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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韩国总统
府青瓦台２６日说，韩国总统文
在寅当天下午在板门店朝方一
侧的统一阁与朝鲜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了会晤。

据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
书尹永灿发布的消息，当地时
间当天下午３时（北京时间下午
２时）至５时，两国领导人举行会
晤，就履行《板门店宣言》和有
关美朝领导人会晤等事宜开诚
布公地交换了意见。

根据韩朝双方协商，文在
寅将于２７日上午１０时宣布此次
会晤的结果。

这是文在寅与金正恩第二
次举行会晤。４月２７日，文在寅
和金正恩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

“和平之家”举行首次会晤并签
署《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
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停和
机制转换而努力。

朝韩领导人此次会晤十分
突然和仓促，据分析可能与美
朝领导人会晤近期出现的一系
列变动有关。特朗普24日公开
致信金正恩，告知取消原定6月
12日与对方在新加坡的会晤，
归咎于朝方近期显现“怒气”和

“敌意”。仅过一天，特朗普改变
口风，称会晤仍可能如期举行。

特朗普25日晚在社交媒体
“推特”写道：“我们正围绕恢复
会晤举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如果
会晤能举行，地点是新加坡，时
间可能仍是相同日期6月12日。

如果有需要，我们可能延期。”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

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对朝
鲜的最新回应表示欢迎，暗示
会晤仍有可能举行。

针对特朗普24日致信金正
恩，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
冠25日说，特朗普决定取消会
晤不符合国际社会希望朝鲜半
岛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愿
望，朝方愿意随时以任何方式
与美国坐在一起解决问题。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6日欢
迎美朝继续磋商领导人会晤事
宜。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说：

“朝美对话没有终止，仍有希
望，这是幸事。青瓦台正在密切
关注进展。”

时时隔隔一一月月，，文文在在寅寅金金正正恩恩再再会会晤晤
会谈内容涉及“特金会”，文在寅今天上午宣布会晤结果

““抢抢人人大大战战””原原来来日日本本比比咱咱更更拼拼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不少城市上演的“抢人大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从济南到南京，从西安到

天津，这场人才争夺“大战”的战火已经蔓延至20多个城市。
“抢人大战”到底抢的是什么？事实上，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向少数几个顶尖城市集中，正在成为

一种全球趋势。这种趋势到底是好是坏？想要遏制它，单靠“抢人大战”能办到吗？

本报记者 王昱

步履维艰的
日版“抢人大战”

在当今的日本内阁当中，
有一个名字听起来十分晦涩但
又至关重要的职位，名为“地方
创生相”。作为一个被单列出来
的职位，该官员在日本内阁中
发言权极大，可以插手干预经
济、教育、文化等几乎所有内政
事务，但被交托的任务却只有
一项——— 想尽一切办法为日本
首都圈外的各个城市抢人，让
日本的地方城市重新焕发活
力。

是的，地方城市人口尤其
是年轻人口的匮乏，已经成为
一个令日本全国上下忧心的老
大难问题。这个问题与举世闻
名的日本少子化问题还不一
样，事实上，根据日本官方近年
来公布的数据，日本人口虽然
持续缩减，但首都东京及其影
响范围内的“首都圈”人口却在
逆势上涨。据日本总务省今年4
月13日公布的2017年10月1日
的人口估算结果显示：日本包
括 外 国 人 在 内 的 总 人 口 为
1 . 26亿人，比上年减少22 . 7万
人(0 . 18%)，连续7年减少，但
东京人口却逆势上涨0 . 7%。仅
去年一年，首都圈(东京、神奈
川、埼玉、千叶)净迁入约12万
人，且其中绝大部分为15岁至
29岁的年轻人。截至2017年，日
本东京首都圈内人口已经突破
4200万大关，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最密集的城市带。

而在“东京过热”的背后，
则是日本地方不可挽回的“过
疏化”。据《朝日新闻》去年报
道，日本47个行政区划中，有41
个已经连续多年人口下降。像
秋田县这种年轻人口流失最严
重的地区，因缺乏年轻人而导
致的经济萧条、企业倒闭、工作
机会减少、房价下跌等问题已
经十分严重，而这些问题又反
过来促使年轻人口向首都圈迁
移，寻找机会。可以说，东京这

种冠绝全国的“抢人能力”，正
在逐渐吸干日本全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有些日
本学者甚至讽刺说，如此发展
下去，以后绝大部分日本人都
将成为“东京人”，日本国也可
改称“东京国”，各岛构成的日
本将变成像新加坡那样的“城
市国家”。而一个城市国家经济
发展空间高度有限是不言而喻
的，为了日本的未来，政府必须
立刻扭转这种“地方过疏化”的
趋势，为各个地方城市招来更
多年轻人。

意识到这一点的日本政府
近年来为帮地方城市“抢人”也
算心思用尽。自2014年首相安
倍晋三设立“地方创生相”一职
以来，政府一直将“地方创生”
当作一项国策来抓，相继推动
通过了《城市·人口·工作创生
法》《地方创生法》《地方特产支
援制度》等法规，以鼓励年轻人
向地方城市集中。可以说，相比
中国各城市眼下出台的一些临
时性“抢人规定”，这些法律力
度更大、途径更正式，但依然收

效甚微。

超大城市
真是好消息吗？

一边是东京这样的大城市
想赶人却赶不走，另一边却是

“二线城市”想抢人却抢不到，
这个已经困扰日本多年的难题
似乎跟中国眼下面临的趋势同
病相怜。而放眼全球，你会发
现，被类似难题困扰的并不只
有中日两国。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201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
称，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而
引发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以
及由此造成的人口分布极端不
均衡现象，在未来将成为一种
蔓延全球的趋势。根据该组织
预测，2050年前世界90亿人口
中将有70%居住在城市当中，
而其中又会有超过一半居住在
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型城市当
中。人口的极端不均衡分布将
造成大批乡村和中小城市人口

（尤其是青年人口）减少，最终

不可逆转地萎缩甚至消失。
问题是，这种趋势到底是

好还是坏呢？对此，学者们的观
点莫衷一是。一派观点认为，城
市的特大化和人口的进一步集
中，是人类正在掀起的一场“第
二次城市化”运动。自有工业以
来，人口向城市集中，参加分工
越来越细的集体协作就是城市
化的动力。而今，随着信息时代
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似乎
也只有人口更为密集的超大城
市才能承载更大规模的社会分
工协作，也才能为劳动者提供
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不过，这种乐观的声音近
年来却遭遇了打脸。因为近年
来对各国超大城市进一步观察
发现，那些人口过分密集的国
家，经济发展反而不如那些人
口分布更均匀的国家好。比如，
2016年，美国人口总数为3 . 23
亿人，城市化水平超过80%以
上，而同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仅为57 . 3%。但是美国的城市
规模都不大，美国人口规模超
过200万的城市只有四个，分别

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休斯
敦，真正促使美国经济蓬勃发
展的，是那些虽然人口较少，却
密切联动，居民具有高消费能
力的中小型城市。这个现象在
具有“欧洲经济发动机”之称的
德国也同样明显。

关键还是
弥合资源差距

所以，我们似乎面临着这
样一个悖论——— 人口向超大城
市集中虽然是世界大势，但如
果搞过头，却将制约经济的发
展。事实上，这也正是为何中日
等国近年来都在遏制中心城市
人口过度集中，同时想尽办法
鼓励“二线城市”发展的原因所
在。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政府
想要促进人口在地区间相对均
匀地分布，必须首先做到各项
资源在各地之间的相对均衡。
比如日本，眼下“地方创生”的
主要工作就是在尽力弥合地方
与首都之间在教育、就业等资
源上的差距。

2018年，日本议会通过了
《地方大学振兴法》，硬性规定
东京市23区内大学原则上不可
扩招，同时设立专项拨款制度
用以推进地方产学合作，以改
变因升学、就业造成年轻人过
度集中在东京的状况。该法案
推出后，东京一些媒体不无怨
言，他们批评政府此举干涉大
学招生，涉嫌触犯“教育自由原
则”，刻意扶持地方大学办学更
有不公平之嫌。但日本现任地
方创生相山本幸三却表示：“为
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活跃地方
经济，这类措施是必要而且值
得的，甚至远远不够。”

的确，在人口向顶尖大城
市聚集已成趋势的当下，想要
遏制这一势头，促进经济更良
性地发展，政府的政策导向是
至关重要的因素。相比于已经
将这一问题作为国策来抓的日
本，眼下停留在地方政府层面
的我国，还有很多可向前者借
鉴之处。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26日，文在寅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与金正恩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因年轻人纷纷奔赴首都圈寻找机会，日本不少地方城市面临“过疏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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