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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理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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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自然环境更迭、人口数量剧增、社会生产力发展等多种经济社会问题，人口流

动、迁徙与融入应运而生。中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西部各地区的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等都

存在较大差异，人口跨地域流动和迁移加剧的同时，西部地区的流入群体也重构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资本

的流入和产业的发展逐渐吸引更多人口流向和融入西部地区，流动人口所带来的增长效应成为地方政府重点考虑

的问题，流动人口地方融入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三者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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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世界各国

政治经济联系越发紧密，人口在各国家和地区间的

流动亦表现出空前规模，各阶段下的国际人口流动

特点与趋势均有所不同，尤其表现在与地方的不断

融入过程中。人口迁移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

要力量，与资本累积和技术投入相比较，在经济增

长的决定要素中，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基础作用更加

突出，人口迁移能实现劳动力要素在国家地域空间

下进行合理分配。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应充分利

用这一点，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向本区域，并融入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实现西部地区与东中

部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流动人口的地方响应成为当下的一个重要研究

内容。流动人口的地方响应是流动人口与迁入目的

地的社会相互影响、相互适应以及相互融合的过程，

是流动人口个体与迁入地居民个体之间、流动人口

与迁入地居民不同群体之间、流动人口的文化与迁

入地的文化的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其融合过

程取决于流动人口的自身禀赋和特征以及迁入地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西方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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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响应研究主要分为“同化论”“区隔融合论”和“多

元文化论”。“同化论”认为流动人口融入迁入地需要

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区隔融合论”认为

由于劳动力的异质性，导致劳动力流入目的地的融

合结果呈现不同模式，并指出高技能的劳动力和具

有较高经济资本的流动人口能够更好、更快地融入

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当中。“多元文化论”认为不同流

动人口应该保留各自的“差异”，并指出迁入地应该

有更大的包容性，让流动人口保留各自的特有文化

属性、价值观念等，实现社会多元化发展。朱力

（2002）从地方适应的视角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问题，指出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社会响应经历经济、社

会和心理三个层面，并且三个层面是依次递进的。

张继焦（2004）从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的感受、经济

状况、生活方式、社会交际等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的

城市社会响应。田明、彭宇（2014）从经济、社会、心

理、制度和空间等方面构建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指标体系。杨菊华（2015）从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

等方面考察了人口流动的社会融入。刘渝琳、熊婕、

李嘉明（2014）分析了劳动力的异质性影响劳动力流

动的机理。王世平、毛海涛、钱学锋（2015）基于空间

经济学分析框架，引入劳动力流动成本假设，分析了

劳动力流动成本。

总之，西方学者的多项研究对我国实践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但由于他们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是根据

不同国家和区域阶段分析得来的，所处时代背景和

着眼点不同，与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的特定前提并不

一致。国内学者从尺度、内容与方法上也开展了大

量的相关研究，然而从理论扩展和政策提出的角度

看，现有文献在分析框架、逻辑展开以及政策含义

等方面仍存在缺陷。中国西部地区人口跨地域流

动和迁移加剧的同时，流动群体也重构着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格局，影响着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实

现，而现有文献对此关注不够，也没有进行系统的

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根由所在。

一、西部地区流入人口地方融入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影响机理

人口流动有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经济基础是人口流动以及迁入某地、融

入某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只有经济收入能够满足

流动人口的衣食住行，才能够使流动人口定居下

来，融入迁入地的工作、生活以及文化当中。

1.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

人口流动是多重因素所导致的，既有内因，也

有外因。“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推动力和

拉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流动是由城市化、工

业化等推动力，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对外贸易和外

商投资等拉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城市化、工

业化、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是内在原因，而对外贸

易和外商投资是外在原因。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影

响因素推动着、拉动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东中

部向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村

人口流入城市。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不仅

需要更多的人来充实城市，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为城

市建设提供动力。城市化推动了生产要素的自由

流动，并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优质

的生活、工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资源和服务。另

一方面，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促使农业机械化、现代

化，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迫使农村剩余劳动

力流入城市，也拉动了城市就业。此外，城市化与

工业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两者共同作用的

结果推动着人口的流动，引导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

流动，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经济发达的

城市、地区或国家，通常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就

业机会，对外地人口形成较大的吸引力，拉动人口

流动（见图1）。
2.地方融入的逻辑与路径

人口流动与地方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

普遍现象，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生态因素等的

影响，推动力和拉动力不断变化，融入地方的流动

人口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1）地方融入的逻辑关系

从劳动力流动来看，个体劳动力受现实生活中

经济因素的驱使，由经济收入较低、就业机会较少、

劳动力富余的区域向经济收入较高、就业机会较

多、劳动力稀缺的区域流动，以期获得更高的经济

收入。在经济基础得到初步满足的情况下，人的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才能够得到基本保障，才会有社

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才会积极主动

地融入社会当中，由此才会对城市景观、气候、饮食

等城市生态系统有着更多的认识和更高的追求，进

西部地区流入人口地方融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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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形成了经济融入→社会

融入→生态融入→经济融入的循环系统，推动流动

人口与当地居民同化与融合（见图2）。
经济融入层面：用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恩格

尔系数、工作情况和居住情况来反映流动人口与迁

入地居民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差距越小，则表明流

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度越高。具体用流动人口的月

收入与房价比、居住状态（租房、自购房还是宿舍）、

收入占城镇可支配收入比重、流动人口的恩格尔系

数、工作的稳定情况（平均每份工作时长、固定工作

还是临时工）等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

程度。

社会融入层面：用流动人口与配偶关系、与当

地社会交际情况以及对当地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适

应度、城市社会保障等反映流动人口与迁入地居民

的社会关系、社会保障的差距。差距越小，表明流

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度越高。具体用已婚且与配偶

在一起、在当地拥有朋友的数量、能用当地语言与

当地人熟练地沟通与交流、熟悉当地风俗习惯程

度、接受当地文化价值程度、习惯当地的工作和生

活方式、享受当地“五险一金”等指标衡量流动人口

的社会融入程度。

生态融入层面：用流动人口对迁入地气候、饮

食、公共活动场所的适应情况，以及对城市景观的

满意度来反映流动人口与迁入地居民对城市生态

系统适应情况存在的差距，差距越小，表明流动人

口的生态融入越高。具体用对当地气候适应情况、

对当地饮食适应情况、对城市景观的满意度、居住

区域（市中心、城区、郊区和城中村）、去公共活动场

所的次数等指标衡量流动人口的生态融入程度。

图1 流动人口地方融入的驱动因素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2 人口流动的社会响应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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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融入的演化路径

流动人口的地方融入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

过程，不同融入阶段的主导力量和作用机制不同，

且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具有异质性。

流动人口地方响应的关系演化。一是从经济

融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相互作用的演化。人口流入

某地，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经济收入问题，经济基

础是人口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只有满足了人的基

本生存生活需求，才能够逐步融入城市社会系统和

生态系统中。人具有社会属性，流入某地后，工作、

生活都与当地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流动人口

也成为当地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当地

社会和生态都会产生影响，形成流动人口的经济与

社会、生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制。二是随着

流动人口经济收入的稳定和提高，以及流动人口在

迁入地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居住场所，流动人

口与当地居民建立起社交关系网络，且流动人口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逐渐与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和生

态进行相互融合，最终流动人口完全融入迁入地的

城市工作、生活和环境当中（见图3）。

流动人口地方响应的演化规律与机制。从经

济融入社会和生态互动式融入，再到经济、社会和

生态叠加式融入，这些都是建立在流动人口的经

济基础上。当经济基础难以维持流动人口对迁入

地作出社会响应时，流动人口将面临强大的城市

生活压力，迫使部分难以对城市社会、城市生态作

出社会响应的人口回流。人口流入初期，潜在流

动人口对迁入地进行筛选，并通过同乡、亲朋好

友、同学等社会关系获取迁入地的信息、资源。人

口流入城市后，首要的事就是寻找工作，以获得稳

定的经济收入，为流动人口的社会响应提供经济

基础。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居住一段时间、拥有较

为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后，流动人口与迁入地

开始有资源转换，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交网络

扩展，与当地居民建立社交关系。随着时间推移，

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城

市景观逐渐适应，实现社会和生态互动式融入。

人口完美融合期，流动人口对迁入地呈现经济、社

会和生态叠加式融入状态，对迁入的资源进行开

发利用。流动人口市民化阶段，流动人口的工作

方式、生活方式完全迁入地化，习惯当地的工作和

生活方式，能用当地语言与当地人熟练地沟通与

交流，与当地居民相处融洽（见图4）。

二、西部地区流入人口地方融入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现状评价

如何留住人才、吸引外来人才成为西部地区城

市人口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国家和西部地区出台了系

列吸引人才流入西部地区的政策，但是人口流向东

部地区的趋势依旧未改变，依旧存在人口分布极不

平衡、人口素质相对较低、人才流失严重及高层次

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

1.中国各区域人口流动的历史阶段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主要

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东北重

图3 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和生态融合的关系演化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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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地成为人口聚集的中心

1959年后，因受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及政治影

响，中国人口流动受政治的引导体现在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运动和三线建设运动上。经济发展是人口

流动的关键因素，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

集中力量大力发展重工业是国家政策目标，东北地

区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地区，也成为该时期中

国人口的重要聚集地。1951年7月16日颁布的《城

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居民具有迁徙的自

由，并制定了详细的人口迁徙过程中户口变更程

序。1955年6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

登记制度的指示》继续贯彻居民迁徙自由的原则，

并对人口开展调查登记，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

城乡人口流动没有限制。1958年1月9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施，人口流动政策由自

由迁徙向全面控制转变，农村人口需要相关部门的

证明才能够将户口迁入城市，由此也导致了后来的

城乡二元结构。1964年8月发布的《公安部关于处

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进行严

格的控制。

（2）20世纪80年代至2012年，中西部地区人口

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入

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率先发展，经济快速腾

飞，在就业、消费、投资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拉动力，

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成为全国人口大量

流入的地区。由于经济中心的转移，东北地区逐渐

衰弱，不再是人口聚集区域，吉林和黑龙江人口外

流现象特别明显。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自费出

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中国自费留学的限制全面放

开。1997年 5月 20日，《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的试点方案》公布，小城镇落户条件放开。

2000年 6月，《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

示范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出台，吸引了大量留学

生回国创业。2002年 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做

好 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

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

场。2007年 3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

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公布，加大了高层次留

学人才引进力度。

（3）2012年至今，人口流动态势由快速增长转

变为缓慢增长，步入城乡融合阶段

沿海地区领跑全国经济，依然是人口聚集的区

域，但由于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

承接明显，人口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在东部率

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的战略

下，东部地区开始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依旧领

跑中国经济；而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先进技术和

优势产业，逐步实现了崛起；西部大开发在工业化

进程中发展稍显缓慢；东北地区由于资源环境的局

限性和重工业产能落后原因，振兴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发达地区仍然是人口聚居区，但步伐开始放

缓，反观在农民工大规模输出的中西部地区如四

川、湖北、贵州等地，人口数量从负增长回到正增

长，常住人口明显增加。2013年及以后相继出台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图4 人口流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融入的演化及其机制模型

注：◎表示活动，阴影部分表示叠加。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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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若干意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国

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等，都提出要推动农

业专业人口市民化。2016年 1月 1日，国务院颁布

《居住证暂行条例》。至此，人口流动步入城乡人口

融合阶段。

2.西部地区流入人口地方融入的基本条件

人才是地区和国家发展的根本，西部地区有着

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新时代背景下的新一轮西

部大开发战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举措等

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吸引

了其他区域人口融入西部地区的步伐，并呈现出诸

多新特征。

（1）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西部地区由经济

后方转变为经济前沿阵地，不仅使西部大开发战略

大放光彩，且重构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新格局。吸

引外资呈良好势头，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到西部

地区进行投资，一批世界 500强企业到西部地区落

户。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城市轨道交通等

多元化运输方式蓬勃发展，逐步形成连接国内国际

的基础设施网络，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

国际骨干通道网络。二是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

吸引了大量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产业和资金转移

到西部地区，成为西部地区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西部地区积极实现以开放带动经济转型发展，加强

了与东盟、中亚、西亚和东欧及中国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的联系，物流成本得到降低，实现了双向互

动。三是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加强

了装备制造、工程服务、能源深加工技术等方面的

合作，及核电、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合作。四是

西部地区内部各区域的协同发展。西部地区各省

（区、市）发展规划更加注重协调性，突出共享发展，

各省份间积极追求区域经济协作、协同发展，促进

了区域产业协同和资源互补发展。

（2）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

解决农民城市户口问题绝非简单地将农民户

口更改为城市户口，而是要尽可能地使流入城市的

农民获得与城市当地人同等的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这样才能真正让农民进得来、

留得下。在现实生活中，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屏障和隔阂，农村流动人口由

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归属感

降低，难以与城市居民形成有效的社会交往关系。

在未来城镇化中，将有2亿多农民涌入城市，但这些

农民是否真正拥有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融入城市

生活、让农民摆脱城市生活的“农民”标签和边缘化

心理是当前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人口

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趋势依然持续，劳动力优化配

置依然是保持西部地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

动力。

（3）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经济发展良

好和产业高端化的地区往往伴随着人口的聚集，人

口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从发展中国家流

向发达国家是现实规律。在城乡层面上，人口从农

村和中小城市流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在产业行业

层面上，服务业比工业、农业更集聚劳动力和人口。

1978年前，人口向东北地区流入；1978年后，人口逐

渐流入东南沿海地区。从省级层面看，东部地区的

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北京是人口流入最多

的省市。伴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人口流动速度整体

放缓，人口向一、二线城市集聚的趋势依然明显，三

线城市基本保持人口流动平衡，而四线城市人口净

流出成为常态。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大力发

展江河海运、铁路与水运联运、铁路与航空联运等，

带动和刺激了人口流动。尤其是自 1999年启动西

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人文教

育、民生、生态环境水平等都得到极大提升。

3.西部地区流入人口地方融入的增长效应

合理的人才流动、配置与融入是实现城乡融

合、区域协同的重要举措，有助于西部地区城镇化

建设，促进地方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调整、社会

发展和进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对西部地区现代化

产生重要影响。

（1）经济效应方面

一是促进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西部具

备对外开放优势，矿产资源、中草药资源、军工机械

等丰富，将该类资源制成产品出口至其相对稀缺的

地区或国家，既发展了西部地区经济，也促进了西

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还拓展了与沿线周边

国家的合作范围。二是促进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发

展。西部地区凭借独特地理特征及民族特色，依托

丰富旅游资源的优势，不仅需要东中部地区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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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更需要他们的长期定居，带动本地区旅游业发

展。三是促进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人才的优化配

置有利于加强国家和地区间合作，带来先进的产业

技术、管理理念等，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实现相应产业间及细化产品间的优胜劣汰。四是

促进西部地区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人流与物流、

实体与虚拟等资源的西部地区融入，提升劳动力市

场的规模、扩大消费市场，优化新型城镇化和城市

群的建设，相应的城市功能也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

完善。

（2）社会效应方面

一是促进补齐制度建设短板。西部地区受其

自然地理条件等的限制，社会生产力、产业结构升

级等方面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尤其是制度建设方面短板明显。流入人口地方

融入促使地方政府在制度建设方面下更大功夫，吸

收和借鉴相关经验教训，补齐制度建设的短板，提

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二是促进传统文化保护

传承。快速城镇化冲击下，西部地区民族风俗、原

生态村落面貌、地方语言和生产生活的器具等传统

文化逐步消失，流动人口的地方融入不仅能增强西

部地区文化活力，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重要环节。三是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平

衡。受特有的地理位置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的城

乡和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社会发展相对缓

慢，流入人口地方融入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

新动力。

（3）生态效应方面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多年来，以扩

张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生态环境形势严

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经济是不健康和

不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是人类追求和探索的永恒主

题，如何有效建立生态治理体系是当前的热点问

题，流动人口的地方融入影响地方消费观念、生产

行为，有利于西部地区逐步转变成绿色集约型发展

方式。二是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相较于东中部

地区，西部地区地形条件、气候条件均不理想，且长

期以来西部地区资源开采遵循粗放型模式，土地沙

漠化、水土流失等问题不断出现，自然环境日益恶

化。流入人口地方融入促使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

方面进行更多投入，相应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生

态环境也因此得到相应改善。三是促进文明城市

建设。流动人口地方的合理融入不仅关系到流动

人口自身的生活质量、家庭幸福，还关系到一个城

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

4.西部地区流入人口地方融入增长效应反映出

的问题与原因

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的

必然趋势，但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地方融入效果还

不尽如人意，反映出中国区域差距大、西部地区人

才市场建设滞后等问题。

（1）东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山地、多

民族、多文化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西部地区的

特点。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工资水平、生活环境等方面都存在一定

差距。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明显快于西

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均要好于西

部城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显著高

于西部地区，企业用工需求量较大。人口流入东部

地区和中部地区城市不仅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收

入预期和就业机会，还能够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医

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社会资源。因此，西部地区

人口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迁移的意愿较高，特别

是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

（2）西部地区人才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

西部地区发展长期以来依赖传统农业生产，且

地形复杂、工业发展缓慢、人口构成较复杂和思想

保守等原因，导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

才市场建设滞后，市场化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人

才培育和引进机制尚未健全。受传统农业生产模

式、经济管理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镇化

进程较为缓慢。由此导致西部地区人才引进、人才

使用的渠道和方式单一，呈现出外地人才“引不

来”、本地人才“留不住”的现象。对人口流动监管

有待进一步完善，低技能劳动力无序流动状态急需

有效加以引导。

（3）西部地区管理制度创新力度不够

引进的人才“水土不服”，本地人才又“出走他

乡”，低技能劳动力、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

力均难以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企业招人、用人成

本提高。在人才使用上存在较多“论资排辈”现象，

抑制了年轻人才创新创业活动，也进一步加剧了年

轻人才的外流。难以为人才提供优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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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厚的物质待遇，与东部沿海城市的大型公司的

待遇相比，差距巨大。东部沿海城市企业用工需求

量较大、工资水平高，劳动力容易找到工作。

（4）西部地区的地方机制不够灵活

地方融入的政策助推力度不强，未能对经济结

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进行适时调整，仍以传统

经济为主，开放型经济发展缓慢，对外资招商力度

较弱，西部地区企业与中国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

来较少。加强对外大通道建设力度不强，西部城市

对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居住环境等方面与东部、中

部城市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西部地区人口的大

量流出。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不突出，难以对

接国际化经济，产业链难以迁入国际产业链条中，

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营商生态环境较

差，互联互通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西部地区流入人口地方融入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的路径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口流动伴

随着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强烈。新时代，为了提升西

部地区人口的融入度，应该加快西部地区互联互通

建设，全方位推进西部地区人口事业发展，通过营

造强烈的归属感留住优秀人才，进一步将西部地区

建成沿边开放新高地。

1.因势利导，将西部地区建成沿边开放新高地

一是重点打造西部地区节点城市成为开放开

发的重要载体，成为带动相应省（区、市）的增长极，

辐射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利好政策推

动下，以这些节点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形成协同

发展经济圈，吸引更多生产要素集聚。以成都和重

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城市

群、以南宁为核心的北部湾城市群、以兰州为核心

的兰白西城市群等初具规模，已引致大量的城乡人

口流动，吸引了大量人力、资本等生产资源聚集。

二是以开放开发倒逼西部地区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人才结构等，以创新和开放的理念推动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全面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

路，应积极顺应时代趋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三是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构建开放透

明的经贸监管制度、投资管理制度以及人才管理制

度，扶持外向型企业做大做强。优化营商环境，调

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推动贸易便利

化、投资便利化、人口流动自由化。

2.互联互通，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是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大国家

财政资金的政策倾斜，出台系列税收减免政策、奖

励政策，提高转移支付规模。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流向西部地区，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西

部地区项目，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企业投融资服务的力度，大力支持企业发行企

业债、上市融资。充分运用 PPP模式、特许经营模

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交通

运输工程、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等工程建设。二是加

大西部地区交通路网建设，形成完善的交通运输网

络。西部各省（区、市）根据自身优势和定位，加快

完善铁路、口岸、高速公路、航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网络布局，加快跨界桥梁、光缆传输系统、油气管

道、输电线路等的建设。

3.人口管控，全方位推进西部地区人口事业发展

一是加快研究出台地方性、区域性的人才流动

管理、人才培养、人才交流等政策文件，鼓励地方出

台吸引人才的奖励办法，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

养人才上下大功夫。建立人口流动大数据监测和

分析服务体系，动态掌握人口流动趋势和人才供需

状况。二是提高人口供给率，合理管理人口。积极

贯彻落实国家最新生育政策，出台吸引人口流入的

政策措施。学习借鉴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人才培养、

流动管控等方面的经验做法，特别是新加坡、印度

等国家的人才建设经验做法。三是吸引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人口流入，以及做好人口回流西部地区的

工作，为流入人口和回流人口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

环境。加大力度培养英语及小语种等语言类人才

以及财务管理、金融、法律、电子商务、旅游管理、现

代物流、土木工程等专业人才。

4.多元融入，通过归属感留住优秀人才

一是经济融入，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着

力培养开放型、复合型人才，以支撑企业走出去。

培养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等外延性产业，坚持开

放型、全链式、集群化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产业发展

开放水平，为优秀人才提供发展载体和空间。二是

社会融入，建立包容性社会。持续营造尊重科学、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为优秀人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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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优秀人才快速融入当地社会提

供便利渠道。制定出台人才培养、人才激励等政策

措施，为人才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居住等社会保

障。随时了解优秀人才的需求，为人才流入做好相

关服务，帮助其快速融入当地社会。三是生态融

入，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完善陆铁水空

交通运输网络，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以最优的环境

来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人才。优化和完善人才评

价、使用、激励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充分激发优秀人

才的创新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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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Path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Local Integration of Inflow Population in Western China

Wulina Aierken Wu Bibo
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human beings, they have been facing a variety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the chang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harp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huma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came into
being. Western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ifestyle,
social culture and values of various places. While the cross regional mobility and mig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Western China
are intensifying, the floating groups are also reconstructing the pattern of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flow of
capit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gradually attract people to the western region. The growth effect brought by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the key conside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economic effect, social effect and ecological effect
interact and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Western China；Inflow Population；Local Integration；Growth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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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民社会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

程 必 定

摘 要：2021年中国网民规模超10亿人，标志着中国已进入网民社会时代，对区域经济发展会带来重大影响。网

络已成为更普惠的发展方式，从多方面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持续推进内含着缩小区域差距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网民社会形成地理空间与网络空间并存的“双重空间”新现象，会给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多方面的新机遇，东、

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应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缩小收入差距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走智能化道路，对工

业化赋能；二是培育企业成为“数字体”，形成智能化的推进器；三是网民努力成为“数字人”，与数字社会发展相适

应；四是加快“新基建”，为网民参与智能化活动提供支撑；五是加强网络管理，更好地抓住网民社会对高质量发展

的机遇，应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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