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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探讨

王桂新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200062）

提要 人口规模是一个最基本的人口变量，研究一个城市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不能不涉及这个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问题。

本文主要根据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的思想，借鉴日本东京人口增长变动的经验，探讨上海将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合理人口规

模。结论是：常住人口 2000 万、实有人口 2300 万，足上海 2030 年相对合理的人口规模，也是上海将来人口增长变动的最大可

能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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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跨入新世纪以后，究竟应该达到多大的人口规模，才能有利于促进和保持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对此上海已有几位学者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如 1994 年王洗尘等人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和基于实力

需求的人口对比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利用系统工程多目标决策技术，研究出上海到 2050 年的常住人口合理规模应为 1550 万人。

①伍理 1998 年撰文提出，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使之承担起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任，

到 2050 年其理想人口规模应为 2493-2959 万人。②可以看出，王洗尘等人的研究，虽然考虑的因素很全面，使用的也是可谓慎

密的计量方法，但他们把可控性很强、对人口规模影响又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绿化和垃圾作为重要制约变量，就很可能“压缩”

上海将来的合理人口规模；而且目前上海的常住人口已接近 1500 万人③，再把这一规模作为其 50 多年以后的合理人口规模显

然太过保守。伍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则有些过于简化，提出的所谓上海合理人口规模，上、下限相差 500 万之巨，相当于 5 个

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也未免偏大一些。1997 年，笔者也曾根据对上海现有人口状况、上海建设“一个龙头、三个

中心”及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促动、大城市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及人口迁移分布变动的一般规律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提出

上海到 2010 年实有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比较稳定的流动人口）可望达到 2000 万人。④笔者当时考虑的因素虽较伍理全面一

些，但也未能对 2010 年上海人口的主体即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作出比较明确的推断。基于上述情况，显然还很有必要对上海跨

入新世纪以后的合理人口规模作进一步的探讨。

1．确定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理论和方法

关于探讨和确定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地理学及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已提出不少理论和方法。⑤本文拟采用一种新的思路，

即主要根据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的思想，借鉴日本东京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经验，来探讨上海加 30 年的合理人口规模问题。

1．1．确定城市合理人口规模的供给需求理论

（1）根据供给需求理论确定的城市合理人口规模的含义

根据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探讨和确定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供给规模理论确定，即主要从

供给角度考察影响城市合理人口规模的各种供给制约因素的属性及其对城市人口增长的支持能力，通过考察分析，测算出在主

要考虑供给制约条件下既能充分利用、又不超过其供给因素支持能力的城市人口增长的可能规模，这一可能规模应该是确定城

市合理人口规模的基本依据；二是根据需求规模理论确定，即主要从需求角度考察影响城市合理人口规模各种需求制约因素的

属性及其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诱导”能力，通过考察分析，测算出在主要考虑需求制约条件下，尽可能兼顾各方面特别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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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本身需求的对城市人口增长的期望规模。

对根据供给规模理论、主要考虑供给制约因素测算的城市人口增长的可能规模和根据需求规模理论、主要考虑需求制约因

素测算的城市人口增长的期望规模进行比较，如果二者比较接近，则可把二者“同一”地作为城市合理人口规模；如果二者差

距明显，一般应根据较小一方确定，特别在根据供给制约因素测算的城市人口增长可能规模明显小于根据需求制约因素测算的

城市人口增长期望规模时更应如此。倘若首先考虑较大的根据需求制约因素测算的城市人口增长期望规模，就可能因超过城市

人口规模增长供给制约因素的支持能力而失去作为合理人口规模的意义。这是本文根据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确定的城市合理人

口规模的基本含义，也是本文根据这一理论探讨和确定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重要原则。

（2）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供给、需求制约因素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供给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内部供给制约因素和外部供给制约因素。内部供给制约因素也就是城市

本身的供给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城市本身的土地面积、人口特征、经济结构、土地利用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等；外部供给制约

因素则为对象城市以外的供给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城市所在国特别是其邻近区域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和密度、与对象城市的交通网络通达程度等，特别是所在国及其邻近区域对对象城市发展的支持程度。毫无疑问，对

象城市本身的供给制约因素是主要的，对决定城市本身人口增长的可能规模起关键作用；对象城市以外的供给制约因素是辅助

的，对决定对象城市人口增长的可能规模起补充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影响对象城市人口增长可能规模不可或缺的客

观基础。如深圳，尽管我国特别是其邻近地区人口密度很高，规模不小，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本身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也都很快，

但由于其自身现有空间规模等供给因素的制约，终难发展成像上海这样的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同样，加拿大虽然面积辽阔，

但人口规模不大，密度不高，即使属于经济发达国家，也未能形成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其最大城市多伦多现在的人口规模

也仅仅为 450 多万。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需求制约因素，同样主要包括内部需求制约因素和外部需求制约因素。内部需求制约因素也就是

城市本身发展的需求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对象城市政府和居民对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目标、对居住环境和生活

质量的要求、人口本身属性的和谐（如保持合理的性别、年龄结构）等。外部需求制约因素则为对象城市以外的需求制约因素，

主要包括城市所在国家政府从全国宏观角度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对对象城市地位和“角色”的要求。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内

部需求制约因素和外部需求制约因素的关系十分复杂，有时是统一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矛盾的。就上海来说，从其居民的

需求来讲，为了创造和享有更美好的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大多希望住宅宽敞，交通便捷，增加更多的绿地和休闲地，郊区更

要保持“本色”的田园风光以供人们休闲旅游、欣赏享受。如按此需求，上海的人口规模实在不要再增大了，甚至相反再减小

些更好。但中央政府从全国宏观角度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需求出发，要求上海建成全国的“一个龙头”和“三个中心”,发挥

带动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按此需求，上海人口规模再适度增大，实属积极举措。因为能量往往与质量成

正比，要把上海建成全国的“一个龙头”和“三个中心”，没有足够的人口规模作基础不行。可见，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内部

需求制约因素和外部需求制约因素的矛盾，也就是地方和中央（或上级）的矛盾。这样就使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内部需求制

约因素和外部需求制约因素的关系与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内、外部供给制约因素不同，很难说二者究竟哪一方对城市人口

规模增长的影响起主导作用。一般地说，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多是城市本身的内部需求制约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在计划经济

体制的国家，则往往是城市外部（如中央政府）需求制约因素的影响更大一些。如果城市内、外部方面对人口规模增长的需求

相同或相近，则皆大欢喜；如果出现矛盾，就要通过协商，以解决矛盾，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需求方案。

在实践中，根据供给需求理论探讨和确定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既可以主要根据供给规模理论，也可以主要根据需求规模

理论。从政策角度来看，国家或对象城市的上级行政部门，大多主要根据需求制约因素（而且主要是根据城市外部需求制约因

素）确定管辖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因此确定的城市合理人口规模一般具有“上定下行”的特点，作为政策目标，比较单一，

也相对稳定；而城市本身（政府）则往往主要是根据供给制约因素（而且主要是根据城市本身的内部供给制约因素）确定城市

的合理人口规模，因此确定的城市合理人口规模一般具有“下定上报”的特点，作为政策目标，也可能多样化，且相对不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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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更多的场合，则是由国家或对象城市的上级行政部门与对象城市一起协商，或研究者同时根据供给需求理论，把来自各

个方面的供给、需求制约因素及其影响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从而协调各方的需求矛盾，由此确定的城市合理人口规模，具有“上

下结合、同定共行”的特点，作为政策目标，也趋向收敛，相对稳定。

1．2．确定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根据过去研究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考察和探讨，将主要按照以下基本思路和方法进行：

第一，以上述供给需求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笔者认为，这一供给需求理论，是探讨和确定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

模的重要理论工具；可持续发展思想更是探讨和确定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因为我们探讨上海将来的合

理人口规模，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和保持上海将来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正确分析和把握影响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主要供给、需求制约因素的特性及其关系。因为尽管影响上海将来合

理人口规模的供给、需求制约因素很多，但其中大部分并不对上海将来的合理人口规模起决定性制约作用，因此一定要抓住主

要矛盾，突出“制约性”原则，集中选择那些对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具有重要制约作用的供给、需求因素进行分析。一般地

说，从供给制约来看，要重点把握城市本身内部的主要供给制约因素，把城市外部的供给制约因素作为辅助性的条件加以考虑；

从需求制约来看，要把城市内部需求制约因素与外部需求制约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适合上海自身发展和市民利益的需要，

也应服从外部发展特别是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需要。

第三，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以定性为主的分析方法。如上所述，影响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因素很多，相互关系也

很复杂，如果仅依赖建立数学模型的定量分析，不仅可能由于过多地设定模型变量将来值，危及模型的稳定性，对分析结果形

成较大的风险，而且也可能受到“木桶理论”、“短板效应”的影响。如上述的一些研究把绿化和垃圾作为探讨上海将来合理人

口规模的重要制约变量，就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上海将来的合理人口规模。因此，对探讨和确定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

模这样复杂的问题，可判断“大是大非”问题的定性分析方法可能更加有效。在科学的定性分析基础上，再辅以必要的定量分

析，我们可以取得更理想的结果。

第四，主要参考和借鉴日本东京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经验。之所以选择以日本东京为主要借鉴对象，主要是因为：首先，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儒教文化圈，在一些深层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意识和价值标准比较一致。这使两国人口居住大城市的意

识偏好、对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价值评判及其对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潜在影响可能比较接近。其次，中日两国均

为大人口规模和高人口密度的国家，东京和上海也具有相似的“地理位置”，都处在本国最广阔、富饶、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

平原临海地区，且都是两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这使东京和上海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外部的人口、经济环境及其对两城市人口

规模增长变动的影响比较相似。再次，东京和上海也都是两国人口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所谓“首位”城市。这

又使两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变动形成大致相同的内部环境。最后，东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已经历了人口分布由集

中到扩散、人口规模由增大到减小的现代城市化过程。东京人口规模增长及分布变动的现代城市化发展轨迹及其阶段性的“极

限”信号，无疑将为我们把握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的极限及分布变动的现代城市化发展趋势提供宝贵的指示性借鉴意义。另

外，东京是日本这一世界经济大国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大都市，目前其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均已达到世界水平，本

文以此为借鉴城市，也可使人们能够“看得见”与之类比的上海跨入新世纪之后发展前景的“样子”。

第五，探讨上海合理人口规模的所谓将来时间确定为加 30 年。笔者认为，21 世纪的前 30 年，将是上海建成“一个龙头”、

“三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根据我国特别是上海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到 2030 年，上海应

该能够实现上述目标，并达到目前东京的水平，成为一个可与目前东京水平相比的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东京已经历

的人口规模增长及分布变动的现代城市化过程，特别是其人口在 1990 年以前基本持续增长、1990 年达到最大规模以后又趋向减

少的转折性增长变动轨迹，完全可能在今后 so 年的上海出现。在此意义上，本文探讨和提出的上海 2030 年的合理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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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是上海在现代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所可能达到的最大规模。而且，2030 年距今只有 30 年左右，应该说还在我们这一

代人可以把握的时间范围。再远的时间，恐怕就较为困难。

2．东京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经验

1996 年，东京面积为 2186.6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又称夜间人口）1177.2 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 5384 人。东京

的土地面积和人口，约分别占全国 0.54%和 9.35%。东京辖有千代田等中心城地区的 23 个特别区和分布在特别区以外（郊区）

的 46 个市镇村。其中，中心城 23 个特别区面积为 599.73 平方公里，人口 784.97 万人，约分别占全都的 27.4%和 66.7%。东京

外围分别与神奈川、琦玉、千叶 3县相邻，1都 3县，共同构成东京都市圈，1996 年其面积为 13553.46 平方公里，人口 3268.7

万人，约分别占全国的 3.59%和 25.97%；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 2412 人。

2．1．东京人口规模增长变动趋势

如表 1 所示，东京作为日本国的首都，在战前 1920 年，其常住人口已达到 370 万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6.61%，后以 3

－4%的年均增长率迅速增长，到“二战”期间的 1940 年增长到 734.7 万人。此后，由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导致东京人口减

少，但战后又迅速反弹增长，到 1%5 年已跨越千万大关，达 1086.9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达到峰值 10.96%。从 1965 年

以后，东京的人口即进人了缓慢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已跌至 1%以下，到 1990 年达 1185.6 万人，又形成人口规模增长之峰值。

此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降至 9.59%。自此之后，东京的人口开始逆转为趋向减少，显示东京的人口增长由此进人一个新阶段。

到 1995 年，5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已跌至－0.14%,1996 年人口规模减少到 1177.2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下降为 9.35%。

可见，东京自 1920 年以来的人口增长大致经历了 3个阶段：在 1965 年以前的 45 年间，除“二战”时期以外，东京人口呈迅速

增长之势；1965 年以后，人口增长迅速减缓；1990 年开始，东京的常住人口已呈缓慢减少趋势。但由于东京拥有日本全国最大

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巨大的中心机能，高度集中带来的诱人的城市化和经济效益，至今仍未使其白天人口（或经济活

动人口）出现减少趋势（见图 1）。1995 年，东京的白天人口已进一步增长到 1457.2 万人，比常住人口多出 283.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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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伴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地域分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东京人口地域分布的变动，主要表现为作为东京中心城地区

的 23 个特别区，其常住人口早在 1 蚝 5 年即达到峰值 889 万人，后即转向持续减少，到 1995 年已减少到 785 万人，25 年减少

了 100 多万，人口密度也由每平方公里约 14800 人减少到 13100 人。尽管如此，其白天人口却与全都一样，虽增速较慢，但亦

呈增长趋势至今，1995 年约达 1129 万人，25 年增加了近 300 万人。由于 23 区常住人口的减少变动早于全都 25 年，其白天人

口的增速亦慢于全都，所以使 23 区常住人口及白天人口占全都同类人口的比例，自 1960 年即开始呈持续下降趋势（见图 2）。

19印年，23区常住人口及白天人口占全都同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85.85%和 87.94%，到 1995 年已分别下降到 66.69%和 77.49%,35

年时间下降幅度分别为 22.3%和 12%，显示常住人口的减少及其占全都常住人口比例的下降更快一些。

由以上亦可看出，东京的人口城市化从 l%5 年就已出现市中心人口的扩散减少趋势，进人人口扩散和郊区化发展阶段，从

1990 年开始显呈全都常住人口绝对减少的“逆城市化”态势。但从城市人口的集中性及其占全都人口的比例来看，东京的城市

化也同样仍呈持续发展趋势。如表 2所示，自 1975 年以来，东京人口集中地区⑥的面积及其占全都面积的比例不断增大，1995

年其比例已达 48%以上。而且，尽管东京人口集中地区的面积还占不到全都面积的一半，但其人口却占 97%以上，且呈上升趋势，

进人 90 年代已基本稳定在 98%左右。按行政区划确定的城市地区人口占全都人口的比例，1995 年已上升到 99.2%。虽然随着人

口扩散和郊区化甚至“逆城市化”的发展，东京人口集中地区的人口密度自 1975 年以来基本呈下降趋势，但到 1995 年仍维持

在高于每平方公里 1万人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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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东京人口规模增长的经验

如果仅作简单的推理，尽管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内、外部制约因素很多，但东京作为一个大都市，既然其行政区划有界、

物理空间有限，那么在理论上其居住人口规模也应该有一个所谓的极限，即最大人口规模。然而要回答其最大人口规模是多少，

则同样成为一个难题。因为如前所述，除物理空间以外，还有很多决定其居住人口可能规模的影响因素，如雇佣机会、居住空

间、生活环境条件的变化，企业的集聚效益、规模经济的极限以及和其他地区的竞争条件等，而且随着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

其最大人口规模也往往要发生一定的变化。

但由上述可知，不管影响东京人口规模的因素有多少，影响程度有多复杂，但作为其综合影响的结果却十分明确：从 23 个

特别区来看，其常住人口从 1965 年即达到峰值并开始转向减少，白天人口也呈减速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东京中心城

区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极限特征。从全都来看，其常住人口增长至 1990 年达到峰值 1185.6 万人，此后即转向减少并持续至今；

而且自 1985 年以来的 10 余年间，一直大致停滞在 1150 万左右的规模上。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东京全都常住人口规模难

以超越 1200 万人的极限特征。另一方面，东京的白天人口，虽然持续增长至今，但从其增长率来看，在 1960－1975 年 15 年间

由 1020 万人增加到 1336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1.82%;l975－1990 年 15 年间继续增长到 1448 万人，年均增长率已降为 0.54%；

从 1990 年到 1995 年进一步增长到 1457 万人，年均增长率也相应进一步下降为 0.12%。35 年来年均增长率持续下降所显示出的

增长趋势的明显钝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东京白天人口规模难以超越 1500 万人的极限特征。进一步从人口集中地区的人

口占全都人口比例的变化来看，进人 90 年代以来基本接近并稳定在 98%左右，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东京人口城市化水平发展

的极限特征及人口规模基本达到饱和的增长钝化现象。

我们虽然不能使用严密的科学方法绝对地把 12 田万和 1500 万分别作为东京常住人口和白天人口的极限规模或最大可能规

模，但根据上述已经历过的增长变动轨迹及其显示出的阶段性“极限”信号，仍可作出判断，即 1200 万和 1500 万已十分逼近

或大致相当于其常住人口和白天人口的最大可能规模，换言之，我们应该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把 12 的万和 1500 万分别作为东京

常住人口和白天人口的最大可能规模。即作为东京的最大人口规模，在 1200 万常住人口的基础上，再增加几乎每天周期性往返

流动的 300 万白天工作人口（约占常住人口的 25%)，实有总人口可达到 1500 万人左右。

另外，从宏观角度来看，判断东京人口已达到增长极限的背景，还有周围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的间接证明，这就是在 70 年代

后期，日本从大城市圈净流向地方的大部分还流迁移和大部分 100 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增长趋势的显著钝化或减少现象的出现。

日本城市人口的这一变化，不同于西欧模式，但却可能在亚洲众多国家出现。⑦这也是笔者探讨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主要借

鉴日本东京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经验的重要原因之一。

3．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探讨

现在，笔者拟根据以上阐述的供给需求理论及基本思路和方法，并借鉴日本东京人口规模增长的经验，对上海在跨人新世

纪以后直至 2030 年的合理人口规模，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探讨。

3．1．根据主要供给制约因素的探讨

毫无疑问，在众多的影响上海将来合理人口规模的供给制约因素中，最主要的还是其居住空间，即上海拥有的土地面积的

大小。水资源等因素虽然对人口规模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但在同一类地区，一般情况下这些因素基本上与土地面积之间存在

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如土地面积越大，拥有的水资源量也就越多，所以作为主要制约因素的土地面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包含

水资源等制约因素的影响。更何况上海不仅地处亚热带地区，降水十分丰富，而且濒江临海，为水环抱，可以说水资源将不会

成为对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本文探讨上海将来的合理人口规模，将选择以土地面积为主要供给制约

因素进行考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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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对人口的容纳力，又主要决定于土地面积、土地质量及其利用方式和类型。土地面积、质量不同，对人口的容纳力一

般也不相同；即使土地面积、质量相同，利用方式和类型不同，其人口容纳力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上海是特大城市，不是农村

地区，因此，在上海土地面积中非农用地应该占有更高的比例。上海土地的综合质量不比东京差，在相同经济发达水平条件下，

其土地利用状况及对人口的容纳力，完全可以与东京相互类比和借鉴。显然，就目前来看，与东京的土地利用现状比较，上海

的土地利用还很不充分，仍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首先，从土地总面积考察。如前所述，上海市 1996 年土地面积为 6340.5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为 1304.43 万人，人口密度

为每平方公里 2057 人。这一密度仅是 1990 年东京常住人口达到极限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57%人）的 35.5%。若上海将来人

口规模增长到极限时的人口密度按东京常住人口达到极限时人口密度的 55%计算，即假定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达到极限时的人

口密度可上升到约每平方公里 3150 人，届时上海的极限人口规模可达 1997 万人。

其次，分别从中心城、郊区的人口容纳力考察。1996 年上海中心城 10 区面积为 280.08 平方公里，人口 482.48 万人，人口

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7227 人。因为在浦东、宝山、闽行 3 区中，实际上还包括一部分与中心城区相连接的城市建成地区，这部

分面积若按 150 平方公里计算⑧，则 1996 年上海中心城区的实际面积可达 430 平方公里。若上海将来的实际中心城区也发展到

东京都 23 个特别区一样大的面积 600 平方公里，并参考东京 23 区 1996 年每平方公里 13089 人的人口密度（其人口规模 1965

年达到极限值时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4823 人），上海将来实际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按每平方公里 1300 人计算，则届时上

海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可达 780 万人。中心城以外的郊区面积为 5740.5 平方公里，若大致按 1996 年东京郊区 46 个市镇（叮）村

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472 人（其人口规模 1990 年达到极限值时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554 人）的 85%，即按约每平方

公里 2100 人计算，届时上海中心城以外郊区的人口规模可达 1206 万人。据此，将来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人口规模合计一起达 1986

万人。

再次，进一步从人口城市化发展考察。随着“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建设及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跨入新世纪以后上海

的人口城市化必然还将有一个加速发展，或到 2030 年上海的集中城市化用地⑨发展到全市面积的 30%（几乎比 1995 年东京人口

集中地区占全都面积的比例 48.2%少近 20 个百分点），则可达 1902.15 平方公里。其中扣除中心城 6的平方公里，在郊区还应该

有 1302．巧平方公里的集中城市化地区。若其人口密度按每平方公里 8500 人计算，则其人口规模可达 1107 万人。由此推计，

到2030年，上海集中城市化地区的人口规模可达1887万人（750+1107）。另据笔者预测，到2030年上海的城市化水平可达94.58%。

也就是说，届时上海的人口规模将增长到 1995 万人（1887/0.9458)，其中非集中城市化地区的人口即农村人口大致为 110(108）

万人左右。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作出判断，上海加 30 年的人口规模将可达 2000 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上海将来人口增长的极限

规模或最大可达规模约为 2000 万人。可以预料，随着经济体制、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完善以及户籍观念的逐步淡化，

到 30 年以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统计差异将变得十分模糊而趋同并可能被统一使用，因此，本文这里所说的这 2000 万的人

口规模，乃指上海 2030 年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的最大可达规模或合理规模。

就目前调查统计的流动人口来看，根据 1993 年第 5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来自本市以外地区的流人人口达到 251 万人。但

此后则转呈减少趋势，根据 1997 年第 6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来自上海本市以外地区的流人人口已减至 237 万人。这似乎在一

定程度上也已显示出上海来自本市以外地区流人人口的极限特征。因为上海本身拥有比较广阔的空间，不太可能形成像东京那

样多的住在外地、到东京上班、每天周期性往返流动的白天工作人口，上海将来的所谓流动人口也将主要居住、工作在本市。

与上述常住人口比较，他们只是“常住性”较弱、流动性较强而已。尽管目前上海来自本市以外地区的流人人口已显示出以 250

万人为极限的饱和特征，但考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和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也必将进一步活跃。

因此，跨入新世纪以后，上海仍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人口迁移和流动高峰，形成更大一些的流动人口规模，以辅助并维持上海作

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和全国“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大规模、高流动、高能量以及向全国各地的强辐射，其来自本市以外地

区的流人人口规模达到 300 万人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一规模，可约占上海 2000 万常住人口的 15%，明显低于东京白天流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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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其常住人口的比例。如果以 300 万作为上海 2030 年自本市以外地区流人人口的最大可能规模，那么届时上海实有总人口

的最大可能规模将达到 2300 万人，其中包括常住人口 2000 万人，流动人口 300 万人。

可以看出，虽然本文的考察分析主要参考和借鉴了日本东京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经验，但相对于东京的土地利用状况及其

对人口的容纳量，本文对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的考察分析又留有了不小的余地。这一余地本身就进一步保证了上海将来达到

常住人口 2000 万、流动人口 300 万、实有总人口规模达到 2300 万人的极大可能性和客观性。

再从上海以外的外部供给制约因素来看，我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庞大人口，特别是上海拥有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广阔腹地，

邻近的江苏、浙江两省更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与上海的历史渊源较深，交通联系极为密切和频繁，这就为上海将来的经济

发展、城市建设及人口增长来源提供了重要基础。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历来都得到了中央政府及兄弟省市的大力支

持。今后，上海在得到中央政府及兄弟省市的支持方面也不会存在问题。也就是说，上海本身以外的主要外部供给条件，也将

可以给予上海 2030 年达到常住人口 2000 万、流动人口 300 万、实有总人口 2300 万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3．2．根据主要需求制约因素的探讨

首先，从上海自身的内部需求制约因素来看。第一，根据笔者的预测，上海的人口如果一直按目前态势发展下去，跨入新

世纪以后日趋严重的“少子化”和“高龄化”，将使上海人口本身难以保持可持续发展。要保持上海人口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采

取新的措施，增加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第二，新世纪日趋严重的“少子化”和“高龄化”，也将导致劳动力出现短缺，影

响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要保持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增加人口和劳动力。根据笔者的预测，上海人口一直按目

前态势发展下去，到 2030 年为 1376.18 万人。如果按 1990 年年龄、性别结构条件下人口的劳动力率测算，若要保持上海经济

可持续发展，至少需要增加 534.75 万人。也就是说，上海常住人口规模至少达到 1911 万人，才能保持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增加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不仅是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为通过增加

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可以减轻社会负担，缓解养老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四，已如上述，虽

然本文以上分析主要参考和借鉴了东京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的经验，但相对于东京的土地利用状况及其对人口的容纳量，笔者对

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的考察分析又留有了不小的余地。这一余地，使上海在达到与东京相同发达水平条件下仍能拥有相对较

高的人均用地，这就为上海进一步增加绿地、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创造和谐的高度文明和发达的城市社会，以满足人们

物质、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的需求，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物质基础和保证。也就是说，上海 2030 年常住人口达到 2000 万、实有

总人口达到 2300 万人的规模，决不会影响其环境的质量及其可持续发展，至少不应该比东京目前的环境质量差。

其次，从上海以外的主要外部需求制约因素来看。把上海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全国的“一个龙头”、“三个中

心”，本来就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决策，是国家推进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宏观发展战略的需要。因为大城市的高能量和强辐射，

离不开大人口规模作基础；足够大的人口规模，是上海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全国“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基本要求。

那么，按照这一要求，上海的人口应该达到多大的规模才可以呢？如前所述，东京作为日本全国独一无二、处于绝对优势的政

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其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自 1960 年以来基本维持在 10%左右的水平上，1965 年最高时达

10.96%,1996 年仍维持 9.35%。当然，按东京在日本这样的比例和优势要求是不可能的，但从上海人口规模的增长及其占全国总

人口比例的变化来看，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按现行政区划计算，上海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基本都保持在

1.5%左右，l%1 年达到最大峰值 1.6%。总的来看，这一阶段也是上海经济增长较快、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也相对比较突出的

时期。自 199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上海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即呈持续下降趋势，到 1996 年已降至 1.09%，而这一

阶段也是上海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相对下降的时期。笔者认为，为了恢复上海在 60 年代初期的雄风，到 2030 年把上海建设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能真正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把上海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比例提高到 1.5%是必要的，也应该是可能的。根据多个对中国人口增长趋势预测方案的测算，到 2030 年，中国人口将可能增长

到接近 15(14.8）亿左右，上海人口若按其 1.5%计算，届时人口规模应达到 2220 万人。而且，既然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

发展得到了中央政府及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那么上海本身也有义务、有责任以更大的发展、更强的能量来辐射和带动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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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实现全国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也理所当然要求上海将来如到 2030 年的常住人口增长应达到 2000 万人以上

甚至 2220 万人的足够大的规模。

从流动人口来看，如上所述，为了拥有和保持上海跨入新世纪以后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全国“一个龙头”、“三个

中心”的大规模、高流动、高能量以及向全国各地的强辐射，形成 300 万来自本市以外地区的流人人口规模是需要的，即从需

求制约因素分析，上海 2030 年亦应达到 300 万来自本市以外地区的流人人口规模。概而述之，即按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需求

制约因素的考察分析，到 2030 年上海常住人口增长的极限规模可为 2220 万人以上，流动人口规模约为 300 万人，实有总人口

规模要达 2520 万人左右。

3．3．基本结论

根据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供给制约因素（特别是上海内部供给制约因素）考察分析，上海 2030 年常住人口增长的最大可

能规模为 2000 万人，流动人口为 300 万人，实有总人口可达 2300 万人左右；根据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需求制约因素（特别

是上海外部的国家需求制约因素）考察分析，上海 2030 年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以达到 2220 万人较好，流动人口约为 300 万人，

实有总人口可达 2520 万人。综合根据供给、需求两方面制约因素影响的考察分析结果，上海 2030 年常住人口增长的最大可能

规模约在 2000－2220 万人之间，来自本市以外地区的流动人口约为 300 万人，实有总人口的最大可能规模可达 2300－2520 万

人。

但考虑由于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供给制约因素特别是上海本身内部供给因素的强制约性，上海将来的人口规模增长若过

多地超过主要受其制约的最大可能规模，将不可避免因“超容”、“超压”或背离上海本身需求制约因素所决定的期望人口规模

太多而导致一些新的矛盾，而且探讨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也应该对上海本身的供给、需求制约因素给予更多的考虑。所以，

主要考虑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内部供给、需求因素的强制约影响，兼顾上海外部供给、需求制约因素的作用，笔者认为，可

以主要根据上海将来人口规模增长供给制约因素（特别是上海本身的内部供给制约因素）考察分析所得的结论，即常住人口 2000

万、流动人口 300 万、实有总人口 2300 万作为上海 2030 年人口增长的最大可能规模，这也是从供给、需求制约两方面因素综

合考虑确定的上海 2030 年相对合理的人口规模。

本文为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博士点）项目“上海市人口增长控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部分成果

（批准号：96JBY84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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