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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高速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水平逐渐提高、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大规模的人

口流动及其高度集中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对城市治理造成了巨大压力,核心区城市开始出现人口集聚而

导致的“城市病”,如何正确认识其成因、发挥人口流动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动两者协调统一是

核心区城市发展过程中应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理性对待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发展模

式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厘清人口流动与城市治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基于空间错配的

视角,分别对“拥挤”、“污染”和“房价上涨”等典型的“城市病”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一步说明人

口流动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城市治理

及政策制定的相关建议,拟为合理对待和充分发挥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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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流动人口 普遍的定义为

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不一致且离开

户籍所在地超过半年及以上的人口。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持续扩展

的城市规模相伴而行,人口流动浪潮日

益高涨且呈现出流入地高度集中化、规

模逐渐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的格局,中

心城区的区位优势凸显。“拥挤”、“环

境污染”、“房价上涨”等“城市病”问

题一定程度上成为抑制了城市的良性

发展,城市治理面临巨大压力。“城市

病”是城市化过程中所有国家都不可逾

越的问题,有效的城市治理成为城市和

农村协调发展的关键(陈友华,2016)。

人口流动作为城市间知识、资本和物质

等要素的重要传播载体,人口集聚会通

过提升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王晓璐和杨

东 亮 ,2020) 、 劳 动 生 产 率 ( 陈 心

颖,2015)、促进城市的创新和经济增长

(宋宝林等,2020)。基于人口向城市集

聚与城市发展具有一体两面性的特征,

探讨人口集聚和其发展的内在联系成

为关注的焦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

进、人口流动规模稳增不减的背景下,

深入分析并探讨人口流动与城市发展

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其必然 

1.1人口流动的规模大、分布不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

济的腾飞,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

移。已有研究证实,我国共发生了3.4亿

人次的人口迁移,是历史上 大规模的

人口迁移。尽管《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

告2018》指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

快速增长之后进入调整期,截止2017年

底,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仍然高达2.45

亿人次,占中国人口总量的17.6%。对于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区域、

省份、地级市层面的研究表明,我国人

口流动呈现向少部分地区集中聚的趋

势(张耀军,岑俏,2014),虽然被省内流

动人口平衡掉一定趋势,省际流动人口

也开始显现“聚中有散”的特征(王新

贤和高向东,2019),但是整体上流入地

仍然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北京、上海、

广州、浙江和江苏占据我国流动人口的

63.52%(段成荣等,2017)。据《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显示,东部地区集聚了我国流

动人口的74.7%,而中西部地区是主要的

人口流出地。人口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

具有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设施、更多的

就业机会、更低的交易成本以及更高水

平的收入,这种绝对优势使得人口进一

步向中心区城市集中(Baum-Snow and 

Pavan,2012)。 

1.2人口流动的必然性 

1.2.1城市化政策的推动 

经济新常态下,城市化是支撑我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表明,劳动力

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城市与农村

以及各城市之间的再配置,显著提高了

我国的经济效率(王丽莉和乔雪,2020)。

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

过程,人口流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

及重要推动力(王胜金等,2020)。作为城

市化政策的重要载体,人口向大城市流

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城市化

模式的选择对人口及城市治理起到关键

性的作用。以提高产业和人口密度为表

征的紧凑集约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为提高

城市资源利用效率、保证城市治理有效

性的提供非常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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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迁移成本的降低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人口流

动的政策性壁垒逐渐降低。高铁时代的

到来,缩短了时空距离,提高了城市可

达性,使传统的空间距离被时间距离取

代而成为进一步推动人口流动的重要

力量。流动人口呈现出基数大且稳定性

增强的趋势,只流不迁是高铁开通后人

口流动的显著特征。王林辉和赵星

(2020)指出,高铁开通会显著促进人口

流动。 

1.2.3对服务质量的追求 

对生活质量的高追求是伴随经济水

平不断提高而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服

务种类和质量的需求量也迅速加大。因

而,大城市的优势进一步显现,作为集教

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显著优越

性于一体的核心区,显然成为高生活质

量的代表被人们所钟爱。因此,人口向大

城市流动是基于一种理性且自发的行为,

如果强制限制人口流动,城市发展会进

一步扭曲。 

2 “城市病”成因及错配的实

例 

2.1“城市病”的成因分析 

房价上涨是“城市病”的重要表现

形式。已有研究指出流动人口每增加1%,

房价就会上涨0.36%(徐腾和姚洋,2018),

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城市级别的上升而上

升(邹瑾和娄著盛；2018)。过高的房价

不仅对外来的流动造成巨大压力,也显

著提高了本地人口的生活成本。人们把

流动人口作为房价上涨的症结,却忽略

了城市房价上涨的更本质原因：建设用

地指标。建设用地指标一度被作为鼓励

区域发展的政策手段而向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倾斜,以期激发城市活力,各地兴建

建造工业园区是忽略了地区比较优势的

普遍现象,结果是大量的工业园区闲置。

而作为集中众多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

其建设用地指标供给不足的另一个原因

是建设用地的创收少于商业用地,建设

用地通过一次性的土地出让金获得收入,

而商业用地还可以依靠租金获得多次收

入。因此,从建设用地指标错配的角度去

看城市房价过高的原因,更有实际意义。 

通勤时间增加、交通拥堵是“城市

病”的另一种形式。交通拥堵使早高峰

和晚高峰的出行时间大幅增加,交通资

源的供给和需求存在明显矛盾。拥挤的

直观原因是人多、车多,造成了交通的

巨大压力。从供给角度看,机动车大量

增加但是机动车道并没有同等水平的

增加,城市的交通设施不够完善,公交

车供给不足,地铁的覆盖率不够,直接

表现为等公交车的时间长。其次,拥堵

是人们对服务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以及

多样性有更高需求的背景下服务的消

费者和生产者要见面而导致的(陆

铭,2019)。当服务业大量集中在城市中

心区,人们的居住意愿也相应向城市中

心集聚,而研究表明,在大城市建造高

楼宇,采取垂直化发展的模式,提高人

口密度的不但可以缓解拥挤,还可以提

高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降低

对私家车的依赖。李伟杰和陆铭(2018)

用2010年城镇人口和普查数据实证分

析了人口规模增加一倍,通勤时间和交

通拥堵只会有非常小幅度的上涨,呈现

出和基于美国数据发现的“通勤时间稳

定法则”非常一致的结论。因此,人们

通常认为人口规模导致通勤时间增加、

城市变得拥堵的意识急需澄清。 

2.2资源错配的实例 

户籍制度的高门槛特征有效抑制

了人口的自由流动,结果在大城市流入

大量高技能人才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

的供给严重不足,相应要素价格出现畸

高的局面。我国一个典型的表现即月嫂

工资。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老龄化

问题的加剧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模式

的转变,家政从业人员的需求快速上升

(焦晓晓和汪华,2016),工资水平呈现

上升趋势。月嫂作为低技能劳动力工资

畸高的典型,其工资水平可比白领的工

资水平。据58同城招聘平台,上海地区

的月嫂月工资依据工作年龄及是否住

家从8000元到12000元浮动,不存在较

大的差异。 

3 人口流动对城市发展的积极

影响 

3.1人口流动提高城市的劳动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呈现

出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现象,由于人口结

构的长周期性,人口红利消失并且不可

能再出现(蔡昉,2020),对经济的影响直

接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下将。大城市作为

计划生育等各项政策的先行者,人口老

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基于流动人口要在

大城市付出相对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

该群体中绝大多数是可以依靠劳动收入

覆盖掉生活成本的适龄劳动力,所以流

动人口从动态意义上平衡了人口结构对

城市发展造成的压力。 

3.2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促进经济

发展 

人口流动作为知识、技术等重要的

传播载体,会通过知识溢出对城市的创

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现代经济

增长的动力(李伟杰和陆铭,2018)。人口

流动的传播效率显著高于信息技术等方

式的原因在于其不可替代的“面对面交

流”方式,为默会知识的传播奠定了重要

基础。人口流动实现了区域间知识共享,

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

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人口在大城市集

聚,也会通过竞争机制提高个人的人力

资本水平,从而在总体上提高城市整体

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城市创新能力的提

升提供充足的动力。城市众多的人口除

发挥集聚效应外,郭将和岳文瑞(2020)

通过构建城市紧凑程度的指标体系,发

现城市紧凑程度与城市创新能力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性。 

4 政策建议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既是城市发展的

结果,也是城市得以持续协调发展的动

力之一,是所有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流动人口在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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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外溢效应的同时,承担着更高

的生活成本。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向

城市集聚表现出理性的行为特征。而且

人口流动所提供的劳动供给有效缓解了

城市人口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

题,同时导致资本和要素流动,通过知识

溢出和竞争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城市化

进程的大幅推进。尽管人口集聚造成了

部分城市的城市规模增加,但人口密度

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城市服务业和基础设

施的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了规

模经济。城市治理应该从更深层次的资

源供给与需求错配的角度去探讨“城市

病”的成因及解决办法,限制人口自由流

动,只会造成城市发展的扭曲。降低落户

门槛,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选择建设紧

凑集约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提高人口密

度,发挥集聚优势,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是人口流动、城市治理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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