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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10�09�10

� � � �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已达 1� 47亿, 其中主体是农民。参见国家统计局  2005年全

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
� � ∀ � 本文所指的浦东新区不包括 2009年 4月 24日国务院宣布新并入的南汇区。论文观点仅代表个人看法, 文责自负。

流 动 与 活 力

# # # 对浦东新区人口数据的解读

贺水金

� � 摘 � 要: 现代化进程与移民潮相伴而行。近年来人口大规模流动与中国城市化加速

推进, 互为因果, 相互促进, 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也给人口的主

要流入地城市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和巨大的人口红利。本文在运用各类统计年鉴人口数据

和 1038份抽样问卷调查等基础上, 还首次独家使用了极为宝贵的内部最新人口统计数

据, 通过全面解读分析认为, 浦东新区人口总量增长以户籍人口迁入、外来人口大规模

流入机械式增长为主; 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郊结合部; 流入人口劳动力特征显著, 以

青年为主体; 外来务工者文化程度呈两头奇低、中间特大的橄榄结构, 初中居多; 引进

人才学历很高, 受过高等教育比率超过 90% ; 就业集中于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了继

续保持浦东的引领地位, 建议提高外来劳动力素质, 宜采取引进高端人才和 ∃干中学%

双管齐下策略; 以产业政策为导向, 积极发挥控制外来人口总量和劳动力素质调节阀的

作用; 实行更人性化的新区人口政策, 将浦东打造成为中国的首善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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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移民, 就没有现代化。没有 1�4余亿 �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给中国制造业源源不断地提

供廉价的劳动力, 中国的 ∃人口红利 % 将大打折扣, 世界制造业基地也无从建立。近年来人口

大规模流动与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 互为因果, 相互促进, 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

动力。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引领者和标杆, 浦东新区
∀
的高速发展更与外来人口的聚集密不可

分。 ∃流水不腐 %, 城市经济发展也同理。以 20# 34岁青年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流入, 不仅有效

地减缓了人口老龄化程度, 还使新区充满了人口活力、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本文将在运用统计

年鉴、人口统计资料和 1038份抽样问卷调查等基础上, 还首次独家使用了大量十分难得、极为

宝贵的内部最新人口统计数据, 试逐一予以解读, 以期能对浦东新区人口现状、增长趋势、特点

以及外来人口地位和作用有一总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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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浦东新区人口总量增长以户籍人口迁入、

外来人口大规模流入机械式增长为主

� � (一 ) 户籍人口增长缓慢

1990年 4月 18日,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 浦东被推上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前沿阵地, 1995年后伴随着开放进程的加快, 各类要素加速向浦东聚集, 改变了曾流行一

时的 ∃宁要浦西一张床, 不要浦东一套房 % 的观念, 市区人口大量迁入; 海内外各类人才纷纷

到新区寻求发展机会; 2000年后又一度推行蓝印户口政策。多种因素推动, 户籍人口由 1990年

底的 133�94万人, 增至 2007年底的 191�16万人, 17年中增加了 57�22万人, 增长 42�72%, 尽

管如此, 但增速仍是缓慢的, 年均增加 3�37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 2�52%。
(二 ) 2007年浦东户籍人口首现正增长, 未来几年持续增长, 2010年现最高峰

自 1990年成立新区至 2006年底, 16年中浦东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2004年

后人口增长率有所提高, 降至 - 0�1&以下, 2007年首次出现正增长, 达 1�58&。

表 1� 浦东户籍人口历年自然增长率

年度 人口自然增长率 年度 人口自然增长率

1997 - 2� 39& 2003 - 2�82&

1998 - 3� 01& 2004 - 0�06&

1999 - 2� 19% 2005 - 0�58&

2000 - 1� 71& 2006 - 0�10&

2001 - 2� 36& 2007 1�58&

2002 - 2� 28&

� � 资料来源:  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 各年度。

� � 统计显示 2007年浦东户籍人口出生 1�67万人, 比 2006年增加 4000人; 来沪人员生育 1�3
万人, 常住人口出生总数 2�99万人。据浦东新区人口计生办预测, 从 2009年至 2013年, 浦东

总人口出生数 (包括流动人口 ) 将从 3�1万人连续递增至 3�24万人, 户籍人口出生数在 2010年

左右达到高峰�。导致新区出生人数增加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上世纪 80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

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期; 二是根据人口政策, 独生子女父母可以有条件地生育二胎; 三是新区外

来人口持续增长, 在沪生育数量增长较快。人口出生小高峰的到来, 将优化人口结构, 缓解人口

老龄化压力, 但也给新区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公共服务及就业等带来新的挑战。新区政

府应未雨绸缪, 积极制订应对方策。

(三 ) 常住人口快速增长

浦东是全国常住人口和人力资源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 浦东新

区常住人口 138�82万人,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升至 240万人, 10年中增长了 73% , 年增长

率为 7�3%。2003年浦东新区常住人口进一步增长到 260�29万人, 2006年再增至 280万人∀ ,

2007年底浦东新区常住人口已达 305�35万人 ∋。从 2000年到 2007年增加了 65�35万人, 年均增

长率 9�34% , 高于前 10年。1990# 2007年末, 浦东新区常住人口增加总数 166�53万人, 增长

了 119�96% , 年均增加 9�8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 7�06%, 是户籍人口增长率的 2�8倍。常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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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晚报 ! 2008年 3月 13日 。

 综改两年: 浦东的国家命题 !,  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7年 8月 17日。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统一使用浦东新区人口主要数据的通知 !, 浦府办 (2008) 6号, 2008年 2月 17日。



社会科学 � 2011年第 1期 贺水金: 流动与活力

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外来人口持续大规模流入的结果。2007年浦东新区外来常住人口 98�34万人,

占新区常住总人口的 32�2%, 较上海市 27%的比例高 5�2%。
长年来, 由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呈负值, 因此浦东新区人口总量的增长主要是机械式

增长, 源自三方面: ( 1) 市内其他各区净迁入; ( 2) 各类人才入籍及部分外地人士通过购房取

得蓝印户口; ( 3) 外来人口持续大规模流入, 尤以最后一种方式为主。

二、浦东新区外来人口流动特点与空间分布

(一 ) 浦东新区外来人口流入趋势: 持续走高, 2003、2006年出现两个高峰

第一, 浦东新区外来人口持续走高。如图 1所示。 1998年外来人员总数 379214人, 2008年

8月已高达 1363014人, 增加了 983800人, 10年中增加了 2�59倍, 年均增长率 25�9%。
第二, 浦东外来人口流量和流速呈不规则性、非均衡性, 2003年、 2006年出现两个峰值

(见图 2)。 2003年、 2006年浦东外来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为 259013人和 349066人, 年增长率高

达 44�79%和 39�17%。其他年份净增加数量多者 7万余人, 少者仅 6千人, 年增长率最低的

2004年仅 0�72%。造成浦东外来人口流量和流速呈不规则性、非均衡性的原因, 既有人口自由

流动特征所致, 也与新区外来人口管理和统计工作张弛节奏有关, 更与某些突发事件不可分。至

于为何会形成两个峰值? 笔者曾对浦东新区公安局从事外来人口管理和统计工作 10余年的资深

公安干警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访谈, 得出的结论是 2003年高峰的形成是由两大事件促成的: 其

一是 ∃非典 % 的大面积爆发。为了有效控制疫情, 公安系统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对新区流动人口

开展了 3次全区性执法大检查, 通过全面排摸和登记, 以前很多长年在沪但未办理登记的外来人

员浮出水面, 纳入新区公安局外来人口统计管理系统。其二是 ∃孙志刚事件 % 促使 ∃收容遣送

办法% 彻底废除, 代之以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救助制度, 外来人口流动开闸, 流入数量大增。

2006年第二个高峰的出现也有两大因素: 一是居住证制度的正式实施与全面推开, 许多来浦东

发展又没有赶上蓝印户口的人, 纷纷申办各类居住证; 二是上海市政府出台政策取消了多项收

费, 涉及外来人员的有经营、外来人员管理、房屋租赁等, 由于没有了这些税、费, 以前为了减

轻生产和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 ∃黑户口% (指未登记者 ) 的人员也开始寻求 ∃阳光下的生活%。

图 1� 浦东外来人口流入趋势 � � � � � � � � 图 2� 浦东外来人口年增长率

� � 资料来源: ( 1) 1998年数据见上海市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上海浦东新区流动

人口统计资料 ( 1998) !, 第 11页表 1, 仅指登记人口; ( 2) 2001- 2007年, 由浦东新区公安局提供的年报数

据, 每年年报终止日为 6月 30日; ( 3) 2008年数据由浦东新区电子政务管理中心数据库提供, 截止日期 2008

年 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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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 外来女性流入速率高于男性, 2004年后趋势更明显, 性别比收窄。1998年浦东新区

外来男性 235812人, 女性 143402人, 至 2008年 8月分别增加为 768954和 594052人, 男性增加

533142人, 增加了 2�26倍; 女性增加 450650人, 增加了 3�14倍, 外来女性的增幅远高于男性。

1998年外来男性和女性人数占外来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62�18%和 37�82%, 男女性别比

164�44% ; 2004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男性比例降为 58�49% , 与此同时女性比例则上升到

41�51%, 性别比也随之降为 140�9%。 2008年进一步改善, 男女比例为 56�52% 和 43�58%, 性

别比再收窄至 129�44%。性别比收窄表明浦东外来人口流动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出现了新特点:

其一, 由男性流动为主转变为男女同时流动, 外出打工, 提高收入, 改善生活质量, 已不再是男

人的特权, 新时代女性的外向性和闯劲绝不亚于男性; 其二, 个体迁移转变为夫妻迁移及举家迁

移。我们的抽样问卷调查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点, 数据显示外来女性已婚配偶在上海的比例高达

90�11%, 已婚配偶在老家的仅占 7�36%。
(二 ) 浦东新区外来人员空间分布

1�外来人员主要分布在城郊结合部。原浦东新区共有 23个街道 /镇, 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前 5

名分别是三林镇、川沙新镇、北蔡镇、张江镇和金桥镇, 5镇合计 685925人, 占外来人口总数

的 50�32%。三林镇位居榜首, 达 208698人, 占 15�33% ; 塘桥街道外来人口最低, 10932人,

仅占 0�8%。统计数据显示, 自上世纪 90年代末开始, 浦东外来人口不断从黄浦江沿岸中心城

区撤退, 向浦东南部、中部和东海边、长江口等地区移动, 见图 3。

出现这种移动轨迹的原因是: ( 1) 这些地区曾经是农村地区, 是近年来浦东城市化、工业

化加速推进的地区, 城市基础设施和新的工业项目纷纷上马, 工作机会较多, 而这些正处于蓬勃

发展阶段的新镇, 由于交通、生活配套设施一时无法跟上, 远离市区, 本市户籍人士往往不愿舍

近就远, 给外来人员留出了很大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 2) 有大量农民自有房屋可供出租,

租金相比中心城区要低廉得多, 生活成本可大幅度下降。据我们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 在三林较

偏远地区, 一套 90# 98平方米的独用住房, 月租金仅 550元。而在陆家嘴梅园新村, 即使是老

公房, 40平方米, 月租金是 1500元, 1室 1厅或小 2室 1厅, 50# 60余平方米, 月租金 2200-

2500元, 由于是老新村, 房租并不太贵, 但也是远郊的几倍, 相对于外来人员较低的收入而言,

这是不堪重负的。生活成本压力是将他们不断挤压, 往城郊结合部、东海边驱赶的原因。这也就

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浦东新区城市化完成、农民民房消失殆尽时, 上海还有农民工们的生存空间

否?

也许我们还应该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襟来好好思量一番。给无数低收入阶层、弱势

群体 (新毕业、刚就业的大学生、外来务工者特别是新进城农民 ) 保留一些条件差但租金相对

便宜的老房、旧房、农民房, 作为他们的容身之地, 给他们以必要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使他们能

在城市中逐步扎下根来, 有机会融入现代化进程, 享受现代文明成果, 这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一

种宽容和气度, 更体现了政策的人性化。

2�浦东新区 10个街镇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员已呈倒挂。在原浦东新区 23个街道、镇中, 根

据各类统计资料计算的结果, 截止 2008年 8月, 已有 10个街道、镇外来人员大于户籍人口, 它

们分别是金桥镇、三林镇、高东镇、唐镇、张江镇、高行镇、北蔡镇、曹路镇和川沙新镇。最高

的张江镇外来人口已达户籍人口的三倍, 居第二、第三的三林镇、高东镇, 外来人口已超过户籍

人口 1倍或近 1倍。外来人口分布密度排前 8位的依次是三林镇 6104人 /平方公里, 北蔡镇 5612

人 /平方公里, 浦兴路街道 5237人 /平方公里, 潍坊新村街道 4912人 /平方公里, 金杨新村街道

4800人 /平方公里, 陆家嘴街道 4607人 /平方公里, 洋泾街道 4578人 /平方公里, 南码头街道

4104人 /平方公里, 外来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川沙新镇, 为 1243人 /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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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浦东新区外来人员在各街镇空间分布地图

� � 塘桥街道外来人口列末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为此进行了专门调研。据街道妇联主任和分管

外来人口登记、管理的干部介绍: 其一是面积小, 但塘桥面积在浦东并不是最小的, 比周家渡街

道还大 0�12平方公里, 显然这理由还不够充分。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塘桥紧邻潍坊、花木商

业繁华区或高档住宅区, 地理位置优于周家渡, 当是重要的原因; 其二, 劳动密集型企业少, 文

化程度不高的外来人口不易找到工作; 其三, 房租贵, 如带独用厨卫设施的一室户, 月租金为

1500元; 而生活设施较差, 无独用厨房和卫生间的老式里弄房、棚户区, 房租较便宜, 月租金

为 500元, 但随着旧城区改造接近尾声, 最后一个外来人员居住点也即将被拆迁。预计以后低层

次的外来人员会更少, 代之而起的是买得起房或付得起高额租金的外地小老板、高级白领等。面

积不大, 地处黄浦江沿岸中心城区的上钢新村街道、沪东新村街道、南码头街道、潍坊新村街道

等为何没有成为外来人员选择定居、工作的地方, 与塘桥街道的情形类似, 不外是这些老新村、

高档商务区生活成本较高, 而新区产业结构调整、功能区域重新布局等给外来人员提供的就业机

会不多, 致使外来人员却步不前。生存是第一要义, 外流人员流向何处, 是不是住下来? 在经过

初期的盲目后, 严酷的现实生活很快会教育他们趋于理性。

至于外来人员为何偏爱三林、川沙、北蔡、张江和金桥诸镇, 则与塘桥等地的情况刚好相

反, 系与这些地区租金相对低廉及当地对外来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有关。能找到工作且生活成本

相对较低, 使他们更容易生存下来, 是外来人员选择居住地的主要原因。三林镇的调研也完全印

证了我们的观点。三林镇综合治理办负责人认为, 近年来三林之所以成为外来人口导入区, 原因

在于: ( 1) 地处城乡结合部, 生活成本如房租相对较低; ( 2) 企业众多, 目前镇属企业有 30多

家, 民营企业有 100多家, 这些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服务业企业, 对劳动力需求量很大;

( 3) 地处世博中心区, 申博成功对全国各类人员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而世博会项目的启动, 需

要大量外来建设者; ( 4) 镇政府各部门实行 ∃服务为先 % 的政策, 经常组织外来人员开展各类

活动, 提供各种便民利民服务措施, 不歧视外来务工人员, 努力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

境, 口口相传, 声名远播, 于是在三林地区出现外来人员 ∃磁场效应 %, 外来人员总数及女性均

高居首位。

三、外来人口已成为浦东新区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

(一 ) 浦东新区外来人口占实有人口总数之比高达 41�45%, 大量年轻劳动力的不断涌入,

极大地延缓了新区老龄化趋势, 较之全市, 浦东的人口结构更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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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08年 8月 6日, 浦东新区人口总体情况是: 实有人口总数 3288717人, 其中户籍人

口 1925703人, 占 58�55%; 来沪人口 1363014, 占 41�45%。这表明浦东新区外来人口比例很

高, 仅在公安局办理外来人员登记手续的人数已达总人口的 41�45% , 如果包括大量未登记在册

的, 实际外来人员保守估计应占浦东新区实有人口总数的 45%以上。这尚不包括观光旅游、出

差、探亲等在沪作短期或较长时间停留的人员。

在全部实有人口中, 男性 1736524人, 占 52�8% , 女性 1552185人, 占 47�2%; 0- 14岁,

152797人, 占 4�65% ; 60岁以上老年人 437154人, 占 13�29%, 大大低于上海市的水平, 根据

统计资料, 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 上海市户籍总人口 1378�86万人, 其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 286�83万人, 占总人口的 20�8%, 换言之, 相对于全市, 浦东的人口结构更年轻, 这其中很

大部分要归功于大量年青劳动力的持续流入, 从而大大延缓了浦东新区老龄化趋势。

(二 ) 近年来浦东外来人员的年净流入量大于年净流出量, 更远大于户籍人口的年净增加量

前面已述, 仅在公安局办理外来人员登记手续的人数已达总人口的 41�45%。而从历年统计
数字来观察, 近两年新区外来人员无论流入速度还是规模均呈加速上升的趋势。外来人员的年净

流入量大于年净流出量, 更远大于浦东新区户籍人口的年净增加量, 因此可以断定, 如果保持现

在的流入速度, 则不出 2年外来人口将等于或超过新区户籍人口。

据 2009年 3月 16日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  2008年上海人口概况! 显示, 由于受全球金融

危机冲击,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就业难度增加, 制造、建筑、批发零售等行业影响尤为显著, 致

使外来人口总量规模首次出现下降趋势, 截止 2008年末, 上海外来人口总量为 642万人, 比上

年减少 18�3万人 �。市统计局的人口快报虽然没有单列浦东数据, 但相信浦东的情况也不例外。

由于上海生活成本较高, 失业后或预期相当多长时间再就业有困难时, 多数外来人员会选择回老

家。据此判断在全球经济复苏以前, 浦东新区的外来人员流入速度会出现一段时间高位盘整态

势, 一旦金融危机影响消除后则又会再现集中流入高峰, 但对均量的影响当不大, 也不会改变年

净流入量大于年净流出量的总趋势。

(三 ) 外来人员年龄结构: 劳动力特征突出, 以青年为主体

兹以女性为例予以说明。

1�外来务工者年龄结构呈以下诸方面特征:

( 1) 劳动力特征突出。 15- 54岁劳动人口, 占 95�36% , 即新区外来务工女性几乎全部是

劳动力。 ( 2) 年龄聚集显著。20- 44岁是年龄分布的集中区, 占 84�09%, 高于 15- 45岁全国

城市流动人口 80�13% 的比例。 ( 3) 以青年为主体。新区外来女性更集中在 20 - 39岁, 占

73�73%; 尤以 20- 34岁为主, 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占 58�07%。年龄构成比例最大、集中度最
高的是 20- 29岁, 占 41�20%。 ( 4) 老人、儿童很少。 60岁以上老人占 1�67%, 65岁以上更

少, 占 0�73% ∀。说明老人的流动性极低。我们开展的 1038份有效抽样问卷表明, 老人来沪除

了个别退休回籍外, 主要是投奔高学历、事业有成的儿女, 帮助他们照顾小孩及打理家务。外来

务工人员一旦年迈体弱, 多数选择回老家。

学龄前及 15岁以下儿童比率极低。新区社会发展局教育处提供的数据显示, 2007年浦东新

区公办学校和民工学校共接收 1- 9年级 (义务教育阶段 ) 外来人口子女学生 64216人, 其中农

民工子女学生 58692人 ∋ , 相对于 136万余外来人口而言, 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仅占 4�7%。
上述年龄结构表明, 新区外来人员是十足的建设者、生产者, 他们是我们这座城市财富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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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统计局:  2008年上海人口概况 !, 新华网 2009年 3月 16日。

上述具体数据请参见贺水金  大都市女性流动人口特征与结构分析 # # #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实证研究为例 !,  上海经济
研究 ! 2009年第 8期。

数据由浦东新区社发局教育处提供, 对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学生, 根据统计的具体数据进行逐一加总计算,

实际人数为 371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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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 但尚不是各种社会福利的享用者。其抚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及她们本人未来的养老等义

务更多地留在了家乡。

2�人才引进女性: 仍保持劳动力特征突出, 以青年为主体的总体特点, 年龄结构较外来务

工者更优。

( 1) 儿童很少, 老人更少。学龄前及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占 4�42%。 55岁以上老人很

少, 仅占 0�16% ; 60岁以上更低至 0�07%。
( 2) 高素质劳动力年龄优势更明显。 15 - 54岁处于劳动阶段人数, 占 95�43%, 与前述外

来务工女性基本相同, 微高 0�07%。但考虑到女性人才及其子女对人力资本更加重视以及普遍
受教育年限较长, 一般会在完成高等教育后才参加工作, 因此我们将她们的工作时间推迟至 22

岁, 即正常情况下读完大学。 22- 49岁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员, 占 92�49% , 较 20- 49岁外来

务工女性 88�47%, 高 4�02%。22- 39岁女性人才占 83�70% , 而 20- 39岁外来务工女性仅占

73�73%, 两者比较, 女性人才高出近 10%。 25- 34岁女性人才优势更明显, 占 66�58% , 同比

25- 34岁外来务工女性, 仅占 36�95% , 女性人才高出 29�63%。
( 3) 25# 30岁是引进人才的高峰。本年龄段人数占全部女性人才总数的 51�47% � , 形成一

个明显的峰值见图 4, 这表明超过一半的女性人才集中在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30岁以下这一充

满活力的群体之中。青春、朝气蓬勃, 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是她们在浦东谋求发展的资本和追

求事业成功的起点, 也是新区建设的生力军和主要依靠力量。

图 4� 22- 45岁浦东引进女性人才数量

� � 资料来源: 根据浦东新区人才交流中心提供的数据计算绘制, 截止日期 2008年 5月底。

� � (四 ) 学历结构

由于缺乏男性外来人员的学历资料, 本部分分析仍以女性为例, 但估计与外来人员总体情况

应该较接近。

1�外来务工者文化程度: 呈两头奇低、中间特大的橄榄结构, 初中占 77�86%。浦东新区外
来女性的学历结构呈现两头奇低、中间特大的橄榄结构, 研究生和未上过学的比例均不到 1%。

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 占 77�86% ; 高中 (中专、职校、技校 ) 其次, 占 9�17%; 小学再次, 占

6�07%。小学、初中合计, 高达 83�93%。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合计 35681人, 仅占有学历统计

的约 56万外来女性总人数的 6�38% , 其中本科以上学历人数更低, 仅占 2�27%
∀
。

另外, 笔者还就外地务工女性来沪时间与学历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分半年以下、半年至 1

年、1年至 5年、5年至 10年及 10年以上几组, 发现外来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在沪时间呈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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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2009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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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在浦东找到工作并长期生存下来, 与学历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并没有改

变她们的学历状况, 仍然以初中居多, 大专以上学历占比很低。

大量外来务工者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这意味着新区未来对外来人员技能培训、职业教育

的任务很重。

2�引进人才学历情况: 高学历聚集, 本科以上占 75�61%, 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更

高达 92�29%。近年来浦东高端人才队伍呈快速发展趋势。据新区组织部 2008年提供的最新数

据, 截至 2007年, 浦东共有硕士、博士 3万多人, 占新区常住人口的 1�1%; 大专及以上文化

程度人才总量已达 46万余人, 总量约占全市人才总量的 25%。人才密度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占常住人口的比例 ) 为 16�43% ,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在人才相对集中的张江高科技园区从业人

员 10�5万人, 各类人才近 6万人, 人才密度更高达 60%以上。

从我们的实际调查来看, 新区女性人才学历层次很高, 与外来务工女性文化程度偏低形成强

烈的反差。据统计本科以上占 75�61%, 如果包括大专学历, 则更高达 92�29%。此外还有

1�12%的中专、技校生。除去随迁的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 处于劳动年龄阶段, 无学历或低

学历者微乎其微 �。

(五 ) 行业分布: 广泛性与集中性并存, 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

新区外来人员就业行业分布广泛, 见图 5。制造业吸纳的人员最多, 高达 47�6%, 换言之,

近一半的外来人员工作于制造业部门; 居第二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 占 15�16%, 两者合计, 占

62�76%; 排名第三的是建筑业占 8�57%,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比例也较高, 均在 5%以上, 三者合计占 15�59%。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员,

占 2�4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占 2�06%和 2�02%。其他
各业均在 2% 以下, 不到 1% 的有金融业 ( 0�95% ),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 0�77%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0�72% ), 教育 ( 0�61% ),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 0�35% )。最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仅占 0�23%。如果从三次产业来划分, 则第一产业占

2�48%; 第二产业占 56�17%; 第三产业占 41�35%。第三产业中以各类服务业为主, 占全部就

业比例的 32�77%, 占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的 79�25% ; 而需要一定技术和文化要求的高端产业

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及金融、教育部门的从业

人员为数不多, 四项合计仅占 4�39%; 除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比例较高, 达 5% , 其他政

府、公用事业单位从业人数很低, 如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合计仅占 2�12%。总的来说, 行业分布与外来人员的文化程度较吻

合,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领域。

除了制造业男女就业比例都很高外, 外来人员在某些行业的分布还具有较强的性别特征, 如

建筑业以男性为主, 占总人数的 7�78%, 而女性仅占 0�7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男性就

业率也较高, 占 4�39%, 女性仅 0�62%;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金融业, 男性从

业人员超过女性 1倍。反之,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则女性占多数。女性在教育、住宿和餐饮业

的工作人数也大于男性。这一性别特征带有普遍性, 不限于外来人员, 也不为上海所特有, 全国

皆然。

目前中国被称为 ∃世界工厂%, 第二产业依然是拉动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 近年来上海产业

结构尽管进行了一定的升级, 但二产的比例仍较高,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区制造业的重要性依

然突出, 而上海由于地价、房价等商务成本高企, 制造业优势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 制造业面

临要么转移出去, 要么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领域迈进的形势, 而后者必须要求进一步提高劳

动力素质, 才能与产业演进相匹配。

30

� 各比率根据 2008年 5月 28日浦东新区人才交流中心提供的女性人才居住证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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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浦东新区外来人员就业行业分布

� � 资料来源:  2005年上海市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局 2007年 7月出版。各行业从业人员百分比

根据实际数据计算所得。

四、思考与对策

(一 ) 提高外来劳动力素质, 宜采取双管齐下策略

就浦东新区定位及未来产业升级、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而言, 目前偏低的外来人口素质急待

改变。今后, 从提高外来人员素质层面考虑, 新区人口政策在充分发挥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的作用, 鼓励人口自由流动, 依照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 的自然法则, 决定来沪人员去留等

以外, 政府政策还应更积极一些, 出台相应措施鼓励更多的企业录用大学毕业生及更高学历者,

并给以一定的税收、贷款等优惠。也许录用大学生较外地劳动者工资成本会上升, 短期会影响企

业效益 (政府优惠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成本进行一定的抵消 ) , 但未来产业、产品、地区经济

的竞争, 最后就是人才的竞争, 谁能拥有并储备更多的人才, 谁就能占领未来市场竞争的制高

点。

提高劳动者素质, 应该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宜采取双管齐下策略: 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

地加大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 努力在未来把浦东打造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的人才高地; 另一方面

应对现有的外来人员加大职业培训和再教育的力度, 让他们 ∃干中学 %, 不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 使他们能不断跟上浦东开发开放的节奏, 更好地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 从而

实现个人和新区共得益的 ∃双赢% 局面。

(二 ) 以产业政策为导向, 积极发挥控制外来人口总量和劳动力素质调节阀的作用

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 一方面给城市注入了活力, 有利于收获 ∃人口红利%, 有效缓解人口

老龄化问题; 另一方面也给城市承载力和地方财政负担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上海现有的医疗

设施和学校等都是根据户籍人口规划并下拨经费的, 136万余外来人员及其 6万多学龄期孩子的

流入, 会占用一定的公共资源。近年来浦东主要通过增加投入和内部挖潜来解决, 但公共产品资

源依然紧张, 如在浦西中小学小班化教学已出现多年, 而浦东目前班级人数仍在 40余人, 在农

民工子女就读的学校, 甚至超过 50人。

因此必须对外来人员流入实行总量控制, 并坚持 ∃控制人口, 不控制人才 % 的原则, 有禁、

有进。当然不能采取行政手段, 更不能施之于 ∃堵 %。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标杆,

应坚持市场化、科学化为取向, 以浦东新区 ∃十一五% 及未来 ∃十二五 % 规划为指引, 通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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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有效调节人口流量、流速与流质。应紧紧围绕上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产业

结构调整方向, 重点确保以下人才优先引进: ( 1) 广泛吸纳境外优秀人士, 提升浦东人才的国

际化程度; ( 2) 积极吸纳科技创新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所急需的各类高级专业人才, 将浦东

打造成为中国高端人才的集聚地; ( 3) 合理吸纳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 为城市建设和产业发

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队伍。通过产业政策调节阀的作用, 为未来浦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雄厚

的智力和劳力保证。

(三 ) 实行更人性化的新区人口政策

种种数据表明, 目前外地夫妻同来浦东新区闯荡、打拼比较普遍, 但随父母来沪就读的孩子

不多, 呈半家庭流动特性。未来新区的人口政策如何做到更人性化急待破题, 如让外来建设者的

子女在上海、在新区能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 可以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 切实有效

地减少 ∃留守儿童%, 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更健康、快乐地成长, 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着力构

造和谐社会的政府必须思考并努力解决的课题。今日社会多付出一份关爱, 他日就可以培养出更

多身心健康的合格劳动者。

(责任编辑: 晓 � 亮 )

F low ing and V ita lity

# # # Analysis on Popu lation Data o f Pudong New Distr ict

H e Shuijin

Abstract: The process o f modern ization is accompan ied by imm igration� Large- sca le population

flow s in recent years and accelerat ing urban ization in Ch ina rein force each o ther and promo te each other�
They in ject a strong pow er in to China s' susta ined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also bring infin ite v itality and e�
normous benefit from ta lents to cities, into wh ich most populat ion flow� By using various data o f popu la�
t ion from statist ical yearbooks and 1038 samp le survey questionna ires, the paperm akes use of extremely

valuab le internal latest demograph ic data for the first t ime� Through comp lete interpretation and ana lysis,

the paper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total popu lation grow th of Pudong New D istrict is to a large extentm e�
chanical grow th of popu lation moving into the residence and large- sca le inflow o f a lien popu la tion; alien

popu lation arema in ly d istributed in the rural- urban fring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low of la�
bor are significantly to youth as thema in; alien wo rkers are tw o low leve l o f education betw een the o live

large structure, most of them graduated from m iddle schools, w hile the ta lents introduced are of h igh aca�
dem ic qua lifications, mo re than 90% get h igher education; employment concentrates in manu facturing

and tertiary industry� Fo r the sake o f keep ing on ma intaining Pudong∗ s lead ing status, I suggest impro�
ving the quality o f a lien labors and adopting the strategy o f both introduc ing h igh quality professiona ls and

learning w hile work ing; industria l policy- o riented, actively exerting control over the to tal alien popu la�
t ion and labor fo rce qua lity of the role of regulat ing valve; carry ing out a more humane new population

po licy, mak ing Pudong China∗ s best area�
Keywords: Pudong N ew D istric;t Populat ion F low ing; U rban V ita 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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