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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人口发展

— 试论深圳人 口发展的基本特点

黎 宗 剑
矛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论述 了深圳人 口 发展的墓本特点
。

作者认为
,

深圳 自设立

经济特区之后仅仅用十余年时间便从一个传统的边睡小镇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

化城市
,

这是与以机械增长为主要途径的人 口 发展模式分不开 的
。

非农业人 口超过农

业人 口
,

城市人 口 超过 乡村人 口
,

第二
、

三产业 人口 超过第一产业人 口
,

以及人 口 结构

的分化和身份角色的多元化等
,

这些特点既体现 了深圳经济发展和人 口发展的墓本

过程
,

也折射 出深圳由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
、

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
、

由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的特殊规律
。

作者
:

黎宗剑
,

男
,

1 9 6 0 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91 级博士生
。

今

深圳 自 1 9 8 0 年 5 月正式设立经济特区以来
,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特

殊模式
。

当我们把深圳人口的发展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之下
,

从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去

加以考察时
,

同样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于很多地区和城市的特点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这些特点既

体现了深圳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
,

也折射出深圳社会转型的特殊规律
。

众所周知
,

当今整个中国社会仍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

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
、

由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逐步转化的社会转型时期
。

正是在这一时期
,

深圳仅仅用十余年时间便从

一个传统 的边睡小镇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
。

事实证明
,

深圳的社会转型
,

是与以机

械增长为主要途径的人口发展模式分不开的
。

在这里
,

有必要区别人口增长与人口 发展这两个

概念
。

概括地说
,

增长是发展的条件或内容
,

但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
。

深圳人口 的发展主要由

机械增长
、

自然增长和社会变动构成
,

它不仅包含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
,

而且包含结构分

化
、

素质提高和分布变迁等内容
。

可以说深圳由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过程
,

也就是人 口

构成由少到多
、

由简单到复杂
、

由单一到多元发展的过程
。

归纳起来
,

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
,

深圳人 口发展呈现出以下五大特点
。

一
、

机械增长远远超过 自然增长

与其他许多城市不同
,

深圳市的人 口发展虽然也包含着自然增长因素
,

但主要是通过机械

增长这一途径实现的
。

在建市和设立经济特区以前
,

原宝安县的人 口发展与全国的情况大同小异
,

在人口再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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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上经历了由高出生
、

高死亡
、

低增长的
“

传统型
”

向高出生
、

低死亡
、

高增长的
“
过渡型

”

转

变
。

从 0 7年代起
,

尤其是建市以来
,

深圳的出生率
、

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发生了明显变化
,

这三

项指标分别从 1 9 7 0 年的 2 8痴
、

5
.

4瓜和 2 2
.

6瓜下降到 1 9 8 4 年的 1 1
.

5 0痴
、

3
.

6 9瓜和 8
.

0 9痴
。

虽然这三项指标在各年度有所波动
,

到 1 9 9 2 年分别为 12
.

07 痴
、

1
.

52 瓜和 10
.

55 偏
,

但从总的

趋势看
,

深圳人 口 已经并且仍在朝着低出生
、

低死亡
、

低增长的现代化人 口再生产类型转变
。

据

统计
,

从 1 98 0 到 1 9 9 2 年
,

深圳市通过自然增长途径增加的人 口每年在 1 万人以下
,

最低年份

为 3 3 9 9 人 ( 1 9 8 4 年 )
,

最高年份是 9 8 0 1 人 ( 1 9 9 1 年 )
,

1 2年间全市自然增长人口 总计 7
.

7 5 9万

人
,

只占人口增长总数 2 29
.

49 万人的 3
.

38 肠
。

这说明
,

自然增长不是深圳人口 增长的主要途

径
,

特别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后
,

情况更是如此
。

从全国和广东省的情况看
,

自然增长是人 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

尽管随奢社会经济水平的提

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人 口再生产正在全国范围内向低出生
、

低死亡
、

低增长的现代类型

过渡
,

但自然增长仍然在全国包括广东省的人 口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

从 1 9 4 9 到 1 9 9 1 年
,

全

国人口总数 由 5 4 1 6 7 万人发展到 1 1 5 8 2 3 万人
,

增长了 1
.

14 倍
,

每年平均增长 1 4 6 8 万人
。

在所

增加的人口 中
,

除很小一部分属于国际性迁移人口 外
,

绝大多数是 自然增长人 口
。

就广东省来

说
,

虽然 自改革开放以来该省成为全国流动人 口规模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
,

到 1 9 9 0年

全省流动人口 增加到 3 31
.

47 万人
,

但这个数字只占当年全省总人 口 6 2 8 3 万人的 5
.

28 呱
,

其

中属于省外净流入的仅有 73
.

89 万人
,

在全省总人 口中约占 1
.

18 呱
,

比重非常之小
。

与全国和广东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

深圳市的人口 发展主要是通过机械增长即依靠人

口迁移实现的
。

1 9 7 9 年
,

深圳拥有 31
.

41 万人口
,

其规模并不算大
。

建市并设立经济特区之后
,

政策投人及有关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宝安县乡镇企业的勃兴和特区内第二
、

三产业的发展
,

从而加速 了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

使之很快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

由乡村社会 向城市

社会转变
。

在社会转型时期
,

由于劳动密集型的
“

三来一补
”

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占的 比重较

大
,

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
,

加之建设城市和发展特区需要引入众多的人才
,

因而形成了以机

械增长为主要途径的人 口发展模式
。

到 1 9 9 2年
,

深圳市总人口达到 26 0
.

90 万人
,

与 1 9 7 9年相

比
,

在短短的 13 年间增加了 2 29
.

49 万人
,

平均每年净增 17
.

“ 万人
,

相当于内地一个小城市

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时间发展起来的人 口规模
。

在新增加的 2 29
.

49 万人中
,

自然增长
.7 75 9 万人

,

占 3
.

38 呢
;
机械增长 2 21

.

7 31 万人
,

占 96
.

62 %
。

后者 比前者高出近 29 倍而占压

倒优势
。

二
、

暂住人 口大大多于常住人 口

为了适应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

深圳市在保留户籍制度的同时突破了传统的劳

动力管理习惯
,

对外来人 口实行常住和暂住两种户籍管理方法
,

为充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

创造了制度上的必要条件
。

基于这一制度上的原因
,

机械增长的人口进人深圳之后分化成常住

人口和暂住人 口两类
。

在人 口普查中
,

常住人 口是指常住深圳市并 已在本市登记了常住户籍的

人 ;
暂住人 口是指 已在深圳常住 1年以上或不满 4 年

,

但离开常住户 口登记地 1年以上的人
,

统计部门的资料有时还包括在深圳居住不满 1 年
,

离开常住户 口登记地也不满 1年的人
。

据统计部门的资料显示
,

近几年来深圳市暂住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比常住人口增长快
。

1 97 9

年深圳 共有 31
.

41 万人
,

其 中暂住人 口 0
.

巧 万
,

仅 占 0
.

48 铸
,

常住 人 口 为 31
.

26 万
,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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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

5 2 %
,

二者之比为 0
.

0 0 4 8 : 1
。

可是
,

当时间的车轮转到 1 9 8 7 年
,

深圳的经济建设重点从打

基础
、

铺摊子阶段转入抓生产
、

上效益阶段之时
,

暂住人 口在数量上首次超过了常住人 口
,

前者

为 59
.

84 万
,

而后者则为 55
.

60 万
,

二者之比为 1
.

08
: 1

。

此后
,

人 口开始激增
,

尤其是暂住人

口增长的速度更快
,

在 1 9 8 8 和 1 9 8 9年均以每年 30 多万的数量猛增
。

尽管常住人口在这两年

的增长没有超过每年 5 万
,

人口 规模仍高速膨胀
,

到 1 9 9。 年已突破 2 00 万大关
。

截至 1 9 9 2 年

12 月
,

深圳市总人 口高达 2 60
.

90
,

其中暂住人口 18 0
.

68 万
,

约占 69
.

3 %
,

常住人 口 80
.

22 万
,

二者之比为 2
.

25
, 1

。

深圳暂住人口大大多于常住人 口的这一特点
,

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显得十分突出
。

例如在

1 9 9 0 年广东省普查登记的暂住人 口 33 0 万人中
,

深圳市就有 1 02
.

76 万 (未含补充登记部分 )
,

占 3 1
.

1 4呱
。

当年深圳市普查登记的总人 口为 1“
.

74 万人
,

只占广东省总人口 6 2 8 3 万人的

2
.

65 肠
。

就是说
,

在总人 口 占全省不足 1 / 5 0 的深圳
,

暂住人口 却占全省暂住人 口总量的 1 3/
。

就珠江三角洲的深圳
、

珠海
、

东莞
、

佛山
、

广州等 5 个城市 19 9 0 年拥有的暂住人口情况来看
,

深

圳市雄居第一
,

其暂住人 口 比重占五个城市拥有暂住人 口总量 23 8
.

82 万人的 43
.

01 肠
。

再与

流动人 口和暂住人口较多的北京市相比
,

深圳也遥遥领先
。

北京市暂住人 口占常住人 口的比

重
,

1 9 8 4 年和 1 9 8 8 年分别为 2
.

26 铸和 8
.

” 拓
,

而深圳在同期的这个比例分别为 70
.

34 %和

15 4
.

6 4铸
。

即使从拥有暂住人口的绝对量来说
,

深圳也较北京为多
。

1 9 8 4年和 1 9 8 8 年
,

深圳的

暂住人口数分别为 30
.

61 万人和 93 万人
,

而北京只有 20 万和 90 万
。

应当说
,

拥有较多的暂住人 口
,

是由深圳经济与人 口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条件决定的
。

作为

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

为了适应以劳动密集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对大量劳动力的需要
,

深圳

不能不积极吸纳各地人才
,

闯出一条利用外来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为特区建设服务的新路
。

在城

市基础设施和承载能力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条件下
,

采用暂住 人 口 与常住人口 相结合的管理

办法
,

保持较大 比例的暂住人 口
,

无疑为特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

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和配

置
。

据统计
,

1 9 8。 年
,

深圳的外来劳动力仅有 8 0 0 0 人
,

到 1 9 8 9 年底增加到 64 万人
。

1 9 8 7一

19 8 9 年
,

特 区外来劳动力绝对数增加了 30 万人
,

每年增加 15 万人
,

年递增率 45
.

5弘
。

同期
,

暂

住人 口 绝对数增加了 34
.

23 万人
,

年均增加 1 7
.

12 万人
,

年递增率 45
.

8%
。

这说明
,

外来劳动

力的增长同暂住人 口的增长是相关的
。

如果没有暂住人口这类没有正式户口迁移的经济活动

型人 口
,

深圳就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

事实上
,

深圳的临时工
、

聘用工
、

轮换工
、

建筑工
、

种养

工和个体户等各类短期性从业人员
,

绝大多数都是暂住人 口
。

到 1 9 9 0 年
,

深圳市的暂住人口发

展到 1 33
.

29 万人
,

其中有 120 多万属于短期性从业人员
;在特区的产业工人中

,

临时工占 3/

4
,

是一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

协

、

三
、

非农业人 口逐步超过农业人 口

深圳人口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

随着农业向企业化
、

工厂化
、

现代化

的方向推进
,

随着农村乡镇企亚的发展特别是
“

三来一补
”
和

“

三资
”
企业的大量引进

,

随着特区

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

深圳的农业人 口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
,

最终出现了非农业

人 口 明显超过农业人 口的局面
。

1 9 7 9 年
,

深圳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 35
.

5% ;
农业人口 25

.

75 万人
,

占全市

常住总人 口 31
·

26 万人的 8 .2 37 %
。

建立特区之后
,

非农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

农业总产值所
·

8 6
·



于

诊

占比重逐年降低
,

农业人口也逐步减少
。

到 1 9 8 2 年
、

1 9 8 4 年
、

1 9 8 7年和 1 9 91 年
,

农业总产值在

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减少为 1 7
.

2呱
、

8
.

3%
、

7
.

3%和 3
.

2% ; 与此同时
,

农业人口 在常住总

人口 中的比例依次降低到 7 2
.

0 5呱
、
5 7 , 6 5呢

、

4 4
.

9 5呱和 3 6
.

7 4呢
。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

一方面是农业人 口不断转化为非农业人 口
,

另一方面是工商业

人口逐渐增加
,

从而使非农业人 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重日益上升
。

这种情况
,

在深圳特区内表现

得尤其突出
。

以罗湖区为例
,

到 1 9 8 4 年
,

该区耕地面积的 78
.

9% 已被特区建设征用
,

88 肠的农

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

90
.

4呱的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工人或服务行业人员
。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

在其他几个区
,

因而引起了特区人口结构急剧变动
。

1 9 7 9 年
,

特区内的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分别

为 3
.

5 6 万人和 3
.

5 5 万人
,

各占 5 0
.

2 1呱和 4 9
.

7 9呢
,

即一半以上是农业人口
。

到 1 9 8 4 年末
,

非

农业人 口增加到 1 5
.

26 万人
,

比 1 9 7 9 年增长 3
.

32 倍
; 而农业人 口 只在 3

.

56 万人的基础上增

加 3 2 5 5 人
,

仅仅增长 9
.

1%
。

因此
,

非农业人 口在 5 年之内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农业人口的增

长
,

前者 的比重到 1 9 8 4 年上升为 79
.

72 呢
,

后者则下降成 20
.

27 铸
,

二者之 比为 15
.

26 万人
,

3
.

88 万人 ~ 3
.

93
: 1

,

即非农业人口将近是农业人 口 的 4 倍
。

从全深圳市来看
,

非农业人 口 的

增长亦呈不断上升之势
。

1 9 7 9 年
,

非农业人 口占常住总人 口的比重仅为 1 7
.

63 呱
,

到 1 9 89 年已

上升到 60
·

70 肠
。

1 9 9 2 年
,

深圳特区完成了农村向城市
、

农民向居民的
“

两个转变
” ,

特区内的三

个区的原 68 个行政村改建为 10 0 个城市居委会
,

4
.

5 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

因此
,

非农业人 口

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 71
.

54 %
,

其中特区内为 1 00 %
,

特区外为 30
.

69 肠
。

这个比例不仅远远高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

比北京
、

上海
、

天津三个直辖市的非农业人口 比例也要高
。

在非农业人 口 日益增多的同时
,

深圳人门 的城乡分布也发生显著变化
。

在 1 9 7 9 年以前
,

原

宝安县地处中国南部边睡
,

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

占人 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 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

社体制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
,

除很少一部分居住在城镇外
,

大都分布在农村的 自然

村或行政村里
,

有些农户甚至独户居住在穷乡僻壤
。

农业实行改革以来
,

尤其在改县建市和设

立经济特区之后
,

随着农村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规模的扩大
,

城镇 人 口不断增多
,

以至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超过了乡村人 口
。

1 98 4 年
,

深圳市拥有的 43
.

52 万常住人 口中
,

有 19
.

15 万人居住

在特区内
,

占 44 % ;
若加上宝安县所辖 18 个镇的人 口

,

城镇人口的 比例更高
。

到 1 9 9 0 年
,

深圳

市普查登记的 1“
.

74 万总人口 中 (未含不属普查对象部分 )
,

市
、

镇人 口分别有 87
.

52 万人和

2 0
.

6 5 万人
,

两项之和为 10 8
.

1 7 人
,

占总人 口的 6 4
.

8 7肠 ; 乡村人 口 5 8
.

5 7 万人
,

占 3 5
.

1 3呱
。

可见
,

深圳人 口的大部分已分布在城镇
,

其市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
。

按照波兰人口学家爱德华
·

罗塞特对城市化程度的划分标准
,

城市人 口比例在 33 呢以下属于低度城市化
; 在 33 一 50 铸

属于中度城市化
;在 50 一 60 %属于高度城市化

; 在 60 肠以上则是城市化的最高水平
。

如果以这

一标准来衡量
,

即使不算镇人 口
,

深圳市 内的人 口 87
.

52 万人也 占总人 口 1 6 6
.

7 4 万人的

52
.

49 肠
,

这就是说
,

深圳发展至 1 9 9 0年
,

已经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了
。

四
、

人 口产业结构正在向现代类型转化

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
“

配第一克拉克定律
” ,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

劳动力

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 当人均国民收入再进一步提高时

,

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

移
。

亦即是说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

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 将不断减少
,

第

二
、

三产业的人 口将不断增加
。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

产业结构演变的结果必然是第二
、

三产业
·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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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空间上的聚集
,

进而造成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在城镇从事第二
、

三产业经济活动的人 口增

多
。

自 1 9 7 9年起
,

深圳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
,

人均国民收入逐年提高
,

由 19 7 9 年的 4 93 元增

加到 1 9 8 2 年的 1 6 5 9 元
、

1 9 8 6 年的 3 0 0 4 元
、

1 9 9 0 年的 4 7 8 5元
,

至 1 9 9 2 年则增加至 7 7 4 9 元
。

从三大产业的人 口构成看
,

深圳的人口发展已走出传统的正金字塔
,

正在由过渡阶段的鼓型结

构向倒金字塔型这种现代结构转变
。

1 9 8 2年
,

深圳在业人口 的产业结构分别为
:

第一产业人 口

占 5 7
.

1 5 %
,

第二产业人 口 占 17
.

60 %
,

第三产业人口占 25
.

24 呱
。

到 1 9 9 0年
,

这三项 比重依次

转变成 1 0
.

14 呱
、

62
.

06 铸和 27
.

80 %
。

虽然与亚洲
“ 四小龙

”

相 比
,

深圳人 口的产业结构仍然比

较落后
,

但较之广东省和全国已获得超前的发展
。

如下表所示
,

亚洲
“ 四小龙

”
的就业人 口主要

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
,

中国和广东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

而深圳则主要集中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

可以预言
,

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

深圳人 口的产业构成

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达到亚洲
“
四小龙

” 的水平
。

人口产业结构地区间比较 〔1 9 9。 ) 单位 %

令

嘿嘿嘿
新加坡坡 香港港 台湾湾 南朝鲜鲜 中国国 广东东 深圳圳

第第三产业业 5 0
。

444 6 2
。

lll 4 6
.

333 5 4
.

444 l 999 1 7
.

1 999 2 7
.

8 000

第第二产业业 4 9
。

333 3 6
。

444 4 0
。

666 2 7
.

333 2 111 22
.

2 999 6 2
.

0 666

第第一产业业 0
。

333 1
。

555 1 3
.

111 1 8
`

333 6 000 6 0
.

5 222 1 0
.

1 444

资料来源
:

( 1 )
“
四小龙

” : 《跨世纪的抉择—
一

深圳赶超
“
四小龙

”
若干重大策略 》 ;

(2 ) 中国
、

广东
: 《中国统计年鉴 》 , 《广东统计年鉴 )( 1 9 9 1 )

。

有的学者主张把人 口产业结构的模式当作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

在他们看来
,

第一产业人口 > 第二产业人 口 > 第三产业人口
,

这是前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的典型

模式 (I > l > l ) ;
第二产业人 口 > 第一产业人 口 > 第三产业人口

,

这是工业化初期的典型模

式 ( l > I > , ) ;
第二产业人 口 > 第三产业人口 > 第一产业人 口

,

这是工业化后期的典型模式

( I > I > I ) ;
第三产业人口 > 第二产业人 口 > 第一产业人 口

,

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模式

( l > l > I )
。

据此可以认为
,

亚洲
“
四小龙

”

均 已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
,

而深圳在广东省乃至

全国从总体上依然处于前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
,

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

五
、

人 口身份由简单向多元分化

`

建市和设立特区之前
,

深圳的人 口 规模小
,

其中大约 82 肠是农业人 口
,

农民是人 口 的主

体
,

人 口身份比较简单
。

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
,

深圳人口在规模扩大

和总量增加的同时
,

出现 了人 口结构的分化和身份的多元化
。

就户口性质和活动空间划分
,

有当地居民和外来人 口
、

常住人 口和暂住人 口
、

特区内人 口

和特 区外人 口
、

农业人 口和非农业人 口
、

城市人 口和乡村人口等
。

据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划分
,

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
、

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
、

私营企业

职工
、

个体企业职工
、

合资企业职工
、

合作企业职工
、

独资企业职工
,

等等
。

总之
,

深圳人 口在身份和角色上 已经千差万别
,

复杂多样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人 口在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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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市内的流动性特别强
。

许多人通过不断
“

跳槽
”

而频繁地进行水平流动或垂直流动
,

因此经常改

变身份和转移角色
。

有一位 1 9 88 年从内地某大学毕业后来深圳工作的青年声称
,

他在不到 5

年的时间内
,

已经
“

跳槽
” 10 多次

,

差不多每 3 个月就变换一个单位
,

先后干过打字员
、

文秘
、

保

安
、

推销员
、

翻译
、

经理助理等工作
.

还有一些人
,

甚至包括个别党政机关干部
,

他们并不随意改

变自己的表面身份
,

而是通过兼职的方式参与多种经济活动和社会工作
。

某君是深圳市的一位

大学教师
,

他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还扮演不少社会角色
,

从公司顾问
、

学会理事
、

业余翻译到特

约撰稿人
,

只要
“

力所能及
、

劳有所得
” ,

他就在所不辞
,

努力去做
。

至于
“

股民身份
” ,

更是相当多

的深圳人共同具有的
.

无论是大股民还是小股民
,

不管是
“

大老板
”

还是
“

小市民
” ,

只要手头握

有股票
,

他们就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到
“

炒股
”
行列之中

。

若是在股市波动较大的时候
,

有些

人耽心蚀财的心境弥漫开来
,

往往发展到非股勿视
、

非股勿闻
、

非股勿言的地步
,

不要说本职工

作无暇顾及
,

连吃饭
、

睡觉也深感食不甘味
、

卧不安席之苦
。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

人 口身份的多

元化和角色的多重性
,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

更是社会转型时期人 口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
,

在深圳的现代化过程 中
,

社会转型与人 口发展是相互关联
、

相互促进

的
。

一方面
,

深圳人口是在特区经济建设和城市进化的客观需要刺激下发展的
,

工业化和城市

化带来了人 口数量的增长及人 口结构的分化
; 另一方面

,

社会转型也有赖于人口结构的分化尤

其是大量劳动年龄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
、

三产业的转移
,

人口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分化为传

统的边睡小镇实现工业化
、

城市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

我们相信
,

深圳的经验对于认识和指导中国其他地区 (特别是沿海和沿疆后起的经济开放

区 )的社会转型与人口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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