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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坏境与上海率先进入市场经济

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上义市场经济体制， 除大力扯进经济要索和经济活动的商品化、 货币

化进程， 加速在金融、 贸易、 产业、 管理等方面与国际市场的全面接轨外， 创造一 流人口环

境也应成为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口之一。 这是我们从上泭的地位、 功能和发展条件出发， 积极

探索加快上沥发展的新路子， 确立一 系列新思路中的一 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一流城市必须有

一流的人口环境，没有一 流的人口环境，上润就不能率先进入市场经济并成为一 个一 流城市。

所谓人口环境， 简单地讲， 是指人口规模、 人口素质、 人口结构、 人口分布、 人口增长

速度和方向、 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方式以及生育意愿等。 而一 流人口环境的内涵， 我认为， 它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 丛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 即向现代人口类型轧变；二是人口素殷

的自动优化机制的建立；三是优化的人口结构。

经过30年来的努力，1993年上狗全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达到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 0. 78%。）， 全市人口的死亡数已超过出生数10015人， 其中静安区、 卢洘区、 黄浦区的

自然增长率已在 － 4％以下， 全市人口自然变动呈负增长。 反映上海人口自然变化的主要指

标：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出生率、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等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成为全国

最低；反映上海人口素质的主要指标： 婴儿死亡率、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文盲率以及每万人

中受过初、 高中和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等都有较大改善；上海人口的自然结构、 地域结构和

社会结构H趋合理， 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人口类型转变已初步实现。 但是， 上润人口的素

质、 结构、 流动、 分布同 一 流人口环境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同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矛盾还相当突出， 为此， 首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

1. 要重视人口因素和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口发展可以推动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 也可以延缓或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率先在上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

行机制， 必须重视人口的数最、 人口的质拯、 人口的年龄构成、 人口的职业构成和人口的地

区分布等因素对发展战略产生的制约和影响。 这是因为人口数械制约和影响着：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口

素质制约和影响着： ＠科技进步； ＠产业结构的调整； ＠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 年

龄结构对买现发展战略目标所需要的积累资金， 职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转化， 地区结构对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 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不论是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 还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

变， 以及战略措施的采取， 都必须从这个地区的人口特点出发。

上海人口数址过多， 素质偏低， 增长过快， 人口结构不合理， 老龄化问题突出， 始终是

一个沉重的负担。 它严币制约和影响右上泭经济和补会发展的过程， 影响人民牛沽水平提高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囚际城市的形成。 由于人目奻旦的发展有周期性和惯性， 人l::J系原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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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人目结构的调整， 都只能是一 个长期的、 渐进的发展变化过程， 不可能一 跋l(d就。 所

以， 为了实现上海的发展战略目标， 必须因势利导地调节好上海人口增长、 变化的方向和速

度。

2. 上泡要任三至五年内率先形成社会上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 在看上泡城

市人口规模时， 应着眼千现有人口（即实际人口）。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尤其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

然趋势。 何况， 人口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

受益者。 城市人口的规模及其构成与城市工业及其配套工程， 与城市姑础设施、 商业网络、

市政服务网络等之间的发展关系，是影响城市潜在发展效益的 一 个重要环节。上悔人口现状、

构成及其发展将直接影响和制约若上海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是发展上向不容忽视的 一 个重

要方面。

人口规模即人口数量， 一般指三种：常住人口、 现有人口、 注册人口。 常住人口指实际

上经常居住在一个地方（住所）的人口。 我国在人口普查时规定在其住所居住一年以上者为

常住人口。 现有人口指调查时在某地的所有人口， 不管其在某地居住时间多少， 是否登记注

册、 有无户口等。 注册人口， 亦称法定人口， 这类人口不管其外出时间长短， 只要在某地有

户口， 就为该地的注册人口， 即通常讲的户籍人口。 这三种人口的数量表现， 在上海是截然

不同的。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 上海市的常住人口为 1334万余人， 户籍人口为 1276 万

人， 两者相比， 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58.3 万余人。 加上临时居住或寄住满三天以上， 户口

不在上海的流动人口约 100万人， 当时上海市现有人口已突破1400万大关。 这两年， 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上海市现有实际人口数已超过 1500万人。 这1500余万人要

在上海衣、 食、 住、 用、 行、 娱、 医、 教， 这里既包括物质生活， 也包括精神生活。 所以，

我们政府的各级部门、 各行各业，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应该着眼、 立足于现有人口数， 不

能只注重户籍人口数。 要使生活环境和劳动环境得到进 一 步改善， 都岗不开现有人口的规

模。 因此， 如朵冉以户籍人口数为依据作计划安排， 必然暴筋出不少问题。 就拿计划生育工

作来说， 不仪要看到户籍人口中计划生有的显比成绩， 还应看到在非户籍人口中严重的 “超

生 “ 现象和违反生育政策而尤人问津的情况， 因此， 各级干部在考虑工作计划或长远规划

时， 在提高人民生活质呈时， 尤其是在考虑各类市场发展时， 确立现有人口的概念越来越显

出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 对人口增长的控制， 应该有更广义的、 完整的理卅。 仇尪既包括对人口自然增长的

控制， 也包括对人口机械增长的调节， 保待合理的人口规铁， 还包括对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

和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 控制人口既要讲数狱， 更要讲索朊， 讲结构。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 件大事， 增强干部、 群众的人口总识， 人

人为控制人口增长作贡献的新局面已在全国上下逐步形成。 对上海来说， 控制人口自然增长

方面， 由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在90年代， 甚至到下 一世纪初， 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 是

不会再出现大的增长幅度， 而会较长期地保持零增长的势头。 但在控制人口机械增长方面，

由于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实行全方位的对内对外开放战略， 浦东开放又打 “ 长江

牌” 、 “中华牌 ” 、 “世界牌” ， 到本世纪未基本形成外向型、 多功能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人口机械变动势必加快。 这种变动既包括改变定居点的永久性移动， 也包括临时寄居和暂时

移动， 这里不能控制得过死过严， 也不能放任自流， 听其自然发展， 必须要从有利于促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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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的战略思思相目标的实际出发， 还川巾场机制进行有领导、 有计划的调

节。 从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 目前也是极不理想的。 上海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已严重变

形
．
， 即呈现出峰谷交替现象。 这种极不稳定的不合理的年龄结构， 必将对上海的社会经济产

生 一系列波浪式冲击， 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和健康发展。

所以， 我们再不能只用单纯的 “ 控制 ” 思想来对待人口变化， 应该按照把上泭建设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囚际城市的要求， 实现优化的人口结构。 为此， 必须建立有计划的人口宏观调

控休系（如采取限制、 询整� 吸引、 琉导、截流、 交流、 提高等有
．
关方针政策）， 使人口的

增长同上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迫应， 使大城市的控制人口增长走出新路子。

其次， 根据上曲人口发展的现状， 对照上询要卒先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创造一流人

口环境的要求， 急需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 人才和劳动力现状与上海社会经济大发展对人才盂求的矛盾。 近儿年来， 上悔在加

快人才培养、 加速人才流动和人才市场的建设等方面， 做了大队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绩。但

人才流动滞后于物资流、 资金流、 技术流和信息流， 入才断层， 市场经济急需人才严重短

缺， 以及知识结构不相适应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上海需要大鼠高层次人才， 不是现有50多

所高校短期内能够培养满足的。 因此， 要全国、 世界为上泭培养人才， 把全国的、 世界的一

流人才吸引到上海， 形成吸纳人才的机制， 同时要打破人才事实上的单位所有制，使他们有

双向择业的自山。 为此， 要尽快建立 一批有形和尤形的人才及劳务市场， 建立 一批与此相适

应的社会中介机构， 使人才的交流能大规校地进行；要改变现行的户籍制度和限制迁入政

策， 制订促使人才流动的方针， 在流动中竞争， 在竞争中发展， 在流动中求得人口结构、 劳

动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合理性。 总之， 应该让上海成为高素质人才的 “ 自由港＇＇ ， 并逐步形成

上海开埠以来第二次人才 “移民高潮 ” 。

同时， 上海的教育也应该在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木来， 培养大批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合格人才方面领先一步。 尤其要培养出适合上海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发展需要

的合格人才， 为上海人口素质的提高、 上海文明程度的提高作出努力。

2. 人口现有结构的布局与城市功能调整的矛盾。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将长期坚持 “三、

二、 一” 的产业发展方针， 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积极调整第二产业， 稳定提高第一产业，

逐步形成一 些新的支柱产业， 使产业结构合理化， 而且第三产业也将逐步由低层次行业向高

层次行业发展；在经济发展战略应点方面， 正在积极培育 “第三产业、 城市基础设施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 三个新生长点。但原有行政区划设置和人口分布难以适应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中心的要求， 城市功能改泣利1区划调整势在必行。 这必然会对城市人口分布提出新的要

求， 要求市中心人口密度分布从目前的峰状结构向盆状结构演变。 引导居民从市中心向四周

外围地区迁移， 除了从改善居住条件出发， 促仗屈民从市中心向外册搬迁外， 同时应全面推

行级差房租政策和住房商品化。 现在市中心地始i「在进行的土地批租、 道路扩建等带来的动
迁问题， 其难度将会随着级差房祖和仕房商品化同义施而逐步消失， 黄金地段的居民将会从

经祈比较利益出发， 自觉地向边缘地区搬迁， 使人口分布更趋合理、 优化。

3. 上海是全国第一 个进入老年型人目的地区，上泡人口老龄化比全国早了近20年，早在

70年代末已进入老年型人口， 到1992年末全市老年人口已达205. 8万， 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

人口的15. 96%, 频计到下世纪前期， 将要达到30％左右的高峰。 将人口老龄化问题放在战

略位置考虑的首要之点是尽快建立市场经挤休制， 大力发展经济， 同时应强调家庭养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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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养老和老人f1我，养老。

上湖是全国最启内经济中i＇．凤巾· 大批从事组介活动的．，、脂涌同上海， 造成人口结构的

巨大变化， 他们大多是劳动适龄人 u, 年龄轻． 这祥上湖人口的年龄銡沟也将变轻些、 合理

些。 此外， 当前上海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提高到76岁， 这为老人参与劳动提供了年龄条件上

的保证。 随茬家庭规模继续缩小，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度逐渐提高， 老年人的活动天地越来

越多地移向社会， 老人参灯愿望今后将愈加强烈。 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求， 一部分知

识和技术层次较高的部门可试行适当推迟退休年龄的 “弹性退休制度 ” 或回聘制ffi:, 同时还

要考虑更多的老人参劳形式， 开拓更多的老人参劳渠道。

4. 考虑到近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有大幅度的调整， 上海全市人口的自然变动在近期

的微波动后， 将进入持续人口零增长， 市区人口进入负增长。 长期人口的负增长会带来一系

列社会经济问题， 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因此， 上海的计划生育T4作应该在市民理解

和接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前提下， 突出优生、 优育、 优教， 提高人口素质，同时对于独

生子女家庭的下一 代， 要逐步、 缓慢、 稳妥地向可以生育两孩过渡，使生育达到更替水平。

总之， 控制人门增长从来都是通过数且的调控和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来综合实现的， 计划生

育工作， 应从上旃人 11 自然变动的新特点出发， 工作重点应向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人口

结构妆移。

5. 随若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外来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并不断有新的

高峰出现，目前已高达280 万左右，其中常住上海的有130万人， 外来建筑民工80万人。 外地劳

动力和专业人才已成为上海建筑业、 近郊农副业以及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的一支重要的劳

动夫军。 随着上海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外米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 在全部流动

人r·1中， 固然有不少城市人口作多因多向流动， 但大多数仍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业剩余劳

动力。 他们抱竹谋求新职业赚取高收入的强烈愿望涌向上海。 流动人口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发

屉、 建设和管理带米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有利也有弊。 我们必须形成一种对流动人口的制约

力， 来调控机引导流动人口． 切成优化的人口结构。 为此， 我们必须运用市场机制， 促进人

力灯源优化配笐。当前应该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如物价、工资、租金、税收等，制定一套科

学的对待流动人口群的政策体系机管理办法（如推行 “ 心中户口 ” 制度和＜＜寄住证＞＞、 ＜＜ 务
.7证沪制度等）， 便众多低系质的流入人口不能轻易在K泄谋生和滞留， 面对高素质的流入

人口付强烈的吸引力， 促使流入人口向高层次、 高素胧礼化， 并为第二次恀民作准备。

（上接第59页）资立运动的特点不同， 投入

产出的形式不同， 效益考核的侧重点也不 一

样。 因此， 投资效益指标体泵应分违设阶段

，i !使用阶段两个层次的诣标。

第四种观点认为， 固定资产经济效益指

标体系应包括四类： 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活动

的经济效果的指标， 反映围定资产投资活动

的劳动耗费的指标， 反映效果 ＇j劳动耗费；i寸

比关系的经济效半间指标以及时间指忭。

第丘种观点主张以国家统计局 1982年颁

布的九项指标为投资效益指标体系中的主要

指标。它们是建设工期、 单位生产能力（或

效益）投资、 达到设计能力年限、 投资回收

年限、 建设周期、 未完工程资金占用率、 平

均单位综合生产能力（或效益）投资、 固定

资产支付使用率和投资效果系数。 其中， 前

四项为反映微观投资效益的指标， 后五项则

K要用千考核宏观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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