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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人口增长逐年减少
尽管许多身居这座大都会的人还是觉得意

外，但上海的人口问题早已浮现。
从数据形态上看，上海历年的人口增长其

实是一条先陡后平的曲线。2010年上海户籍
人口总数超过 2200万以后，增速便开始放缓，
且呈现越来越慢的态势。到 2015 年末的 5 年
间，上海总人口增长了200多万人，但2015年户
籍人口数量仅比2014年增长了4.36万人。

事实上，2014年时，上海的人口增速就已在
一线城市中垫底。当年公报显示，北京以新增
36.8万人口位居榜首，深圳和广州分别以16万人
和15万人的增量居后，而上海只增长了10万人。

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数占总人口的约 40%。
外来常住人口率先“净流出”，再结合户籍人口
变动的趋势，今年上海人口增速还能不能勉强
收正，已经成为未知之数。

历年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上海外来常
住人口曾增加30万人，总量突破990万人；但次
年就只有约 6万人的增幅，去年的总数更下降
到了981.65万人，止步于千万数量级大关。

“在校生人数”统计结果更准确
知名财经评论人刘晓博认为，人口普查因

为受周期、政绩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有时并不准
确，所以上海真实的人口情况还应该参考“在校
生人数”。

去年，这项数字出现了近10年极罕见的一
幕：除了高中和大学尚有微增外，上海各种学校
的“在校生人数”都减少了，包括小学、初中、中
专、技校等。

刘晓博说，小学生人数每年的统计都是“数
人头”数出来的，所以更为真实。2015年，上海
小学生人数从 2014 年的 80.3 万人减少到了
79.87万人。“上海人口在 2015年出现下降，是
个可以确认的事实”。

数据显示，2008年、2009年上海小学生人
数 增 速 一 度 达 到 10.7%和 13.6%，2010 年 到
2013年连续 4年增幅超过 4%，直到 2014年增
幅下滑为1.3%，出现拐点迹象。而这一年深圳
的增速是 8.6%，广州是 4.7%，招生人数首降的
北京也达到了3.9%。

有人试图从别的数据中找到上海人口减少
的奥秘。大数据咨询机构数联铭品首席经济学
家陈沁发现，近 5年上海每年的公共交通客运
量的年增长率都在 2.1%到 3.6%之间，只有
2015年突然下降到年增长 0.9%。这表示上海
的通勤人口增长出现了停滞。

哪些人走了，为什么走？
为什么GDP总量全国第一的上海好像突

然“熄火”？
虽然外界议论纷纷，但在上海决策层眼中，

“目前的变化符合预期”。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市市长杨雄3月6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常
住人口降低源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了一部分
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迁移。

“我们连续对人口做抽样调查，上海外来
人口过去主要的就业方向是制造业、批发零售
和房地产。这三个行业吸纳的外来人口占到
了总就业人口的 70%以上，2014年从事工业的
外来人口就达到 60%，这个比例可能比许多人
想象的还要高。”一位参与上海人口普查的专
业人士说。

“我为什么说外来人口的运动轨迹是贴合
上海整个产业结构变化脉络的？因为就算是人
口总数还维持着比较高的增长时，上海中心城
区尤其是核心几个区的人口也是下降的，最开
始是制造业从中心城区外迁，人口增长的重心
就主要是集中在近郊和远郊。”上述人士说，“而
这几年上海一直在推行‘腾笼换鸟’，沿海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迁移，人口回流离开上海也
是合理的。”

石油、钢铁、建筑、农业产值都在下降
数据显示，上海 2015年 6个重点行业的工

业现价总产值低于2012年，而这几乎都是产业
工人最聚集的行业。

比如，石油和精细化工行业近三年间下降
了 15%、钢铁下降了 26%，仅 2014到 2015年一
年，石油和钢铁行业的总产值就分别下降了
11%和20%。

此 外 ，去 年 上 海 建 筑 业 竣 工 面 积 下 降
4.3%，意味着建筑工人需求量萎缩。农业产值
下降12.7%，“转行”务农也不太现实。

“2012年上海进行了一次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我们发现，上海从事制造业的外来人口
只有 6.9%，最后转行到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
居民服务业，其他人始终从事制造业。”陈沁说，

“而且这 6.9%还是多年来的转移存量，不是说
今年制造业裁员6.9%，这6.9%的原产业工人马
上就能转移到其他行业去。所以在当年没有足
够岗位吸纳这些人口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
离开上海。”

杭州、宁波、南京、苏州截住了外来人口？
上海财经大学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

中心主任陈媛媛也表示，上海出现这样的负增
长与近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造成一部分人口外
迁密不可分。

不过，相比北京、深圳的困难重重，上海控
制人口的效果仍然有些出人意料，并不是单纯
产业转移可以全盘解释。

一位不愿具名的上海统计局人士说，另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周边城市群的截流效应。

他说：“北京周边是‘环首都贫困带’，深圳
地理位置相对超然，上海周边则环绕着长三角
最富庶的城市群。南京、杭州、苏州、宁波这些
二线城市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使上海失去绝对的
中心地位，也从一定程度上截流了涌入上海的
外来人口数。”

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并无细分数据显示上
海对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下降，但上海生活
成本高企已是不争的事实。人力资源咨询机构

ECA国际的一项生活成本调查显示，上海已经
跃升亚太地区外派人员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上海人口变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负面信号
也和自身活力欠缺的特征难以割裂。刘晓博
说：“上海是国企、外企的乐园，小微企业、创业
型企业远远少于北京、深圳，而且上海的房价高
是刚性的，所以上海人口吸引力下降。”

人口减少，危大于机？
人口减少对于上海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交

通不再拥堵？是房价回归理性？
任何丰满的设想都可以遭到现实一击。在

更多学者的理解中，人口变动的负面信号可能
会让上海危大于机。

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力市场。
在2415万的上海常住人口中，正在工作的

人口有1341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5.5%。其中，
本地户籍的从业人员有635万人，外来户籍的从
业人员有706万人。也就是说，本地户籍人口有
44%在工作，而外地户籍人口有72%在工作。

“人口自然变动持续负增长，人口迁移又受
严格控制，使人口增长呈‘封闭’特征的人口动
态，这将不可避免导致上海未来劳动力不足，人
口高龄化迅速发展，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城市发
展活力渐趋弱化。”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
桂新表达了他的担忧。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处于超低生育
率状态，如果再缺少了移民，上海户籍劳动年
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和日益老化的现象。而
青年人口的大量减少除了造成劳动力资源萎
缩外，还将加剧这座城市的活力不足和创新
能力下降。

有模型测算，2020年后，上海老龄人口占
总人口比例将达到 30%以上，老龄化将成为制
约上海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
王桂新建议，上海应该借鉴东京做法，破解

人口难题。
在他看来，东京面积仅为上海的34%，却容

纳了上海 90%以上的人口，人口密度达上海的
2.65倍。在进入 21世纪后，东京推出《东京构
想2000》，大力促进东京“都心”再生，进一步扩
增人口规模。

上海应该仿效不少发达国家探讨或实施
“补充移民”，适度放开长期以来对外来人口入
迁严格控制的关卡。

不过，人口是一个综合难题，还必须考量城
市本身的承载能力。

在去年年底讨论上海“十三五”规划的市委
全会上，“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被列为底线
之首，并明确写进规划纲要之中。当时目标设
定的是，到202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必须控制在
2500万人以内。

去年2426万人的数字，或许意味着，未来5
年上海都仍将继续控制人口增长。

（据《中国经济周刊》）

失去竞争力？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拐点已到？
15万人为何逃离大上海

就在许多人依然喟叹城隍庙、外滩和最近的房产交易中心“人山人海”时，上海的人口已经悄悄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2月29日，《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末，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数减少了14.77万人，同比下降1.5%。这是上海15年来首次出现外来

常住人口负增长的情况。
人口减少对于上海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交通不再拥堵？是房价回归理性？
问题真正的内核或许比这些还要复杂许多。素来有人口吸泵效应的上海会不会正在失去人口竞争力？这究竟是产业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还是人口拐点已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