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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共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粤东西北人口城镇化 

卢晶亮 

2016 年广东省委提出大力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

建，旨在以此为抓手，破解长期以来珠三角（指广州、深圳、珠海、

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与粤东西北地区（粤东地

区指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粤西地区指阳江、湛江和茂名；粤

北山区指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发展不平衡的难题。产

业共建的目的一方面是加速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的提升，实现产业

升级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是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加快当地人口

城镇化进程。近三年来，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逐

步上升，本地非农就业比例逐步下降，产业转移园区吸纳本地劳动

力的作用有限。粤东地区和粤西地区农村外出务工者中有 20%左右选

择本地就业，而粤北山区农村只有 10%左右的外出务工者选择就近工

作。基于上述发现，笔者认为，未来广东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应该

注重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继续大力推进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

业共建，着重发挥产业共建的就业带动效应；二是坚持推进粤东西

北地区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发挥中心城区人口集聚效应；三是加快

粤东西北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吸引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一、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 

2013 年省政府在《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

定》中，将产业园区扩能增效作为振兴粤东西北的“三大抓手”之

一。2016 年省委提出大力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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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粤东西北协调发展。产业共建的目的除了加速粤东西北生产力的

提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当地的就业

问题，加快当地人口城镇化进程。 

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对于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近

就业的作用并不明显。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5 年 2 季度至 2018 年 1 季度，全省 42 个省级产业转移园区

吸纳劳动力总量无明显增长，基本保持在 78万人左右，其中本省劳

动力数量维持在 60万左右，也无明显变化。另一方面，同时期粤东

西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逐步上升，从 2015年 3季度的 36.7%

上升到 2018年 1季度的 48.4%；而本地非农就业的比例则不断下降，

从 2015年 3季度的 16.6%下降到 2016年 4季度的 13.8%，之后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未再公布该指标。以上数据表明，产业共建对

于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的作用并不明显，大量农村劳动力

依然选择外出务工，主要是前往珠三角地区务工。 

二、粤东西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 

2018 年 7 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开展广

东千村调查，访问了全省约 3000余户农村家庭，调查内容全面涉及

村户的土地、收入、消费、就业、子女教育、农业生产、农村信贷、

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扶贫战略、乡村治理等方面，旨在为广东省

“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一手数据，为广东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相关

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在劳动力流向方面，珠三角吸纳了省内大部分农民工，粤东和

粤西地区的产业共建对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成效初显。基于

约 1400名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样本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粤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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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中有 78.5%选择前往珠三角地区务工，有 18%在

粤东西北地区务工，另有 3.5%前往省外务工。另外，分地区来看，

粤东地区外出农村劳动力中有 72.8%在珠三角务工，19.9%留在粤东

地区务工；粤西地区外出农村劳动力中有 74.1%在珠三角务工，21.8%

留在粤西地区务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粤北山区外出农村劳

动力中在珠三角务工的比例高达 88.3%，只有 10.3%留在粤北山区务

工。以上对比分析表明，随着产业共建的推进，粤东和粤西地区的

产业发展已经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形成了一定的吸纳能力，而最为落

后的粤北山区在解决当地农民就近就业的能力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在务工收入方面，留在粤北山区务工的少数当地农村劳动力因

为高收入的补偿才没有流向珠三角或省外。粤东西北外出农村劳动

力在珠三角务工月收入的均值为 3050 元，中位数为 2750 元；在粤

东西北地区务工月收入的均值为 2558 元，中位数为 2166 元；而在

省外务工月收入的均值最高，达到 4024元，中位数也最高，达到 3658

元。分地区来看，在粤东地区和粤西地区务工的平均月收入分别为

2376 元和 2391 元，而在粤北山区务工的平均月收入达到 3208 元。

总体而言，尽管粤北山区的少数当地劳动力收入较高，但当地非农

就业机会不多，对当地农村劳动力缺乏吸引力，只有十分之一的粤

北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选择在本地务工。 

三、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为了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非农就业，

加速推进粤东西北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关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坚持推进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着重发

挥产业共建的就业带动效应，政策适度向粤北山区倾斜。产业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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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就业带动效应。产业发展确

实会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如果能够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则是最理想的情形。目前看来，粤东地区和粤西地区的产业发

展已经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有 20%的当地外出农村

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而粤北山区的情况则不理想。历史上来看，

粤北山区在各方面较为落后，贫困人口较为集中，是粤东西北振兴

战略规划中的短板，产业共建政策应该对粤北山区有所倾斜，切实

提高其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二）继续坚持推进粤东西北地区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发挥中

心城区人口集聚效应。粤东西北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聚集与人

口聚集同时发挥作用。实现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才是以人

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的。目前看来，粤东西北地区各自的中

心城市汕头、茂名、韶关的资源聚集、人口聚集、辐射带动周边城

市的作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产业共建带动就业集聚，扩容提质

增强城市人口承载能力，两者共同发力才能更好的吸引粤东西北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和落户城镇，带动粤东西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

加速提升。 

（三）加快粤东西北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吸引当地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城镇。目前，广东省常住人口向珠三角中心城市聚集的

趋势仍十分明显。广东省将努力在 2020 年实现 1300 万左右的农业

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其中包括省内人口 600 万，

省外流动人口 700 万。但长期来看，珠三角各大城市，尤其是广州

和深圳两个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会有所控制，并且会吸纳相当部分

的省外流动人口。而在省内，推动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就是在粤

东西北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多个城市目前的落户政策是，合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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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满 3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满 3

年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

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广东千村调查的数据显示，粤东西

北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特征是年富力强，教育程度较高，未

婚比例较高，他们正是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也

应该是粤东西北地区人口城镇化所要重点吸引的对象。笔者认为，

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应当进一步适度放宽落户条件，鼓励和吸引当地

农民就近落户城镇，长期稳定就业，真正形成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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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

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

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

目，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 

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

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1 月，研究院“人

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

合实施的“111 计划”。2018 年 6 月，研究院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

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

划”，该联合计划由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亨利·舒

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 James J. Heckman 与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

授共同担任负责人。联合计划旨在促进双方在科学研究、数据收集、

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打造联合研究之典范，

创造世界一流之成果，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 

师资建设方面，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

生，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团队，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

生培养方面，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

士项目，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

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研究院成立三大科研机构：微观计量经济

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

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中心主

任，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中

心主任。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111 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

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双方

将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此外，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

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

项目包括：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

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

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

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

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旨在依托研究院的海归师资、专

业声誉，帮助国内学子、政府企事业人员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或

进行专业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德州 A&M 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

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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