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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口困局：孔雀东南飞 每年净流出20万人

见习记者 孙宪超

2016

年

4

月

1

日

23

时

45

分，一

架由广州飞往长春的客机平稳降落在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拥有英国永久居

留权的长春人郎曌磊同其他乘客一起

走下飞机。此前一天，她乘坐飞机从英

国伦敦飞抵广州， 足足用去

20

个小

时。 与两年前那次独自一人回到长春

有所不同， 这一次与她同行的还有她

的儿子———刚刚出生

8

个月的敦敦，

这也是敦敦在英国出生后第一次回到

中国。

作为生物学博士， 郎曌磊绝对算

得上高学历人才，早在

2006

年的时候

她就前往英国伦敦求学、生活，至今已

经有

10

个年头。 在中国东北，像郎曌

磊这样选择到国外或是国内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发展的东北高学历人才、

年富力强和事业有成者并不在少数。

高学历人才、 年富力强和事业有

成者出走东北的同时， 东北地区的生

育率却在下降， 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

加快。在东北经济出现失速的背景下，

该地区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尤其受到关

注， 毕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

依靠人口的聚集来实现。正因如此，东

北地区的人口问题正在成为一些学者

研究的课题。

人才流失

郎曌磊出生于

1981

年，从小学到

高中， 一直都在吉林省内重点学校学

习，被公认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2004

年大学毕业之后， 郎曌磊一边读研一

边开始筹划赴海外求学。经过努力，终

于在

2006

年争取到英国伦敦一所大

学的全额奖学金。

2009

年，获得博士

学位之后， 郎曌磊选择留在英国的一

家生物医药研究机构工作。

“丈夫是我的高中同学，目前供职

于英国的一家大型医药公司。 去年年

底，他刚刚被公司派驻到上海工作。 ”

郎曌磊介绍说， 自己这次回国主要有

两个目的：一是让亲朋好友见见敦敦；

二是丈夫认为上海的就业、 经济和生

活环境都不错， 因此萌发了回国发展

的想法，准备借机去上海考察一下。

“为什么不考虑回东北发展，毕竟

双方的父母都在东北。 ” 面对证券时

报·莲花财经记者的提问，郎曌磊回答

说：“我们回国发展肯定是要综合考虑

各个方面的因素，包括薪酬待遇、未来

事业发展的空间、 孩子的教育和居住

的环境等。综合来看，上海应该是最佳

选择，东北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未来

如果真的选择在上海发展， 四位老人

可以和我们一起在上海生活。 ”

据郎曌磊介绍， 因为她当初就读

的是吉林省的重点高中， 同班同学的

学习成绩普遍都很好， 绝大多数人都

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现在，我的高中

同学很多都在国外，国内的在北京、上

海或是杭州、深圳等城市生活和就业，

留在长春市发展的似乎并不多， 两年

前同学聚会的地点都是选在北京。”郎

曌磊说，大学同学当中，除了少数几个

人选择留在东北高校当老师外， 大多

数人都没有留在东北。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东北地区的

高学历、 高素质和技能人才的大量流

出已经成为一个显著趋势。 ”吉林大

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

教授杨东亮告诉证券时报·莲花财经

记者， 根据

2015

年国家卫计委流动

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定量研究发

现东北的高学历人口流失严重。 在受

教育程度方面，东北流出的大专及以

上高学历人口比例明显大于同样条

件的东北流入人口，该部分人群是东

北流出和流入人口中长期居留意愿

最强烈的群体。

据悉，东北流出的高学历人口，在

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上， 也显著地高

于东北流入的高学历人口。 这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高素质、 技能人才离开东

北的现实。 孔雀东南飞这种人才向发

达地区集聚的现象， 在我国是长时期

存在的， 但是东北地区流出流入的高

学历人口比例差距如此之大值得深

思。“特别是流出者具有强烈的流入地

长期居留意愿， 表面上是说明东北地

区的高学历人才一旦出走就不可能回

流， 实际上是在表明东北本地高学历

人才对东北的不认可， 东北地区在留

住人才、 吸引人才上落后于其他地

区。 ”杨东亮说。

杨东亮的研究结果还显示， 年富

力强者和事业有成者偏好于非东北地

区。 在东北流出的

70

后和

80

后人口

群体中，年龄越大，在流入地的长期居

留意愿越强，超过

45

岁的中老年人口

的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也不明显弱于

其他群体，甚至强于

90

后。 如果更多

的生命阅历意味个体迁移决策更加理

性的话， 这部分人离开东北更像是深

思熟虑、丰富人生体验后的结果。

部分城市面临空心化

“高学历”是郎曌磊和她的那些在

国外、 国内东北地区之外地区发展的

高中同学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除此之

外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属于非

农户口人群，也即所谓的“城里人”。在

很多人的传统印象当中， 离开家乡出

外工作的都是农业户口人群， 但东北

地区的流出人口当中， 非农人口所占

比例却非常高。

“如果将农业流动人口看作农民

工的话， 农民工在流入东北地区的人

口结构中占比更大， 东北流出的非农

人口比例显著高于东北流入的非农人

口比例， 东北流出的非农人口具有更

强的长期居留意愿。 ”杨东亮说。

1988

年，赵伟（化名）出生于辽宁

省沈阳市，

2011

年大学毕业之后曾经

短暂就职于东北某都市报。 在这家报

社仅仅工作

7

个月， 赵伟就选择辞职

前往南方经济发达城市发展， 先后在

多家媒体工作。

2014

年，赵伟实现了自己职业生

涯的成功转型， 从一名媒体记者转型

成为北京某互联网企业的公关经理，

年薪超过

20

万元。 “最近又有一家互

联网企业在‘挖’我，开出的条件还算

优厚，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是否跳

槽过去。 所以写我这个案例时千万不

要用我的真名。 ”赵伟叮嘱证券时报·

莲花财经记者。

当证券时报·莲花财经记者问及

赵伟在未来是否有意回东北发展的时

候，赵伟回答说，从东北出来之后，最

大的感受就是外面的发展机会很多。

如果当初继续留在东北的都市报，现

在肯定还是一名普通的记者， 也绝对

不可能赚得目前的薪酬。“既然已经走

出来了， 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不会回去

发展， 未来也不排除去南方经济发达

城市发展的可能。 ”赵伟说。

据杨东亮介绍， 在东北流出人口

中的非农户口个体比例达到

42.9%

，

是东北流入人口非农比例的一倍多，

具有更强的长期居留意愿， 实证研究

也支持东北非农户口流出人口的流入

地长期居留意愿更加强烈。 非农户口

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离开东

北， 这对于东北城市发展的损害更加

严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东北

的多个资源型城市相继出现明显衰

退， 城市人口离开东北比农业人口的

流出更加令人担忧。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

源与环境研究所的副教授侯建明表

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当东

北的城市人口流向北上广深和经济发

达地区的时候， 东北的农村人口也在

流入城市， 东北非农人口的高比例流

失在短时期内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并

不明显。 在城乡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

之后， 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就会

减少甚至出现停滞， 一些不利影响就可

能会出现， 特别是东北的一些资源枯竭

型城市会因为常住人口数量的减少而面

临空心化风险。

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

东北地区面临的不仅仅是人口流失

问题。 根据国际标准，一国或地区

65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7%

，则表明该国或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

社会。 东北地区城镇人口老龄化速度加

快，形势较为严峻。

李泽文是东北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副总经理，

2014

年其所在的公司在吉林

省开发了一个养老地产项目， 这也是他

们首次试水养老地产。 让包括李泽文在

内的公司高管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养老

地产项目开始预售之后的销售数据远远

超过了预期。 李泽文和同事们看到商机

的同时，也猛然间意识到，原来身边的老

年人数量如此之多。

看到商机的并不只是李泽文所任职

的房地产公司。 齐东是东北一家大型养

老连锁服务机构的负责人， 他之所以介

入这个行业完全是因为妻子的建议。“我

的妻子在日常工作中会接触到一些关于

人口方面的统计数据。 在了解到东北的

老龄化现状之后， 才会果断介入这个行

业。 ”齐东说，东北地区各种类型的养老

机构正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 充分说

明大家对行业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据吉林省卫计委计生基层指导处处

长姜国民向证券时报·莲花财经记者介

绍，吉林省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的

比重，已经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

的

8.38%

增长到

2015

年的

11.24%

，从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54

个百分点到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

0.74

个百分点。

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的老龄化比例同

样在扩大。 以辽宁省为例，

2010

年第六

次人口普查时，辽宁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比重为

10.31%

。

2014

年，辽宁省

65

岁以上人口

531.4

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

的

12.1%

。

2014

年，黑龙江省

65

岁及以

上人口数量为

385.6

万， 占人口比重为

10.1%

， 而在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时，黑龙江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为

8.28%

。

在东北人口老龄化提速的同时，生

育率却在下滑。以吉林省为例，从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看，

1982

年吉林省妇女总和

生育率为

1.84

， 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为

2.92

。

2000

年，吉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下

降到

0.84

， 全国平均为

1.22

；

2010

年进

一步下降到

0.76

，全国平均为

1.18

，人口

长期处于

1.3

以下的超低生育水平。

“

2013

年末，吉林省一孩的单独夫

妇为

88410

对，从

2014

年

3

月末‘单独

两孩’政策实施至

2015

年年底，申请单

独二孩指标的有

14978

个， 但实际生育

的仅有

4432

人，远远低于预期。”姜国民

介绍说。

据悉， 吉林省卫计委曾以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按照

1.2

的总

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到

2050

年，吉林省

人口将从

2010

年的

2745

万人下降到

2000

万人以下。

辽宁省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辽宁

省总的生育率从

2000

年的

0.98

下降到

2010

年的

0.74

，远低于代际人口均衡所

需的正常更替率

2.1

。常住人口出生率同

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1

年至

2014

年辽宁省平均每年仅新出生

27

万人。

人口外流已成突出问题

外界对于东北人口问题的关注始于

2014

年。

2014

年

4

月份开始，“东北经济

失速”、“断崖式下跌”、“逃离东北” 等关

键词在网络上热闹起来， 大量学者再次

聚焦东北问题。与此同时，有学者将东北

经济失速与人口流动问题连接到一起，

一些观点也在各类媒体上广泛传播。

2015

年

1

月

3

日，英国《经济学人》

在一篇题为“东北再度告急”的文章中认

为， 东北地区面临严峻恶化的人口形势

是经济失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中引用

国内某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 东北

地区净流出

200

万劳动力。之后，国内媒

体每每提及东北人口流失都会提到 “按

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东三省每

年净流出的人口约

200

万人”。

“这其实是一种误读。 ”吉林省社科

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说，

200

万人

的数据应该是对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

结果， 是

10

年间总共流出

200

万人口，

平均每年在

20

万人左右，而不是每年流

出

200

万人。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提供的一份

研究报告也证实了孙志明的说法。 报告

显示，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

次人口普查结果， 辽宁省保持人口净迁

入发展态势，并略有增长，而吉林、黑龙

江两省人口呈净迁出态势， 且规模扩大

明显。 从整体来看，

2010

年时东北地区

人口净迁出数量达到

219

万人， 相当于

2000

年的

5

倍；从增长幅度来看，吉林

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净迁出分别增长

2

倍

和

2

倍。

由此所得出的数据结果， 看似与媒

体提及的 “东北地区人口净迁出

200

万

劳动力”基本相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

200

余万的人口净迁出， 是以现住地和

户籍登记地之间的差异推算的， 它事实

上是人口迁移在过去多年累积所形成的

规模， 报刊和网络媒体将其表述为每年

净迁出人口

200

万是不准确的。但是，如

果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该数据进行对比，

的确能够清晰地看出东北地区人口净迁

出规模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势。

从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较， 吉林省和

黑龙江省人口净迁出与安徽省、 河南省

等其他人口迁出大省相比， 其规模要小

得多，似乎人口外流问题并不严重。但从

人口密度来看，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

密度分别为

147

人

/

平方公里和

81

人

/

平方公里， 远低于安徽省的人口密度

434

人

/

平方公里和河南省的人口密度

638

人

/

平方公里。 在人口密度偏低的情

况下，人口外流规模的持续增加，人口增

长缓慢， 将对地区发展带来更为深刻的

影响。可以说，人口外流已成为东北地区

日益突出的人口问题。

追问一：

为何会形成人口困局

在东北经济出现失速之后， 东北的

人口问题开始受到空前关注。 东北的人

口困局是否因为东北经济下滑而产生的

呢？ 这需要从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两个

方面进行分析。

东北三省既是最先实行计划生育政

策，又是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的地区，因此

较早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

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

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以吉林省为例，全面

推行计划生育以来， 吉林省人口自然增

长率大幅下降。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吉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未

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

20‰

以上，下降到

1980

年的

10.12‰

，

2014

年进一步下降

为

0.40‰

，

2015

年的数据为

0.34‰

。

育龄妇女数量下降， 也是东北地区

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以吉

林省为例，吉林省育龄妇女数量从

2010

年的接近

780

万人下降到

2015

年的

700

万人左右，

5

年时间减少了将近

80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16

万人，育龄妇女

占人口的比重也从

2010

年的

28.56%

下

降到

2015

年的

25.57%

。

“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的改变，农村

生育两孩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等， 也都

是影响人口出生率出现下降的重要因

素。 ”姜国民说。

据悉， 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全

面两孩政策已经在全国开始执行， 但是

多数人考虑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成本，并

不想再生育。 因此即便实行全面两孩政

策， 东北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

增长，但是不会带来趋势性的变化。

“不管人口流出是东北经济落后的

原因还是结果， 单单考虑人口净流出规

模扩大的趋势， 东北地区为何会出现人

口净流出， 如何化解不利影响就十分值

得进行探讨。 ”杨东亮认为，“经济因素无

疑是人口流动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

根据推拉理论， 在人口可以自由流

动的条件下， 人口迁移某一地区的决策

是对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社会生活条件

进行比较的结果。 好的迁入地生活水平

是拉力， 处于劣势的迁出地生活水平是

推力，在其他推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

口实现了向更优生活条件地区的流动迁

移。 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显然受到经济

因素的影响。

“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因素，

就业发展机会和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

人口的流动。”侯建明也认为，东北地区的

就业岗位少、收入水平低是人口大量流出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些年的研究发现，流

入东北人口的收入远远低于流出人口的

收入。 另外，随着政策和外部环境的不断

宽松，人口流动的成本越来越低，也是导

致东北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

追问二：

东北如何破解人口困局

在东北振兴过程中， 影响经济发展

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机制和体制的问题，

产业结构的问题，人口流失问题等。 客观

地说， 人口流失问题并不是导致东北经

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如何处理好

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让东北经

济能够更好发展， 却是东北三省当前不

能回避的问题。

“从发展东北经济的目的出发，要高

度重视东北本地人才。”杨东亮建议，要确

保能够留得住高学历人才，就要满足人才

的发展需求和物质生活需要，东北地区应

该尽可能多的创造高薪酬工作岗位，为东

北本地人才提供有美好前景的就业机会。

在全国范围内的人才竞逐游戏中，财力有

限的东北地区胜出的几率并不大，更多的

时候是面临自有人才被挖走的窘境。 正

因如此，政府更应该转变观念，只有将有

限的财力投向于自有队伍的建设上，才能

更好保证本地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自毁

长城的挤走人才、赶走人才。

在东北的城市发展体系中， 单一产

业的专业化城市较多，产业多样化不充

分，无法为本地人口创造丰富的就业机

会和发展机会。 东北必须在丰富产业类

型上下功夫，在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的同时， 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

展，就近解决好东北非农户口个体的发

展问题。

“人们在做出迁移决策时，肯定会进

行综合比较，最终才会做出决定。 从劳动

资本理论出发， 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是

正确和必然的选择，从目前趋势看，东北

人口净流出的状况暂难改变。 ” 侯建明

说，

1980

年代，日本的一些城市就曾经出

现过持续的人口净流出， 日本政府为此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希望能够扭转这样

的局面。 但是

30

多年过去了，这些城市

的人口净流出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改

变。 中国的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一

样，希望东北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

侯建明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适

当的人口流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通过

人口流动可以给经济落后的地区带来新

的信息来源， 可以改变经济落后地区人

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和思维方式，促进这

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解决人口净流出问题的同时，如

何提高东北地区的生育率同样是一道待

解的难题。

2013

年，国家卫计委曾组织生

育意愿调查， 吉林省在明确表达理想生

育子女数量的

2365

人中，如果考虑生育

子女的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 ， 只有

15.94%

的居民想生育两个子女。

姜国民说，要想提高生育率，就需要

政府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加以解决， 这不

是人为进行劝说和做思想工作能够解决

的。 目前人们不敢生二孩的主要原因就

是因为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过高， 政府

应该想办法降低这些成本。 同时取消晚

婚晚育假， 只要是合法生育的都可以享

受优惠政策。 再有，应该出台政策让孩子

更加方便快捷地入托入学， 便于有孩子

的家庭进行照顾。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

3

月

8

日的

记者会上表示

: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

些家庭在生还是不生问题上存在顾虑，

主要集中在妇女就业、孩子照料、入托入

学等方面。 对这些问题我们相关部门正

在认真研究，要着力解决。 ”

孙宪超/制表 彭春霞/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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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口流失问题虽然不是导致东北经

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处理好人

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让东北经济能

够更好发展，却是东北三省当前不能回避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