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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圳市城市化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是作者罗彦在对城市化理论回顾的基础上，辨析了外延式城市
化和内涵式城市化的特征。通过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景观城市化和人居城市化四个方面，构建
内涵式城市化的分析框架，并总结了包括政府、市场和民间三方面的深圳城市化动力。特别是针对目
前研究相对不足的民间驱动力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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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1.2人口政策改革 （1）对外人口政策吸引大量国际人才，提高了人口素质 对于境
外管理人员实行灵活入境手续，给港澳同胞、华侨、外籍人士来往特区提供尽可能多的方便。港澳同
胞、华侨进入特区，可凭特区通行证或港澳身份证验证放行，免予登记；外籍人士到特区旅行或办理
业务停留7天以内的，可免办入境签证手续，经常来往的可办理一次签证、多次有效的手续。要求罗
湖口岸延长关闸时问，并逐步做到24小时都开放通行。并对于在深圳购买住宅、投资办企业的港澳同
胞、华侨和外籍人士，允许乘私家车出入。如招商局工作人员来往当时蛇口工业区，在办理入境手续
上面可以从简，并可以一次办理3个月多次往返的有效签证。灵活的对外人口政策为深圳吸引大量外
籍人才参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人口素质。 （2）对内人口政策吸引
了大量人口，满足特区经济发展需求 特区早期，对工业区所需工人，由招商局提供用人计划，提前1
个半月送省劳动局，由省劳动局向全国进行人员调配和调动。在1983年，政府改革了劳动工资制度，
建立合同工资制度，企业根据需要自行招聘和解雇职工，并建立了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相
结合的工资制度，大大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984年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
理暂行规定》，开始办理特区居民证和暂住证，加强特区居民管理。1987年举办了首届深圳劳务交流
会，开始人员招聘制度。1992年深圳市出台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在赞助人员中选调（招）干部工人
条件的规定》，用于调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使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比例趋于合理。1993年又
取消干部和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动员大会。2000年，拥有有效暂住证相互往来深圳、
珠海不需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这一时期的人口政策改革，为深圳快速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就
业人口，二线关的放宽，为大量高素质人才进入特区工作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伴随着深圳高新技术的
快速发展。2006年开始，深圳实行了新的居住证管理办法，外来非深圳户籍人口统一办理居住证，并
享受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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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圳市城市化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认为民间力是政府力和市场力的重要补充，主要承担了纽带、
补充、提升和促进作用。政府力、市场力和民间力相互交织和作用，构成了深圳城市化特征的综合机
制。而这三个力是通过引导调控、集聚分散、制约参与等空间过程来构建城市化的规模、结构、分布
和质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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