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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福建福州、莆
田、寧德三市首屆高層次人才招聘會22日在福州舉
行。這是正加快推進同城化發展的福州、莆田、寧
德三市首次聯合對外招攬高層次人才。在此次招聘
會上，福州引進的人才若符合《福州市引進高層次
優秀人才暫行辦法》，福州市政府按照規定為引進
人才提供安家補貼，最高可獲100萬元人民幣或300
平方米以上別墅一幢，另為引進人才提供每人每月
最高10,000元生活津貼。
據悉，此次高層次人才招聘會聚集160多家企事

業單位，提供6,000多個就業崗位，涵蓋三市各重點
行業和知名、大型企業，面向海內外公開招聘具有
碩士以上學歷或副高以上職稱的高層次人才。
據福州市公務員局介紹，今年福州將不定期進行

高層次人才招聘，面向海內外招聘的高層次人才包
括：福州市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急需緊缺專業的
具有副高以上職稱或獲得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學位
的各類人才。其中，取得國外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
歷學位的畢業生須經國家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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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副院長郭萬達表示，珠三角近幾

年實行「騰籠換鳥」政策，推動

深圳產業結構調整，部分中高污

染、合同到期的工廠外遷，是非

戶籍人口減少的原因。

深圳市統計局人口辦公室負責

人華瓊輝認為，非戶籍人口減少是多年

來產業轉型累積的表現。深圳自上世紀

90年代開始了產業的轉型升級，高端產

業越來越多，而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開

始減少，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向中國內

陸地區遷移，勞動力也隨之遷移。

工人回流明顯 用工荒料持續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指出，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流動人口減少符

合沿海城市優化人口結構的需要。但也

有不少專家認為，流動人口減少是珠三

角對人才的吸引力下降的表現。中國人

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認為，珠三角

既有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在經濟

高速增長階段大量利用外來流動人口，

但卻沒有通過相應的制度充分保障其權

利。近年來沿海地區不斷出現的「民工

荒」表明，不僅是高端和中端勞動力，

甚至低端勞動力也成為經濟中的短缺

品，地方政府要保持經濟活力和可持續

發展，必須完善制度吸引勞動力。

深圳市總工會生產保護部部長王鴻利

認為，隨 中國老年社會的臨近，勞動

力供應總量是逐步下降的，再加上中西

部地區就業空間增大、沿海城市高樓價

高物價以及薪酬待遇缺乏競爭力，產業

工人「回流」明顯，中國沿海城市的

「就業難」和「用工荒」將長期並存。

■昨日，福建福州、莆田、寧德三市首屆高層次人

才招聘會在福州舉行。 新華社

福州送別墅
攬優秀人才

百萬民工下珠江盛況逆轉
多因素減弱一線城市吸引力 流動人口負增長

深圳作為全國一線城市，目前各種成本高
企，買樓、租樓和交通出行等成本均處

全國各大城市前列，令許多工人和大學生感覺
難以看到發展的前景。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張先
生稱，由於深圳樓價高企，工薪一族只能望樓
興嘆。他儘管月薪上萬元，最後還是放棄了深
圳，回家鄉汕頭發展。

成本飆升 外來人口撤離
港資公司源江塑膠製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吳永

吉向本報記者表示，由於各種生活成本的不斷
上漲和中西部大規模開發，許多工人回到老家
工作，從而影響了公司的正常經營。

深圳市最近公佈的流動人口減少印證珠三角
城市流動人口負增長的現象。深圳是中國內地
最大的「移民」城市，長期以來有1,400萬人
口，戶籍人口僅300多萬，深戶與非深戶籍人
口比例約為1：3。深圳最新發佈的數據卻顯
示，2011年該市流動人口減少7.32萬人，這是
深圳建市30多年來首次出現全市範圍內非戶籍
人口下降。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表示，對

比今年1月至2月深圳規模工業及外貿出口數據
首度罕見地出現負增長，短期因素雖然是經濟
萎縮導致非戶籍人口下降，但更重要的長期原
因是深圳生活成本的持續上升，導致流動人口

減少。

受累歐債 部分企業外遷
更多的工廠因受歐債危機令定單大幅下滑，

工人大幅減少。香港新興集團主席何廣健表
示，其今年出口定單下滑30%，近乎零利潤，
他們優化了員工隊伍，減員增效，以往600人
至700人的工廠目前只有500多人。據了解，這
些員工大多回了中西部地區的家鄉。
同樣有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東莞近年來也不斷優

化產業結構，淘汰一批用工多、污染大、產能小
的落後產能。東莞一些製造企業開始把生產基地
向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或中國中西部地區轉
移，以緩衝企業運營成本和招工壓力。
經濟指標下滑也是非戶籍人口減少的一個重

要原因。深圳市統計局人口辦公室負責人華瓊
輝表示，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狀況不景氣，不
少企業反映訂單減少，所需要的工人也就少
了。還有一些工廠倒閉，工人出現了一定的流
動，從而影響了非戶籍人口的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經過30多年的人口經濟持續增長之後，

有「世界工廠」之稱的珠三角地區流動人口出現了負增長。專家指出，產業轉型

升級，勞動密集型企業內遷、外遷，勞動力隨之轉移，加上沿海城市高昂的生活

成本，多重因素正在改變部分沿海城市的人口結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百

萬民工下珠江」潮流正在發生逆轉。

■多重因素正在改變部分沿海城市的人口結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百萬民工

下珠江」潮流正在發生逆轉。圖為內地某廠車間一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