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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顾了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分析了南通市社会与经济发展状态，人口老龄化现状，人口负

增长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近20年我国各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表明，

南通人口经济发展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南通大力发展交通、调整产业结

构，迅速融入长三角的发展；积极开发劳动力，发展本地高科技产业。这表明，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

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结合本地特色进行制度创新，积极开发人才资源，经济发展也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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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assic theory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reviewed. The social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Nanto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negative popula-
tion growth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
ment were analyzed.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shows that the population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of Nantong has taken a different path. In the case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Nantong has vigorously developed transportation and rapidly integrat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actively developed labor force and developed local high-tech indus-
tr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f we persist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ctively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eco-
nomic development can also maintain a certain degree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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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是我国人口规模低增长情况下持续向负增长态势转变的一年，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

2021 末年山东省常住人口 10,170 万，2021 年内出生、死亡人口分别为 75.04 万、74.83 万，人口净增长

2100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0.02‰ [1]。自新中国成立 72 年以来，江苏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中国人

口负增长可能将提前于 2029 年前到来，与之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供给减少、养老负担

加重、劳动力结构性老化。那么，中国是否会出现经济停滞的局面、能否实现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呢?
学者持续关注着人口负增长，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2. 文献综述 

2.1. 理论研究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关心的重点。经典人口论认为，一个人从出生

到死亡都要消费，仅在青年和中年，才有劳动能力。人作为消费者是绝对的，而作为生产者是相对的。

于是强调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人口少可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率。

如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资源的减少，不利于经济增长。人手论认为，人既要消费又要

创造财富，人多消费多，但生产更多。一生中人所创造的价值一般大于其消耗的价值。然而，并不是所

有年龄段都能创造财富，于是出现了人口红利说。人口红利学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大，

人口的经济行为、经济贡献和需求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会有显著差异，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决定了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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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人口健康水平不一、人的受教育程度不一，劳动年龄比例不能说明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

于是有了人口素质学说。其认为，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提高人口素质，人口素质决定经济发展程

度。然而，培养和需求不对口，大量大学生培养出来以后，无缘所学专业，进入外卖、快递等无关行业。

人脑论(人才论)认为[2] [3]，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不是某自然资源，而是人的头脑中的智力资源；就某一

资源而言是有限的；但任何一种资源都是可替代的，如果有了创新体制和机制，提倡多元化、充分发挥

人的智力优势，就能找到替代资源。人脑论不仅主张加大对人力智力投资，发挥人的创造性，而且要求

进行体制和机制改革，以人为本，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因此也被称为“制度红利”。制度红利

可以进一步影响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技术进步作用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

的重新组合以及组合方式，最终实现制度红利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4]。制度创新安排加上充分的人力资

源开发利用，可大幅度提高经济产出。 

2.2. 不同社会对人口和资源的看法 

农业社会中“人口论”是把人口看作负担，将土地当作唯一资源，资源有限而固化，人仅作为消费

者而存在；工业社会中“人手论”是把人作为机械性的劳动力，强调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一旦

遇到灾荒或战争，老人孩子就成为多余的；后工业社会崇尚的是人口红利和人口素质论，强调劳动年龄

人口的占比，强调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本身，脱离了环境因

素，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信息社会中“人脑论”、“人才论”或“政策红利”，其理论认为人的思想

和行为可以能动地改造社会，将人看作资源创造者。“人脑论”不仅与个人的文化科学素质有关，更重

要的是与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设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及其一系列的

配套社会政策，那么所有制、土地问题和就业岗位就会限制社会发展，劳动力就业、城市化和市场经济

发展，我国经济不可能成长为全球经济第二。所以，人脑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红利，只有解放思想，才

能解放生产率，提高生产率。 

2.3. 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 

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是什么，以及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

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度不一，社会环境对人的承载差异极大。人口论强调人的消费、人手论注重人的生

产、人口红利强调年龄构成比例、人口素质注重文化水平对社会的影响，这些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同时

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将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工具。唯有人脑论，提倡以人为本，提倡多元化和制度创

新。文革前期，我国城市就业岗位有限，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不得不“上山下乡”；文革后，通过改革开

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发了多种就业模式，城镇吸纳了大量的回城青年。如今，城市普遍出现

劳动力短缺、出现用工荒。经济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经济形成的较高生活水

平，生活成本上升，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人们进而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方式，造成人们生育意愿下降。

以往，总认为资源是有限的，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淡水资源等，随时间越来越少。实际上资源可分，

再生资源和非再生资源。再生资源是在人类参与下，可重新产生替代资源，包括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如

太阳能、空气、雨水、风和水能、潮汐能等；也包括生物资源，如土地、森林、草原、动物。再生资源

可以不断开发而增值，如地理交通资源、信息资源、就业岗位资源、人脑资源等。有些资源可以实行替

代升级，以燃料能源资源为例，原来以柴草木材为主，后改为煤炭，改为煤气、天然气、石油、电力，

现在又发展为油页岩、油砂、生物质、氢能、太阳能等。淡水资源也类似，废水处理、空气凝水、海水

淡化，滴灌技术又使农业用水量减少，淡水资源增加。方法总比困难多，人力资源是无限的。本文仅以

江苏南通为例，以实证方式探索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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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通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南通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与长江交汇处、长江入海口北翼，与上海市隔江相望，属长江三角洲冲积

平原，南通是江苏唯一同时拥有沿江、沿海深水岸线的城市。2020 年全市陆域、海域面积分别为 8001、
8701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 762.5 万人，辖 3 市 1 县 3 区，有 1 个国家级高新区、4 个国家级开发区和 1
个综合保税区。南通集“黄金水道”与“黄金海岸”于一身，江岸、海岸线长分别 166 千米、206 千米。

南通拥有 5A 级濠河风景区，环濠河建成各类博物馆 20 余座。作为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

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的南通，拥有两院院士 47 人；世界体育冠军 21 人，其中奥运冠军 7 人。 
南通市是苏中经济第一大市。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10036.3 亿元(2021 年为 11,027 亿元，

年增 9.87%)，在省内仅次于苏宁锡，为江苏第四、全国第 21 名。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占 4.57%、

47.5%、47.9%。人均 GDP 为 12.99 万元(2021 年为 14.27 万元)。2020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608 元，

比 2019 年增长 5.7%。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28.9%、30.4%。城镇、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

别是 52.2、68.4 平米。南通市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发展。 

3.1. 南通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 

南通的计划生育工作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70 年代开始调整和充实计划生育领导机构，首次

提出“晚稀少”生育政策。1986 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南通市如东县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红

旗单位。自 90 年代后，南通市委、市政府实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南通市出生率始终低迷，人口老龄化严重[5]。 

3.1.1. 南通人口老龄化 
南通是苏中人口第一大市，人口数量在江苏仅次于苏州、南京和徐州市。2020 年 11 月南通市 60 (65、

8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 231.9 万(175.1 万、39.8 万)人，高居江苏榜首。南通百岁常住老人 1236 人 1，仅

次于徐州 1267 人(表 1)。南通是江苏，也是全国首个进入超少子化–超高龄化(双超)社会的城市，预计比

全国提前 19 年进入超高龄化社会。2020 年南通 15 岁以下少年儿童人数比重为 10.90%，为江苏省 13 市

之最低。南通是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全国 33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七普中有 44.3% (149 个)
城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65+, >14%)，其中有 3.3% (11 个)城市已经进入超老龄化阶段(65+, >20%)，南

通、泰州分别位列全国第一和第三[6]。2020 年南通、泰州、扬州和盐城四市成片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这

些超高龄化区域涉及常住人口 2352 万，占江苏人口的 27.8%；区域面积 3.78 万平方千米，占江苏总面积

的 35.3%。南通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研究，对于全国人口老龄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Table 1. Aging status of 13 districted cities in Jiangsu, November 2020 
表 1. 2020 年 11 月江苏 13 个设区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绝对数量，万人；人 相对比例，%；1/10 万 

 60+ 65+ 80+ 100+ 60+ 65+ 80+ 100+ 

江苏省 1850.5 1372.7 275.3 9075 21.8 16.2 3.25 10.71 

南京市 176.8 127.6 26.2 1110 19.0 13.7 2.82 11.92 

无锡市 147.4 109.4 20.4 650 19.8 14.7 2.74 8.71 

徐州市 177.2 133.7 28.0 1267 19.5 14.7 3.08 13.95 

常州市 105.6 78.5 14.5 408 20.0 14.9 2.76 7.73 

 

 

12020 年底户籍人口统计中，全省百岁老人 7763 人，其中南通市 1722 人超过徐州市 9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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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苏州市 216.9 159.2 31.6 815 17.0 12.5 2.48 6.39 

南通市 231.9 175.1 39.8 1236 30.0 22.7 5.15 16.00 

连云港 93.8 67.3 12.7 467 20.4 14.6 2.76 10.15 

淮安市 103.9 74.8 14.7 573 22.8 16.4 3.23 12.58 

盐城市 183.3 133.4 26.1 665 27.3 19.9 3.88 9.91 

扬州市 118.6 91.2 16.9 430 26.0 20.0 3.70 9.43 

镇江市 75.6 56.2 9.8 267 23.6 17.5 3.07 8.32 

泰州市 127.5 99.3 20.4 550 28.3 22.0 4.53 12.19 

宿迁市 92.6 67.6 14.7 533 18.6 13.6 2.95 10.69 

*百岁老人的人口比例单位为每 10 万居民对应的百岁老人数；60+中的“+”是指 60 岁及其以上人口，余类似；后表

同。 

 
2000、2010、2020 年南通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分别为 93.5 万、120.2 万、175.2 万人；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比重相应为 12.4%、16.5%和 22.7%，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皆处于江苏省首位。2000~2010 年、

2010~2020 年南通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2.55%、3.84%，远高于当地同期常住人口增

长速度(−0.30、0.58%)。 

3.1.2. 南通人口负增长 
南通人口负增长虽有人口迁出，但更多的是由于老龄化导致的人口负增长有关，属于内生性人口负

增长。 
1) 粗出生率连续创新低：自 1996 年起南通人口粗出生率就开始稳定低于 10‰，早于江苏全省 5 年。

2002~2010 年南通市出生率持续 9 年连续低于 7‰，比江苏省平均低 2 个以上千分点。生育政策的调整对

南通生育影响很小。2013 年国家生育政策由“双独”调整为“单独”，次年南通出生率仅由 7.1‰增长

到 7.5‰。2015 年江苏完全放开两孩生育，次年南通出现出生峰值(8.5‰)，接着连续数年出生率下降，2021
年低达 4.5‰。 

2) 死亡率稳定提高：老龄化导致南通人口大量死亡。2012年以后南通市人口粗死亡率持续超过 8‰，

2017 年后粗死亡率竟然接近或超过 10‰，而江苏全省一直稳定在 7‰以下。 
3) 自然增长率转负并加速：从 2002 年开始南通年死亡人口超过年出生人口，持续进入人口负增长。

2010 年前，人口负增长率低于 1.8‰。2017 年后，人口负增长超过 2.0‰，2020、2021 年人口负增长率

分别超过 4.0‰、5.1‰。 
人口负增长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 年南通市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分

别由 490.4 万，下降到 2010、2020 年 480.1 万、456.6 万；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劳动力减少了 2.09%，年

均减少 0.21%；第二个十年加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 4.90%，年均减少 0.50% (表 2)。15~64 岁南

通市劳动年龄人口 2000、2010、2020 年分别为 527.8 万、530.7 万、513.3 万。15~64 岁劳动力下降明显，

尤其在 2010~2020 年间。 

3.2. 南通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 

2020 年年底南通市户籍人口为 756 万，2000 年南通户籍人口数量曾达最大数量(785 万人)后，连续

20 年缓慢下降，2021 年下降到 752 万，回到 35 年前(1985 年)户籍人口水平，目前还在持续下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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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hange of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Nantong 2000~2020, % 
表 2. 2000~2020 年南通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 

 15~59 岁 15~64 岁 

 10 年变化 年均变化 10 年变化 年均变化 

2000~2010 −2.09 −0.211 0.56 0.056 

2010~2020 −4.90 −0.502 −3.29 −0.334 

2000~2020 −6.89 −0.356 −2.75 −0.139 

 
2020 年南通市常住人口为 773 万人，1990~2010 年出现连续 20 年人口负增长，2020 年仅比 30 年前增加

了 5.66 万人。2000~2020 年 20 年间，南通市户籍人口呈现负增长，人口年均下降 0.188%。而南通经济

出现快速增长态势，国内生产(GDP)总量从 2000 年的 721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0,036 亿元，20 年增长

13.92 倍，年均增长 14.87%，2020 年成为我国第 21 个进入万亿元的城市。南通市人均 GDP 从 2000 年的

0.92 万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2.99 万元，20 年增长了 14 倍多，年均增长率达到 14.2% (超过同期省均水平

13.1%)。同时，人口负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南通市第一产业产值比例从 2000 年的 18%下降到

2020 年的 4.6%，第三产业产值从 2000 年的 32%上升到 2020 年的 48%。这说明，人口负增长情况下，

劳动力减少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政策调整，达到减员增收的目的。 
人口负增长情况下的经济增长。2000~2021 年南通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与 GDP、人均 GDP 呈现显著性

负的线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738、−0.722；n = 21)。自然增长率每下降一个千分点，南通市 GDP
平均将上升 1739 亿元，而人均 GDP 增长 2.27 万元人民币，其间决定系数分别为 0.545、0.522 (n = 21)。
这说明南通 GDP (人均 GDP)增长过程中，有 54.5% (52.2%)的变异可通过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所解释。 

人口负增长伴随着产业劳动力结构调整。1993 年南通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例低于 50%，产业呈“一

二三”结构；2004 年二产从业人员(39.4%)超过农业从业人员(36.6%)，成为南通的支柱产业，转变为“二

一三”产业构成；2006 年服务业产业人员比例(33.4%)，超过农业从业人员比例(24.1%)，从而出现了“二

三一”产业构成，2014 年工业从业人口比例达到最大(46.3%)，并开始下降；2020 年服务业从业人数比

例(43.2%)超过工业从业人员比例(42.0%)，从而出现“三二一”产业构成，伴随着人口负增长，南通市已

顺利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 
南通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近 26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南通市第一产

业、第三产业人口变化有着很大影响。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有利于第一产业(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同时有利

于第三(服务业)产业人数比例上升(城市化)。其间的线性相关系数高达 0.8054、0.8197 (n = 26)，自然增长

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则第一产业人口减少 5.7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增加 3.54 个百分点。人口

增长率变化，造成农业、服务业人数比例变化，其间决定系数分别为 0.6486、0.6720，这说明农业及服

务业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有 64.8%、67.2%可认为是人口负增长的贡献。 

3.3. 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发展 

陶涛等采用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和世

界银行数据(World Bank Open Data)，以俄罗斯、波黑、匈牙利、立陶宛、德国和日本等六个国家为例，

考察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劳动参与、技术进步和固

定资产存量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和异质性。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的新阶段，其人

口、经济互动关系很可能与以往人口正增长时代的规律不同[7]。人口老龄化通过减少劳动力数量，优化

了制造业内部资源配，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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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南通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呢。2000~2010 年，及 2010~2020
年全国 31个省区市的情况分析发现，我国各省区市人口增长率与 GDP、人均 GD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人口增长速度快、则经济发展好，尤其是 2010~2020 年。即快速人口增长推动了社会消费、促进了生

产，拉高了经济发展速度。仅在 2000~2010 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与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表
3)。这也说明人口增长率与 GDP 的关系，强于其与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的关系。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average annu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average annual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表 3. 我国 31 个省区市年均人口增长率与年均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 

 时段 n GDP 年均增长率 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 

人口年均增率 

2000~2010 31 0.154 −0.491** 

2010~2020 31 0.601** 0.350* 

2000~2020 62 0.380** 0.101 

*表示显著性水平 α为 0.05 时相关显著；**表示显著性水平 α为 0.01 时相关显著。 
 
2010~2020 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常住人口数量年均下降了 0.204%、0.552%和 1.881%，但地区 GDP

总值年均上升了 6.10%、6.74%和 5.13%；人均 GDP 年均上升了 6.32%、8.07%、6.99%。这说明了人口

下降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及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GDP 及人均 GDP 仍可能继续增加。 
综合以上，说明南通在人口高龄化、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经济仍能够持久发展，在全国或全

世界都存在如此现象，但并不普遍。短期来看，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是温和的，如果能实现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效率有效提升，进而替代劳动力规模缩减的不利影响，那么便依然能够保持经

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人口负增长对总消费需求和经济产出能力终会产生不利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将是消极的[8]。 

4. 政策建议(引领) 

南通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在人口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南通人口负增长程度

较低，仅是“人口零增长”的继续；其次，南通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利用地理优势，抓住了政策红利，

通过产业调整，发展交通运输，降低和上海通行速度，从而赢得了融合长三角、发展经济的机遇。 

4.1. 要想富先修路——发展交通、融入长三角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和沪苏通铁路、盐通铁路建成通车，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开工建设，

南通新机场选址正式获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稳步实施。深化改革和双向开放，以产业链接、功能协同

为重点，南通加快与上海、苏南实现交通一体化、生活同城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功能协同，发展理念、营商环境，构建与苏南比肩的发展生态，打造跨

江融合典范。2020 年 6 月南通西站建成，2020 年 7 月张家港至南通通州的“沪苏通长江大桥”通车。为

南通跨江联动，融入苏南、接轨上海创造了绝佳机遇。同时，沪通高铁开通运营，沿途停靠张家港、常

熟、太仓等城市，南通至上海间的铁路通行时间从 3.5 小时左右压缩到 66 分钟。铁路缩短上海与南通及

苏北地区的通勤时间，增强上海中心城市辐射的接受能力，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2020 年年

底盐通高铁通车运营，2021 年 11 月国家批复北沿江高铁。此外，南通规划建设空铁枢纽获批，以“南

通新机场 + 北沿江高铁”建设“轨道上的机场”，目标为长三角北翼重要航空港、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

骨干机场。南通新机场规划建设，和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共同组成上海航空主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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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 

随着南通交通运输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网上批零业、服务业中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收都有大幅度增长。南通市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电

子器件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同时，顺应结

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新兴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等发展较快[9]。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南通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聚焦海工船舶、高端纺织、装备制造、石油化

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节能环保、5G
通信及应用、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尖端生命科技等重点产业领域，组织基础前沿探索、核心技术攻关、

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由此，产业集聚带动人才集聚，引进大量的人力资源。 

4.3. 引进各层次人才、促进经济发展 

面临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南通市抓住机遇，融入长三角、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缩短沪通通勤距

离，以较低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吸引了上海、苏南优质企业落户，促进南通地方经济发展；吸引大量年

轻的优秀人才和人力资源参与南通的经济社会建设。南通实施了多层次的人才引进计划[10]，如江海英才、

通籍英才归雁计划、双创计划、青年人才培育行动、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工程、名校优生

引才行动、乡土人才“三带两助”行动计划、科技镇长团计划，全面从各个层次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 
客观地分析，南通人口负增长仅处于开始阶段，南通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数

量的减少。通过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变，南通市从业人员从 1994 年的 493 万减少到 2001 年的 426 万，

从 2001 年稳定增加到 2019 年的 488 万[11]。换言之，从 2001~2019 年南通市劳动年龄人口虽然有所下

降，但社会劳动力数量一直在稳定增加，从而保证了当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用工需求。 
南通市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完全照搬，南通和上海的地理距离、人文联系，并不是其他地方

所能具有的。然而，南通的实践提示：地方政府需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抓住政策红利、抓住“人脑”

开发，坚持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及时调整产业布局，引进优秀人才，在人口负增长情况下，同样可以大

有作为，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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