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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宋全成 文庆英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国流动人口

的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2010 年山东省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流动人

口的规模持续快速扩大，其年龄结构年轻化，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受教育程度

主要以初中为主;人口流动长期化趋势明显;跨省流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散，而跨省流出人口

的流入地集中，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的城镇地区;务工经商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不同类

型和性别的流动人口，动因差异显著;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

务业等第三产业。了解山东省的流动人口状况，对于把握全国流动人口状况、结构及特征，具

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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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国流动人口①的规模不

断扩大，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

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到了 26139 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3996 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22143 万人。与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

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 11700 万人，增长 81. 03% ;其中不包括市辖

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 10036 万人，增长 82. 89% ②。毫无疑问，流动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学界、经济界和

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热点问题。但我国学者对此研究不足，只有部分学者依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或独立进行的小样本的抽样调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流动人口进行了部分研究。利用最新的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数据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还是寥若晨星。本文拟依据最新的 2010 年

人口普查资料，以山东省的流动人口为典型案例，从人口社会学的视角，对流动人口的规模、结构和特征进行

研究。山东省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大省和经济、社会发达省份，了解山东省的流动人口状况，对于把握全

国流动人口状况、结构及特征，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意义。

一、流动人口的自然结构及其特征

流动人口的自然结构主要是指流动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地理分布结构等。

(一)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快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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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 2010 年底，山东省流动人口数量达到 14432156 人①，占全省

总人口的 15. 1%，其中省内流入人口占 63. 9%，达到 9220846 人，跨省流入人口占 14. 7%，达到 2115593 人，

跨省流出人口占 21. 5%，达到 3095717 人，这表明山东省人口流动主要是省内流动;而 2010 年跨省流出人口

较跨省流入人口多 980124 人，省际间流动人口属于净迁出型。与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10

年山东省总流动人口、省内流入人口、跨省流入人口和跨省流出人口分别增加 8244711 人、5171259 人、

1082380 人和 1991072 人②; 十年间分别增长 133. 3%、127. 7%、104. 8% 和 180. 3%，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3. 3%、12. 8%、10. 5%和 18%。

(二)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化，不同类型间存在年龄和性别差异

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差异显著。

1． 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化结构，新生代流动人口渐成流动主力

“人口迁移流动有较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即年轻的男女性人口较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有着较高的迁移

流动率。”③据 2000 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和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2000 和 2010 年山东省流动人口

中，15 ～ 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占绝大部分，但所占比重从 2000 年的 88. 1%下降到 2010 年的 85. 9%，平均

劳动年龄由 25. 2 岁上升到 31. 5 岁，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中位数在上升。2010 年，山东省流动人

口中，15 ～ 44 岁青壮年劳动人口在全省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71. 7% ;14 岁以下儿童占 10. 4%，60 岁

及以上人口只占 3. 7%。

如果进一步从年龄性别结构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男女性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 15 ～ 44 岁，特别是在

15 ～ 29 岁组。在 15 ～ 19 岁、20 ～ 24 岁和 25 ～ 29 岁三个年龄段上，流动人口均超过各自男女总流动人口的

10%，男性合计超过了男性流动人口的 42%，女性则超过了 47%。此外，女性流动人口年龄分布集中度，在 15

～19 岁、20 ～24 岁和 25 ～29 岁的女性流动人口比重均高于男性对应的年龄组，全省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

为 30. 1 岁，比男性低 0. 7 岁;而从年龄性别结构上看，20 ～29 岁组的女性流动人口多于男性，其性别比为 97. 3。

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的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生

代流动人口规模的急剧增加和份额的大幅提升。”④据 2000 年“五普”和 2010 年“六普”的长表数据，新生代

流动人口占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由 2000 年 32. 7%上升到 2010 年的 49. 8%，10 年间增加了 17. 1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到 2010 年 12 月，1980 年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接近流动人口的半数，显然，新生代流动人

口已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2． 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差异显著

在流动人口内部，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也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第一，就平均年龄而

言，省内流动人口更为年轻。省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是 30. 2 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 30. 6 岁，女性平均年

龄 29. 7 岁;而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是 31. 6 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 31. 5 岁，女性平均年龄 31. 6 岁，分别

比省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高出 1. 4 岁、0. 9 岁和 1. 9 岁。第二，从性别结构看，跨省流动人口中具有明显

以男性为主的特征，男性占 55. 5%，女性占 44. 5%，性别比为 124. 6，其中 15 ～ 44 岁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

性别比更是高达 126. 1;而省内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较为平衡，男性占 51. 46%，女性占 48. 54%，性别比为

106，特别是 15 ～ 44 岁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比更是低至 101. 6(见表 1)。

(三)流动人口主要集聚在大中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 1133. 64 万流动人口分布在全省 17 个地市，但地理分布不均。主

要集中在青岛、济南、潍坊和威海。以上四市流动人口占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17. 29%、11. 2%、

10. 8%和 9. 9%。这四个城市的流动人口之和几乎占了全省流动人口的一半(见表 2)。此外，青岛、威海、东

营、济南、烟台 等 市 的 流 动 人 口 在 当 地 常 住 总 人 口 中 所 占 比 例 高 达 22. 5%、20. 7%、19. 9%、18. 7% 和

17. 5%。在上述城市中，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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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作者根据《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山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李建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1 页。
段成荣、吕利丹等:《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13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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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山东省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单位:人、% )

年龄
全省 省内 跨省

男 女 性别比 男 女 性别比 男 女 性别比

0 ～ 14 53. 8 46. 2 116. 3 53. 6 46. 4 115. 4 54. 8 45. 2 121. 2
15 ～ 44 51. 4 48. 6 105. 8 50. 4 49. 6 101. 6 55. 8 44. 2 126. 1
45 ～ 64 55. 2 44. 8 123. 4 55. 2 44. 8 123. 3 55. 3 44. 7 123. 6
65 + 岁 52. 0 48. 0 108. 2 51. 9 48. 1 107. 9 52. 3 47. 7 109. 6

合计 52. 2 47. 8 109. 3 51. 5 48. 5 106. 0 55. 5 44. 5 124. 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出。

东部 8 个城市属于山东省经济发达地区，其流入人口规模在全部流入人口、省内流入人口和跨省流入人

口中，分别占全省流入人口的 66. 2%、64. 8%和 72. 4%，可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部分的流动人口，

特别是跨省流动人口;而分布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11 个城市的流动人口仅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

33. 8% (见表 2)。十年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规模呈上升趋势，但占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相当稳定，维持在

66%左右。

在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中的比重变化较大。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东部地区的较大变化

是:烟台和东营两市流动人口，不论是在全部流入人口、省内流入人口还是跨省流入人口中，占全省比重均呈

下降趋势，尤其是烟台下降幅度最大，超过 9 个百分点;在全省流入人口和省内流入人口中，威海和日照两市

的流动人口占全省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均超过 2. 5 个百分点，特别是日照上升幅度最大，分别上

升 3. 8 和 5 个百分点;在跨省流入人口中，青岛、潍坊两市流动人口占全省比重显著增加，分别增加 7. 4 和

7. 8 个百分点，而威海所占比重由 2000 年的 13. 6%下降到 2010 年的 7. 3%。这一变化与当地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表 2 山东省分地市流入人口在全省流动人口中所占份额(单位:年、% )

现住地
全部流入人口 省内流入人口 跨省流入人口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全省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东部地区

济南市 8. 5 11. 2 8. 5 11. 1 8. 7 11. 9
青岛市 16. 1 17. 3 15. 0 14. 8 20. 7 28. 1
淄博市 5. 1 5. 4 5. 1 5. 6 4. 9 4. 1
东营市 4. 0 2. 2 4. 1 2. 6 3. 9 0. 7
烟台市 12. 6 3. 6 12. 1 3. 6 14. 9 3. 5
潍坊市 9. 8 10. 8 10. 4 9. 9 7. 7 14. 5
威海市 7. 4 9. 9 5. 9 10. 5 13. 6 7. 4
日照市 2. 1 5. 9 1. 8 6. 8 3. 2 2. 2

西部地区

枣庄市 3. 8 4. 2 4. 5 4. 8 1. 3 1. 6
济宁市 6. 3 5. 1 6. 9 3. 8 3. 6 10. 9
泰安市 4. 2 3. 2 4. 7 3. 2 2. 4 3. 2
莱芜市 0. 4 0. 8 0. 3 0. 9 0. 5 0. 4
临沂市 7. 0 7. 6 7. 3 8. 2 5. 6 4. 7
德州市 2. 9 3. 1 2. 9 3. 3 2. 5 2. 3
聊城市 3. 6 3. 4 3. 9 3. 9 2. 3 1. 4
滨州市 2. 8 3. 2 3. 1 3. 6 1. 8 1. 9
菏泽市 3. 4 3. 2 3. 6 3. 6 2. 4 1. 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山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二、流动人口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

流动人口的社会结构是指流动人口的文化结构、流动时限结构、来源地、流入地结构、城乡流动方向、职

业结构等。

(一)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不同类型间存在文化与性别差异

据人口普查长表数据，2000 年山东省全部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分别为:10. 3 年、10. 5 年和 9. 2 年;而 2010 年山东省各类型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 8 年、10. 9 年

和 10. 2 年(见表 3)，分别比 2000 年高 0. 5 年、0. 4 年和 1 年。这表明 2010 年山东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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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进一步提高。从表 6 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中 85. 8% 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文化教育，其中初中教育程度的

人口所占比例最大，为 36. 9% ;其次是高中学历占 27. 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21. 3%，未上过学的比例为

1. 8%。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比

例(12. 4% )。

从省内、外来看，省内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跨省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 10. 9 年，明显高于跨省流动人口的 10. 2 年。省内流动人口接受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为 48. 5%，远

低于跨省流动人口的 61. 9%，而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明显高于跨省流动人口，尤其是接受大专及以

上教育的比例为 22. 3%，高于跨省流动人口的 17. 4%。这表明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以低层次文化的流动者

为主;相比跨省而言，省内则是以中高层次的流动者为主。

从性别来看，男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 0 年，

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 6 年。女性流动人口未上过学的比例为 2. 8%，远高于男性的 0. 9% ;

小学毕业的比例为 13. 6%，也高于男性;而女性流动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的教育的比例为 20. 8%，则低于

男性的 21. 9%。

表 3 山东省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单位:% )

受教育状况
全省 省内 跨省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男 女 总

未上过学 0. 9 2. 8 1. 8 0. 8 2. 7 1. 7 1. 0 3. 4 2. 0
小 学 11. 2 13. 6 12. 4 10. 5 12. 6 11. 6 14. 0 18. 2 15. 8
初 中 37. 1 36. 7 36. 9 35. 0 35. 5 35. 2 45. 5 42. 3 44. 1
高 中 29. 0 26. 1 27. 6 30. 7 27. 6 29. 2 22. 1 19. 0 20. 7

大学专科 12. 8 12. 6 12. 7 13. 6 13. 2 13. 4 9. 7 9. 9 9. 8
大学本科 8. 7 7. 9 8. 3 9. 0 8. 1 8. 6 7. 4 6. 9 7. 2

研究生 0. 4 0. 3 0. 3 0. 3 0. 3 0. 3 0. 4 0. 4 0. 4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1. 0 10. 6 10. 8 11. 1 10. 7 10. 9 10. 4 9. 9 10. 2

说明: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折算标准是:未上过学 = 0 年;小学 = 6 年;

初中 = 9 年;高中 = 12 年;大学专科及以上 = 16 年。

资料来源:《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二)人口流动长期化趋势明显，平均流动时间超过 3 年

依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流动人口在山东省的流动时限情况，见表 4。

表 4 山东省外来人口流动时间分布①(单位:% )

流入时间
全省 省内 跨省

比例 累计比 比例 累计比 比例 累计比

0. 5 ～ 1 年 19. 9 19. 9 18. 7 18. 7 26. 3 26. 3
1 ～ 2 年 20. 7 40. 6 20. 7 39. 4 20. 7 47. 0
2 ～ 3 年 15. 4 56. 0 15. 9 55. 3 12. 9 60. 0
3 ～ 4 年 9. 2 65. 2 9. 3 64. 6 8. 7 68. 6
4 ～ 5 年 5. 3 70. 5 5. 3 69. 9 5. 0 73. 6
5 ～ 6 年 3. 7 74. 2 3. 7 73. 6 3. 7 77. 3

6 年及以上 25. 8 100 26. 4 100 22. 7 10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平均流入时间(月) 39. 4 — 40. 0 — 36. 5 —

资料来源:《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限越来越长，并表现为一种长期化的状态。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离

开户口登记地的平均时间约为 39. 4 个月，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平均流动时间 36. 5 个月，省内流动人口平均

流动时间为 40 个月，比跨省流动人口高出 3. 5 个月。从流动时间上看，外来人口流动时间分布具有较为明

16

①由于《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的是人户分离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其中还包含着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而本研究所

指的流动人口是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但基于研究需要，本文使用人户分离人口的流动时间来替代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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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两头高中间低的偏“V”型特征，其中流动时间在半年至一年的短期流动人口占 19. 9%，一年至三年和

六年以上的长期流动人口分别占 36. 1%和 25. 8%，三者合计所占比例超过了全部外来人口的 80%。而流动

时间在 6 年及以上的占 25. 8%，超过 1 /4，由此可见，山东省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限长期化特征明显。

从省内、外来看，流动时间在两年以内的省内流动人口在各时间分组内所占比例均低于跨省流动人口，

而在两年以上的各时间分组内都高于跨省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五年以上的省内流动人口所占比例高达

30. 07%，高出跨省流动人口约 3. 7 个百分点，说明省内流动人口较之跨省流动人口表现出更强的长期化流

动趋势。

(三)务工经商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动因，不同类型和性别的流动人口，流动动因差异显著

1. 务工经商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据 2000 年 五 普 数 据 显 示，2000 年 山 东 省 流 动 人 口 流 动 原 因 相 对 比 较 分 散 和 多 元 化: 务 工 经 商

(18. 4% )、婚姻嫁娶(16. 4% )、学习培训(15. 5% )、拆迁搬家(13. 7% )、随迁家属(12. 8% )。

据 2010 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结果显示，2010 年山东省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构成，无论是总体还是

分性别，务工经商都是最主要的流动原因。流动人口中，31. 4%是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其次是学习培训、随

迁家属和拆迁搬家，三者分别占流动人口的 16. 4%、16% 和 10. 5%。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流动人口的流

动原因则更为集中，务工经商成为最主要的流动原因，约占全部流动原因的 1 /3，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口

比重比 2000 年增加了 13% ;而婚姻嫁娶方面则由 2000 年的 16. 4% 下降到 2010 年的 5. 4%，下降幅度高达

11 个百分点，可见婚姻对人们实现流动的影响在逐步减小;2010 年因随迁家属而流动的比例较 2000 年高出

3. 2 个百分点，达到了 16%，说明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从省内和跨省的角度看，省内和跨省流动人口最主要的流动原因虽然都是务工经商，但是省内流动人口

中因务工经商而发生流动的占 27. 5%，而在跨省流动人口中该比例高达 52. 5%，几乎两倍于省内流动人口。

省内流动人口其他的流动原因还有学习培训、随迁家属和拆迁搬家等，这些比例都要高于跨省流动人口。总

体来看，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更集中于务工经商，相比之下，省内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更分散、更多元。

分性别来看，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和随迁家属都是最重要的三个流动原因，但男性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

所占比例为 35. 7%，高出女性约 9 个百分点;女性流动人口中随迁家属的比例要高于男性，分别为 19. 2% 和

13. 1%。婚姻嫁娶是男女差别较大的另一个流动原因，女性流动人口中流动原因为婚姻嫁娶的比例占

9. 2%，而男性仅有 1. 8%。“这是因为受传统观念影响，男性更具闯劲，且不受婚姻家庭状况制约，所以成为

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的主体;而女性外出与否受婚姻状况影响，未婚女性外出比例高，已婚女性的外出比例明

显下降。”①

2． 不同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差异较大

人口流动的原因构成存在明显的年龄别差异。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主要表现为经济型流动，其最

主要的流动原因是务工经商，占 36. 7%，其次是学习培训和拆迁搬家，所占比例分别为 18. 5%和 10. 3% ;0 ～

14 岁的流动儿童最主要的流动原因是随迁家属，这一比重占到了 65. 2% ;65 岁及以上的流动老人最主要的

流动原因有拆迁搬家、投靠亲友和随迁家属，三者合计占 58. 8% (见表 5)。由此可见，儿童和老人的流动更

多表现为社会型流动，且缺乏主动性，“这与劳动年龄人口相反，这与各年龄人口所处的阶段和需求密切相

关。”②

值得关注的是，14 岁以下流动儿童以随迁家属为主要流动原因，占到 65. 2%。根据“六普”数据，流动

儿童中男性比例(53. 8% )明显高于女性比例(46. 2% )7. 6 个百分点。可能原因是，受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

影响，特别是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多数家长会优先选择带男孩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其得到更

多的发展机会，而女孩则留守在户籍地。

3． 乡村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以社会型为主

从流入人口的来源地属性来看，尽管务工经商是山东省城镇和乡流动人口的首要原因，所占比重均超过

30%。但在乡村流动人口中，其他重要的流动原因还有婚姻嫁娶和随迁家属，分别占 20. 9% 和 13. 3%。乡

26

①

②

邢文会:《河南省流动人口现状分析与建议》，《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1 中国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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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因婚姻嫁娶而流入的人口比例高达 20. 9%，是城镇地区 3. 9% 的 5. 4 倍;分性别看，因婚姻嫁娶而流

入乡村的女性人口为 22. 3 万人，占该婚姻嫁娶女性的 36. 8%，是乡村因婚姻嫁娶而流入的男性人口的 8. 8

倍，这说明因婚姻嫁娶而流动的女性人口占绝对多数。

表 5 山东省不同流动人口类型的流动原因构成(单位:% )

流动原因

流动人口类型

年龄段 省内外 城乡

0 ～ 14 15 ～ 64 岁 65 岁 + 省内 跨省 城镇 乡

经济型流动

务工经商 0 36. 7 8. 5 27. 5 52. 5 31. 5 30. 8
工作调动 0 8. 1 5. 9 7. 3 5. 8 7. 0 7. 7
学习培训 6. 8 18. 5 0. 3 17. 2 11. 9 17. 5 4. 9

小计 6. 8 63. 3 14. 7 52. 1 70. 2 56. 0 43. 4

社会型流动

随迁家属 65. 2 9. 4 18. 1 16. 6 12. 6 16. 3 13. 3
投亲靠友 6. 2 2. 5 20. 1 3. 4 5. 3 3. 2 8. 8
拆迁搬家 8. 4 10. 3 20. 6 12. 0 2. 1 11. 3 2. 1
寄挂户口 1. 9 1. 4 3. 4 1. 7 0. 3 1. 3 3. 2
婚姻嫁娶 0 6. 2 3. 2 5. 6 4. 5 3. 9 20. 9

小计 81. 7 29. 8 65. 4 39. 3 24. 8 36. 0 48. 3
其他 11. 5 7. 1 19. 9 8. 7 5. 1 8. 1 8. 3
总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资料来源:2010 年数据来自《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数据来自《山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

(四)跨省流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散，而跨省流出人口的流入地集中，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的城镇地

区，流向城市和城镇

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跨省流入人口来源地和跨省流出人口流入地情况，见表 6。

表 6 山东省跨省流动人口在各省市的来源地和流入地所占份额(单位:% )

地区 省市 流入人口比例 流出人口比例 地区 省市 流入人口比例 流出人口比例

合计 100 100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北京 0． 6 19． 3
天津 0． 6 16． 3
河北 6． 7 2． 9
山西 2． 6 1． 5

内蒙古 3． 7 2． 2
小计 14． 2 42． 2
辽宁 3． 7 3． 9
吉林 8． 8 1． 4

黑龙江 19． 3 2． 0
小计 31． 8 7． 3
河南 13． 5 1． 6
湖北 3． 7 1． 0
湖南 1． 5 0． 6
小计 18． 7 3． 1
广东 0． 8 5． 0
广西 0． 4 0． 5
海南 0． 2 0． 3
小计 1． 3 5． 8

华东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上海 0． 3 12． 2
江苏 6． 5 13． 3
浙江 2． 9 6． 0
安徽 6． 2 1． 1
福建 1． 8 1． 4
江西 1． 5 0． 6
小计 19． 1 34． 6
重庆 1． 1 0． 5
四川 4． 1 1． 0
贵州 1． 2 0． 4
云南 2． 1 0． 5
西藏 0． 1 0． 1
小计 8． 5 2． 4
陕西 2． 3 1． 3
甘肃 2． 0 0． 5
宁夏 0． 4 0． 5
新疆 1． 1 1． 8
青海 0． 6 0． 4
小计 6． 3 4． 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得出。

由表 6 可以看出，在跨省流入人口中，以东北地区流入的数量最大，占跨省流入人口总量的 31. 8%，其

余依次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分别占 19. 1%、18. 7%、14. 2%、

8. 5%、6. 3%和 1. 3%。从跨省流入人口的省份看，黑龙江居首位，为 19. 3%，其他跨省流入人口比例较大的

依次是河南(占全省的 13. 5% )、吉林(8. 8% )、河北(6. 7% )、江苏(6. 5% )和安徽(6. 2% )，来自这 6 个省的

流动人口共占跨省流入人口总量的 61%，这说明山东省跨省流入人口主要来自东北“闯关东移民”的回迁流

动和邻近省份的人口流动。

与跨省流入人口的来源地较为分散相比，跨省流出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则高度集中。在跨省流出人口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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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流向华北地区的数量最大，占跨省流出人口总量的 42. 2%，其余依次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华南地区、西

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分别占 34. 6%、7. 3%、5. 8%、4. 5%、3. 1% 和 2. 4%。从流向的省份看，北京

和天津占据前两位，分别为 19. 3% 和 16. 3%，其他省份依次是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其比例分别是

13. 3%、12. 2%、6%和 5%，山东省流向这 6 省市的流动人口占全省跨省流出人口总量的 72. 1%。显然，山

东省跨省流出人口大多流向经济更发达地区。

据 2010 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见表 7)，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的城镇地区。全省 54. 9%的流动人

口来自农村，其中 9. 5% 来自“乡”，45. 4% 来自“镇的村委会”。来自城镇和城市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

45. 1%。在省内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 52. 7%。而在跨省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

所占比重较高，为 67%。

表 7 山东省流动人口的户口登记地类型构成(单位:% )

乡 镇的村委会 镇的居委会 街道 合计

省内流动人口 8. 2 44. 5 12. 3 35. 0 100
跨省流动人口 16. 6 50. 3 11. 0 22. 0 100
全部流动人口 9. 5 45. 4 12. 1 33. 0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计算得出。

从流动去向上看，流动人口主要流向城市和城镇。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现居住在山东省内的全部

流动人口中，流向城市者占 66. 4%，流向城镇者占 23. 7 %，二者合计占全部流动人口的 90. 1%。而流向乡

村的流动人口仅占 9. 8% (见表 8)。显然，无论是省内流动人口，还是跨省流动人口，流向城市和城镇的总

比例均超过 90%。

表 8 山东省流动人口的现住地类型状况和比例(单位:人、% )

现住地类型
全部流动人口 省内流动人口 省外流动人口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乡村 1115486 9. 8 827303 9. 0 288183 13. 6
镇 2691275 23. 7 2406790 26. 1 284485 13. 5

城市 7529678 66. 4 5986753 64. 9 1542925 72. 9
合计 11336439 100 9220846 100 2115593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山东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得出。

(五)流动人口的职业状况

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表 9)，无论是总体、分性别还是分省内、外，大多数流动劳动人口均是

主要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在这两类职业就业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全省流动人口的

35. 6%和 31. 4%，还有 14. 4%流动人口的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这三类职业的流动劳动人口合计占全

省流动人口的 81. 4%。

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山东省流动人口就业分布变化比较大的职业是商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水

利业，其他就业职业的比例相对稳定。其中流动人口中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19. 7%①上升

到 2010 年的 31. 4%，增幅达到 11. 7%，说明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的山东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产业

结构的不断升级，吸引了更多的人口从事第三产业;与之相反，2010 年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流动人口

所占比例为 7. 1%，比 2000 年下降了 14. 2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引人注目，导致从事第一产业流动人口比

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作;而产业结构

的不断升级也使得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

分性别来看，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从表 9 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虽然

都主要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但男性流动人口中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职业的占

41. 5%，高出女性 13. 5 个百分点;女性流动人口职业为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为 36. 6%，高出男性近 10 个百分

点。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流动人口中职业为“国家机关、党政群体、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仅为

2. 5%，说明女性流动人口进入管理层工作的数量要远远少于男性。这充分说明了社会职业性别化的特点。

46
①作者根据《山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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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内、外来看，省内和跨省流动人口尽管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二者在商业、服务业这一职业上所占比

例相当，均超过 30%，但跨省流动人口在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职业所占的比例高达 43. 9%，高出省内流

动人口的 33. 9%整 10 个百分点;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省内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分

别为 16. 0%和 7. 9%，都要高于跨省流动人口的 6. 5%和 2. 9%。这说明，跨省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更集

中分布在第三产业。

表 9 山东省流动人口职业分布(单位:% )

职业
全省

小计 男 女
省内 跨省

国家机关、党政群体、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4. 3 5. 8 2. 5 4. 5 3. 6
专业技术人员 14. 4 11. 8 17. 7 16. 0 6. 5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7. 0 8. 2 5. 5 7. 9 2. 9
商业、服务业人员 31. 4 27. 4 36. 6 31. 2 32. 4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7. 1 5. 2 9. 7 6. 4 10. 6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35. 6 41. 5 28. 0 33. 9 43. 9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0. 1 0. 2 0. 1 0. 1 0. 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山东省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计算得出。

三、结论

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统计和特征分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简要结论:

第一，流动人口的规模将持续扩大。这预示着流动人口问题将是山东省乃至全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

忽视的重大问题，如何对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进行有序管理和服务，将是卫计委部门和各省市政府及中央政

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二，流动人口广泛分布在山东省各个地市，但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跨省流入人口主要来自

东北地区“闯关东”人口的回迁;而跨省流出人口则主要流向华北和华东地区;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主要

流向城市和城镇地区。

第三，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均在发生变化。流动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在不断增

加，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已逐渐成为流动主力;而儿童和女性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这既

反映了人口流动家庭化的特点，更表明今天和今后的流动人口将会明显地不同于以往的流动人口。这也是

政策制定中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变化”①。另外，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稳步提高。

第四，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长期化、家庭化，务工经商是最重要的流动动因。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间

超过 3 年，而流动时间在 6 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占 25. 8%，流动的长期化趋势明显;大部分流动人口都是经

济型流动人口，务工经商是最重要的流动原因，但老年人、儿童和乡村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为主。此外，随

迁家属是女性和儿童发生流动的主要动因，这意味着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

第五，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

流动人口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快速下降，而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在加快增长，这是山东省乃至全国经济

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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