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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口与社会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城市人口与社会发

展规律，人口要素、社会要素对城市规划

的影响。理解和掌握城市人口的定义、城

市人口分析方法、城市人口预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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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城市人口与社会要素的定义

 一、城市人口

 二、城市社会要素的定义



 一、城市人口

（一）城市人口统计的范围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地区包括城区和镇区。

（二）城市人口的定义

城市人口是指城区（镇区）的常住人口，即停

留在该城市（镇）半年以上，使用各项城市设施的

实际居住人口。



 二、城市社会要素的定义

城市社会是指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空间组织。

城市社会要素包括城市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社

会结构、城市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社会心理、社

会发展规律等，主要研究内容有：人类生态学、城

市区域的划分、城市问题、城镇化等。



第二节 城市人口与社会发展规律

 一、城市人口发展规律

 二、城市社会发展规律

 三、我国的人口发展规律探究



 一、城市人口发展规律

城市人口发展规律反映人口发展过程中

各个主要方面的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趋势，从

不同侧面反映人口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



城市人口发展规律



城市人口发展规律

人口经济规律

人口再生产规律

人口的社会变动规律

人口的地区变动规律

人口的自然变动规律



城市人口发展规律是社会规律。人口发

展过程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自然因素本身受

社会条件制约，因此，人口的发展与历史上

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密切相关。



 二、城市社会发展规律

城市社会发展规律是人类活动表现出来的社会

生活过程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社会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只能在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内实现自由。



 三、我国的人口发展规律探究

我国人口分布状态：东密西疏

出现这种分布状态的原因：

1.自然条件的差异

2.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今后的措施及对策

1.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2.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3.保护耕地，注重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4.高度重视科技因素，发展知识经济，走内涵式

扩大再生产道路，提高地区的人口合理容量。



第三节 人口与社会要素的影响

 一、人口要素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

 二、社会要素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



 一、人口要素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

（一）人口规模是决定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最基本标杆

（二）人口结构同样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三）人口和就业的空间分布是第三个重要维度



 二、社会要素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

社会要素对于城市规划最本质的影响，

在于城市发展中多方利益的互动和协调，以

此保障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整体生活品质的

提高。



城市规划中的主要社会目标包括：

一是物质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协调。

二是社会群体内部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

三是保障社会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空间。

四是改进空间环境满足精神文化需要。

五是社会与经济、生态系统的统筹发展。

六是规划制定与实施中的民主决策。



第四节 城市人口与社会的分析方法

 一、城市人口分析方法

 二、城市人口结构分析

 三、城市人口预测

 四、社会分析方法



 一、城市人口分析方法

（一）城市人口静态统计

（二）城市人口动态统计



（一）城市人口静态统计

我国关于人口统计的概念较多，包括户籍人口、

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常住人口、非农人口和农业

人口等。

1.户籍人口：指在当地公安派出所登记户口的

人口。



2.流动人口：一般是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

他地方居住一定期限（一般有半年以下、半年以上、

一年以上几种分法）的人口。流动人口可以分为流

入人口和流出人口。

3.暂住人口：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该地区暂

时居住一定期限的人口。

4.常住人口：指实际居住在某地半年以上的人

口。



（二）城市人口动态统计

1.自然增长

自然增长是指人口再生产的变化量，即出生人数与死

亡人数的净差值。通常以一年内城市人口的自然增减数与

该地城市总人口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的千分率表示其增

长速度，称为自然增长率。

自然增长率＝ ×1000‰
年平均人数

本年死亡人口数本年出生人口数



2.机械增长

机械增长是指由于人口迁移所形成的变化量。即一定

时期内，迁入城市的人口与迁出城市的人口的净差值。机

械增长的速度用机械增长率来表示，即一年内城市机械增

长的人数与年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的千分率。

机械增长率＝ ×1000‰
年平均人数

本年迁出人口数本年迁入人口数



 二、城市人口结构分析

（一）年龄结构

（二）职业结构

（三）家庭结构

（四）空间结构



 三、城市人口预测

（一）综合增长率法

（二）时间序列法

（三）增长曲线法

（四）劳动平衡法

（五）职工带眷系数法



（一）综合增长率法

Pt=Po（1+r）.n

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Po——预测基准年人口规模

r——人口综合年均增长率

n——预测年限（tn-to）



（二）时间序列法

Pt=a+bYt

Pt——预测目标年末城市人口规模

Yt——预测目标年份

a、b——参数



（三）增长曲线法

Pt=

——城市最大人口容量

n——预测年限（n= t-to ，to为预测基准年份，

t为预测目标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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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平衡法

主要是建立在“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

动”的基本原理、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以及相互

平衡的原则基础上，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基

本人口数和劳动构成比例的平衡关系来确定。



（五）职工带眷系数法

根据新增就业岗位及带眷情况预测城市人口。

规划总人口数＝带眷职工人数×（1＋带眷系数）

＋ 单身职工



 四、社会分析方法

（一）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法

（二）社会指标分析法

（三）常用社会指标



（一）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法

社会影响评价应用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

是研究的主要依据为指标资料的数理分析方法，

也称技术性评估。另一类是利用大量的社会调

查作为评估判断依据的定性分析方法，也称参

与性评估。



（二）社会指标分析法

社会指标是研究社会发展各要素的现

状、发展趋势和发现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

重要量化手段，最早为美国学者提出，旨

在研究通常不易于定量测量或不属于经济

学家专业范围的领域。



（三）常用社会指标

1.关于社会组织系统的指标

2.关于社会文化环境的指标

3.关于主观评价的指标



1.关于社会组织系统的指标:基本人口

特征、人口素质水平、社会结构、外来人口

状况、社会公平、行政效率与城市政策、社

会组织能力、公民意识。



2.关于社会文化环境的指标：社会投

资水平、物质生活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社

会安全与治安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整合、

社区建设。



3.关于主观评价的指标：城市环境评

价、公共设施的供给和可达性评价、城市生

活的现状问题评价、公共事业的发展状况评

价、整治和社会氛围评价、地方归属感。



本章小结

 第一节 城市人口与社会要素的定义

 第二节 城市人口与社会发展规律

 第三节 人口与社会要素的影响

 第四节 城市人口与社会的分析方法



本章思习题

 1.城市人口的概念。

 2.辨别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常住人

口的含义。

 3.自然增长的概念、自然增长率的计算。

 4.机械增长的概念、机械增长率的计算。

 5.城市人口预测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讨论

 1、以你的家乡为例，分析我国农村人口流

动的现状及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