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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人口流动数量逐年

增长，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大现象。中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在总

人口中占有绝对比重，农村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人口流动总

体上来说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政府对人

口自由流动管制的放松是导致人口流动数量增长的直接原因；然而，地区和城乡

收入差距则是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更深层次原因。从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

的结果来看中国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流动的方向基本上是由农村流向城市，

由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传统习惯习俗、户籍制度和劳

动力市场歧视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国的人口流动还呈现出一种钟摆式的流动方

式。 

本文应用 Fields 的双对数模型结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人口流动

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影响人口流动因素有很多：如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收入

差距，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流入地失业率，流出地的人均耕地面积，各地的高

校招生比等等。在分析了影响人口的各种因素之后，本文还就人口流动对社会经

济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结果发现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有着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

影响方面，人口流动为流入地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改善人口流出

地人地矛盾和提高流出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反面影响方面，人口的大量涌入给流

入地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也给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

响。总体来说人口流动对社会经济的正面影响大于其负面影响，它有利于中国经

济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一、以省际人口流动为例应用双对数模型对人口流动进行实证分析。在选取

解释变量时，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引入了乡镇企业比重、高考招生比率、

人口规模等变量。 

二、本文就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这一问题，以深圳市为例进行了定量

分析。而以往的文章在分析这一问题是多为定性分析。 

关键词：人口流动；双对数模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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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carried out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the migration in China has 

increased yearly, particularly in the late 1980s, which became a significant focus 

concerned by the public. China has a large number of population, rural population are 

aboslute majority. There are numerous surplus labors to transfer in the countryside. 

Generally, the migration of China are result from insi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economy transformation. The reforming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hukou) and 

the freedom on migration regulation directly lead to the increasing of migration. 

However, the deep reason for the large-scale migration arised from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ural areas and urban areas,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n 

term of the past population census and one percent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s, the 

size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 China became larger and larger. The direction of 

migration is basically from rural to urban, from western developing districts to eastern 

developed districts. Because of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discrimination policies on labor market, the migration in China appear to the 

pattern of pendulum.  

This Article used double-logarithmic model of migration to analyze reasons of the 

mig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which make people mov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such a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origin and the destination,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the density of population, the unemployment rate, per capital of 

cultivated land, enrollment ratio of college, etc. Migration have both positive and 

negtive influence on social economy. On the positive aspect, migration provides 

sufficient and low-priced labor force for the destination,improv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n the origin and increases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in origin. 

On the negative aspect, the immigrate of large number of people brings huge pressure 

to fundamental facilities and the municipal management, also influence the 

agricultural output in some district negatively. Bu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migration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ains an advantage over negative effect.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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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contribute to the change of China’s dual economy.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my article and other’s article: 

1.The article used double-logarithmic model of migration to analyze reason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basing on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When choosing 

independent variable, I considered the fact of China. For example, I put the ratio of 

output value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enrollment ratio of college,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into the model. 

2. The article use the method of  quantitive analysis about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aking Shenzheng for example. Previously, many 

article use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Key Words: Migration; Double-logarithmic Model of Migr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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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跨地区人口流动。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5 年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发生（街道）

变化且时间超过半年的人为 14735 万人，也就是说全国有近 1.5 亿的流动人口，

相当于一个东三省加两个上海市的人口总和。虽然新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几次人

口流动的高峰期，但这一次和前几次比较而言有很大的区别：这一次是真正意义

上的市场化的人口流动，流动的规模也大大超过了前几次。建国以来，中国经历

了四次人口流动高峰期①：第一个时期是 1951 年-1960 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第

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时期，当时按照苏联模式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大

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此时的城市人口比重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20%。第二个时期是 1961 年-1965 年，这段时期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出现严重的倒

退，由于当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农业产出不足以供给如此多的城镇人口，于是有

2400 万的城市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原先流入到城市的农民）又返回到乡村务农。

第三个时期是 1966 年-1977 年，大批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中国城市人口比重

下降到 17%左右。第四个人口流动高峰期发生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大批人口外出就业

的局面。1989 年春节刚过，百万农民下广东，铁路客运的拥挤引起了各方面的

注意，“民工潮”的说法开始见诸于报端。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倍受

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是本文要分析的重点。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实际上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

用的结果。一方面移民增长的直接原因是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改革，它使居民享

有了一定的迁徙自由(Zhao, 1999)，迁移的主要形式由受限制的迁移转变为自主

迁移。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以及根据户籍身份

来实行的食物配给制，农民被牢牢的限制在土地上，个人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

情况下不可能自由迁徙。劳动力跨部门流动主要由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

                                                        
① Zai Liang, 2001, “The Age of Migr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27, pp.5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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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时期的人口流动 

2 

制，因而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大量的以经济目的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流动。现行的

户籍制度源于建国初期：1958 年 1 月 9 日，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

迁入、变更等七项人口登记制度，它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城，限制城市

间的人口流动。但是户籍制度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合理的，林毅夫认为制度选择

发端于发展战略。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而在资

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

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

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

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城市人口的口粮供应和充分就业，

保证城市福利不外溢，政府不得不采取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等一套制度来限制人口

流动。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还包括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

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农村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政府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的政策也开始逐步放松。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允许农民进城经商，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虽然到目

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彻底废除户口制度，但是却一直在改革户口制度并且放松

对迁移的管制，一些省份，如吉林、湖南、福建、辽宁、和广东省，在 2001 年

底已经彻底取消了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区别。小城镇户籍制度试点改革早在

1997 年就开始了。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还是经济转型的结果。户籍制度管理的改革只是除去了人

口自由流动的一道外在障碍，而人口流动的真正动因还是对生活环境的调整和对

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20 世纪 70 年代末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

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加之人口膨胀和耕地缩减等因素影响，农村中产生了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客观上成为人口流动的一种推力。80 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重心开

始向城市转移，城市工业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又形成一种人口流动的拉力。城

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推动人口流动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

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再扩大的过程。 1978 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为 2.57,

到了 1983 年缩小到 1.82，后来又随之扩大，到了 2005 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到 3.22。地区差距方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 GDP 的相对差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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