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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背景下广东省人口迁移
二 流动态势评估

、

郑梓祯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 , 在改革开

放洪流汹涌澎湃
、

高潮迭起的背景下
,

人口迁移流

动空前活跃
,

呈现出独有的态势 , 并且在人口迁移

流动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亚须回答的

问题
。

一
、

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数盆评估

由于对迁移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不同
,

则迁移

人白的数量统计口径不一
,

统计结果自然 有 所 差

异
。

再者
,

中国特有的人口迁移政策和户籍管理制

度 , 也使从普查资料中清晰地区别并统计各种类型

的迁移人口增加了不少难度
。

尽管如此
,

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估算
,

仍然可对数量有个大致的了解
。

、

若以 年 月 日的户口变化为标准来定义迁

移人口 ,

则 年普查数据表明
,

广东省是全国人
口迁移最活跃的地区

。

广东省跨省
、

自治区
、

直辖

市的净迁移人口 比重为 禅 写
,

位居全国第一 , 省

内跨县
、

市迁移人口比重也是全国第一
,

为
。

即 仑 年 月 日 年 月 日省际迁入人 口 为
。

万
,

其中净迁入人口为 万 , 省内跨县
、

市迁移人口为 万二值得注意的是
,

广东省迁

出人口 比重为 肠
,

位居全国倒数第一 由 于

数量不大
,

故下文的各类估算中迁出人口数略去不

计
。

·

⋯
,

上述数量估算囿于户口条件限制
,

现从人口 自

然增长率角度考虑
。

年普查时广东省总人口为

人 不含海南
,

「

到 。年普查时 总 人

口为 人
。

年间增加了约 万
,

增长
,

年均增长
。

不但明显快于 全 国年 增
。

的平均水平
,

而且仅低于宁夏
,

居全国第二位
。

广东省人口增长速度如此快自然首

先与人口出生率偏高有关 , 但通过计算发现
,

人口

迁移流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

年普查表明
,

年广东省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 输 不含海南
。

自此 呈 逐 年下 降状

态
,

到 年降至 编
。

年回升至 编
,

之后居高不下
。 、

年略有下降
,

但 年

普查时仍高达 编
。

以上述人 口 自然 增 长 率

变化为依据
,

以 年普查时广东省人口为基数加

以估算 , 得出第三次普查与第四次普查 年期 间 广

东省自然增长人口约为 万
。

同期广东省实味

增加人口为 万
。

总增长人口减去其中的自然

增长部分
,

所得结果是机械增长部分即迁入人口
。 ’

据此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迁 入 广 东 省

的 人 口 至 少 为 万
。 一

。

该数学包括省际迁入人口在广东省的自然

增长部分
。

也就是说
,

适逢改革开放的 年期间
,

广

东省所增加的人口中近 一 是人口迁移

流动结果
。

这充分表明
,

人口迁移流动已是广东省

人 增长的举足轻重的因素
。

人口的迁移流动必然伴随着城市 化
,

因 而 可

从城市化角度去估算人口迁移流动数量
。

在中国
,

迁移过程中从农民到非农民的身份转变
、

从乡村到

城镇的地域迁移
、

从农业到非农业职业的转换这三

方面的改变并非同步
。

其中关键是身份的转变
。

因

此 目前以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指标来衡量中国城

市化进程是恰当的
。

由于 年的普查尚无非农业人口的统计
,

故

以公安部门统计数为参照
。

设 年普查时点非农

业人口数
』

年年底人口数们 旦年年雇玉亘救

则 年普查时非农业人口约为 万
。

又由于

非农业人口在迁入城镇前后自然增长率理应有所不

同
,

因而很难单独用城镇人口或单独用农村人口的

指标进行统计
。

这里假设该类人口与全省总人口 自

然增长率相同 在这一假设下只会导致高估自然增

长 人口而低估机械增长人口 , 则近两次普查间广

东省非农业人口 自然增长了 万
。 。年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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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广东省实际非农业人口为 ‘ 万护由此可得

知近两次普查期间共增 加 非 农 业 人 口 万

魂 一 二 ,

又可得 知其中机械

增长人 口 , 一 。 。

换言之
,

年明 日 年 月 日广东省农

业人口中有 万人
“迁移 ” 为非农业人口 其

中包括省外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迁入 百

如果把农业人口本身的流动考虑进去
,

则更能

进一步显示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
。

以离开常

住户 口 登记地一年以上为标准来定义 “迁移流动人

口 ” 下同
,

则 年普查时广东 “
迁移流动 人

口 ” ①为 万
,

占总人口 的
。

其中非农

业迁移流动人口为 万
,

占非农业人口的

农业迁移流动人口为 日万
,

占农 业 人 口 的
。

农业迁移流动人口 占广东省迁移流动人口

总数的
,

可见
,

农业人口是广东迁移
‘

流 动

人口中的主体
,

是最活跃的部分
。

二
、

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
,

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的第一个

特点是农村人口加速向城镇迁移
。

一 年

年间
,

城镇非农业人口几经起伏
,

绝对数增加不超

过 万
,

城镇非农亚人口 占全省总人口 比例 从 约

上升到
,

城镇化速度几乎为零
。

而改

革开放以来
,

人口城镇化进程加速
,

从 年 的

升至 年普查时的约 乡‘,

年 普

查时达到
。

年间增加了近 个百分点
,

非

农业人口数增加了近 。万
。

在第三
、

四次普查 年

间所增加的近 万非衣业人口中
,

是农村

人口向城镇迁移的结果
。

更重要的是
,

自 年国家

实施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政策以来
,

广东省

该类人口已从起初的 万激增到 目 前 的 约
,

万
,

占近 年间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的 以上
。

广东省农业人口迁移是以中小城市尤其是以镇

为主要指向
。

这种迁移致使广东省城市非农业人口

从 年占全省总非农业人口 的 下降至

年普查时的 , 镇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大
,

‘

从

年的 上升到 年普查时 的
。

如果按国内标准将广州和汕头划作大城市
,

则中小
城市及镇的非农业人口 年普查时占全省非农业

人口的
。

⋯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的第二个特点是
,

迁移流

动人口主要汇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

首先
,

这一地

区人口仅占全省总人口的 始
,

、

但非农业 人 乙

却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
。

人口城镇化 率 高

达
,

远远超过 的全省水平
。

主 要 构

成因素之一无疑是农业人口 向该地区城镇迁移的结

果
。

其次
,

这一地区汇集的非农业迁移流动人口 占
、

全省该类总水口的
,

农业迁移流动人 口 占

全省该类典齐口的
·

‘“ 。

也就是说
, ‘”““年 普

查时全省 孚 万迁移流动人口中
,

有 万流

入这一地区
。

全省 。 的迁移流动 人 汇集于

此
,

其规模和集中程度在广东是前所未有的
。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

农业人口迁移流动的汇集

热点依次是深圳市
、

东莞市
、

广州市
、

佛山市
、

珠

海市和中山市
。

这些城市接纳了全省农业迁移流动

人口的
,

其中仅深圳市和 东 莞 市 就 占到
。

与此相仿
,

非农业人口迁移流动的 热 点

依次是深圳市
、

广州市
、

佛山市
、

殊海 市 和 东 莞

市
。

其中深圳市占
,

广州市占
。

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的第主个特点是省外迁入

人口数量大
。

年已有震惊国内外的 “ 百万民工

下广东 ” 的事实 , 近年的估计称广东境内 约 有

万省外民工 最近的说法是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

约 万省外暂住人口
。

总之
,

改革开放中的广 东 省

接纳了数百万的省外人口
。

他们的足迹遍布广东省
,

而聚集热点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

综上所述
,

历经改革开放 载的广东省
,

其人
口迁移流动从停滞到活跃形成如下态势 在 流 向

上
,

呈 “省外‘广余 , 珠江三角洲 , 珠江三角洲热

点市县 ” 的走势及势头渐次增强格局 , 在分布上
,

镇和中小城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已成为接纳吸收庞大

迁移流动人口 的主要地域
。

三
、

改革开放是引发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动因

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大潮的勃起及 其 独 特态

势
,

是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幅射模 式 分 不 开

的
。

改革开放以来
,

先行一步的广东省 经 济高 速

增长
,

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递 增 率 为
, 工农业生产总值从 。年的 亿美元增长

‘

到 亿
。

户东省人口 占全国的 ,

面积不到全国

的 、但其国民生产总
‘

宜却占全国的
。

经济的
一 协

毛

丫

①包括已在本县
、

市常住一年以上
,

且常住户口在外

地的人口 ,

以及在本县
、

市居住不满一年
,

但已 离开常懊
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人口 ,

不包括户口待定和国夕瞬移人

口 。 , 、

丁 二
‘

一 一
‘



有速发展在省内各地区并非同步
,

热点在经济特区

和沿海开放地区
,

其经济发展幅射模式是 “经济特

区 沿海经济开放地区 , 外围地区 余省 ” 。

包含

探圳
、

珠海两经济特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广东省

改革开放最早和最成功的地区
。 “

七五 ” 期间该地

区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
,

较亚洲 “四
【 “

小龙 ” 起飞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

’

经济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

亡东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发展为大众提供了数
百万计的劳动就业机会

,

受经济发展幅射模式层次

的影响
,

越靠近幅射中心对劳动力需求越大
,

就业机

侩越熟 位于经济发展中心地带的珠江三角洲地早
不仅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当地城乡剩余劳动力

钓出路 间题
,

而且转而变为劳动力不足地区
。

广东

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就业形势和对劳 动 力 的 需

求
,

实际上为全省和全国劳动人口迁移流动提供了

机会和条件
,

形成了吸引
、

牵动省外人口向广东
、

省内外人口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移动的巨大势场
。

由

饮革开放引发的经济大发展不但使广东省人只汪移

流动 空前活跃
,

而且使迁移流动的走势
、

迁移流动

骚弱的梯次格局与经济的发展幅射层次相耳对应
,

显示 了构成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态势的深刻的经济

背景和经济因素
。 ,

既然广东省人口迁移流动的形成是 经 济
、

人
口

、

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那么

只要上述因素仍然存在
,

这种态势就会继续下去
。

从广东省全局着眼
,

由于占有 “天时
、

地 利
、

人

和 ” 的优势
,

与内地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将会长

期存在
。

因此
,

在全国人口过剩的压力下
,

在商品

经济 日益发达
、

市场调节作用 日益增强的背景下
,

指向广东省的木口迁移是难娜完全遏 止 的
。

从 珠

在三角洲地区看
,

该地区的劳动工资成 本 无 疑 会
,

有所增加
。

但正因加口此
,

为保持经济 发 展 的 速

度和优势 珠江三角洲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会持续

旺盛
,

因而人口 向珠江三角洲汇集的态势在较长一

段时间是不会改变的
。

但局部的变化可能发生
‘

由

于这个地区劳动力不足和土地资源短缺
,

加上该地

区工业有向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
,

其外围及
一

粤北
、

粤西地区劳力密集型的乡镇 企业
、

合声
、

外资企业和 “三来一补 ” 企业会逐 渐 发 展 兴旺 ,

刺激对劳动力的需求
,

从而形成吸纳连移 流动人

口 的新的承载热点地区
。

但这些地区只 会是珠萍
主角洲地区的流动人口汇集的分流点

,“ 而 不
‘

是 取

代点
。 、

⋯
州

,

面临上述木口迁移流动的趋势
,

广东省应利用

其积极的一面
,

设置和健全相应的劳务
、

就业服务
机构

,

疏浚流通渠道
,

促迸省内农村
, 、

尤其是粤北

地区
、

山区和贫困地区剩余劳动人口 的迁移流动 ,

趁势改变户东省南北就业机会不平衡的状况
,

缓解

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就业压力 , 并以此直接或间接地

从资金
、

信息若
,

人才培养诸方面帮助山区和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
。

目前全省城镇劳动力在总体上仍然供

大于求
,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尚未完全疏通
。

这

始终是影响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因素
,

‘

人口大规模流入广东省所产生的问题之一
,

是

给不给迁入者常住户口
。

这个问题在城镇尚未周全

解决时
,

于农村已日见突出了
。

近年来由于经济高速

发展
,

农村人口迅速城镇化
,

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
,

耕地撂荒
。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迁移形式 由政府

组织或自发组织的 “农村 , 农村 ” 人口迁移流动形

式
,

即 “代耕 ” 。

通常是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劳动力

人口 流入富裕地区 ,

填补农村人口城镇化所形成的

“ 空白 ” 。 “ 代耕 ” 人口省内外都有流入
,

估计已

近首万
。

这是一个棘手的人口问题
。

若让他们留下

来
,

则减少农村人口 比重
,

为农业向纵深发展让出更

多空间的设想将化为泡影 , 当地计划生 育 的 成 果

将失去意义 , 人口地域分布不均 衡 的 局 面 将 进

一步加剧
。

若不让他 们 留下 来
,

则 “代耕 ” 人

口会产生短期行为
,

在人力
、

物力
、

财力 的 投 入

上踌躇不前
,

从而对当地农业的深入发展 极
‘

其 不

利
。

更何况
, “代耕

”
人口在迁入地也存在向城镇

迁移
,

并且由此造成的 “ 空白” 还会来人填补的恶

性循环
。

这一问题必须提到 日程上予以解决
。

从长

远利益看
,

在各地人口压力相 当 的 背 景下
,

大目

标应该是原则上让当地城镇吸纳当地农村人口 , 代

耕人口中的大部分应最终返回迁出地
,

小部分由迁

人地吸收
。

这对各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
、

农村农业

现代化和人口 分布均衡发展是有利的
。

代耕人口一

旦返回迁出地
,

他们将带回资金
、 ’

信息
、

人才
,

并

将成为家乡人口城镇化
、

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牛

之一
。

四
、

乡镇企业是发展和资荣小城镇的希望
‘

除上述原因外
,

人口迁移流动及人口城镇化过

程所显示出的特色
,

与广东省乡镇企业 蓬 勃 发 展

是密切相关的
。

据统计
,

广东省乡镇企业的总收入

在 年代平均递增率高达
。

年乡镇企业总

一
之 ,



收入达 亿元
,

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

从 年的” 提高到 一些地方超过

以上
。

珠江三角洲已拥有 多家 超 亿 元 和

。多家超千万元的乡镇企业
。

乡镇企业在全省农

村经济中已处于主体地位
。

广东省乡镇企业 年代

的发展目标
,

是总收入以平均年递增 的速度迈

进“ 件纪
。

届时总收入可达 ”“““多亿元
,

加上农业

收入
,

农村经济总收入为 。。。亿元
,

将占全省工农

业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 , 全省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可

达 万
,

将基本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

所说
‘

“乡镇企业是发展和繁荣小城镇的希望 ”

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
,

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之所

以能够提们凶口此丰富的劳动就业机会
,

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发达的乡镇企业
。

这些乡镇企业不但能够吸

收和安置当地的城乡剩余劳动力
,

而且为外地外省

劳动人口提供了几百万个劳动就业机会
。

据不完全

统计
,

当前广东省乡镇企业职工已达 万
。

这 种

就业形势是国家财力和国营企业能力至 少 在 目 前

所不能负担的
。

因此
,

实质上是乡镇 企 业 加 速 了

广东人口城镇化的 进 程
。

第二
,

发达的乡镇企业

促进了小城镇和小城市的发展和繁荣
,

为城镇建设

提供了巨额的城建资金
。

目前全省建镇 个
,

仅

珠江三角洲就由过去的 多座增加到约 。座 , 城

市由 座增加到 座
。

目前广东省一部分镇和 小 城

市有
“

镇发展成小城市
,

小城市发展成中等城市 ” 的

战略构想和趋势
。

髻如因 “三来一补 ” 企业而闻名

全国的东莞市
,

就是由县发展而成的
。

在广东省
,

正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

才使小城镇

的经济实力得以加强而充满活力 , 才使人口迁移流

动特别是农村人口 向镇和小城市迁移流动具有实际

可能性
。 ‘

省内农村人口 向城镇迁移
、

省内外人口 向城镇

迁移所形成的人口城镇化过程
,

可以说至今是合理

和健康的
。

因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

并没有造

成农村人口蜂拥而来并滞留于个别大城市 尤其广

州市
,

从而导致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

失业率急

剧上升等弊端
。

广州与其说是吸纳农村人口的主要

承载地
,

不如说是人口迁移流动的中转 站更 为 贴

切
。

广东省接纳迁移流动人口主要靠镇 和 中小 城

市
,

承载形式是直接吸收为主
,

涌入广州的部分往

往很快就向四周的城镇分流
。

这种良性人口城镇化

进程
,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东省乡镇企业经济的发

展
。

广东省人口向城镇迁移即人口城镇化的节奏与

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是同步的
。 ‘

在改革开放初期
,

原来绷紧的城镇迁入政策出现了

不少松动
。

年实行让农民自带口粮进城自谋职

业的政策
,

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镇的小高潮
。

但由

于城镇经济实力不强
,

乡镇企业尚未蓬勃发展
,

就

业机会不多
,

这个时期的农村人口 向城镇迁移的过

程呈现出某种人为的 “超前 ” 状态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兴起
,

人 口城镇
’

化水平不姗提高
。

目前全省非农业人口中
,

大城市

占
、

中小城市占
、

乡镇占
。

在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

由于城乡差别缩小
,

甚至

出现人们不愿向城市迁移的倾向
。

显然
,

这种局面

的形成
,

是乡镇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的
。

乡镇企业
、

合资
、

外资企业和 “三来一补 ,, 企

业造就并繁荣了广东省星罗棋布的城镇
。

但是
,

杂乱

分散的工业布局已逐渐暴露出土地 交通
、

能源
、

城市设施和环境等方面不相适应的缺陷 , 庞 大 的
“离土不离乡 ” 人口依然拥挤在农村土 地 上

。

至

此
,

广东省人口城镇化过程似乎呈现出某种滞后状

态 农村人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还可减少
,

即人口城

镇化速度还可加快
,

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只中镇比重

仍然过大
。

笔者认为
,

据广东省目前的社会经济发

展战略和趋势
,

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应该加快并迈向

新的台阶
,

即在提高城镇非农业人口 比重
、

保持镇

吸收农业人口的速度的前提下
,

积极发 展 中 小 城

市 , 农村人口和镇乡非农业人口转入中小城市
,

增

大中小城市人口在全省城镇人口 中的比重
。

这种发

展方向的
‘

目的是 一方面
,

使工业企业相对集中
,

使中小城市在交通
、

能源
、

城市设施
、

环境污染控

制
、

信息等方面的效益和较之镇更能容纳人口的优

势得以发达 , 另一方面
,

让农民 “离土又离乡 ” ,

以减轻农村地区的人口 、

土地
、

资源和 环 境 的 压

力
,

让农业在更良好的空间环境中向纵深发展
。

借

此良机还可以调整广东省人口 的地域分布
、

城乡分

布
,

以及在各类型城镇的合理布局
,

从而促进广东

省工农业生产齐头并进
,

城乡共同发展
。

在广东省

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下
,

预计人口迁移流动及城镇

化将会沿上述走势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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