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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与共赢,北京人口难题的破局之道 
 

 支振锋  
 

  从长远来看,虽然目前通过“户籍”等方式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先手”十分必要；但通过
给京外更多的机会,实现全国尽可能的均衡发展与共赢,甚至国际的合作共赢,才是根本 
  车辆多使首都变“首堵”,人口多使城市不堪重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继去年年底出台严厉
的治堵措施之后,16 日开幕的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交会议审议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又提出了“今后 5 年,北京要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逐步形成
规模适度、结构优化、多元和谐、分布合理、管理严格、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功能相适应的

人口发展格局”的新举措。 
  这是一个直面艰难问题的举措,但也许还是一个执行艰难的举措。因为,在一个人口流动成为
重要权利,法治、人权、公平、包容与开放成为重要诉求的时代,这样的举措也很可能会面临不小
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经济发展速度和综合经济实力始终保持在全
国前列。2009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 11865.9亿元人民币,人均 GDP达到 68788元,超过 1万美元,
在中国大陆仅次于上海市。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已属中等富裕程度的城市。但这样的成就绝
不仅仅是在册的 1246万户籍人口作出的,它还凝聚了将近 800万“流动人口”的心血、智慧与汗
水,以及首都周边省份、西部能源省份、南部水源省份等全国各地为北京的发展所作出的包括人才
和资源转移在内的种种贡献与牺牲。而事实上,多年以来,实际上已成为“移民城市”的北京,也一
直以包容、开放和平等的形象释放着无比的魅力,成就了无数北漂者、创业者甚至“蚁族”的梦想。
他们在这里奋斗,在这里奉献,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北京。“北京欢迎你”不仅仅是口号,更承载着
无数人的梦想与激情! 
  然而,同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人口规模。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北京市常住人口从 1948年
的 203万人增加到目前的 1972万人。虽然人口增长为北京带来了人才、技术和劳动力,成为北京
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但爆炸的人口也的确给北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
境资源的承载极限。在北京 98%的能源均为外来输入的情况下,水、电、热、煤等能源均已成为严
重问题。比如,按照近年来北京平均 54.3万的人口膨胀趋势,南水北调为北京增加的水量,会被庞大
的人口数量吞噬。因此,北京“人口爆炸危机”,人口“浮肿虚胖”成为北京面临的重大考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多方调研与征集意见,在“十二五”期间采取措施调整北京的人口规模
与结构,自然是一个虽然棘手但却不得不为的选择。如果放任人口的无序增长,最后必然超越环境
资源和能源的极限,甚至导致经济停滞、城市瘫痪,外来人员机会更少,本地人口也会觉得北京越来
越不“宜居”。法治、平等和人权等政治色彩浓重的美好愿景,在自然条件的限制下显得苍白无力。
情况已经相当紧迫,北京市有权通过人大来编制相应的发展规划甚至通过地方立法来采取措施调
整人口的结构和规模,而且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北京的发展必须依靠人,发展也是为了人。而且,这个“人”绝不仅仅是
“北京人”。作为首都,北京象征的是全部中国,以及她的历史和文明。北京有吸引力和魅力才是正
常的。因此,在促进北京的可持续发展与尽可能地保持她的开放、文明、法治、包容和平等之间,
如何尽可能地保持平衡,考验的绝不仅仅是北京市领导者的智慧,更是整个中国的智慧。时至今日,
北京的人口与资源问题,很可能已经成为大国手才能下赢的棋局。 
  但是,这个大棋局虽然破局很难,却也并非毫无端倪。为什么北京有吸引力?除了她作为首都和
历史文化名城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含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军事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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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的中心。归根结底,是因为这里有资源,这里有利益,这里有机会!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能在
这里找到自己的天地。 
  所以,北京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调整不能仅仅是对“外地人”关上门,而是要为他们打开更大
的、更多的机会之门。正如北京正在从中心城区向周边地区转移社会优质资源一样,北京也要向全
国其他地方转移一部分经济、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一方面要让北京变“小”,首都功能定位清
晰,该收的收,这样北京就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另一方面也要让北京变“大”,该放的放,
近则整合京津冀,远则辐射大中华,更可以放眼世界找资源。世界上人口与资源紧缺的城市不仅仅
是北京,日本东京也一样,而所谓国际大都市,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指可以从全世界汲取资源的城市?
在国内,通过北京的优质资源的转移带动各地均衡发展,在让北京人口相对“变小”的同时让京外
的“机会”变大,实现共赢；在国际,也完全可以通过与亚非拉美等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合
作实现共同腾飞。从长远来看,虽然目前通过“户籍”等方式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先手”十分
必要；但通过给京外更多的机会,实现全国尽可能的均衡发展与共赢,甚至国际的合作共赢,才是根
本。 
  果如此,北京在调整人口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就能够有足够的心胸和气度,真诚地对
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说“北京欢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