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全两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全两册）>>

13位ISBN编号：9787501235377

10位ISBN编号：7501235376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与信息司 编

页数：全2册

字数：1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全两册）>>

内容概要

“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是继2003年启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后，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提
出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这个课题从2006年开始组织，于当年8月向国务院提交了题为《建设国家生态屏障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
调发展》的调查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确定了对“人口发展功能区”的研究框架。
2007年6月，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国家级综合研究成果初步形成，同年8月，向国务院提交了题为《科学
界定人口发展功能区  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报告；同年9月，开始部署省级和区
域级的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
到2008年底，全国除西藏之外的省级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报告都已完成；我们安排的区域级研究，除
成渝地区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工作因四川地震被搁置外，京津冀人口发展功能区、长江三角洲人口发展
功能区和中原城市群人口发展功能区的研究也初战告成。
本书就是这些成果的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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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在原有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扶持范围的基础上，扶持对象扩大到大中专毕业生、残疾人及
农村牧区转移劳动力；（3）创业领域除国家限制的以外，只要符合相关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允许各
类创业主体进入，并按照国家及自治区关于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实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增加免
税收年限2-3年；（4）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5万；提高组织起来就业的额度到10万；劳动密集
型企业贷款额度不超过200万；（5）创业人员全部实行免费培训。
5.补偿性的教育政策（1）基础教育。
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普及12年义务教育；从人口限制区和人口疏散区转移出来的
农牧民子女，享受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同等政策；自愿放弃土地和草场的家庭的学生义务教育阶段除
享受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同等政策外，仍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对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方面成绩
突出的学校和地区给予奖励；加强小学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扩大现有小学和增加新建小学，有条件
的地区可以新建中学。
（2）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国家与自治区级职业学校重点实训基地列入中央财政支持的示范性职业学院；
支持职业学校与成人学校开办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扶贫开发服务等项
目。
（三）其他政策建议1.建立适宜的政绩考核体系，将人口发展的内容纳入政府工作考核范畴。
对于人口稳定区的考核，应把增加就业岗位、吸纳人口限制区和人口疏散区转移人口的数量、稳定人
口常住、扩大对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覆盖面等纳入考核范围。
而对于人口限制区和人口疏散区，应把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和加强劳动力培训、促进人口外迁、控制
人口生育、减少人口规模等纳入考核范围。
各级政府对于人口限制区和人口疏散区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缺口资金的转移支付，要按照人口存量的
减少而逐步核减，而不能默认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
2.由政府统一协调，建立并完善有利于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为国策作出贡献，党和政府应在一般的社会救助之外特别帮助这些困难家庭。
应加大各部门协调力度，把计划生育的惠民政策和扶贫、教育等各项惠民政策有效衔接，切实让实行
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更多的优先优惠。
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防止政策上的“形象工程”。
3.实施人口扶助政策。
包括规范与完善人口流动管理，简化程序，减少手续，取消不合理收费，降低人口流动的门槛，建立
人口管理信息系统等等，使人口流动逐渐从以政府推动为主导向社会推动为主导转变。
有条件建立社会化培训体系的中心城市由社会运作和政府推动相结合，没有条件的县乡应加强政府为
主导的培训能力建设。
4.建立梯级公共支付的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政策。
中央财政已经在考虑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完善征收办法，制定生态受益者补偿政策等措施，国家将
从社会、经济领域获得资金来补偿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
现实中，自治区盟市之间区域发展不平衡、盟市内部旗县之间发展不平衡，甚至旗县内部乡镇之间也
有发展差异。
这是内蒙古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差异巨大、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的客观原因所导致。
而一些盟市、旗县已经具备了在本级财政范围内实现对生态建设区的生态补偿能力。
应按照本区生态服务产品的影响范围，建立以中央财政为资金来源，自治区级财政为支出导向，盟市
级财政为落实监督，旗县级财政为补充落实的梯级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使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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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前后历时三年，现在终于要问世了。
这项研究是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的主持下，由中央党校、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
究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
苏省人口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工作的成果，也是人口计生委全系统协同努力的结果，更是各
地人民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
为开展这项研究，2006年8月我们报送了《建设国家生态屏障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查报告
，提出了“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的基本框架，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从2006年年底开始，我们先后在北京、太原、福州、宁波、哈尔滨、长沙、呼和浩特等地举办了人口
发展功能区的研讨会和培训班；2007年8月我们报送了《科学界定人口发展功能区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
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评价；2008年4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关于开展
人口发展功能区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开展这项工作。
2008年7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的、有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等单位专家参加的全国“十一五”人口规划中期评估暨全国人口发展功能区工作会议上，李斌主任和
江帆副主任就人口发展功能区的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有力推动了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应该说，“人口发展功能区”的研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先后参加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近300人，在
这里很难一一列举。
在此对他们付出的心血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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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套装上下册)》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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