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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理论笔谈

以一致性的政策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都阳）

持续推动农民增收的几点思考（杜志雄）

以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制度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王小林）

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环境与努力孰轻孰重？

李莹

【摘 要】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关键环节。文章通过引入“脆弱性”的概念，将中等收入群体研究的视角从“量”拓展

到“质”，借鉴“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剖析了机会不平等对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

的制约程度和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处于低质量扩张阶段，个人

努力是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主导力量，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到三成（27.1%）；换言

之，能否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七分靠打拼”。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相比，提质面临更高

的机会不平等。环境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还会通过教育差异间接

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难度。文章从降低机会不平等的视角出发，提出中等收入

群体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中等收入群体质量；机会不平等；共同富裕

  【作 者】  李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研究院，副研究员。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胡善成 韩 律

【摘  要】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

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

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

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

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

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

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

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

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关键词】工资溢价；集聚效应；群分效应

    【作  者】胡善成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韩 律（通讯作者）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邓金钱  蒋云亮

【摘  要】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推动了中国乡村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是促

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之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

章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0年中国2 045个县的面

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等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东

北 地 区 和 原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域 较 为 显 著 ， 在 东 部 地 区 、 中 部 地 区 和 非 贫 困 县 不 显 著 。 据

此，文章建议继续推进和完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支持体系，引导农民工、大学生、退

伍军人等群体返乡创业，更好地服务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返乡创业；乡村振兴；产业结构；农村集体经济

　　【作  者】邓金钱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蒋云亮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硕士

研究生。

2024年02月01日 14:54 北京中国人口科学

http://www.zgrkkx.com/Admin/Upload/FileDownload/?ContentID=89873&fileName=%E4%BB%A5%E4%B8%80%E8%87%B4%E6%80%A7%E7%9A%84%E6%94%BF%E7%AD%96%E6%8E%A8%E5%8A%A8%E9%AB%98%E8%B4%A8%E9%87%8F%E5%85%85%E5%88%86%E5%B0%B1%E4%B8%9A
http://www.zgrkkx.com/Admin/Upload/FileDownload/?ContentID=89874&fileName=%E6%8C%81%E7%BB%AD%E6%8E%A8%E5%8A%A8%E5%86%9C%E6%B0%91%E5%A2%9E%E6%94%B6%E7%9A%84%E5%87%A0%E7%82%B9%E6%80%9D%E8%80%83
http://www.zgrkkx.com/Admin/Upload/FileDownload/?ContentID=89875&fileName=%E4%BB%A5%E5%88%86%E5%B1%82%E5%88%86%E7%B1%BB%E7%A4%BE%E4%BC%9A%E6%95%91%E5%8A%A9%E5%88%B6%E5%BA%A6%E6%8E%A8%E8%BF%9B%E4%BA%BA%E5%8F%A3%E9%AB%98%E8%B4%A8%E9%87%8F%E5%8F%91%E5%B1%95
http://www.zgrkkx.com/Admin/Upload/FileDownload/?ContentID=89876&fileName=%E4%B8%AD%E7%AD%89%E6%94%B6%E5%85%A5%E7%BE%A4%E4%BD%93%E6%8F%90%E8%B4%A8%E6%89%A9%E5%AE%B9%EF%BC%9A%E7%8E%AF%E5%A2%83%E4%B8%8E%E5%8A%AA%E5%8A%9B%E5%AD%B0%E8%BD%BB%E5%AD%B0%E9%87%8D%EF%BC%9F
http://www.zgrkkx.com/Admin/Upload/FileDownload/?ContentID=89877&fileName=%E5%9F%8E%E5%B8%82%E8%A7%84%E6%A8%A1%E7%9A%84%E5%B7%A5%E8%B5%84%E6%BA%A2%E4%BB%B7%E6%95%88%E5%BA%94%E7%A0%94%E7%A9%B6%E2%80%94%E2%80%94%E5%85%BC%E8%AE%BA%E9%9B%86%E8%81%9A%E4%B8%8E%E7%BE%A4%E5%88%86%E6%95%88%E5%BA%94
http://www.zgrkkx.com/Admin/Upload/FileDownload/?ContentID=89878&fileName=%E8%BF%94%E4%B9%A1%E5%88%9B%E4%B8%9A%E8%AF%95%E7%82%B9%E6%94%BF%E7%AD%96%E5%AF%B9%E4%B9%A1%E6%9D%91%E6%8C%AF%E5%85%B4%E7%9A%84%E5%BD%B1%E5%93%8D%E7%A0%94%E7%A9%B6%E2%80%94%E2%80%94%E6%9D%A5%E8%87%AA%E4%B8%AD%E5%9B%BD%E5%8E%BF%E5%9F%9F%E9%9D%A2%E6%9D%BF%E6%95%B0%E6%8D%AE%E7%9A%84%E7%BB%8F%E9%AA%8C%E8%AF%81%E6%8D%AE
javascript:void(0);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

    尹志超  郭润东

    【摘  要】全面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着“为人民谋幸福”和实

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可行路径，也对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

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家庭幸福

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且这一结论在矫正了

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

为家庭提供了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显著提升了家庭购房概率、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从

而有助于提高家庭幸福感。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家庭、购买首套房

以及有住房贷款的家庭幸福感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显著提高了

财 务 状 况 较 差 、 经 济 脆 弱 和 非 正 规 就 业 家 庭 的 幸 福 感 ， 客 观 上 有 助 于 推 动 实 现 共 同 富

裕。文章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幸福感；住房融资方式；共同富裕

    【作  者】尹志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润东（通讯作者）  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口惯性的历史演进与城乡差异

    茅倬彦  莫华归

    【摘  要】2022年，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从人口惯性视角审视中国人口负增

长，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适应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文章基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近70年全国及城乡人口惯性变化及其对人口长期变动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累积内在负增长势能，持续的低

生育率导致2020年出现显著的人口负增长惯性；（2）在超低生育率驱动下，中国人口

负增长将带来人口总量缩减和老龄化加速发展，且超低生育率持续时间越久，负增长惯

性作用越强；（3）随着城乡生育率趋同，2020年城乡均呈现出人口负增长惯性，但由

于农村年轻人不断流入城市，农村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更强。人口惯性反映实际人口年龄

结构与均衡状态（静止人口年龄结构）的偏离程度，考察人口惯性变动有助于科学研判

人口长期变动状况，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的成因与趋势，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负增长。

  【关键词】人口惯性；人口负增长；人口普查；城乡差异

    【作  者】茅倬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莫华归

（通讯作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1～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分析

    黄祖宇  王桂新

【摘  要】文章利用中国2010年以来全国人口普查、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及其他

相关统计数据，测算并考察2011～2020年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及其对城市化发展的

贡 献 。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考 察 期 内 中 国 城 市 人 口 规 模 仍 在 持 续 增 大 ， 但 增 长 速 度 有 所 放

缓；2011～2020年的新增城市人口中，56%来自人口迁移，26%来自行政区划变动，

自然增长仅占18%，人口迁移仍是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因素；城市人口增长来源

构成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三大增长来源对城市化发展贡献的差异趋于减小，迁移增长

对城市化发展的主导作用有所弱化，自然增长与区划变动的影响相对增大。探讨城市人

口增长来源构成及其对城市化发展的贡献，对把握中国新时期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的变

化，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口城市化；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区划变动增长；城市人口增长构成

　　【作  者】黄祖宇  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

所，教授。

中国县域流动人口分布样态及其演变——基于柯西分布的模拟及预测

   曾永明 钟子康 刘厚莲

【摘  要】在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背景下，研究流动人口分布的统计特征及规律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应用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县域流

动人口的分布样态进行模拟和预测。研究发现，中国县域流动人口规模分布具有明显的

非均衡性，存在极化分布特征。未来30年县域流动人口的活跃程度将持续提升，预计到

2050年将有1 824个跨县流动活跃型县域，1 596个县内流动活跃型县域。流动人口分

布的不均衡性有可能加剧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现象。一方面，跨县流出活跃型县域数量及

流出人口规模将持续增加，加剧县域人口收缩；另一方面，跨县流入活跃型县域数量减

少但流入强势县域的人数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入更少的县域单元，将加剧县域人口

集聚。文章为评估与监测中国未来流动人口分布变化趋势，制定前瞻性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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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流动人口规模分布；柯西分布；非均衡性；模拟预测

    【 作   者 】 曾 永 明  江 西 财 经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 副 教 授 ； 钟 子 康  江 西 财 经 大 学 经 济 学

院，硕士研究生；刘厚莲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ND

往期回顾

# 《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6期目录和摘要

# 《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5期目录和摘要

# 《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4期目录和摘要

# 《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3期目录和摘要

# 《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2期目录和摘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TUzNA==&mid=2650021298&idx=1&sn=eb7eb48356378bd5fb316763acd6ec8e&chksm=8853b343bf243a5545a3e9f465dfa993861a1560563cb6a9a6643295ebd2d0fadbd03dd0ab4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TUzNA==&mid=2650021269&idx=1&sn=6922782a958d130bd5eca3935c5947f8&chksm=8853b364bf243a72c5d93a3127a8b7857943a89cbcef0439addf9609f09cb2f596ad78af85d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TUzNA==&mid=2650021264&idx=1&sn=9a4a599e6a827fe4508555ed6c178550&chksm=8853b361bf243a77acc63510e28c2cdca4c2e9878b53351cca3ea6ccb8ddb4c36918de8c85f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TUzNA==&mid=2650021259&idx=1&sn=997dad2290981a4ab0de2d482735a095&chksm=8853b37abf243a6c2d9158f8f9bb2cddb2eb8ad81f819a8afe7a752fef085ab0f6e3efb158d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TUzNA==&mid=2650021253&idx=1&sn=6ba3b97da96d3220a6b93704f0f2fcc8&chksm=8853b374bf243a62451ca1a881990789f3f36cbfa700ea1179a6be554da2923e196757cc4a65&scene=21#wechat_redi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