过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

将经济职能逐渐转移给天津
，

这不仅可 以减轻北京的负

担
，

更可促进天津的经济发展
。

明确的定位令城市的发展更有针对性
，

通过

合理的产业规划和职能分配
，

加快区域之间产业对接
、

市场对接
，

令三方做

到优势互补
、

相互促进
、

各司其职
、

井然有序
，

从而不断发挥出区域整体规

模效应
。

第五
，

建立健全区域交通网络
、

信息网络等资源共享机制
，

发挥各地优

势
，

完善区域一体化的基础设施
。

首都经济圈的发展需要三方共同努力
，

优

势互补
、

协调发展
，

而资源共享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前提
，

这就对 区域一体

化的基础设施提出了要求
。

建立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

缩短城市与城市之间

的距离
，

实现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通
，

是 区域紧密结合的第一步
。

另外
，

首都

经济圈的推进离不开强大的信息网络
，

只有在区域范围内保持信息畅通
，

才

能更好地实现三方之间良好的互动和沟通
，

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
。

�工作单位
�

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