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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城规划人口预测研究 
— — 以昌平新城为例 

李 娟 ， 王大伟 ， 鲁 奇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101) 

摘要：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对各新城的功能定位，利用年龄移算法、考虑未来经济增长 

速度及劳动力需求等 ，对北京城 市规划重点建设 的新城之一一 昌平的人 口规模进行 了预测研 究。结果 

表 明，自然增长情况下，昌平人 口呈现下降趋势 ，由2000年的 51．5万下降到 2020年的 48．9万；但随着 

北京城 市中心区人 口和产业的转移 ，昌平在疏解 中心区职能方面将发挥 巨大作用，其人 口总量必将大幅 

度 增加 ，机 械增 长是 未 来 昌平 区人 口总 量增长 的主要 原 因。预 测 分析 ，2000～2020年 ，昌平 区机械 增 长 

人 口总量预 计在 52～63万人 ，2020年 ，昌平 区人 口超 过 100万 。在 人 口大规 模 增 长 的情 况 下 ，需要 采 

取 一 定措 施 ，满足 新增 人 口用 水用地 的 需求 ，实现人 口的顺 利转 移 ，保证 其 对 昌平 新城 对 北 京 中心 城 区 

职 能 的 分 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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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Prediction for New Town Planning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 — A Case Study of Changping New Town 

LI Juan ，Wang Da—wei ，LU Qi 
(1．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P．R．China；2．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P．R．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the new towns in General Planning for Beijing Municipality(2004— 

2020)and the condition of fu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force demand，this paper makes a population prediction of 

Changping using edge—glide algorithm、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population amount will decline under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from 5 1 5 thousand in 2000 to 489 thousand in 2020．Along with the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transfer from center 

of the municipality to outer district，the new town will have strong impact on function remission of the central city area 

and the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rapidly in Changping．It is predicted that there will be increase of 520—630 thousand in 

Changping from 2000 to 2020．So it§important to take measur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allevi- 

ate the function of city zone． 

Keywords：population prediction；Changping；city planning 

空间发展战略是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理的城镇空间布局有利于增强城市的竞争力。20 

世纪60年代末，世界许多城市为保持或追求国际经济 

中心的地位，纷纷提出以国际城市为战略目标的城市 

发展规划。其中，在中心城市周边建设新城成为大城 

市空间规划的重要战略之一，通过新城建设来实现城 

市在空间上的有序发展，避免城市规模过大所产生的 

交通拥阻、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强调实施以 

新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通过重点突破、有 

序推进，有助于构筑大型国际中心城市的空间发展体 

系。新城规划建设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城是北京“两轴一两带一多中心”(图1)城市空 

间结构中两个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是承担疏解中心 

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的重点地 

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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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不意图 

(71自《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 

昌平新城作为北京总体规划建设的新城之一，是 

北京西部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据总体规划对新城的 

职能定位，昌平是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产业基地，引导 

发展高新技术研发与生产、旅游服务、教育等功能，人 

口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人口规模 

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基础，人口结构亦影响经济发展，对 

人口状况的把握也是制定相关政策如社会保障政策、 

教育政策等的基础。昌平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是北京新城规划建设中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 

1 巴黎新城规划对昌平新城规划人口战略的 

启示 

以巴黎区域规划为例，在城市职能疏解中，巴黎通 

过规划建设九座新城，向外围地区疏散中心区过于集 

中的人口，并对自发形成的郊区进行重整，新城作为郊 

区的“中心”，为周边居住区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商 

业娱乐设施。就其新城人口情况看：在规划中强调新 

城的就业功能，以经济的发展吸引带动人口的转移，同 

时，为保证职住平衡，增强新城吸引力，就近满足郊区 

居民工作需求和生活需求，新城功能都较为综合。 

借鉴国外，昌平新城人口发展战略应重点关注两 

个方面： 

1)新城人 口发展既要考虑承接北京中心城区人 

口的转移，同时也要积极吸纳新城周边地区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与人口，充分发挥其作为北京西部发展带重 

要节点的作用。 

2)以经济发展为支撑，寻求人口的职住平衡，新 

城建设既要考虑吸纳中心城区人口，也要积极吸引中 

心城区产业的转移，尽量实现人口的职住平衡。 

2 昌平区人口预测 

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作为北京城区的边缘集 

团(目前，北京中心城区周边有 10多个重要的住宅密 

集区，这些住宅区内主要居住来自北京市中心城区的 

人口，称为边缘集团)，其市政设施规划建设纳入到市 

区统一规划中，不作为昌平的一部分。故昌平区人口 

规模预测不包含这两个边缘集团的人口。 

2．1 资源环境承载力 

寻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和区域 

规划需要考虑的问题(陈成鲜等，2002)。从绿色生态 

空间和水资源角度估算昌平区人口承载力。 

绿色生态空间人口承载力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生 

态空间用地比、昌平平原区面积及人均绿色生态空间 

面积估算。北京平原总面积约为6 400 km ，为保证良 

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中至少应 

保证 3 500 km 的绿色生态空间用地。昌平平原面积 

约为540 km ，作为未来北京重要的生态屏障，其绿色 

生态空间用地应在250～300 km 以上，按人均200 m 

的绿色生态用地估算，昌平区绿色生态空间人口承载 

力在 125～150万人。昌平全区多年平均地下水可开 

采量为 1．9亿 m ，加上地表水，全区多年平均可利用 

水资源量为2．13亿 m 。以当前北京人均 250 m 的 

用水量估算，昌平区水资源承载力仅在85万人左右。 

2．2 人口规模预测 

2．2．1 自然增长情况下的人口规模 人口预测的模 

型很多。在掌握现状人 口规模以及年龄结构的情况 

下，采用年龄移算法预测人口规模具有较高的精度。 

在此，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考虑昌平区目 

前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育龄妇女生育率等因素，利用 

年龄移算法，按照5年为组距，预测自然增长情况下昌 

平区未来人口规模。 

该方法将人口看作时间的函数，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口的年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转组。在一定死亡率水 

平条件下，人口的年龄在其不断地转组过程中，人口数 

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其基本表达式如下： 

P川(⋯)=P (1)S (1) 

按照 5年为一个年龄组，上述表达式转化为： 

P +5 +9(1+5)=P +4(f)S +4 (2) 

对于中0～4岁年龄组人 口则根据各年龄组妇女 

生育率进行计算，公式为： 
2 D ● p  

P )=5Js ，∑ (3) 
口l 二 

以上公式中，P 为特定年龄组的人口总数，Js 为 

对应特定年龄组的存活率，P 为特定年龄组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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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3总数，．s 为对应特定年龄组女性的存活率， 为 

对应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 为生育子女的性别系数， 
一

般男性为0．515，女性为0．485。 

据此对昌平区人 1：3进行预测(表 1)，自然增长情 

况，昌平区人口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当前昌平区 

人口现状及我国的人口政策密切相关。2000—2020 

年，昌平总人 口由 51．5万下降到 48．9万左右。到 

2020年，昌平少年人口(0—14岁)2．9万人，经济活动 

人口(15～64岁)37．7万人，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 

8．3万人。 

表 1 自然增长情况下昌平2000—2020年人口规模预测／万人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总人口 51．5 51．5 51．2 50．3 48．9 

0—14岁 6．9 5．2 4．6 3．7 2．9 

15—6_4岁 41．0 41．7 41．2 4o．0 37．7 

65岁及以上 3．6 4．6 5．4 6．5 8．3 

注 ：2000年人 口数据 来源于昌平 区第 五次人 口普查 。 

2．2．2 人口总体规模预测 在 自然增长情况下人口 

规模预测的基础上，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合理劳动参与 

率、适度失业率、就业弹性系数、带眷系数、劳动力供给 

及需求等预测昌平区人口总体规模。 

1)未来昌平人口增长的主要影响因子分析 

(1)经济增长速度(V)。近些年来，昌平区 GDP 

增长率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十五”期间，其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2％。预计未来 5年内，昌平区 

GDP仍将在奥运会经济及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 

带动下而迅速增长，乐观估计 2010年前昌平区 GDP 

增长率维持在 16％ ～18％的高速增长水平，之后其经 

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根据昌平区规划远景目标，预计 

2010～2020年昌平区GDP增长速度大致 10％左右。 

(2)劳动力参与率(．，)与失业率( )。劳动年龄人 

口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全部需要就业。劳动力参与率 

代表了人口参加社会劳动的程度，反映了劳动力资源 

利用情况。发达 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一般保持在 

65％ ～70％之间，且呈下降趋势。我国的劳动力参与 

率高于世界上一般国家水平。“失业率”是指全体劳 

动年龄人口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且尚未找到合 

适工作的人们所占的比例。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在 

经济活动中保持适度的失业率，能够激励在职者的劳 

动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活跃经济。按照 

国内外发展经验来看，失业率控制在 5％为适度 J。 

2000年以来，北京劳动参与率在 80％左右，实际失业 

率估计在7％左右。假定到 2020年，昌平区失业率控 

制在5％的合理水平，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到75％左右。 

3)就业弹性系数(F)。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重 

化工业时代，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数据计算，“九五”期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仅为 

0．11。然而，由于第三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特 

别是服务型产业，因此其就业弹性系数相对较高。 

2003年，昌平区就业弹性系数为0．24，当前，在奥运场 

馆和昌平新城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及现代制造业 

的发展的情况下，昌平区就业弹性系数有望在短期内 

维持较高水平，之后(2010年)随着技术资本替代作用 

的加大，其就业弹性系数可能下降，假定到 2010年之 

前，经济快速发展期，就业弹性系数为 0．25，2010～ 

2015年，产业发展及城市功能逐步完善期，就业弹性 

系数为0．18～0．22，2015～2020年，随着技术水平的 

提高，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4～0．18。 

(4)带眷系数(E)。昌平区现状暂住人 口带眷系 

数约为0．5—0．6，随着产业的发展及城市功能的完 

善，带眷系数会有所提高，借鉴南京六合区人口规划与 

规模预测(带眷系数确定为0．6) J，假定未来昌平区 

暂住人口带眷系数为0．6。 

2)计算步骤 

根据以上确定的系数，计算过程如下： 

经济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是人口增长特 

别是机械人口增长的支撑和依据，人口规模预测从经 

济发展及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根据以上系数确定人 

口总量： 

(1)未来昌平常住人口(T)包括 自然增长情况下 

现有人口数量(N)、机械增长人口(M)和计划型增长 

人口(P)(主要是高教园区师生)。 

T ： N +M + P 

(2)机械增长人 口( )在 自然增长劳动供给量 

(S)、劳动力总需求量(D)、带眷系数(E)等基础上计 

算。 

M =(D —S)(1+E) 

(3)自然增长情况下劳动供给量(S)为自然增长 

情况下的经济活动人口(15—64 岁)(H)与劳动力参 

与率(1，)的乘积。 

S =nJ 

(4)劳动力需求总量(D)则是在现状劳动力(A： 

2000年昌平区劳动力需求约 30万)基础上，结合一定 

阶段经济增长速度(V)、就业弹 眭系数(F)、失业率 

(L)计算。 

D =A(1+F ) ／(1一L) 

式中：T为时间变量，以2000年为0，之后每年递加 1。 

3)高教园区 

此外，未来昌平作为北京重要教育功能区，随着以 

沙河为主的高教园区的建设，昌平在校大学生成为昌 

平人口的重要组成部门，这一类人口的增长具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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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2中计划型增长部门)。根据高教园区规划，预 

计到2010年，新增高教园区人 El 6万左右，2015年， 

达到 l0万左右，2020年，达 l3万左右。 

综上，预测计算的2000—2020昌平人El总体规模 

如表 2。 

表2 2000—2020年昌平常住人口总体规模预测(／Y／人) 

机械增长人口 

劳动力机械增长 一 一 l3～l6 l7～23 24～3l 

带眷系数 一 一 0．6 0．6 0．6 

机械增长人口 一 一 2l～26 28～37 39～50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昌平区人 口的自然增长总量将呈现明显的下 

降趋势，由2000年的51．5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48．9 

万人 ； 

2)机械增长是未来昌平区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 

原因。伴随着北京市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产业的向外扩 

张和转移，昌平区将成为吸引未来人 口和承接市区人 

口的重要地区。经过预测，2000～2020年，昌平区机 

械增长人口总量(包括高教园区部分)预计在 52—63 

万人。2020年，昌平区人口超过 100万。 

3．2 建议 

1)进一步完善城市人口政策，引导人口规模合理 

发展。根据对昌平区人口的预测，未来昌平人口增长 

的主要原因为机械增长。因此，应重点结合昌平区作 

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与生产基地的定位，以适 

应未来高新技术产业、教育文化科研及公共管理等行 

业集中于这个地区而产生的就业人员素质的要求。制 

定利于人口结构优化的政策体系，以充分的就业潜力 

吸引较高素质的人口。 

2)完善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满足人 口发展需要。 

首先要加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以轨道交 

通等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交通体系，方便与中心城区的 

联系。其次要完善供水、供电、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 

满足总量高速增长的人口的日常生活需要。其三，积 

极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事业，加强对吸纳 

中心城区等聚集区的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较多 

地实现休闲娱乐的本地化，缓解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 

压力。 

3)根据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分析，水资源是未 

来昌平区人口增加的重要限制因素，所以需要采取各 

种措施、尤其是通过跨区域调水来满足新增的大量人 

口的用水需求。即使按照人均250 m 的较低水平，昌 

平区仍需调入5 000万到1亿m 的水。2007年南水 

北调工程建成通水后，可以每年向北京供水 l0亿 m ， 

为此，给与昌平的用水配额应不低于总量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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