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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随机微分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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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改进的 一 模型基础上 ,

有效性。最后 , 对迁移劳动力的数量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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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随机微分方程模型 , 然后运用 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 并用实际数据检验其

一 一

一、引官
自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城市经历了飞速发展。然而 , 由此造成的城乡

收入加大 , 农村劳动力剩余增多使得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 同时也产生

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有必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研

究 ,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预测 , 希望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年 , 和 提出了 一 农

村人口城乡迁移模型 一模型 , 其基本思想是 发展中国家的较大的城

乡收入差距 , 导致了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 , 进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严重

失衡。

一模型认为城乡人口迁移规模是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函数 , 二者的

关系可表示为

一 ,

其中 为第 年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规模 为城乡预期

收人差异 为城市平均实际收入 , 为城市有效就业概率 ,
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二、橄坦的趁立

受 一模型的启发 , 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函数

从建议分布 , 印 中抽样得到

从均匀分布 , 抽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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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 得到关于 , 龙司 的一组样本 , 然后求出样本的平均值 , 就是

估计的参数。

数据的实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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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组的计茸及相关预洲

模型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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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 运动 , 二咐石

用计算机对 年到 年我国的迁移劳动力人口进行模拟 , 模拟

次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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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劳动力转移人数 , 洲 , ,八 夕 从 一 , 。
考虑到人口迁移过程的随机性和波动性 , 进一步改进模型 , 得到

叭 【 八叫, ,一 , ,川 。人 ,

是 运动 , 为人口迁移的波动率 , ,刀为参数。
三、徽理中西橄及其 橄的 定

一 对了 的拟合
根据 一 年城市平均工资 、农村人口平均工资、几 城

镇就业率、 劳动力转移人数 等历史数据 , 利用 二

一几 , 对 进行拟合 , 得到
刀抖一 , 取 年为 二

二 模型参数 ,刀,『的估计
参数估计的原理

用贝叶斯模型估计参数有 种方法 渐进方法和数值方法。但存在着

不能求解复杂问题或不适合计算高维积分等缺点。为了克服以上缺点 , 我

们采用 方法构造一组参数样本

根据贝叶斯原理 , 给定 后 , , 刀,口的联合后验分布为

对历史数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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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结果来看 , 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对未来迁移劳动人口趋势的预测

等矍菇而耀黯赫洲黑石万耀石隘爵
五、结论分析

本文在 一模型的基础上 , 对人口迁移模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 包括

引入了随机微分方程进行研究 , 运用 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 从计算

结果来看 , 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波动性 随着我国农村

人口增多 , 城乡差距增大等因素 , 预计到 年左右我国劳动力转移人口

数量达到最大值。随后 , 由于农村环境的改善、农村人口增长减慢 , 劳动

力迁移人口呈减少的趋势。

选取建议分布为标准正态分布 , 对样本进行更新。

具体方法为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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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的数据管道的应用

康 鼓

内蒙占科技大学 信息学院计算机系 内蒙占 包头

【摘 要」随着 的广泛使用 , 针对其数据管道及其应用的问题 , 讨论该技术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 数据管道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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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道是一种数据迁移工具。通过数据管道 , 应用程序能够在不同

的数据库表之间移动数据 , 也就是说 , 可以把一个或多个源表中的数据复

制到新表或已存在的目的表中。数据管道产生的数据迁移可以在同一个数

据库中不同的表之间进行 , 也能够在同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不同数据库

之间进行 , 甚至可以在不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不同数据库之间进行。

数据管道提供 在数据库内部、数据库之间 , 甚至不同数据库管理系

统之间快速复制数据的简便途径。利用数据管道复制数据的过程称之为灌

入数据。

一、创理致据 , 道对象

数据管道是 提供的一个对象 , 它的使用方法有两种

数据管道画板创建数据管道对象 , 然后在数据管道画板中运行

数据管道对象。这种方式方便了开发人员开发和测试应用程序。

用数据管道画板创建并保存数据管道对象 , 用用户对象画板创

建基于数据管道对象的用户对象 , 编写需要的事件处理程序 , 在代码中运

行管道。

无论哪种方法 , 使用之前都需要创建数据管道对象 , 创建数据管道对

象时 , 需要确定下述选项

源数据库

目的数据库

要从中复制数据的源表

要存放数据的目的表

要执行的数据管道操作类型

运行数据管道时事务提交的频率

允许出现的最多错误数

是否要把表的扩展属性一起传送到目的数据库中。

二、盆据 , 道出错处理

在数据管道运行过程中 , 随时可能因数据完整性等多种原因而产生错

误 , 自动把出错的行显示在出错信息数据窗口中。数据管道

的出错信息数据窗口显示了管道操作失败行的所有列 , 并在数据窗口左部

指出了出错原因 , 这个数据窗口使用表格风格的显示方式。

如果在数据管道执行过程中达到了最大出错个数 , 管道的执行就会自

动停止 , 其后的数据无论正确与否都不会灌入目的数据库中。要想把后面

的数据灌入数据库 , 只有两种方法可行 修改数据管道的定义 , 或修改数

据源的定义。修改之后重新运行数据管道。

三、傲据 , 道的应用

如果想在应用程序中使用数据管道 , 一般必须创建下述对象

创建数据管道对象 创建一个继承自 的标准类用户对象

创建 」个窗口 , 在窗口上放置用于显示数据管道运行过程中出错信

息的数据窗口控件 。

在应用程序中使用数据管道的基本步骤如下

用数据管道画板创建数据管道对象。

用用户对象画板创建继承自 。的标准类用户对象。

创建窗口 , 在窗口上放置一个数据窗口控件。

编写代码 , 依次实现下述操作

初始化事务对象并连接数据库

创建标准类用户对象实例

将数据管道对象与标准类用户对象实例联系起来

启动数据管道。

处理行错误 。

结束管道操作 , 清理前面创建的实例。

在实现上述任务过程中 , 需要使用数据管道对象的属性、事件和函

数

数据管道用户对象的属性

数据管道用户对象的属性共有五个 , 反映了当前使用的数据管道对

象、语法、数据管道运行情况等信息。

数据管道的事件

数据管道有五个预定义事件 , 在创建数据管道用户对象时 , 可以根据

应用程序的需要定义自己的用户事件。

数据管道的方法

数据管道对象有八个方法 , 其中 二。 、 、

、 、 与其他对象相应方法的意义相同 , 在
此不再重复。而 八 方法将数据从源表传送到目的表中 , 二 方法

将终止数据管道的执行 , 即 方法将出错修改结果传送到目的数据

库。

四、小结

本文主要讨论了 关于数据管道的功能 , 指出了如何创建

数据管道对象 , 并详细介绍了数据管道应用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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