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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概
念，大城市是否就应该多留一些大
学生？这样的想法已被付诸实践，
比如，在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里，
便提了这样的目标：要改善“人口
的素质结构”。

什么叫“素质结构”？我们一些
城市的政府觉得城市里的低技能
劳动者太多了，希望提高当地的大
学生比重。前些年，全国各地出现了
一拨“抢人大战”。在城市引进人才
政策中，大多数城市给予引进人才
购房优惠、租房补贴等条件，同时在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予以倾斜。
而且，学历越高的人才享受的政策
优惠越多，优惠力度也越大。

在各城市的“引才”政策中，与
以前相比，落户条件明显放松，但
放松落户限制的主要是专科及以
上教育水平人群。对人才的定义以
学历划分，实际上便将大部分已经
在城市中稳定就业居住多年的低
学历人口排除在外。此外，部分大
城市实施的“积分落户”政策，也给
教育水平赋予了一定的权重。

这样做有没有道理？这就涉及
现代城市发展中另外一个非常重
要的概念，叫“技能互补性”。

什么是技能互补性？说得通俗
一点，就是一个城市不光需要大学
毕业生，它也需要初中毕业生。比
如说，在上海陆家嘴这个高大上的
金融区，是不是需要保洁、保安、快
递小哥？都需要，对吗？一个城市越
多地吸引“高大上”的人群，就越需
要辅助性的岗位来与之配套。

此外，当收入水平提高了以
后，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服务需求。
比如说家政服务，如果你收入足够
高，你会希望有人帮你来做家务，
或者经常到外面去吃饭，不愿意在
家自己做饭，然后你可以用省下来
的时间去学习、工作，甚至娱乐。收
入越高的人群，他的服务需求就越
多。而从事生活服务业的人群，大
量是低技能劳动力。

城市要有多样性，而恰恰是移
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技能劳动力，
是多样化的服务消费的供给者。

所以，全世界的那些大城市，

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高技
能者和低技能者同时往大城市迁
移。但是中间教育水平的人，比如
说高中毕业生或专科毕业生，他可
能就不会迁移到大城市去了。为什
么呢？一个高中生到金融街找工
作，他缺乏竞争力。但是如果让他
去餐馆里当服务员，或者去做家政
服务员，他又不愿意。那么这部分

“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可能安安
稳稳地在一个中等城市里做个职
员，他会觉得更合适。

在上海，有件事很让人困惑。一
看数据，上海的外来人口里，有大量
是初中学历的，于是，相关部门就被
吓到了，觉得人口素质这么低，不行
啊。其实，如果理解了“技能互补性”
的含义，就释然了，上海能够给大量
初中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恰恰是
因为上海的高技能劳动力收入高，
对辅助岗位和服务消费有需求。上
海这样的城市有大量初中学历的
就业者，恰恰体现了它的竞争力。

让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有两
个大学毕业生，一个优秀，另一个
平庸。如果你真的以提高大学生占
常住人口的比例为目标，你要哪一
个？答案是，平庸的那个。为什么？
因为他收入不高，自己做饭，自己
洗衣服，进来一个是一个。优秀的
那个呢？他收入更高，他来了，可能
要雇个司机，再雇个家政服务员，
还经常去外面吃饭，进来一个需要
几个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服务，大学
生比例反而降低了！

这样，你就明白了。对于一个

国家来说，是要以提高人均教育水
平为目标。但是，给定一个国家人
口的教育水平，如果一个城市能够
给低技能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恰
恰是它具有竞争力的体现。

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进城这件
事，还有个话题值得说说，那就是
进城的时间。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
理解，往往偏重于教育水平，但其
实，城市生活的经验会教会你很多

“默会”的知识，这是书本上学不到
的，比如，如何与人打交道。我们的
研究发现，越早从农村进入城市的
人，越可能进入服务业，特别是较
高收入的现代服务业，而且更可能
自己创业。对于跨省和跨方言区的
移民来说，早进城产生的“学习效
应”更大。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
时代，服务业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
业中越来越重要。尽可能地消除制
度障碍，让年轻的农村居民早点进
城学习和就业，无论是对国家还是
对个人，都是有利的。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特
大、超大城市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其
内部收入差距会比较大，因为高技
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是生活
和工作在一起的。那么一个城市如
何来应对收入差距问题呢？公共政
策可以做一些再分配，比如累进式
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收入越高，
个人所得税税率越高。还有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促使人和人之间福利水
平差距缩小。比如说，在公立的教
育和医疗体系里，可以对低收入者

进行补贴。这样的话，那些低收入
者在城市里生活，不至于觉得自己
的生活状况太差。

而在“抢人大战”中，将公共服
务倾向于较高学历人才的做法，或
者优先给高技能劳动力户籍的做
法，实际上是将公共服务作为了一
种对于高收入者（或潜在的高收入
者）的补贴，这只会加剧同一城市
内部“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
动力”之间的福利差距，是有违公
共服务的公平原则的。

如果在“抢人大战”中只要高
技能者，那么结果就是，高技能者
带来了对于低技能者的需求，但低
技能者的供给却被政策抑制了。然
后，必然就是劳动力的短缺。你从
生活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北京和
上海的服务价格特别贵，而价格恰
恰反映出了这一短缺。

改善人口素质是整个国家的
目标，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应该通
过提供教育和技能培训来做贡献，
而把低技能劳动者排斥在外则是
帮倒忙。片面强调一个城市要提高
人口素质，反而会把这个城市的生
活成本给抬高，而最终的结果，高
生活成本其实会相应地削弱这个
城市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吸引力。

一个城市，如果你不喜欢低技
能劳动者，那高技能劳动者就不喜
欢你了。

经过多年的呼吁，国家在推进
户籍制度的改革时，已经注意到了
教育歧视的问题。2019年12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
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全
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
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
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
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
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
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
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言下之意是，对于获得常住地的户
籍，关于教育水平的要求要逐步被
淡化甚至取消。

国家层面已经动起来了，地方
上要做到，估计还有距离。国家卫
健委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在
城市里已经居住五年的外来人口
占外来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已
经居住十年的外来人口约占外来
人口总数的20%。我想借机再呼吁
一下，现代化城市的本质是丰富多
彩的服务业，而其中提供服务的工
作人员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在这
个意义上，城市是你的，也是我的，
是所有人的。每一个在城市里工作
的人都是这个城市的英雄。

趋势是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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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抢人大战”该抢哪类人
□陆铭

新书摘
在大城市之路遇到很多质疑与争论的当下，厘清城市化进程中某些似是而

非的观念，根据长期的观察、深入的研究和大量实证数据去解读有关城市化、区
域发展与城乡关系的理念与政策，是必要且紧迫的。《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
力、宜居与和谐》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面向普通读者的学术普及读物，

也是其前作《大国大城》的姊妹篇。通过展开关于向心城市体系的论述，作者试图扭转社会公众对“城市”
概念的认知误区和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成见，使城市真正能够为人民需求而建、而生，真正实现“创新之
城”“生态之城”“人文之城”的三位一体，并进一步释放城市的经济活力，为经济发展创造制度红利。

《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力、

宜居与和谐》

陆铭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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