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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起看人口系列研究之七： 

未来人会往哪里流？ 

核心观点： 

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优势显著的各城

市群已经明确，长三角、大湾区、环渤海等区域的先发性非常

显著。各个城市群内都有虹吸作用或者辐射作用强大的更小

范围的小区域或者城市，像长三角的环沪区域、苏锡常区域、

南京及周边，大湾区的深圳及周边，广州及周边，西南的成

渝，环渤海的北京、天津，这些城市及小区域的发展本身具有

优势，而且能够带动周边城市和区域更快发展壮大。 

无论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本质都是以人为核心，人

的流动方向将决定城市的前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或

长期持续，人口也将不断向经济实力更强、基础条件更优的

地区流动，这是自然规律，人口聚集处才是搭建场景、附加内

容的场地，也是利润实现的地方。对于人口流出的地区倒也

不必非要强制留人，让资源的效能最大化或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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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过 100 万亿，这也是中国经济总量首次

超过 100 万亿，并且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稳

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人口总数也超过了 14亿人，仍然是全球人口最

多的国家之一。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可喜，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

形势依然严峻，中美贸易摩擦等仍是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而且，若去看人均 GDP

的变动，虽然 2020 年人均 GDP 水平达到 1 万美元，但在国际范围内，与发达国家仍有着较

大距离，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有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的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而正由于

城市群的完善，城镇化的深入，人口的流动也在保持着同步性，无论是经济发展、城市群建

设、城镇化推进，其核心都在于人，若无人这一要素，这些目标的实现也无甚大的意义。而

同时也由于人口这一要素的存在，经济发展、城市群建设、城镇化的推进才更有动力。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依托于城市群是的建设完善，经济的总量已经到了绝对高

位，未来的重心也一定是在完善城市群建设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人均 GDP

水平，做好内需提升，做好人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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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市群建设的本质在于以人为核心 

1.1区域协同发展的路径确定，本质还是以人为核心  

从顶层设计层面上看，城市群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都保持着战略定力，诸

如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会议也不断在提及相关内容，并不断推动这一进

程的深入。 

2015年至 2016年政策的表述核心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区域发展，注重

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2017 年十九大则提出区域协调发展，其后区域协调发展的

论述一直保持着连贯性，而这种表述的变化实质上也是根据经济形势做出的适应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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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共同富

裕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允许差异化的存在，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

带后富，这就更相当于国民收入分配中，更加注重效率，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公平拖累经济的

发展，只有真正底子足够牢固坚实的时候，才可能有公平可言，否则基础不牢，底子不厚，

盘子不大，公平可能也没有实现的基础。 

在城市群建设上来说，逻辑是一致的，城市之间和城市群之间也需要遵循共同富裕的

发展原则，允许不同城市和城市群之间有差异，有优先级，倘若一味的希望平均主义，那

么整体的发展都会被拖累，整体的节奏都是缓慢，既无效率更无公平。当各城市群的发展

体系化、系统化之后，再以区域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带动整体的发展质量提升，先富带

后富，先效率后公平。 

眼下来看，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优势显著的各城市群已经明确，长三

角、大湾区、环渤海等区域的先发性显著。各个城市群内都有虹吸作用或者辐射作用强大的

更小范围的区域或者城市，像长三角的环沪区域、苏锡常区域、南京及周边，大湾区的深圳

及周边，广州及周边，西南的成渝，环渤海的北京、天津，这些城市及小区域的发展本身具

有优势，而且能够带动周边城市和区域更快发展壮大。当城市群本身发展成熟时，人口的流

动也就理所当然了，所以城市群的发展与人口城镇化的进程是保持着同步推进的状态。区域

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除了迎合经济发展的诉求外，本质上还是迎合人的根本需求，从根本

上解决人的问题。 

图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区域协同发展的论述 

20201218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完善支持社会

资本参与的机制和政策，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

调发展 

20200730 
中央政治局

会议 

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

新 

20191212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

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要扎实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要提高中心城

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 

20181221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

先发展。目前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规模经

济效应开始显现，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全面提升，创新要素快速集聚，新的主

导产业快速发展，要推动这些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要增强中心城

市辐射带动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长江生

态环境系统性保护修复，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城镇化发展，抓好已经在城镇

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工作，督促落实 2020年 1亿人落户目标，提高大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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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8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

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保

持合理的职业结构，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

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高城市群

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加快

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 

20171018 十九大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

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20161214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要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要深入实施西部开

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 

20161214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要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要深入实施西部开

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 

20151218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

环境空间均衡 

20141209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 

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

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

施。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要重点实施“一

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要通

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镇化健康发

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1.2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有其客观缘由，且差距会一直存在 

不同城市（群）、都市圈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存在有其客观性存在，而且这种差异性会长

期持续： 

（1）不同的城市（群）、都市圈自身禀赋、基础条件存在差异性，不同阶段内，所能

享受到利好也有一定差异； 

（2）随着经济发展诉求的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趋势，只能陷入落伍或

被淘汰的境地，如在“三去一降一补”的诉求下，一些高能耗的产业发展势必会受到限制，

所以一些城市在逐渐没落，与其他城市拉开距离； 

（3）城市的地理位置，对接的资源、能量存在不同的差异性，如沿海城市可能整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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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城市发展更快，深圳由于对接中国香港，相当于更接近资本市场，所以更容易吸引企业，

吸引资本流入，形成发展良性循环； 

（4）一部分地区依仗原有的优势，创新改造的动力不足，因此其发展停留在原地，纵

然原有优势突出，但持续内部消耗，或者说陷入内卷，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甚

至被赶超； 

（5）由于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资源要素在不同城市（群）、都市圈的分配会有所不

同，能够最大化发挥资源优势的地方一定会更多的吸纳资源的聚集； 

（6）政策力量主导，政府有意识引导资源要素在不同区域内流动，并给予配套的政策

支持； 

（7）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不同的区域，政府发展的决策会有特定指向性，如为了推进

改革开放，而设立的深圳特区、浦东新区。1980年 8 月 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 327．5 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四十余年来，深

圳已从 GDP 不到 3 亿的小渔村，一跃成为 GDP 近 3 万亿（2020 年 GDP 总量 2.8 万亿）的国

际都市，2020 年在中国各城市中排名第三。1990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开发浦东，30

余年来，浦东新区已从荒凉郊野变成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区，这令全球侧目。 

资源要素的流动中，人是其中核心所在，人也必然向着要素充裕、条件更好的地区聚集，

在要素的不断循环流动创新过程中，资源要素的合力叠加，地区的发展进入正向循环，强者

恒强法则也将呈现。 

二、 人口向城市群流动是长期化的趋势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情况来看，核心城市群依旧是人口的集聚地，长三角、广

东、京津冀、广东、成渝四个区域的人口总数达到 58732 万人，较 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

查增加 5372万人，同比增长 10%，四个区域人口总数占比达到 42%，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提

高 2个百分点。 

图表：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四大区域人口及 GDP变动情况 

  人口总数（万人） GDP总量（万亿） 人均 GDP（元） 

区域 第六次 第七次 变动 增速 2010  2020  增速 2010  2020  增速 

京津冀 10441 11037 596 6% 3.56 8.64 143% 34102 78276 130% 

江浙沪皖 21561 23521 1961 9% 8.07 24.47 203% 37444 104040 178% 

粤 10432 12601 2169 21% 3.78 11.08 193% 36211 87899 143% 

成渝 10926 11573 647 6% 1.97 7.36 273% 18071 63598 252% 

四大区域

合计 
53360 58732 5372 10% 17.39 51.55 196% 32582 87766 169% 

人口/GDP

总量 
133281 141178 7897 6% 40.15 101.60 153% 30125 71965 139% 

四大城市

群占比 
40% 42% - - 43% 51% - - - -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人口向经济条件好、产业基础牢等地区移动是自然规律，因为城市群的发展必然是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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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更好的经济实力、产业基础，代表着较便捷的生活，较高的生活水平，更能满足

居民的更高需求；另一角度来说，有人口的流入，整个区域或城市本身的动能才是更足的，

各项配套也会同步持续完善，伴随人口的集聚，各项有利的政策一定会配套而生，城市人口

结构将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城市建设和治理不断升级，经济发展动能更充足。 

人们为什么都愿意向核心的城市群流动？无非核心城市内各项资源优势太强，能够享受

到更高的便利，有教育的资源、医疗的资源、交通配套的资源，这也是为何核心城市的房价

较高，而且连带着周边城市的房价也高的最本质原因，倘若没有这种资源的加持，任何城市、

任何区域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也正由于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的加持，其吸收资源的能力也就

越强，这其中有个正向的对应关系。 

从长远视角来看，长三角区域、大湾区、成渝等区域的人口流入趋势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国家层面也一直在鼓励、引导区域协同发展、一体化的建设，不同城市之间可以实现资源的

共享，同城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人口流出问题也依然严峻 

 东三省和一些经济发展滞后和产业基础薄弱的区域或城市，人口流出的趋势仍在延续。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为 9851万人，比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

了 1101万人，在全国的占比也由 2010年的 8.18%降至 6.98%，下降了 1.20个百分点，其中

黑龙江省常住人口总数为 3185万人，较第六次人口普查下降 17%,吉林省常住人口总数 2407

万人，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减少 12%，辽宁省常住人口总数 4259万人，同比减少 3%。除

东三省之外，常住人口减少的省份还有山西省、甘肃省、江西省、内蒙古，毫无疑问，常住

人口总数减少的省份，其经济条件、产业结构等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表：各省市自治区第七次人口普查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常住人口总数减少的趋势将长期持续。落户地区各方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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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满足人口的生存和生活所需，向更加适宜，生活便捷度更高的地方转移是必然的趋

势。当前人们的意识与老一辈有很大的差异，或者说新一辈的人口已经不再有太多所谓“根”

的执着，不再认为出生地是根的所在，而是更愿意向着经济更好、产业更好、生活更好的地

方转移，父辈也或保持跟随，而且这种倾向性很难改变，除非落后地区真的能够让自身经济

和产业等发展水平突飞到高台阶，但短期内实现难度较大。很多城市其实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其实也同样投入了较大的精力，但是受限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即使在基建上投了了精力、

时间、资源，没能拥有发展成效显著的产业链条存在，或者说没有体系化的产业集群形成，

城市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也是不足的，即使有心吸引人口，没有能够支撑人口留存的产业基础，

城市留人的实力总归是有缺陷的。 

其实，我们也会经常听到一些地方存在鬼城、空城，房价如白菜价，这些城市虽然有一

定的产业存在，但是这种产业对人的吸引力是不够的，没有体系化的基础实力，单点的条件

并不能有持续的吸引力，假如一个城市只有一些煤炭产业，其他的辅助的配套条件并不完善，

人们可能选择暂时于此地逗留，但未必愿意长久安家于此。 

这几年，一些城市也在不断的开启抢人大战，根据亿翰智库监测的信息，各个城市为了

吸引人口，门槛持续放低，各种补贴层出不穷，从政策效果来看，各种吸引人口的政策由于

优惠措施的配套条件存在，短期内常住人口总数有了提高，但是长期来看，作用并不显著，

原因在哪呢？城市没有留住人口的一揽子的举措，城市本身的资源条件存在一定局限，人们

的需求不能得到全方位的满足。 

四、人口向上集中是自然规律，不必要强制阻碍 

 上文我们也提到，很多城市群或者省份内一定会存在先发优势明显的城市，人口向上聚

集的趋势持续。从七普数据来看，除直辖市之外，西安、西宁、银川、长春四座城市常住人

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30%，其中青海西宁 2020 年常住人口总数为 246.8 万人，占全

省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41.66%，较 2010 年提高 2.41 个百分点。西安 2020 年人口总数达到

1295.29万人,占陕西省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 32.77%，较 2010年提高 10.08个百分点，也成

为人口占比提高最快的城市。成都、海口、武汉、沈阳等城市的人口总数省内占比超过 20%，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河南省人口总数达到 9936.6

万人，其中郑州市人口总数为 1260.1万人，占比达到 12.68%，成为全省唯一一个常住人口

超过千万的城市，且一举成为河南省内人口最多的城市，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郑

州常住人口总数排名全省第三，城市本身的人口聚集和吸纳能力显著增强：第一、2020 年

郑州常住人口较 2010年增加 397万人，增长 46%，其中市辖区（含航空港区）人口达到 765.5

万人，外地流入的人口成为郑州常住人口大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第二、人口集聚水平高，

郑州市城镇化率 78.40%，比 2010 年提高 14.91 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远高于其他省辖市，

人口集聚能力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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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各省市典型城市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占比情况（万人、%） 

省份 地区 人口数 
比重 

省份 地区 人口数 
比重 

2020  2010  变动 2020  2010  变动 

陕西 西安 1295.29 32.77 22.69 10.08 浙江 杭州 1193.60 18.49 15.99 2.5 

宁夏 银川 285.91 39.69 31.62 8.07 青海 西宁 246.80 41.66 39.25 2.41 

四川 成都 2093.78 25.02 18.8 6.22 辽宁 大连 745.08 17.49 15.29 2.2 

吉林  长春 906.69 37.66 31.94 5.72 江苏 苏州 1274.83 15.04 13.3 1.74 

海南 海口 287.34 28.5 23.6 4.9 新疆 乌鲁木齐 405.44 15.68 14.27 1.41 

湖南 长沙 1004.79 15.12 10.72 4.4 河北 石家庄 1064.05 14.26 13.29 0.97 

湖北 武汉 1232.65 21.34 17.1 4.24 山东 青岛 1007.17 9.92 9.1 0.82 

广东 深圳 1756.01 13.93 9.99 3.94 江苏 南京 931.47 10.99 10.17 0.82 

云南 昆明 846.01 17.92 13.99 3.93 江苏 无锡 746.21 8.81 8.1 0.71 

河南 郑州 1260.06 12.68 9.17 3.51 福建 福州 829.13 19.96 19.29 0.67 

山西 太原 530.41 15.19 11.77 3.42 浙江 宁波 940.43 14.57 13.97 0.6 

甘肃 兰州 435.94 17.42 14.14 3.28 山东 济南 920.24 9.06 8.47 0.59 

贵州 贵阳 598.70 15.53 12.45 3.08 内蒙古 包头 270.94 11.27 10.73 0.54 

广西 南宁 874.16 17.44 14.48 2.96 江苏 常州 527.81 6.23 5.84 0.39 

福建 厦门 516.40 12.43 9.57 2.86 河南 洛阳 705.67 7.1 6.97 0.13 

安徽 合肥 936.99 15.35 12.53 2.82 江苏 徐州 908.38 10.72 10.9 -0.18 

内蒙古 呼和浩特 344.61 14.33 11.6 2.73 福建 漳州 505.43 12.17 13.04 -0.87 

辽宁 沈阳 902.78 21.2 18.53 2.67 福建 泉州 878.23 21.14 22.03 -0.89 

广东 广州 1867.66 14.82 12.17 2.65 吉林 吉林 362.37 15.05 16.08 -1.03 

江西 南昌 625.50 13.84 11.31 2.53 浙江 温州 957.29 14.83 16.76 -1.93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各省统计局 

备注：1、比重=各地区人口总数/省（自治区）人口总数*100%；2、变动=2020年比重-2010年比重。 

 从各个省市自治区公布的数据来看，多个地区人口总数并不足百万，如内蒙古的阿拉善

盟、河北的辛集、云南的迪庆等等，占省内人口总数的比例大多不足 2%。2020 年河北辛集

的常住人口总数为 59.46万人，人口占比为 0.8%。 

图表：人口总数低于 100万的地区 

省份 地区 人口数（万人） 
比重（%） 

2020  2010  变动 

内蒙古 
乌海市 55.66 2.31 2.16 0.15 

阿拉善盟 26.24 1.09 0.94 0.15 

河北 辛 集 59.46 0.8 0.86 -0.06 

吉林 
  长白山管委会 6.11 0.25 -  0.25 

  梅河口市 50.93 2.12 2.24 -0.12 

云南 
怒江 55.27 1.17 1.16 0.01 

迪庆 38.75 0.82 0.87 -0.05 

四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82.26 0.98 1.12 -0.14 

湖北 
潜  江 88.65 1.54 1.65 -0.11 

神农架 6.66 0.12 0.13 -0.01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各省市统计局 

对于诸如此类人口基础薄弱的城市，其本身的需求基础也是薄弱的，在这些城市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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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一味的想要通过改善城市治理，完善城市配套去吸引更多人口流入或者说阻止人口流

出，难度可能也比较大，因为这些城市的基础可能是薄弱的。如果需要去留住人口，那么一

揽子的配套措施缺一不可，且不说做建设的难度有多大，即使建设做的成功，其效果可能也

难如预期，因为与区域内发展较好的城市而言，其起点已然落后，即使要追赶到与其他城市

同等水平，耗费的精力和资源可能是天量，而且本身两者的差距已经很大，在其他优势城市

已经享受足够的资源便利，何必退而求其次。 

对于人口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之后的区域而言，也无需非要耗费与成效并不匹配的精力

去吸引人口或者说阻止人口流出，而是想方设法让现有的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经济发展的

优势固化，做好现有人口的公共服务建设，让现有的人群生活更便捷，生活水平更高。倘若

是资源型的城市，如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等等，可以让现有的资源效能更高，经济增长的动

力更足，提高人均 GDP，提升幸福感，这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很多助益存在。 

 人口向上的聚集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当城市越发成熟，基础条件更优、

配套更完善，人口必然向着更加便利的方向流动，而这些区域内表现较优的城市，其本质上

也是拥有了更丰富的资源，人口也是跟随着资源的方向流动，这种趋势不会有本质改变。倘

若要逆转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除非其他城市内部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居民的需求能够得

到有效满足，居民无需将需求的实现寄希望于其他地方实现。 

五、大城市问题逐渐暴露，利益分配链条重构或势在必行 

当前各个区域的发展趋势已经相当明确，但是伴随城市群发展完善的同时，一些问题也

在逐渐暴露出来，如居住、交通、资源要素价格高涨等问题。单一城市的地理边界是有限的，

城市的容量也有上限约束，所以伴随人口的持续进入，城市的资源总量未必能够覆盖每一个

个体，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均衡，甚至于不公平的状态： 

第一、“外乡人”在为城市做着贡献。作为谋生于大城市的每个个体，职业不分高低，

都在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做着贡献，但在城市的认知中，这些人还是不被整座城市认可，以至

于会被认为“外地人”，而这些群体也会从心理上认为是“在他乡”而非“在家乡”。这一

群体，实实在在的在为这座城市此刻的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其缴纳的养老金或许就是在供

养着所谓本地的老龄人群。 

第二、分配存在不公平性，“城市贡献者”无法享受同等的资源。这一群体在为城市的

发展做着努力，但是其享受到的资源其实是并不匹配的，户籍制度的约束，高房价的客观限

制，这些群体可能连真正融入大城市的机会都没有，无途径成为本地人，也无力承担高房价，

只能是生活在本地的“外乡人”。 

第三、本地的歧视是存在的，这种心理上的认知短期内很难改变。本地居民对外地人的

歧视处处存在，甚至于在工作中也会被问到“你是本地户口吗？”等等。这种认知上的优越

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在心底深处根深蒂固，很难说能够有什么有效的方式短期内去改变这

种心理的认知。 

这种城市对于“外来人口”排斥是否对城市的发展更好？这种认知带有一定狭隘性，只

要是为这座城市做着贡献的人都该同等的享受着这座城市的资源，政府也在有意识去改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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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公平的分配机制： 

其一、核心城市的人口总数硬性约束有所放开。限制人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

实很多核心城市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城市的养老负担较重，限制了人口的总数，实质上也

是在压制城市发展额动能，如果是这样，三胎放开的意义又何在？限制人口总数并不能让城

市发展的更好,反而可能会加重城市发展的负担。 

其二、推动保障房、租赁住房建设。这些民生属性较强的建设领域，其实政策已经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其各种附加条件的约束，进展并不是非常顺利。就租赁住房而言，它是

否能够代替人们的购房需求，在租金收入上，其租金设置是否是真正有需求的人们能够负担

的？很多机制体制的建立，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先级和参照群体，而且往往是一些中等偏上的

群体参照，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刚需群体的需求实质是很难满足的。为什么在中国大家没

有普遍养成租房的习惯，而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使付出较大的代价，依然愿意去购房，

因为资源分配本身非绝对公平的，租房与购房所能享受到资源是不一样的，租房之后，生活、

生存、发展本身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租售并不同权。所以政策的制定有时也需要更精准。

更有针对性，参照真正适宜的群体，而非以平均化的视角或者以顶端的需求去做出行动，那

政策的效果可能并不能如预期。 

租赁住房、保障性住房建设发展的主体是谁？房地产企业、政府，还是社会资本？如果

这些群体参与，又该以何种方式参与，如何让各方诉求都能达成一致，进而调动各方参与的

积极性。如果寄希望于通过房企去承担这一责任？那么又该如何去做到全方位的保障？其

一、对于房企，租赁住房、保障性住房的回报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一般企业不太可能有

太高的意愿去主动经营。原先的发展模式下，企业可以通过房地产的快周转来获得资金，投

入到这一领域当中，而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资源压缩的趋势明确，利润不断被抽取，即使土

拍中有限地价举措，但实质上土地价格可能不降反升，利润微薄，且外来资金有限，做租赁

住房、保障性住房的意愿更被无限打击，所以企业端可能会通过提高租赁价格的方式来做租

赁住房；其二、租赁住房、保障性住房本质上都为了更好的实现民生诉求，是社会保障领域

的重要举措，但若租金高企或房屋居住条件不佳，那么消费者或无力承担高房租，或真正的

需求无法被满足，这与政策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 

其三、问题并不完全在需求，从供给端解决问题可能会更有效。人口的流动必然伴随着

要素的流动，人口与资源要素之间要保持一致性，否则很多问题自然就会产生。相较于充足

的需求，核心城市的资源可能是稀缺的，这就不见得能够很好的去满足人们的需求。既然人

们愿意让条件较好的城市流动，那么城市本身是不是更应该去整合更多的资源，公共服务做

的更好，让充裕的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而不是一味的去压制需求的诞生，一味的硬性的去

压制需求，城市本身的发展未必能够有好的突破。也不难见到一些城市由于太固守，本身的

动能不足，对原先的积累消耗占据主导，城市发展停滞不前，可能还会走下坡路。 

其四、土地是最紧缺的资源，如果能够跨区域搭建起利益链条，那将事半功倍。土地指

标的跨区域调配可能是一些城市想要去做的尝试，但是每个城市之间又有着很大的利益竞争

存在，所以各个城市之间的资源调配就会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但若是其中的利益链条能够

搭建完成，各个城市之间能够很多的实现利益共享，那么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其实，

当前的区域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导向，就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利益链条搭建的尝试，各个

区域之间虽然发展的差异性客观存在，但是各有自身的优势存在，互相借助优势，同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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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贡献，利益一体化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倘若都只是想要借他人之力为自己做嫁衣，

或者相互之间互相推诿，那么发展的内生力一定会大打折扣。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些人，工作

在一城，睡在另一城，其实这就是两座城市之间的利益共享，对两座城市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情况如此，那为何不再考虑一个更加两全其美的办法，大家的利益都能最大化。 

 无论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本质都是以人为核心，人的流动方向将决定城市的前景，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或长期持续，人口也将不断向经济实力更强、基础条件更优的地区

流动，这是自然规律，人口聚集处才是搭建场景、附加内容的场地，也是利润实现的地方。

对于人口流出的地区倒也不必非要强制留人，让资源的效能最大化或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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