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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2015年,根据国务院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统一安排和部署,我省以11月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全省1%人口抽样调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1%人口

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在省、市、县各级调查机构的精心组织和调查对象的支持

配合下,经过广大调查工作人员的艰辛努力,调查取得了圆满成功,获得了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

统计数据的全部价值在于应用。为了做好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开发利用工作,最大限

度发挥统计资料的社会效益,河北省1%人口抽样调查协调小组办公室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2015

年1%人口抽样调查课题研究工作。省1%人口抽样调查协调小组办公室根据河北现阶段人口、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选择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关注的人口问题,确定了12个课题研究方向,

并经过专家组集体评议择优立项,最终确定了重点课题9项,一般课题17项,由省内科研单位和

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成立的课题组承担。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课题研究工作,在全体课题研究人员和省1%人口抽样调查协调小组

办公室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于2017年6月完成,研究成果经专家组评审,全部准予结项。为更

好地满足社会各界需求,现将其中优秀课题成果报告精编成册,正式出版。本书按照研究方向分为

12个部分,涵盖了人口发展现状分析、出生、死亡、迁移、性别、年龄结构、老龄化、婚育家庭、

城镇化、文化素质、劳动力、就业失业等方面,从多个角度和维度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深度挖掘,全

面展示了2010年以来我省人口发展变化特征,深入研究了河北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由河北省1%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在课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在编辑过程中

得到了课题承担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能力有限,编辑工作

难免有许多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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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影响

课题承担单位: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

课 题 负 责 人:吴 譞          

课 题 组 成 员:杨 华 阚立新 黄贺林  

前  言

人口流动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风向标。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必然对

河北与京津间人口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因素驱动下,也将对河北城镇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本报告依据2015年京津冀三地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河北与京津间人口流动规模、性别构

成、户籍登记类型和现住地等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同时从人口流动角度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河

北城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对河北促进人口流动、承担人口疏解功能及推进城

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就上述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本报告主要采用统计归纳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求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并结合定性分

析,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与京津间人口流动及城镇化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并依据分析结

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与京津间人口流动的影响

(一)对河北户籍人口向京津流动的影响

1.河北流向京津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依据2015年京津冀三地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及公报数据推算,2015年末,河北常住京

津的户籍人口分别为182.07万人和96.47万人,分别较2010年增长16.79%和53.58%,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户籍人口向京津流动总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 (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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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10年与2015年北京和天津常住人口中的河北户籍人口数 (万人)

2.河北流向京津人口的性别比进一步扩大

从性别构成看,北京常住人口中的河北户籍人口性别构成相对均衡;而在天津常住的河北户籍

人口中,男性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从性别构成变化趋势看,常住京津的河北户籍人口性别构成进一

步偏重于男性,性别比进一步扩大。依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在京常住的河北户籍

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人口分别为15848人和12420人,相较于2010年,男性人口占比由54.41%升至

56.06%,女性占比由45.59%降至43.94%,性别比由119.36∶100升至127.60∶100;天津常住

人口中的河北户籍人口男性与女性人数分别为31377人和15055人,与2010年相比,男性人口占

比由61.18%升至67.58%,女性人口占比由38.82%降至32.42%,性别比由157.61∶100升至

208.42∶100 (见图1-2)。

图1-2 2010年与2015年京津常住的河北户籍人口性别构成 (%)

3.河北流向京津人口的户籍类型

从户籍登记类型看,在北京和天津常住人口中的河北户籍人口以乡村户籍为主。在京常住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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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中城市、镇、乡村户籍人口数分别为311477人、474816人和1034393人,其中乡村户籍

人口约占在京常住河北户籍人口的56.8% (见图1-3)。在天津常住河北人口户籍类型为城市、镇

和乡村的人数分别为117041人、303999人和543712人,河北流入天津的户籍人口亦以农村人口为

主,约占在津常住河北户籍人口的56.4% (见图1-4)。

图1-3 2015年按登记类型分的在京常住河北户籍人口数 (人)

图1-4 2015年按登记类型分的在津常住河北户籍人口 (人)

4.河北流向京津人口现居地分布

从现住地分布看,在京常住河北户籍人口仍集中于市中心地区,在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

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等 “城六区”常住的河北户籍人口分别为46696人、64279人、

364872人、178990人、52815人和286294人 (见图1-5),合计约占在京常住河北户籍人口的

54.6%。而在天津常住的河北户籍人口分布更加集中,其中在滨海新区、西青区、北辰区、东丽区

常住的河北户籍人口分别为489586人、65388人、64806人、51093人,上述4区合计约占在天津

常住河北户籍人口的69.5%,与在京常住河北户籍人口分布特征不同,天津常住河北户籍人口分布

呈现明显的 “郊区化”特征 (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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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2015年在京常住河北户籍人口现住地分布 (人)

图1-6 2015年在津常住河北户籍人口现住地分布 (人)

(二)对京津户籍人口向河北流动的影响

1.京津流入河北人口的规模扩大

尽管在河北常住的京津户籍人口远远少于常住京津的河北户籍人口,但总量规模仍呈快速扩大

趋势。2015年末河北常住人口中京津户籍人口分别为127934人和67855人,分别占户口登记地在

省外的常住人口的7.6%和4.0%,合计占比11.6%,是河北外来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2010年相比,河北常住人口中的京津户籍人口分别增加53337人和2836人,分别增长71.22%和

4.46%,尤其是北京户籍人口流入河北的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流入河北的天津户籍人口,

初步显现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北京人口疏解和京津冀区域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 (见图1-7)。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1-7 2010年与2015年在河北常住人口中的京津户籍人口数 (人)

2.京津流入河北人口的性别构成进一步优化

常住河北的京津户籍人口性别构成更加均衡。依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常住河

北的北京户籍男性和女性人口分别为8.03万人和4.76万人,相较于2010年,男性占比由57.91%

降至56.07%,女性占比由42.09%升至43.93%,性别比由137.61∶100降至127.61∶100。河北

常住天津户籍人口中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55万人和3.22万人,与2010年相比,男性占比由

62.78%降至52.28%,女性占比由37.22%升至47.72% (见图1-8),性别比由168.68∶100降至

109.54∶100。由此可见,在河北常住的京津户籍人口性别比呈现优化态势。

图1-8 2010年与2015年在河北常住京津户籍人口性别占比 (%)

3.常住河北的京津人口户籍类型

从户籍登记类型看,常住河北的京津人口以城镇户籍为主,其中在河北常住北京户籍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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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登记类型为城市、镇和乡村的人数分别为96403人、13102人和18428人,城镇户籍人口合计

109505人,约占在冀常住北京户籍人口的85.6%。与常住河北的北京户籍人口类似,天津籍在冀

常住人口中,户籍登记类型为城市、镇和乡村的人口数分别43674人、13635人和10439人,城镇

户籍人口合计57309人,约占天津常住河北户籍人口总数的84.5%,呈现与在京津常住的河北户籍

人口截然相反的特征 (见图1-9和图1-10)。

图1-9 2015年按登记类型分的在河北常住北京户籍人口数 (人)

图1-10 2015年按登记类型分的在河北常住天津户籍人口数 (人)

4.京津流入河北人口现居地分布

从现住地分布看,在河北常住北京户籍人口集中于首都周边的廊坊、保定、张家口等地,2015年末

三地分别拥有京籍常住人口26737人、26631人和15020人,合计占在河北的北京户籍人口的53.5% (见

图1-11)。而常住河北的天津户籍人口集中在沧州、唐山、廊坊等地,人数分别为16298人、11611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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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0人,合计占常住河北的天津户籍人口的55.7%,亦呈现在邻近地区集中分布的特征 (见图1-12)。

图1-11 2015年在河北常住北京户籍人口现住地分布 (人)

图1-12 2015年在河北常住天津户籍人口现住地分布 (人)

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河北城镇化的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缓解北京 “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河北承接

非首都功能疏解及其伴随而来的人口疏解,将促使京津冀区域内的人口流动、技术流动和资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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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活跃,必将对河北城镇空间格局、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一)重构河北城镇空间格局

当前,在京津冀 “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城镇空间格局基础上,河北城镇建设

主要围绕京保石和京唐秦两大发展轴,依托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节点城市和张家

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打造产业集聚、梯次合理和生态适宜的

城镇空间体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河北雄安新区的成立,将对河北城镇格局产生重大影

响。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开发程度较低、发

展空间充裕,主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及与之相配套的部分优质公共服务功能,将进一步强化要素

资源的空间集聚,打造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优化整合现有城镇体系,在京南、津西形成新的新型

城镇化高地,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城镇发展的新两翼,并同时与冀北地区形成河北城镇

空间体系的新两翼,成为河北与北京城镇空间融合发展的联接点,重塑河北城镇发展格局。

(二)提升河北城镇经济发展和居住水平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通过与京津在产业、生态和交通三大先导性领域开展协同合作,

有效促进京津产业和要素向河北城镇转移,对河北城市经济总量规模、居民收入和居住水平提高具

有明显促进作用。

1.带动河北城市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

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河北通过与京津开展产业协同对接,进一步提升河

北城市经济的要素集聚和产业承接能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经济总量由2010年的6842.29

亿元增至2015年的11574.80亿元,特别是2015年较2013年增长32.73%,初步体现出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对于河北城市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 (见图2-1)。

图2-1 近年河北城市经济总量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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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动城镇工资及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

自2014年2月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河北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由2013年的

42532元,增至2015年的52409元,增加9877元,年均增长率为11.01%,高于同期北京和天津

9.68%和5.99%的年均增幅,体现出参与区域协同、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对河北城镇工资水平的积极

促进作用 (见图2-2)。

图2-2 2013-2015年京津冀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 (%)

3.促进河北城镇居住水平提升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河北城镇居住空间的改善具有明显促进作用。2015年河北城镇人均住

房面积为35.87平方米,高于同期北京和天津的31.69平方米和20.67平方米 (见图2-3)。特别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承接京津功能疏解带来的住房需求使河北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在

2013-2015年保持3.25%的年均增速,高于京津同期年均增速,体现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河北

城镇居住环境提升的巨大促进作用 (见图2-4)。

图2-3 2015年京津冀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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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13-2015年京津冀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年均增长率 (%)

(三)促进河北城镇建设水平提升

1.促进河北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快速扩大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下,“十二五”时期特别是 “十二五”后半段,河北城市基础设施

投资增速明显高于京津两地,对于河北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2010-2015年河北城

市基础设施投资由3244.2亿元增至5769.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2.20%,高于京津两地9%左右的

同期年均增速 (见图2-5),特别是 “十二五”中后期 (2013-2015年)年均增速达14.62% (见

图2-6)。

图2-5 “十二五”京津冀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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