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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城市发展演化过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城市人

口在空间上的集聚和扩散， 城市人口在不同阶段的

空间分布演变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特点。 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也

十分活跃。 作为我国最具特点的特大城市之一，北京

的城市人口分布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学者们在对比

分析两次人口普查（1982 年和 1990 年）北京市的人

口变动时发现，1990 年和 1982 年相比，4 个城区（东

城、西城、崇文和宣武）常住人口减少，人口密度降

低，而当时的近郊区的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 4 个

区的人口增加， 于是得出了北京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了郊区化的结论（胡兆量、福琴，1994；周一星，
1996）。 这一时期的研究还表明北京市的人口分布呈

现明显的圈层结构， 学者结合传统的内外城概念和

当时的人口分布特征将北京市分成 5 个层 3 个圈

（胡兆量，1994）。90 年代以后北京市的人口增长速度

加快，学者基于普查数据分析认为，80 年代北京市人

口空间增长过程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 整体上呈现

出一定的同质性特点；而 90 年代人口空间增长过程

的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异质性特征日渐突出，都市区

内一些快速增长地区的崛起使得人口变化存在明显

的多极增长特点（王雯菲、张文新，2001；冯健、周一

星，2003）。 1990 年代以来，我国大城市的发展迅速，
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发生了了比较大的变化， 以城市

人口分布特征变化来判断城市发展阶段的研究十分

活 跃（周 一 星，1996；周 一 星、孟 延 春，1998，2000）。
2000 年以后， 随着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深入分

析， 讨论的热点问题是这一时期北京市城市人口分

布的变动过程是聚集还是扩散（冯健、周一星，2003；
俞路、杨善余，2006；黄荣清，2005）；基于人口分布的

变 动 变 动 讨 论 城 市 发 展 所 处 的 阶 段 （宗 跃 光 等，
2002）。 对于北京市城市化发展形成了两类观点：其

一， 进一步确认北京市已经进入了郊区化的发展阶

段并呈现出多核心化的特征（冯健、周一星，2003；冯

健等，2008），其二，认为这一时期从人口分布特征来

看北京市处于郊区城市化而非城市郊区化的发展阶

段（黄荣清，2008）。 这一时期环线公路改造和建设的

不断推进使得人口分布的圈层特点更为明显。 基于

GIS 的分析显示各环线间的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差

异，四环线为界，其内人口密集，人口密度在 1 万人/
km2 以上； 其外人口相对稀疏， 人口密度在 1 万人/
km2 以下。 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是二环内，二环内和

三环内的人口密度差异不大， 三环和四环梯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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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京市人口分布变动图（2000—2010 年）

图 1 北京市常住人口分布变动（2000—2010 年）

（匡文慧、 杜国明，2011）。 与以前的人口变动相比，
2000 年以来北京市人口变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口增

长较快。 截止 2012 年末， 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为

2069.3 万人，比 2000 年增加了 52.5%，其中外来人口

773.8 万人，是 2000 年的 3 倍多。 本文在以往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对城市快速发展下北

京市人口分布的变动特点进行了分析。
二、各区县功能区的人口分布情况及其变化

2010 年，核心区、拓展区、发展新区、涵养区的

人口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居住在城区（核心区+拓

展区）的人口约占 60%，居住在卫星城市和郊区的

人口约占 40%。 在各功能区中，以拓展区的人口比

重最大，接近全市总人口的一半。 与 2000 年比，拓

展区、发展新区占全市人口比重升高，核心区、涵养

区的比重降低。 从表 1 我们可知，从 2000 年到 2010
年，虽然各区域的人口都有增加，但各个区域人口增

加的速度不同。 核心区、涵养区的人口增速低于全

市的平均增速，而拓展区、发展新区的人口增速高于

全市的平均，导致了人口在各地域分布的变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拓展区和发展新区的人口变

化。 从 1980 年代以来，拓展区（当时的近郊区）一直

是各功能区中人口增加最多，增速最高的地区。 如

1990—2000 年，拓展区人口增加 239.96 万人，2000
年比 1990 年增加了 60.15%，在同一时间，发展新区

的人口只增加了 53.25 万人， 增幅只有 16.93% ，人

口增加的相对值和绝对值，拓展区都要远远高于发

展新区。 而 2000—2010 年期间， 拓展区人口增加

316.53 万人，2010 年较2000 年增加了 49.54%。同一

时期，发展新区人口增加 264.41 万人，比 2000 年增

加了 71.90 %， 虽然从人口的绝对增加上发展新区

还是低于拓展区，但差距也已经大大缩小，而从相对

增加上说，发展新区已明显地高于拓展区，在今后的

人口变动中，发展新区将可能替代拓展区，成为主要

人口增长地区。核心区的人口变动也出现了新现象。
从“三普”到“五普”，核心区的人口一直是减少的，从

“六普”的数据看，核心区的人口已经不再减少，而是

有所增加（虽然增加不多），这是否表明核心区的人

口在今后将维持稳定，不再有大的变化。
功能区人口分布的变化反映了北京市人口的整

体分布情况，各区县人口分布的变动差异更为明显。
为了和以往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这里我们仍然使

用 2000 年的行政区划，将崇文区和宣武区作为独立

的行政区。 在 18 个区县中，朝阳区人口最多，2010
年 的 人 口 为 354.51 万 人 ， 占 全 市 人 口 的 比 重 为

18.08%，其次是海淀区，为 328.07 万人，占全市人口

表 1 北京市各功能区的人口及其变化

功能分区
人口（万人） 增长（%） 比重（%）

2000 年 2010 年 2000—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功能核心区 211.46 216.26 2.27 15.58 11.03
功能拓展区 638.88 955.41 49.54 47.08 48.71

发展新区 367.77 632.18 71.90 27.10 32.23
生态涵养区 138.82 157.40 13.38 10.23 8.03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来自北京市第五、六次人口普查（2000 年、2010）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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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市各区县人口分布密度的变动图（2000—2010 年）

的比重为16.73 %，这两个区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1/
3 多。 从变化来看，十年间北京市人口数量增加最多

的是昌平区，增加了 87.85 万人，增加 142.89%，增

加幅度也居各区之首。 人口数量增加较多的还有朝

阳区、海淀区，而人口增加率高的还有大兴区、通州

区。 平 谷 区 的 人 口 增 加 量 最 少，10 年 间 只 增 加 了

1958 人，增加率也最低，仅为 0.49%（见表 2）。
通过 2000 年和 2010 年北京市各区县人口占总

人口构成的情况可以看出人口分布的变动情况（见

图 2，具体数据见表 2）。 人口分布比例上升最快、增

加幅度最大的是：昌平、大兴和朝阳；下降幅度最大

的区县分别为：崇文区、房山区和东城区。 以颜色深

浅代表分布比例的高低，专题地图可以更为直观地

看出这一变化过程，图 2 上为 2000 年北京市人口分

布状况，图 2 下为 2010 年的分布状况。 从图中可以

清晰地看出，北京市人口分布呈现出东南聚集、聚集

区域扩大同时西北部边远地区收缩的特点。
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以及人口分布聚集区域扩大

同时的边缘区域人口分布的收缩变化过程也使得各

区县在人口密度整体上升的同时呈现出巨大的差

异。 宣武区人口密度最高，达 30078 人/km2，其次为

东城区， 为 22620 人/km2， 人口密度最低的为怀柔

区，仅 176 人/km2。 人口密度最高的宣武区要比人口

密度次高的东城区，每平方公里高出 7000 多人，是

怀柔区的 171 倍（见表 2）。

三、环线人口分布和它的变化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便捷高效的交通体

系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备条件，而城市的交通

体系对于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人

们对居住地选择，首先是希望选择离工作地点较近，
周围生活配套齐全，交通便利的地方。 城市中心区

工作岗位较多，但城市土地资源有限，越是靠近城市

中心，土地资源越是稀缺，房租、房价也越高。 受收

入限制，人们实际的居住选择往往根据自己的收入

和家庭情况，选择交通方便的居所。
由表 3 可以知道，2010 年， 居住在二环以内人

口占全市人口的 6.89%， 三环以内人口占全市人口

的 18.06%，四环以内人口占 32.25%，五环以内人口

占 49.04%，即是说，若以五环为分界线，全市近一半

人口住在五环内，另一半人口住在五环外。 北京五

环内面积约 750km2， 约占全市面积的 4.57%， 即在

不到 5%的土地上居住了 50%的人口。 全市平均的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195 人，三环内的人口密度

为 2.46 万人，三环至四环为 2.23 万人，四环至五环

表 2 北京市各区县的人口和它的变化

区县
人口（万人） 增加

（万人）
增加率
（%）

比重（%） 密度（人/km2）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东城区 53.56 57.32 2.42 4.51 3.95 2.92 21135 22620
西城区 70.67 67.45 1.45 2.06 5.21 3.44 22349 21332
崇文区 34.62 34.61 3.51 10.13 2.55 1.76 20957 20949
宣武区 52.61 56.88 3.68 6.99 3.88 2.90 27823 30078
朝阳区 228.98 354.51 74.31 32.45 16.87 18.08 5032 7790
丰台区 136.95 211.22 54.42 39.73 10.09 10.77 4478 6907

石景山区 48.94 61.61 9.21 18.81 3.61 3.14 5805 7306
海淀区 224.01 328.07 69.47 31.01 16.51 16.73 5201 7617

门头沟区 26.66 29.05 1.35 5.05 1.96 1.48 184 200
房山区 81.44 94.48 7.48 9.19 6.00 4.82 409 475
通州区 67.40 118.43 31.73 47.07 4.97 6.04 744 1307
顺义区 63.65 87.66 16.56 26.02 4.69 4.47 624 860
昌平区 61.48 166.05 87.85 142.89 4.53 8.47 458 1236
大兴区 67.14 136.51 47.91 71.36 4.95 6.96 648 1317
怀柔区 29.60 37.29 5.09 17.19 2.18 1.90 139 176
平谷区 39.67 41.60 0.20 0.49 2.92 2.12 418 438
密云县 41.59 46.77 2.87 6.90 3.07 2.38 187 210
延庆县 27.95 31.74 3.74 13.39 2.06 1.62 140 159

全市 1356.92 1961.24 423.24 31.19 100.0 100.0 827 1195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来自北京市第五、六次人口普查（2000 年、2010 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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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61 万人，从内至外，人口密度迅速下降，说明人

口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

从 各 环 线 内 的 人 口 变 动 来 看 ， 从 2000 年 至

2010 年，二环内人口绝对减少，居住在二、三环之间

人口增加，但增加率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在三、四

环之间，人口增长接近全市的平均水平，居住在四—
六环之间的人口增加率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尤其

以五、六环间的人口增加率最高。 六环外人口虽然

也有增加，但增加率远低于全市。 可见这 10 年间，
北京市人口的居所大多在四环和六环之间。

四、北京市外来人口分布的变动

2000 年，外地来京人口（无北京户籍的常住人

口）为 257 万人，2010 年，外地来京人口为 704.45 万

人，10 年间增加了 458.12 万人，增长 185.98%。外来

人口数量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常住人口，可见外来人

口大量涌入是导致近 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迅

速增加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外来人口的分布对

于北京市人口分布的特征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2010
年，一半以上的外地人口住在拓展区，超过 1/3 的人

口居住在发展新区，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区的比重相

对较小。 与 2000 年相比，虽然 4 个功能区的外地人

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只有发展新区的增长幅

度要高于全市的平均增幅，其他 3 个功能区的人口

增幅都低于全市平均。 这样，除了发展新区外来人

口在占全市外来人口比重上升以外，各功能区外来

人口在占全市外来人口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见表 4）。

从各个区县看，外来人口分布极不平衡。 北京

市外来人口数量最多的三个区依次为：朝阳区、海淀

区 和 昌 平 区， 外 来 人 口 数 量 依 次 为 151.48 万 人，
125.61 万人和 84.7 万人，其外来人口占北京市外来

人口比例依次为 21.5%、17.83%和 12.02%； 超过半

数的外来人口住在这三个区。 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

比例最高的三个区县依次为昌平区、大兴区和朝阳

区，比例分别为 51%、47.17%和 42.72%（见表 5）。
从外来人口分布的变化来看，各区县中外来人

口占北京市外来人口比例明显增加的是通州、昌平

和大兴，明显减少的是海淀、石景山和丰台。 外来人

口占常住人口比例增加幅度最大的三个区县依次为

表 4 外地来京人口的分布

地区别
外来人口（人）

增长（%）
人口分布（%）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核心区 296675 546693 84.27 11.55 7.76
拓展区 1582077 3790173 139.57 61.61 53.80

发展新区 553419 2400117 333.69 21.55 34.07
涵养区 135554 307550 126.88 5.28 4.37

表 3 北京市各环线内的人口

环线
人口（万人） 增长

绝对数量

比重（万人）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二环以内 137.97 134.93 -2.20 10.20 6.89
二三环间 204.99 234.32 14.31 15.16 11.97
三四环间 176.87 262.04 48.15 13.08 13.39
四五环间 191.47 328.72 71.68 14.16 16.79
五六环间 238.29 528.97 121.99 17.62 27.02

六环外 398.51 468.35 17.52 29.47 23.93
合计 1352.23 1957.54 44.76 100.00 100.00
注： 北京总人口中包括了北京所属的“飞地”人口和一些未被统计

在表所属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所以合计人口略少于北京总人口。

图 4 北京市外来人口分布变动（2000—2010 年）

地区
2000 年 2010 年 变化

外来人
口分布

常住人
口分布

外来人
口比例

外来人
口分布

常住人
口分布

外来人
口比例

常住人
口分布

外来人
口分布

外来人
口比例

北京市 100 100 18.15 100 100 35.91 17.76
原 东城区 2.86 3.94 13.15 1.94 2.92 23.91 -1.02 -0.92 10.76
原 崇文区 4.32 5.2 15.06 1.16 3.43 23.8 -1.77 -0.84 8.74
原西城区 2 2.55 14.3 2.57 1.76 26.89 -0.79 -1.75 12.59
原 宣武区 2.5 3.87 11.73 2.06 2.92 5.59 -0.97 -0.44 13.86
朝阳区 20.77 16.87 22.35 21.5 18.07 42.72 1.2 0.73 20.37
丰台区 13.47 10.09 24.23 11.53 10.76 38.47 0.67 -1.94 14.24

石 景山区 5.12 3.62 5.81 2.92 3.14 33.5 -0.46 -2.2 7.69
海淀区 23.04 16.5 25.33 17.83 16.72 38.28 0.22 -5.21 12.95

门 头沟区 1.22 1.96 11.33 0.67 1.48 16.24 -0.48 -0.55 4.91
房山区 3.28 6 9.93 2.76 4.81 20.63 -1.19 -0.52 10.7
通州区 2.99 4.96 10.93 6.17 6.03 36.73 1.07 3.18 25.8
顺义区 3.98 4.69 15.41 3.95 4.46 31.79 -0.23 -0.03 16.38
昌平区 6.21 4.53 24.88 12.02 8.46 51 3.93 5.81 26.12
大兴区 4.64 4.94 17.04 9.14 6.96 47.17 2.02 4.53 0.13
怀柔区 0.64 2.18 5.36 1.45 1.9 27.51 -0.28 0.81 22.15
平谷区 1.5 2.92 9.31 0.69 2.12 11.73 -0.8 -0.81 2.42
密云县 0.81 3.06 4.82 0.98 2.38 14.83 -0.68 0.17 10.01
延庆县 0.57 2.05 5.05 0.55 1.61 12.38 -0.44 -0.02 7.33

表 5 北京市个区县外来人口的数量分布构成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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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昌平区和通州区，增加最小的三个区县依次

为：平谷区、门头沟区和石景山区。 这些变化说明了

外来人口在城市外围的聚集。 事实上，这是导致北

京人口分布向东南方向聚集且聚集区域扩大的根本

原因。
前文分析了各区县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变动

情况，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北京市

人口分布变动过程。 城市核心区常住人口数量趋于

稳定，西城区略有下降，东城区和宣武区略有上升。
这说明西城区的人口伴随着外来人口流入的同时存

在本地居民的外迁，而且本地居民外迁数量高于外

来人口的流入数量，因此常住人口数量出现下降；崇

文区的外来人口流入与本地居民的流出大体相当，
东城区和宣武区的外来人口流入量大于本地居民的

迁出因而最终表现为常住人口的小幅增长。
原来流动人口聚集的朝阳、海淀和丰台在过去

10 年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了外来人口的增量，说明

这些地区仍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北京市户籍人口

“外迁”的主要去向。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海淀区，其

外来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居北京市的第二位，但其外

来人口分布比例由 2000 年 的 23.04%下 降 到 2010
年的 17.83%，其下降幅度居各区县之首（见表 5）。

朝阳区是北京市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核心区

中唯一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分布比例都增加的

区域，而且虽然朝阳区的外来人口增长率远低于发

展新区的各区，但仍然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这说明

朝阳区是 2000 年来北京市接纳人口流入（户籍和外

来人口）的主要区域，但外来人口的增长趋势有所放

缓。 通州、昌平和大兴的外来人口比例和常住人口

的分布比例都在增长，而且外来人口分布比例的增

长幅度大于常住人口分布比例的增长幅度，说明外

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是这些区域常住人口快速增长的

主要原因。
五、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分布变迁的讨论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000 年以来北京市人口分

布变动过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同时进行的两个过

程： 北京户籍人口进一步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

新区“外迁”和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发展新区和城

市功能拓展区的过程。 结合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看

到 1980 年至 1990 年代中期北京市的人口分布经历

了人口从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聚集的过程。 而

这一时期北京市外来人口数量很小而且增长速度缓

慢，人口分布变动更多地体现着户籍人口的变动，呈

显 出 核 心 区 向 外 扩 散， 边 缘 区 向 内 聚 集 的 特 点。
1990 年代后期外来人口开始快速增加，2000 年以后

外来人口增加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通过分析可以看

出，户籍人口向拓展区扩散的过程仍在继续，但由于

这一时期外来人口在城市发展新区的快速聚集，使

得常住人口分布变动表现为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区扩

大并向东南延伸。 这一分析结果提示我们，在讨论

城市人口分布变动时不能脱离城市规模变动的背

景。作为大城市，北京市的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动并非

来自辖区内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是来自

区域经济差异所引起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或者说是

更大区域上的人口分布变化。 城市人口的聚集过程

和扩散过程是伴随着城市规模成长的，因此本文使

用了“聚集区域不断扩大”来描述这一过程而不是用

“人口扩散”来描述这一过程，“聚集区域不断扩大”
反映出城市规模的成长过程。 从户籍人口看，北京

市的人口 1960 年代以后在政策的驱动下，不断扩散

并一直继续到 1970 年代末趋于稳定，而 1980 年代

后，户籍人口又开始集中方向变化，这一时期的人口

主要是向功能拓展区聚集（黄荣清，2008）。 基于常

住人口的分析往往只能看到后面的过程，从而得出

这样两个推断：从人口分布特征上看北京已经进入

郊区化发展阶段（周一星，2003）；近郊区已经实现城

市化与核心区（俞路，张善余，2006）。 从 2000 年以

来各功能区的变动来看，户籍人口向功能拓展区域

扩散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不过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掩盖”了户籍人口的这一变动过程，从常住人口分

布上表现为城市发展新区聚集起来，继续了“郊区城

市化”的过程。 从人口分布的变动来看功能拓展区

域核心区的差异比较明显，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口增

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增长率仍然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而城市核心区的人口分布已经在数量上处于比较稳

定的状态，变动更多地反映在人口结构上。
本文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北京市各功

能区内部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会导致城市

的某些局部区域面临一些特有的人口问题，因此在

宏观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提供城市公共管理及服务

时， 都需要对局部地域的特殊人口问题加以关注。
其二，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动不仅仅是数量上的

分布变动，还包含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的变动。 本文

仅仅从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构成来分析这种结构

空间分布的差异，应该说人口结构的空间差异不仅

于此，还包含更丰富的社会经济特征，而人口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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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pace-orderly Realize the Citizenization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s
MAO Xin-ya1，WANG Hong-xia2

（1.Department of Academics，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Shanghai，201204；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ban and Population，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nghai， 200020）

Abstract：From now to 2030，th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 will pile up to more than 400 million， so， how to realize their
citizenization is an arduous and long-term task for China. Census data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 that since 1990， the spatial
flow of rural migrants among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China as well as among large， medium and small sized cities
of China is seriously imbalanced， which undermines the spatial order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Through data compari-
son analyzing，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 imbalanc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 that lead to the huge gaps of job op -
portunitie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mong the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cities and ordinary cities，which causes huge different capabilities of attracting migrant worker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cities of China. And time lag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long with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different areas further exacerbate this kind of spatial imbalance. This article proposes measures like region-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designs of both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 taken to promote a space-orderly pattern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
Key words：spatial order；rural migrant；citizenization

The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Beijing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Base on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of the Census Data

ZENG Xian-xin
（Labor Economics School，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

Abstract：The population in Beijing increased by about half since 2000，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hanged a lot. Using the 6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of Beijing，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e compared the population distri-
bution with the situation based on the 5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e result show，the population in new development
area increase quickly and the parity decreased， population concentered in the southeast part of Beijing obviously and the popu-
lated area is enlarged. Huge migrated population immigrated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area and the city functional expansion
area while with the population with Hukou move out the center area of Beijing. This causes different result for the local region.
Key words：Urbanization；Populatio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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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差异无疑对传统的城市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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