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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人口流动 0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

赵 民 陈 晨 郁海文

提 要 以 /打工经济 0 为基础的大规

模 / 乡村一城镇 0 人 口异地流动 , 是我国

城镇化发展的特有现象 "相当部分 /流动

人口0 长期工作和居住在城镇 , 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同时也提

升了我国城镇化率的指标"但这样的城镇

化不但有 /水分0, 其背后还隐含着诸多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现以 /人

口流动 0 为视角 , 结合统计数据和实地调

研资料 , 分析我国东部和中部区域城镇化

发展的特征, 推论未来的趋势, 探讨健康

城镇化的政策议题"

关键词 人口流动; 城镇化; 健康城镇

化; 政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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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讨论的 /人口流动 0 是专指与 /打工经济 0 相联系的人口长期在 /乡村一城

镇 0 之间异地流动; 由此产生的 /流动人口0 按一定标准j被统计为城镇 /常

住人口0"这一庞大人群不务农却依然保持农村户口, 生活在城镇却不能平等地享受

城镇的福利和服务, 因而也被称作 /第三类人群 0"据有关研究 , 最近5年每年都有

约2亿多人口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周期性地迁移"另据有关报告, 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在

20 11 年达到了2. 3亿人 , 比201 0年增加900 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7 % (国家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司 , 201 2) " 同年 , 我 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1 .27% , 这意味着人口流动对我国城镇化率的 /指标贡献0 高达 1/ 3"因此 , 正确认

知人口流动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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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际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主要

始于1990年代初期 , 以中部农村剩余劳

动力向东南沿海先发省市的迁移为主要

流向 (张立 , 20 ro )"全国层面看 , 人口

流动的区域格局特征十分清晰: 即我国

省际人 71流动的输出地越来越集中在湖

南 ! 安徽 ! 江西 ! 河南 !湖北 ! 四川等

省份 , 而人口流动的输人地则主要集中

在广东 ! 浙江 !江苏 ! 上海 !北京 ! 天

津等东部经济发达省市 (图 l)"由此可

见, 我闰的人口流动现象与区域经济发

展的关系密切 "因而 , 考察不同地区的

发展状况和特征 , 理解地区之间的城镇

化互动机理极为重要"

笔者以人口流动为视角 , 首先简析

我国东部和中部这两大地域范畴的城镇

化特征 , 然后讨论未来的趋势及推进健

康城镇化的政策议题"其中, 对于东部

的分析主要依靠宏观数据 ! 并援引已有

的研究文献; 对于中部的分析则是基于

笔者自己的经验研究 , 包括在湖北 ! 河

南 ! 安徽等地的田野调查 !问卷调查及

实地访谈等

. 迁出中心

. 次迁出 -卜自

. 迁人中心

. 次迁人 -卜自

捷他地 }义 妇 -门
图1 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分布和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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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加川

参1
l a b .1

东部6 大主要人口输入省份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比例
T he sh are o f In w ard 111一盯atlo ll In 6 rlli1J or E aster一 I, ro vlrlee , t() 1}1t. w !lo lc N atlo xl

1 /人口流动 0 的输入地 : 东

部城镇化的若干特征

年年份份 厂-东东 浙江江 汪苏苏 卜海海 北京京 福建建 六省总计计

2220() 000 20 刃%%% 6.4 铸铸 6 .4 份份 4 .1%%% 2 乃%%% 3 刀%%% 44 2 %%%

22200 555 22 4 %%% 8石 %%% 7 , 6%%% 4 .5 哄哄 3 2 书书 5 .8 铸铸 5 1 9%%%

2220 0888 28 泌%%% 19 一0咙咙 >4 .7 %%% 7 4 %%% 6 t4 铸铸 4 2 %%% 80 .1%%%

2220 0999 2 8 乃%%% 24 .0%%% >1.1%%% 8 名铸铸 7 .9 份份 3 .2%%% 8 3石%%%

2220 1000 3 0 乃%%% 2 3.6%%% 9 刀%%% 9 .5 铸铸 9 .1供供 4 3%%% 8 6 名%%%

2220 1111 24 2 %%% 23 .6 %%% 8 9 %%% 12.7书书 10 石%%% 7 (j %%% 8 6名铸铸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加川)!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 1I )! 中国流动人 口发展报告(2() 12) 数据

整理.

改革开放以后 , 我国东部 !尤其是

沿海地区 , 因其经济快速发展而吸纳了

大量就业人门, 成为了人口流动的输人

地 "东部的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处在动态

演进之中 , 本节主要应用统计数据分析

其特征 "

1.1 既有发展方式下,东部的流动人口

持续增长态势已难以延续

连续几年的 /民工荒 0 现象显示了

全国层面 /现代产业部门 0 /的劳动力供

求拐点可能已经到来; 而我国劳动年龄

人口已于20 12 年出现了绝对下降, 证实

了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到汽 一方面 ,

这是我国人 口流动首次出现源头 /枯

竭 0; 另一方面 , 这也提示了在既有发展

方式下 , 东部发达省市进一步扩大吸纳

外来劳动力的可能性 已经很小 "从表 l

可见 , 东部 6大主要人 口输人省份的流

动人!8 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 , 曾经从

2000 年 的 44 .2% 剧 升 至 2010 年 的

86. 8% , 年均增长 4.26 个百分点 ; 但

2008年以来的增长幅度已变得很小 全

国东 ! 中 ! 西3大区域的流动人l习分布

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 , 东部的流动人日

占全国的份额已经趋于下降 (表2) "

以此推论 , 在既有约柬条件下 , 全

国层面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达到某种

平衡 , 并步人了 /二次分配 0 的发展新

阶段 "近几年 , 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已 仁

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 实际上这是各地应

对劳动力供求关系新变化的适应性调

整"鉴于全国人 口发展的总体状况 , 上

资福利调整等措施或许可以延缓 !却不

能从根本 上改变我 国劳动力从近乎于

/无限供给0 到 /有限供给0 大趋势 "如

果这一判断成立, 则中 !西部的经济崛

起和城镇化的增量发展 , 必定会导致东

部劳动力流人总量的缩减

表2 全国流动人口在东 ! 中 ! 西3 大区域的

分布
T ab Z T h r dt, trlbtltlo 万1! ()7 P o Ptllatlo 丁1 笼111盯 atl()n

azllo rlg E Jsrcrl一! M ,d dle Jrld W e , tern 1:h xr一a

年份

20 以)

20 0 5

20 10

20 1 >

东部

5 7 刀吸

64 .6 %

7 9 兮慌

7 8 名%

中部

20 4 %

17. >%

>32 %

13石%

西部

22 .6 %

18 3 %

5 .5 %

6 .1%

东北地 l又

翼
资料来源: 同表 1

, .2 发展 方式 转变 , 东部进一步吸纳劳

动力的 -.拉力0 减弱

东部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与未

来产业发展的就业拉动能力关联密切 "

但近年来我国更为注重投资拉动经济增

长 , 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 出现了

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 , 同时服务业发展

滞后 , 导致了 /高增长 !低就业 0 的态

势 " 据易鹏 (2009) 的分析 , 我国 /九

五 0 期间的就业弹性系数为0.14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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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 Zb , 3

2000一201 0 年全国就业弹性系数历时性变化
D iaeh ro ni e ehan ses o f na ti o nal emP lo娜 e nt e las ti eity eoeffi eient in 2000 一20 10

2 /人 口流动 0 的主要输 出

地: 中部城镇化的若干特征
22222 5洲洲))) 2 (阅睡睡 2 (X) 555 2 5X 拓拓 2(X) 777 2(X) 888 2(X )999 20 1000

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率 民40杨杨 10.10%%% 11.30%%% 12.70%%% 142 0厌厌 9 60 %%% 92 0%%% 1仓40%%%

就就业人数增长率率 0.97%%% 0.72%%% 0.52%%% 众44 %%% 0. 46 %%% 03 2%%% 03 5%%% 0.37%%%

就就业弹性系数数 0.1222 0.0777 0. 0555 仓0333 0 0333 0.0333 0.0444 0. 0444

贵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2011 0 数据整理

表4
T Z b .4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及住房结构 (基于全国5个大城市抽样调查)
Th e ~ di ng du ra 6on and stru etur e of ho using te nu二 of rni gra nts (b as ed san1Pling done in 5 m ajor

in C hi na)

依托相关课题¾, 笔者在湖北 ! 河

南 !安徽等中部省份组织了村 !镇层面

的调研 , 采用了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等

方法 "本节基于调研数据以及所获的感

性认知 , 分析和归纳中部城镇化的特征 "

11111年及以下下 2一3年年 4一5年年 6一9年年 10一14年年 巧年及以上上 合计计

租租住单位Z雇主房房 13.1%%% 9. 2%%% 8. 2%%% 8.1%%% 9名%%% 9. 0%%% 10.1%%%

租租住私房房 74.6%%% 50 .6%%% 812%%% 77,l%%% 7 1.3%%% 61.3%%% 752 %%%

已已购住房房 2.5&&& 4. 9%%% 72 %%% 12 4%%% 16.4%%% 27刀%%% 9. 3%%%

单单位雇主免费住房房 9. 5%%% 4. 8%%% 2.9%%% 1.5%%% 1.6%%% 2刀%%% 4. 7%%%

政政府提供廉租租 0. 0%%% 住0%%% 0.1%%% 0. 1%%% 众O%%% 0.1%%% "刀%%%

其其他他 0. 3%%% 0. 5%%% 0.5%%% 0.9%%% 10%%% 0.8%%% 住6%%%

资料来源: 同图1.

五 0 期间降至0.12 ; 另据国家统计数据

测算 , 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从20( 刃年的

0.12 逐渐下降至 20 10 年的0. 04 , 且自

2(X) 5年以来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表3) "
亦即, /九五0 以来的经济高增长率 , 并

没有带来同样高企的就业增长率 "

就东部整体而言 , 可以预见的是 ,

无论是 /十二五0 期间 /转结构 ! 调方

式 !科学发展 0 的政策导向 , 还是劳动

力资源趋紧 !外需萎缩及要素价格上涨

的市场状态 , 都预示着发展方式要向

/创新驱动 0 和 /资本密集 0转变; 由此

推断 , 未来东部发达省市单位GD P增长

所能带来的就业岗位将会更少 "或是

说 , 东部即便保持快速增长 , 其进一步

吸纳劳动力 的 /拉力 0 仍将会逐步减

弱; 而不利的情景则是经济增速明显放

缓 , 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 , 则存量

就业岗位也将大量流失 "

1 .3 翰入地 的局 限性将驱使部分流动人

口回流

首先 ,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 , 外来

人口在输人地的就业类型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 " 据 5中 国流动人 口发展 报告

20 10 6 基于5个特大城市¼中的2330 万流

动人口的抽样调查 , 流动人口的就业有

近七成集聚在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和社

会服务业½, 其次是在住宿餐饮 !建筑 !

交通运输等行业"这种集中在 /劳动密

集型 0行业的就业区隔效应 , 决定了青

壮年工人和熟练技术工人在东部省市的

劳动力市场有着稳固的地位 , 但中年偏

上的普通工人在东部则可能会面临很不

确定的就业前景 "

其次 , 早期输人异地的劳动人口在

达到一定年龄后 , 多数无法在打工地获

得社会福利保障; 根据 5中国流动人口

发展报告20 10)) , 流动人口参加工伤保

险 !医疗保险 (商业医疗保险除外) !养

老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 (即 /五险一金 0 ) 的比例分别为

30% ! 48.7% ! 22.7% ! 6.5% ! 3.2% 和

2. 6% " 同时 , 大量的流动人 口并没有 !
也没有能力在打工城市购置住房; 前述

报告显示 , 在输人地居住时间为 1年及

以下的流动人口中购房比例仅为2.5 % ,

而在超过巧年的群体中也仅为27 % (表

4) "可见 , 即使是已在工作地城镇生活

多年的外来人口, 也仍难以真正融人本

地社会以及产生心理上的归属感; 客观

和主观上的局限性将驱使部分流动人口

回流 "就整体而言 , 输人地的流动人口

会保持一个恒流量; 就个体而言 , 相当

部分外来人员尤其难以把所栖身的大城

市看成自己的家园) 以至终将选择返

回原籍的城镇及农村"

2 .1 人口大t 外流 , /异地城镇化 0 的

贡献很大

我国中部省份人口稠密 , 相当部分

地区人均耕地少 , 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 , 因而多年来向外输出了大量剩余劳

动力 , 形成了庞大的 /劳务经济,.; 劳务

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均

很重要 , 对于中部农村的许多家庭更是

有着 /支撑 0 作用 "据课题组的访谈 ,

安徽 !河南农村的大量人群已经在 /乡

村一城镇 0 间异地流动达数十年 , 事实上

已经被计入了他乡的常住人口 ) 实现

了 /异地城镇化0"

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 , 根据 /六

普 0 数据 , 20 10 年南阳市户籍人口总数

为 1巧7. 4万人 , 其中外出半年以上人口

为 21 0 万 人 , 占户籍 人 口总数 的

18 .17 % "课题组的村镇调研在微观层面

验证了这一状况 "2012 年对南阳市31 个

小城镇的调研 (以下称南阳案例 ) 表

明 , 约七成受访村民家中有外出务工人

员 , 其中约113 的家庭外出人口在两人以

上 (图2) ; 同时 , 20ee30岁的年轻人 占

外出总人数的一半 (图3) "与其相似 ,

20 10 年的湖北省57 个小城镇调研 (以下

称湖北案例) 数据显示 , 外出务工人口

占镇域户籍总人口的20.9 5% (图4) "

观察 /六普 0数据 , 可发现地处中

部的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等

省的城镇化率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 ,

而且其 /非农化率0 更是大幅低于其各

自的城镇化率; 这些数据背后的真实状

况则是 , 这些人口输出大省都以本省农

村人口 /异地城镇化 0 的方式为发达省

市及全 国的城镇化率提升做出了贡献

(表5)"同时 , 异地劳务收人的回馈 , 对

人口输出省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亦有着

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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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出劳 动 , J/ 户籍 人l]4504()0500350 %姗250姗150100 50 "

2. 2 乡镇地区存在 /工农兼业 0 的就地

/半城镇化 0 发展模式

根据经济学原理 , /民工荒 0 现象意

味着在既有制度框架及利益格局下 , 人

口流动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 (包括新的

外出以及部分返乡)"河南南阳案例 !湖

北案例以及皖北调查均显示 , 乡镇地区

外出劳动力约占农村适龄劳动力总数的

l/2 一1/ 3, 那么总体 上仍有半数以上的适

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 他们为何不再外

出? 而返 乡的流动人 口又是否重新务

农? 对此需要实证解答 "

对案例地区的调研发现 , 中部区域

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较多处在 /一7农兼

业 0 状态 , 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 /既不

离土又不离乡 0 的就地发展模式 "特别

是在乡镇产业 (尤其是第二产业) 发展

较好的地区 , 外 出打工人 口也相应较

少 " 留在本地的农民较多过着 /兼业 0

生活 , 即工作 日8h 内是工人 , 8h 外是农

民¿"南阳乡镇居民的居住意向调研显

示 , 乡镇镇区40 % 以上的受访者目前实

际居住在农村 (图5 )"而在湖北案例城

镇 , 大多数在镇内务工的农村居民仍会

保留耕地 , 镇区务工人员的兼业 比例甚

至高达82 % (图6 )"这些农村地区的居

民实际是以 /工农兼业 0 的方式实现了

/半城镇化0" /半城镇化0 是一种 /不完

全的城镇化 0, 有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

调研还发现 , 现状农村户籍人 口中

的多数人倾向于保持农村户籍 "南阳案

例显示 , 调研范围内80 % 以上的镇区受

l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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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F29 4 T h e H u bel ease

湖北案例 : 外出劳动力占户籍人口比例

th e p ro po rt lo n o 7 11飞l盯allt w o rke巧 to re砰stered loeal reslde llts

资料来源 : /湖北省城镇化与城镇发展战略研究0 课题报告 , 即川

参5_
l a b .5

中部若干省份的人口及城镇化概况
O very 一ew o f p o Pu latlo n al一d urb an xzatlo n 一n lrl seleeted M ld d >e P ro vlx一ecs o f C h lrla

户户户籍人日(万人))) 常住人 7洲万人 ))) 净流出人仁以万人 ))) 城镇化率(% ))) 1卜农化率 (% )))

河河南省省 104 2888 940333 102555 38.555 25222

湖湖北省省 617666 572444 45222 49t777 38乃乃

湖湖南省省 707888 657000 50888 43333 24.111

江江西省省 47 1333 44 5777 25666 43名名 28.555

安安徽省省 686222 595000 9 1222 43乃乃 26.111

全全 国国国国国 50333 34.555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2() l()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0 整理

访者都为农村户籍 , 而大多数农村户不

愿意因进城而放弃其农村身份 (约占

84% ) (图7 ! 8)"湖北案例也显示了类

似的结论 , 例如我们发现受访者的户籍

类型对迁居意愿有显著影响 , 城镇户籍

中有47. 6% 的人有迁居意愿 , 而农村户

籍中只有 38 .1% (表6) " 由此推论 , 若

没有大的外部干预 , 中部乡镇地区 /工

农兼业 0 的就地 /半城镇化 0 模式将可

能长期存在 "

表 6

析

湖北案例 : 受访者户籍与迁居意向分

思二
T he H ub el 1a , e : th e a一lalys一5 o f resPo ll-

h L一k o tl rc, stratzo ll and reloeat一"士1 prefe ren ees

户户藉类别及构成成 迁居意向向 合计计
是是是是 否否否

娄娄娄城镇镇 宋}数(J勺))) 24888 27333 52111
另另1111 户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

占占占占比(% ))) 47.666 52444 >oooo

农农农村村 计数 (户 ))) 33000 53666 86666

户户户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 占占占占比(% ))) 38.111 6 1.999 1oooo

合合计计 计数(户))) 57888 80999 138777
占占占比(% ))) 41.777 58 333 1oooo

资料来源: 同图4

2 .3 乡镇工业化发展困难重重 , 难以成

为本地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

既然在乡镇地区提供就近的工商业

就业机会 , 就能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以

. 无 D 2 0 , 人 L叹J几

, 3

图2 南阳案例: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Flg Z T he N an yan g ease: th e rlu rnb er o f

ni一脚 :zts In a fa m lly

资料来源 : /南阳市新型城镇体系规划0 课

题报告 . 201 2 .

口5 0一6 0 . 市区 1县城 ) . 镇区 口村
. 20一30 . 兼业 . 全职

图3 南阳案例: 外出务工人
员年龄段构成

F lg .3 T h e N anyan g case: th e age

stru ctu re of nll脚 nt w o rk e巧

资料来源: 同图2

图5 南阳案例: 乡镇受访居

民目前居住地
F一g5 T }le N an ya了19 case : eurr e丁zt

resld lrzg P laces of th e su rv eyed

r七!一d en ts 一n v zllag es a nd to w zls

资料 来源: 同图2

图6 湖北案例: 镇区务工人员

兼业 ! 全职比例示意
F19 石 T he H u bel eases

P ro P o rt lo rls

P art 一tlllle

o f 凡 11一tlm e 篇
In t0 W n S

资料来源: 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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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 (顶) 们不转户11

. 城锁户 7l . 农村户11 . 2一5 年 . 未定

图7 南阳案例: 受访者现有户籍
类型

F一9 7 T h e N a rly a n g c a se : h o t一s c h o ld

re户strarlo n ty Pes of Pe()Ple st一rv eye d

资料来源 : 同图 2

图8 南阳案例: 若允许转城镇户

口, 受访农村户籍人口的选择
F lg书 .r ho N orl!allg ""!e: n zral

resPo rzdexzts h一Iko 一 p re丘rerzee 一f JI]咬)w ed

to 卜e tlrl, axl

资料来源 : 同图 2

图9

F lg g

南阳案例: 受访者目前是

否有迁居意向
T he N allyaxlg ease : tilc

resP 1)了2dc nr! . d亡srre o f relo 1at一0 1-

资料 来源 : 同图2

图10 南阳案例: 受访者计划搬迁

时间
F 一9 1-) T h e N a一lyarlg case: tlle plaxzned

relo ear一o n d通re 卯vell b y the resP or一der一ts

资料来源 : 同图2

注: 只统计居住在镇区的居民问卷377 份

镇内小乡集镇
镇 镇区

. 南阳市市区

. 本县县城或县缝市林
口镇l叹

兽巍 其他城市

图11 南阳案例: 受访者今后
居住地意向

F lg 11 T he N a一lyaxlg ease: th e

res一d exl白al lo eatlorl P refe rellees of

rh e resPo n dcn rs

资料来源 : 同图2.

图12 南阳案例: 目前外出村民
务工地点

F lg 12 T h e N anyarlg easc 二the

w o rkl7lg p]a 1es o f ru ral lzu 盯atzo n

w o rk e 巧

资料 来源: 同图2

图13 南阳案例: 留守村民

(如计划) 外出打工的目的地
F lg 13 T lle N ar飞yjzig ease : the

p refe 汀ed w orkl万19 p lafcs of the

Ieft 一b c}1一rld vllljge rs

资料来源: 同图2

图14 南阳案例: 受访村民家庭外出务

工人员期望的回乡工作地点
Fig 14 T h e N any诬n g ease : the Prefe rr od

w o rk ln g Plaees 一n h otllc一to w x飞 o f lrlterv zew e d

n llgr jn r w ()rk ers w ho nlay return

资料来源 : 同图2

表 7 2 00 9 年全国排名前 10 00 位的城镇分

省分布
T ab 7 T h e d lstn bu tlon s of C hln a . 5 to P I-}戈)1)

to 认1ls h 1P s b y P r o v lrle e In Z戒)l)9

务能力差 ! 空间环境不佳等 , 是中部农

业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普遍状况 , 与东部

发达省份有很大反差 (表 7) 实际上 ,

中部农村地区小城镇的工业发展已经不

具备当年东部的那种外部条件; 要面对

的是当下的 /过剩经济 0 和诸多现代产

业园区的强大竞争压力; 加之多数中部

小城镇的内生经济能力弱 , 比较优势不

明显 , 乡镇工业实在难以在内外部竞争

中异军突起 (张立 , 201 2) "

此外 , 目前中部市 (县) 本级城市

大都仍处于 /极化 0 发展阶段 , 对小城

镇发展的扶持很是有限 "据调研 , /乡财

县管 0 以后 , 乡镇一级的财政收人主要

用于公共事业; 加之较难获得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 , 产业发展受阻较大 , 乡镇工

业化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 以南阳市为

例 , 南阳市78 % 的小城镇财政收人在

1000万元以下; 目前. 乡镇招商引资引

人的企业多放置在县城的_[业园区 , 实

行税收分成 这样做有其内在合理性 ,

但在促成县域经济集聚发展的同时 , 也

丽亩 些互2色

省省份份 总人口排前前 财政总收人人 农民纯收人人]]]]]000 位的城城 排前 10 5M2位位 排前 15M洲2位位
镇镇镇分布情况况 的城镇分布布 的城镇分布布

(((((个 ))) 情况(个 ))) 情况(个)))

山山西省省 l000 2OOO 000

安安徽 省省 5999 l777 000

江江西 省省 2777 l000 lll

河河南省省 2000 l777 666

湖湖北省省 5777 777 000

湖湖南省省 3000 l]]] 2555

山山东省省 9666 1oooo 5555

江江苏省省 日333 26777 25888

浙浙江省省 4III 18888 30222

图1晃
r 19 I J

Places

南阳案例: 受访乡镇居民希望居住地
T he N an yarlg ea凡e: th e P refe rr ed resld zrlg

of th e surv eyed reslden ts lrl v lll ag es an d

资料来源 : 同图2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2(J 1() 0 的数据
整理

会使得乡镇的工业化发展被搁置"乡镇

工业不发育 , 难以提供大量二产就业岗

位 , 因而也就难以成为本地城镇化的实

质性驱动力 "

/工农兼业 0 的模式实现就地城镇化 , 那

么乡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在中部农

村地区是否可行? 课题组在湖北 ! 河

南 ! 安徽等中部省份乡镇的实地调研中

发现 , 产业发展弱月_困难重重 !社会服

2 4 市 (县 ) 本级城市趋于成为中部城

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

多方面因素决定了中部市 (县) 本

级城市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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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分层讨论 "

乡镇层面 , 居民的择居意向具有相

对大的不稳定性 "南阳案例中 , 54. 5%

的受访乡镇居民有迁居意向 , 其中约有

六成的人计划在 5 年以内搬迁 (图 9 !

10 )"并且 , 受访者的居住地显示出明显

的从 /农村0 到 /乡镇 0, 再到 /县城0

和 /南阳市区0 的迁移路径; 受访者对

于今后希望居住的 目的地选择 , 镇区占

45. 88 % , 县城 占38 .46 % , 南 阳市区占

8. 52% (图 11)"考虑到乡镇的 /半城镇

化 0 状态 , 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镇

化主要以市区和县城为载体"

城区层面 , 作为市 (县 ) 本级城

市 , 在中部农村和乡镇人 口的工作和生

活地点选择中的重要性 已经逐渐凸显 "

南阳案例显示 , 目前受访村民家庭成员

外 出 打 工 目 的 地 首 选 外 省 城 市

(45 3 % ) , 其次是县城 (巧3 % ) , 第三

是 省 内其 它 城 市 (12 .9% ) 和 镇 区

(11 .2% ) (图 12 )"但 对那部分尚未外

出 !未来如外出打工者而言 , 则目的地

首选本县县城 (27 .6 % ) 和本 乡镇镇 区

(26. 8% ), 其次是南阳市区 (22 % ) 以及

省内其他城 市 (14. 7% ) (图 13) " 此

外 , 约52 % 的受访村民认为, 家庭外出

务工人员若回家乡工作将会选择本县县

城 , 并且54 % 的受访乡镇居民希望居住

在本县县城 (含县级市城 区) (图 14 !

15 )"

在湖北案例的分析中也获得了类似

的结论 "在湖北农村户的调查样本中 ,

有迁居意愿的占61% "而在有迁居意愿

的 人中 , 选择迁 居县城 为最 多 , 达

40 % ; 其次是镇区, 为25 3 6% ; 而选择

武汉 市 和其他 地级 市 的为 12 名6% 和

14% "说明在现有的制度环境及收人水

平下 , 农村人 口迁居的主要选择方向还

是周围的中小城市 (图 16 ! 17) , 尤其

是市 (县) 本级城市"在安徽省的重要

人口输出地阜阳市的调查也表明 , 地区

中心城市及县城与乡镇相比, 在本地城

镇化进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 尤

其是农转非人口基本集中在市区和县城

(程遥 , 等 , 2012)"

3 /人口流动 0 的未来趋势及

健康城镇化的政策议题

基于 上文对东 ! 西部的实证分析 ,

本节推论我 国未来人 口流动的若干趋

势 ; 进而以推进健康城镇化为指向 , 讨

论相应的政策思路或议题"

也需要工业化 , 但难以在短期内就能提

供充分的就业岗位 ; 对于中西部的山区

或环境敏感地区而言 , 如果不顾客观条

件强力推进工业化 , 不但会效益低下 ,

还会导致生态危机 "在上述多种情景

下 , 劳动力输出仍 是最可行的发展选

择 "多年实践已经证明 , 尽管打工经济

不直接贡献于劳务输出地的G D P指标 ,

但却是很多地区脱贫致富以及促进本地

城镇化的有效途径"

正视人口流动和打厂l几经济的长期存

在 , 在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上就更应该

要有突破和创新 , 从而实现 /兴利削

弊 0"例如: ¹ 构建更为完备的政策性职

业技术培训体系, 以增强外出人员的就

业竞争力; º准确评估和考核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和政府绩效 (包括将劳务收人

折算成本地G D P) ; 区)做实劳务人员的社

保 /人头账户0, 以及平衡人口输出地和

输人地政府的社会服务责任和供养负

担; ¼ 使符合条件的输人人口转为属地

化的城镇居民 , 以完成流动人口的市民

化转型 "总之 , 在调控和引导方面要有

长远考虑和系统应对 , 不能仅是治标的

权宜之计

. 无迁 居意堪

. 有迁 居意堪

图16 湖北案例: 受访农村居民迁居意愿
F一9.16 T he H ub ei case : th e relo eatlo n

P re丘re rlces o f th e 一n tery 工ew ed ru ra l res, d ents

资料来源 : 同图4.

.武 汉市

.地 级市

. 县城

. 镇

一村

# 外省

# 其他

图 , 7 湖北案例: 受访农村居民迁居期望目

的地分布
Flg 17 T h e H ub e一ease : rh e d lstn bu o o 宜1 !)f

P refe rr ed relo catloll o f the Intery 一ew ed ru ral

reszde nts

资料来源 : 同图朱

3 .1 /.人口流动 0 和 ..打工经济 0 将长

期存在

人 口长期异地流动和打工经济与我

国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的关系十分密

切 , 但其带来的弊端也 日益为人们所垢

病 ; 例如大量人口异地迁移造成 了输 出

地农村 的 /空心化 0 和 /留守儿童 0 !

/留守老人0 等困境 , 输人地社会公共服

务压力剧增 , 而流动人口自身的发展也

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我国社会发展方

面的相对滞后与这种发展方式有着内在

关联性 "

但并不能因此而低估人口流动和打

工经济的巨大作用 , 或是试图想要较快

改变 目前的局面"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

进人城镇务工和生活 , 同时仍保持着农

村户籍和承包地 , 这种基于我国两元体

制的发展虽然导致 了 /不完全城镇化 0

的种种缺陷, 但也因此而避免了在拉美

及很多亚非国家常见的那种 /过度城市

化 0 现象; 另一方面 , 尽管欠发达地区

3. 2 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将更为注重质t

目标

承认人口流动和打工经济的长期存

在 , 并不意味着要 /锁定 0 两元制度下

的发展方式 "大量人口长期异地流动以

及 /不完全城镇化 0 并非公共政策的 目

标取向"

在现实中 , 即使从劳动力供需的角

度看 , 以往的发展方式也是难以持续

的"以南阳为例 , 假设适龄劳动力占镇

域户籍总人口的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当 , 为60% 左右 , 就意味着南阳农村地

区有将近30 % 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而湖

北省小城镇调研则发现约 34 % 的农村劳

动力外出务工 ; 部分小城镇的外出劳动

力甚至达到了70 % 一80 % 之多"据此可以

推断 , 在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下 , 中部

农村进一步输出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已经

十分有限 "而留在农村的部分劳动人口

可能已经缺乏外出打工或改变身份的动

力; 他们可以通过 /工农兼业 0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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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务农以外的收人 , 这样既能就近照

顾家人 , 还能保持 比 /市民0 身份更具

实用价值的 /农民0 身份 "

另一方面, 无论是 /创新驱动0 战

略 , 还是 /资本密集 0 战略 , 东部省市

的 /转型发展 0 客观上都将更契合于

/高增长 ! 低就业0 模式; 新兴产业对劳

动力素质和教育背景的要求也会更高 ,

从而对来自农村的一般剩余劳动力的吸

纳能力也将减小 "

既然过去那种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

城镇化高速发展难以持续 , 未来的政策

导向势必要转向更为注重质量目标; 要

切实解决城乡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 逐

步消化当前城镇化中的 /水分 0, 使我国

的城镇化发展走上 /又好又快0 的健康

之路"

3. 3 中部某些地区可能迎来流动人口的

返乡潮

在国家颁布众多区域发展政策和规

划后 , 中部各省积极响应 , 某些发展条

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很可能迎来流动人口

的返乡潮 "首先 , 以东部发达省市向内

地转移产业为基本特征的区域生产力重

新布局 , 正在掀起中部新一轮工业化热

潮 ; 从而为中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

了大量位于本省的市 (县) 的就业机

会 "而由于在异地的农民工多从事制造

业 ! 建筑业 ! 低端社会服务业等劳动密

集型工作 , 其劳动收人的地域性差异不

大; 返乡既可以获得相似的收人 , 又可

以照顾家庭 "

其次 , 武汉 ! 长株潭 ! 昌九以及成

渝等逐渐兴起的城市群地区的集聚发

展 , 将可能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

增长极 ; 从而也为掌握了一定技能 ! 管

理经验以至创业资本的外流人口提供了

更为多元的发展机遇" 国家对这些地区

的政策扶持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 , 使

得这些地区有可能成为中高端人口回流

的集聚地 "

第三 , 中央政府对 /三农 0 的政策

倾斜 , 以及地方政府在城乡统筹方面的

努力 , 将有效改善乡镇的公共服务水平

及人居环境 , 从而提升对流出人口的返

乡吸引力 "

最后 , 相对东部地区 , 中部城乡间

的体制性区隔较易消减 "例如 , 中部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已开放城镇户口, 城乡

户口间的福利差异也趋减弱; 而农村户

口的 /制度红利 0 已经很凸显 (如土地

价值和潜在的补偿利益; 集体组织的固

定收益及未来的预期等)"

种种因素预示着中部地区将可能迎

来大量人口回流; 在一些已经引人了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 返乡潮已初见端

倪 "以安徽阜阳市为例 , 200 8年农村外

出务工人口的返乡比例为20 .4 % , 比上

年同期上升5.4个百分点; 另一份关于安

徽省返乡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 , 虽然超

过一半 (53 .6% ) 的人员仍有打算继续

外出务工 , 但有 30 % 左右的人员选择留

在家乡 (程遥 , 等 , 2012 )"其政策意义

深远 , 一方面是欠发达地区要抓住发展

本地经济及提升市场需求的契机; 另一

方面则是在产业发展及门类选择上要充

分兼顾创造就业机会 , 以充分就业来支

撑本地的社会发展和健康城镇化"

3. 4 中邵难以复制东部既往的乡镇工业

化及城镇化模式

在区域生产力格局重构的过程中 ,

中部正在经历新一轮工业发展热潮 "新

时期的产业发展以各类产业园区为载

体 , 以高起点 !集约化为特征 ; 而东部

既往的那种分散的 ! / 自下而上 0 的工业

化已不合时宜 "对于中部农村地区量大

面广的乡镇而言 , 不可能复制在东部曾

经堪称成功的乡镇工业化及城镇化模

式; 就全局而言 , 中部农村地区的乡镇

不是工业化的载体"

对乡镇工业发展的新认识基于以下

几点 : ¹ 中部的多数地区并不具备强大

的 / 自下而上 0 的内生发展能力"对湖

北 ! 河南 ! 安徽等地的小城镇调研发

现 , 处在 /极化 0 发展阶段的市 (县

城 ) 本级 尚在汲取小城镇发展的 /养

分 0 (如产业 ! 资金和建设用地指标),

致使小城镇发展发展动力不足 ! 吸引力

更为下降, 甚至出现了居民由 /村一镇0

迁移向 /村 !镇一县城 0迁移的转变; º

我国总体上已经告别了 /短缺经济0, 产

能过剩及产业升级使得乡镇的低水平产

业空间不再拥有 比较优势 ; 在此背景

下 , 乡镇招商引资极为困难 , 且代价极

高 (如让税 !让利和过低的地价); »中

部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 中部六省

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量的1/ 3左右;

中部 /崛起0 战略必须是确保国家粮食

供应安全前提下 的区域发展战略 " 因

此 , 沿海地区曾经走过的那种高消耗 !

低效率的 /分散0 且 /粗放0 的工业发

展道路已经走不通"

概括而言 , 中部要走集聚和高效发

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 以配套完善的园

区作为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 相应的 ,

产业和城镇化发展主要依托规模和集聚

效应较强的市 (县) 本级城区"同时 ,

对于少数有产业发展传统及拥有特定资

源优势和人力优势的小城镇 , 也应给与

必要扶持 , 重点城镇重点推进 , 力争做

大做强 "对于一般乡镇 , 则应完善市政

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 加快发展各类服

务产业 (包括支农产业), 以便能更好地

服务本地居民和吸引返乡人口" 中部农

村地区小城镇 /量大面广0, 在城乡统筹

发展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快改变

小城镇的落后面貌 , 提升其建设水平 !

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 是推进健康城镇

化的重要环节"

3. 5 对人 力资本 的竟 争将进一步显现 ,

/产城融合 0 发展势在必行

与我国 /人口流动 0 关联最为密切

的 , 莫过于东部地区大量涌现的以工业

用地为主导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 高新技

术区 ! 出口加工区等产业新区"一般来

说 , 产业发展一直是产业新区建设的基

本出发点和核心目标 ; 产业新区的空间

拓展和管理体制等均围绕产业发展的要

求 "多年来 , 产业新区呈现为一个相对

独立 ! 封闭运行的系统 , 社会发展滞

后 , 与城市其它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较

薄弱"这种专注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员工的社会主体地

位及自身发展诉求 "而员工较多为外来

人口, 他们有 自己的选择 , 可以 /用脚

投票 0; 如果社会发展存在缺憾 , 必定会

加剧人员的流动性及妨碍社会资本的积

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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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年以后 , 产业新区可以获得的

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已很有限;

产业新区加快了从 /政策区0 回归 /城

市功能区 0 的步伐 "从上海浦东新区 !

苏州工业园区 !无锡新区等的发展变化

中可以看出 , 大量城市综合要素和产业

经济活动随着产业新区的发展演化在区

内并存聚集 , 园区正在向着科 ! 工 !

贸 !商 ! 住 ! 行 !娱等多功能方向发

展; 园区的单一 /产业经济0 正逐步被

综合的 /城市经济 0 所替代 , /产城融

合 0 发展已 日益 为社会和决策层所接

受 "这些转变的背后 , 是 /以人为本 0

的发展理念 , 反映了地方政府希冀以良

好的环境来吸引人和留住人"

在未来的地区发展中 , 对包括农民

工在内的各类人力资本的竞争必将进一

步显现; 产业发展不能再延续过去那种

/见物不见人0 的思维方式 , 园区建设要

更多考虑员工的社会性需要 "据调查 ,

80 ! 90 后的新一代员工不仅要求有更为

理想的工资水平 , 还要求有更好的自我

发展机会 ! 更多的信息来源 , 以及更丰

富多彩的生活内容 "据国际欧亚科学院

中国科学中心 (20 12) 的中国城市状况

报告 , 在新生代 /农民 0 中 , 约 84 .5 %

的人没有从事过农业 , 92 .3% 的人不愿

再回到农村"因此 , /农民工0 变 /城镇

就业人员 0! 变市民既是势在必行 , 也是

健康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产业经

济的发展过程中 , 要更为主动和积极地

促使产业新区向产业新城转型 ; 要为外

来员工和其家眷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和

社会福利 , 使他们能够早日成为 /安居

乐业0 的新市民"

都市集聚 , 导致其人口和空间的持续膨

胀 "过度集聚的后果是产生 /集聚不经

济0, 表现为各类 /城市病0"

国际 ! 国内经验告诉人们 , 对于一

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而言 , 全国

的发展以及福扯的公平不可能只靠少数

特大城市 ; 而特大城市尤其要担负参与

国际竞争的使命 , 要立足于谋求民族复

兴的全局和长远利益 " 因此 , 不能因

/公平0 为理由而不适当地 /拉低0 特大

城市的水平和竞争能力; 特大城市与其

他城市或城镇在户籍政策 ! 公共服务和

社会福利提供方面应该有适度的差别化

政策 , 适当提高特大城市的准人门槛是

合理的" 同时 , 特大城市也要 /聚焦 0

自己的区域定位和国家职能 , 不与其他

城市或相邻地区搞低层次的竞争 , 例如

/争夺0 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 "在政

策层面 , 应继续加大对广大中小城市和

乡镇的扶持 , 以增强其对产业和人口的

吸引力 "

新一轮工业化的机遇 , 加快发展本地经

济 ; 同时 , 继续做好人口流动及劳务经

济这篇文章 , 调动内外力量共同推动城

镇化发展 "东部省市则应在户籍管理 !

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制度方面有进一

步创新 , 尤其是对具备条件的流动人口

开启融人本地社会的大门 , 使他们实现

/完全城镇化 0"根据国际欧亚科学院中

国科学中心 (201 2) 的中国城市状况报

告 , 目前农民工转市民的成本约为每人8

万元 , 全国农民工的 /市民化 0 总成本

约为20 多万亿元 ; 显然 , 从 /人口流

动 0 到安居乐业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 需

要有深人的研究 , 并在完善的政策指引

下循序推进 "

对各相关课题组的深入调研工作 !

对各地方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深表谢

意!

注释

4 结语

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发展情势下 , 城

镇化战略被看作是拉动内需和保持国民

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 但我国庞大

的流动人口群体以 /城乡两栖 0 为特

征 , 既未能真正完成城镇化转型 , 也未

能产生与其人口规模相对称的消费拉动

能力 "以人口流动所支撑的城镇化率指

标 , 不但有 /水分0, 其背后还隐含着诸

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幅员辽阔 , 人口众多 , 总体发

展水平不高 , 地区差异很大 "在这一背

景下 , 人 口流动和打工经济将会长期存

在; 在充分评价其积极意义的同时 , 也

要正视其弊端 "大量人口长期异地流动

的 /不完全城镇化 0 发展终将不可持

续; 实际上 , 这也有悖于健康城镇化的

战略 目标 "国家 /十二五0 规划已经提

出, /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

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 的重要任

务 , 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

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

居民 "0

在未来的发展中 , 中部省份要抓住

在 国家人 口普查 中特指 离开户口所在

地 , 跨 乡 (镇 ! 街道) 以上居住半年以

上的人 口"

/现代产业部门 0 或 /工业部门 0, 是相

对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阐述的 /传

统产业部门0 或 /农业部门0 的说法"

此处引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所长蔡防的看法" 见人民日报记者

田俊荣的文章: 人 口红利拐点已现 , 人

名日报: 经济周于,l, 20 13一0 1一28"

指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太原和成都"
其中制造业吸纳了34 .1% , 批发零售业和

社会服 务业吸纳比例分别 为 19 .4% 和

1 6 .2% "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于20 ro 年依托 5湖北

省城镇化与城镇发展战略研究 6 课题 ,

从县域 ! 城镇 ! 村 (居) 委会 ! 企业以

及个人五个层面开展调研 , 共涉及28 个

县市 ! 57 个小城镇 ! 110 多个村 ! 200 多

家企业 ! 1 5XX )多位村 (居) 民 ; 于20 12

年依托 5南阳市新型城镇体系规划 6 课

题 , 在河南省南阳市. 从县域 ! 城镇 !
村 (居) 委会 ! 以及个人四个层面开展

调研 , 共涉及 8 个县市 ! 31 个小城镇 !

89 个村 ! 巧oo 多位村 (居) 民 " 以结构

式访谈为主 , 结合问卷调查 (居住意向

选择 70 9 份 ! 村民调查问卷 85 0份 ) ! 现

场路勘 ! 访谈和相关资料收集等具体调

研方法 "

访谈调查发现 , 许 多地区的农民为了获

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 主动放弃种植粮

½¼

3. 6 特大城市实施若干差别化政策的必

要性

我 国地域空 间广裹 , 区域差别极

大 "尤其是北京 ! 上海 !杭州 ! 广州以

及武汉 !长沙等少数东 ! 中部区域的特

大城市 , 其经济和产业门类综合 , 就业

机会 多; 同时由于能级高 ! 经济实力

强 , 公共财政能力和服务配套能力优于

绝大多数中小城市和县城 "在地区差异

和比较利益的双重驱动机制下 , 各类人

力资本和抚养人口必然会不断向这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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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 转而种植经济作物"此外 , 即使是

种植经济作物 , 其收成与务工相比仍然

十分有限" 为了更好地进行 /工农兼

业 0, 许 多农民选择 /退耕还林 0, 因为

林地比耕地更好打理 , 更适合于作为务

工以外的 /第二职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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