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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人 口问题研究 前沿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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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城 

镇人 口比例已经达到 49．68％，预计 2011年后中国城镇 

人 口规模就将超过农村人 口。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日益凸显 ，迫切需要学者对城镇人 

口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城市人 口问题 

的认识并加强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交流，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人 口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 11月 19日在北京举行了 

“中国城市人口问题研究——前沿与展望”全国学术研 

讨会。来 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大学、西南财经 

大学、北京市委党校等多所国内大专院校以及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 口学会、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 口与发展研究 中 

心、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中心等多家 

相关科研院所的 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大会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童玉 

芬教授主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丁立宏教授、北 

京市人口计生委徐捷副主任、中国人 口学会常务副会长 

翟振武教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杨宜勇研究员分别向 

大会致辞。他们均对这次大会召开的时机和重要意义表 

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大会 的成功召开寄予了厚望。共 

有23位学者进行了各专题的大会发言，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黄荣清教授作了大会总结。下面按照不同专题类型将 

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 城市人口的增长与规模调控 

城市人口的增长与规模调控是近年来城市人 口研究 

的重要热点议题。该专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教授共 同主持。来 自北京大学的 

陆杰华教授在 “关于首都人 口调控的几点思考”发言 

中，认为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应当包含优化城市功能分区、 

优化人口产业布局和优化人 口管理服务体制，提出要构 

建以人 口服务管理为主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制来作 

为人 口调控的主线，并指出人口有序管理体制的内容应 

当是 “政府决定创业 ，市场决定岗位，个人决定去留”。 

复旦大学的张力教授作了 “城市人 口规模调控的趋势和 

逻辑 ：基于积分落户制度的分析”的大会发言。他认为 
一 些地方政府采取的积分落户制度作为 “阶梯落户”，虽 

然对落户的前置条件进行了量化 ，具有更好的操作性和 

可控性，但这种方式依然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 “政策 + 

指标”的城市人口调控思路。北京大学穆光宗教授作了 

“人口增长与 ‘大城市病 ⋯ 的大会发言，他认为 “人口 

过密 一交通拥堵 一资源紧张” 的城市病的形成，主要是 

由于城市版图的地理扩张导致 了城市人 口 “出行半径” 

的拉长，应建立便捷立体的城市交通体系，设置错时的 

上班制度，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城镇的差距。北京 

市社会科学院冯晓英研究员在 “正视北京人 口现状 ，促 

进人口有序管理”的专题发言中，指出人口有序管理是 

人口管理由传统单一的 “人的管理”转向了 “人与经 

济、社会 、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强调 了政府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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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应当共同努力将人 口有序管理落到实处。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苏杨研究员在 “超大城市人 口规模 

需要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吗” 的专题发言中，指出中国 

的超大城市不是人满为患而是政策失范 ，用行政手段调 

控人 口规模是不合理 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业控人、 

合理布局。 

二、城市流动人口问题 

本专题由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地 

理研究所封志明研究员共同主持。辽宁大学人 口研究所 

罗元文教授通过 1350份农民工调查访问结果分析，发现 

农民工主要从事非技术性和服务行业工作，绝大多数收 

入低 ，且存在社会保障等难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社会发展研究所谭永生副研究员在发言 中指出，目前我 

国城镇化存在着不彻底性，提升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的重点在于要切实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河北省社会科学 

院社会发展研究所车同侠副研究员认为流动人 口涌入城 

市主要是经济要素聚集导致的，强调应注重提高流动人 

口素质，加强职业培训。井 冈山大学仰 和芝教授作 了 

“城市中农村女性流动人 口的结构性弱势情境探讨” 的 

大会发言，认为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在政治、经济、社会 

三方面同时处在弱势地位，这种弱势是 “正当性弱势”， 

应纳入体制内来考虑。河北大学王金营教授在大会发言 

中，通过模型计算分析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规模流动 

改变而导致的流动人 口长期居留对城市医疗保障供需平 

衡的影响。专题会上 ，学者们还就农 民工的社会融合、 

流动人 口的社会保障等相关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与 

探讨。 

三、城市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 

随着家庭结构 日益小型化、空巢化 ，城市老龄化带 

来的问题 日益凸显，城市高龄、女性和空巢老年群体及 

其养老问题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本专题 由北京市人口 

研究所侯亚非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广州研究员共 同 

主持。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杨宜勇研究员在 “从人口 

结构的变化看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的发 

言中，提出要从公共物品和非公共物品、政府和市场定 

位的分析中来界定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供给和需求 ，以 

期形成一种政府资源、社区资源、家庭资源三方互动， 

生活服务 、健康服务、精神服务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居 

家养老服务体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在 “城 

市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发言中，指出城市空巢老 

人在生活自理能力、心理健康及生活满意度等多个方面 

都与非空巢老人存在差异，其生活质量整体低于非空巢 

老年人 口。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贾云竹副研究员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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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性别结构以及老年人各种需求 的性别特征两个层面 

分析了我国城市人 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女性化趋势。国家 

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茅倬彦博士在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预测研究”的 

主题中，以人口预测和寿险精算为基础，测算 了浙江省 

安吉县的财政支 出。北京市人 口研 究所尹 志刚教 授在 

“北京城市高龄老人的社区托老和社会养老的需求调查 

与对策研究”大会发言中，详细描述了北京城市中高龄 

老人对社区托老和社会养老的需求，对托老和养老收费 

的承受力以及对养老照料 ，特别是 日间托老的意见等调 

查结果。针对以上学者的发言，其他与会学者还就 “老 

龄化到底是福音还是灾难”、“空巢老人 自理能力强与独 

居是否成因果关 系”等相关 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 

探讨。 

四、其他城市人口问题 

本专题由中国人 口学会解振明教授和西南财经大学 

杨成钢教授共同主持。中国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鸿雁 

研究员在 “北京市青少年意外怀孕情况分析”的发言 

中，提出要从性行为前、中、后和人流后四个关 口预防 

意外怀孕的发生，并提出完善避孕服务政策，促进社区 

参与同心理辅导相结合，努力发挥青少年作用开展同伴 

教育等具体政策建议。泰山医学院刘德鑫教授做了 “中 

小城市人口婚姻与家庭稳定因素分析”的大会发言，提 

出要从法律、教育和社会宣传角度来促进家庭婚姻的稳 

定与和谐。北京市人 口研究所马小红副教授的研究显示 ， 

独生子女 “一孩生育观”倾向明显，双独家庭 “不要孩 

子相对坚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介绍 了当 

前国内外在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 

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张耀军副教授以土地空间资源角度 

推算了首都不同区域的城市人 口承载力。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肖周燕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北京经济规模的增长 

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远远强于人口规模的增长，而人 

口增长并没有表现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正相关关系。另 

外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尹德挺副教授总结和归纳了国外 

发达国家在人口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曾宪新副教授的发言指出，北京市呈现出新兴的高端 

第三产业 向中心聚集 ，而一般服务业则逐渐由中心向城 

市外围扩散的趋势。 

本次大会充分体现了主题鲜明、焦点突出、学术性 

强、交流充分的特色。尽管很多问题不可能在一天的会 

议上均达成共识，但是通过大会加强了学者们对城市人 

121发展问题的关注 ，加深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 ，同时增 

进了学者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