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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迁移研究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体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西方人口迁移研

究的系统梳理 , 将研究重点概括为 6 点: 人口迁移机制、人口迁移途径、人口迁移模型、人口迁移过

程中的文化适应、国际移民研究和国内人口迁移研究。最后 , 归纳了西方人口迁移研究中重要的方

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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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迁移( migration) 的界定, 约翰斯顿( Johnston R J) 认为“个体或群体居住地的永久性

或半永久性改变”[1] , 苏珊( Susan) 的定义是“从一地转向它地的人口移动”[2]。首次对人口迁

移进行系统研究的是 19 世纪末英国学者列文斯坦( Ravenstein) , 在其著作《迁移律》中对人

口迁移规律进行了总结 [3]。在西方社会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条件下, 人口迁移与流动是再正常

不过的人口现象, 对于人口迁移的研究, 西方的研究体系相当成熟, 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本文

通过对西方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较为系统的梳理, 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概括, 以期

为中国当代流动人口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 人口迁移机制

这是关于人口迁移决策的动因理论, 是解决为什么要发生人口迁移或什么因素导致人

口迁移的问题。对此, 西方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做了大量研究, 提出了下列解释范式。

1.1 新古典经济学观点

在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模式下, 人口流动被认为是由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表 1

列出了一些学者的主要观点。

可见, 新古典主义学者所提出的人口迁移理论将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和微观的个体选择

结合考虑, 宏观层面主要考察相对价格差异形成的生产要素的地域分布差异, 当劳动力和资

本在地域上出现不均衡分布时, 人口迁移便会发生; 微观层面强调迁移过程同时也是个体理

性选择的过程, 迁移目的在于在迁移目的地获得比迁移成本更高的劳动报酬 , 频繁采借“合

理选择”、“效用最大化”、“预期净收益”、“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差”等经济学概念。这一分

析视角理论性强, 应用广泛, 是颇有影响力的人口迁移理论。但是, 脱胎于古典经济学模型,



它存在一些不现实的假设, 如所有市场被视为无缺陷且运作良好, 迁移决定不受家庭预算约

束和其它收入来源影响。事实上, 并非所有的人口迁移总是经过经济理性计算的, 地域差异

存在也不一定意味着迁移一定发生, 地域差异减少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迁移量的减少或终止,

而且, 迁移决策前的预期收益往往难易准确计算。

1.2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界发生了行为科学革命情境下, 对于人口迁移的研究重点从空

间和数量模型上转向对迁移人的行为研究, 理论研究开始让位于实证研究, 出现了一系列从

个人和家庭户层次对迁移动机和决策的微观理论研究, 在解释迁移行为时重视对社会因素、

个体特殊因素、偶然性因素的分析。该理论代表人物是 Stark 和 Taylor[13] , 他们强调迁移行为

不是单迁移者决策的结果, 而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迁移的目的不仅是获得个体预期收入

最大化, 也是为了使家庭收入风险最小化, 对于家庭而言 , 迁移行为是一种控制生产风险和

表 1 人口迁移的新古典主义观点

学者 时间 核心观点

Petty[4] 1676 年
不同生产部门的利益差别导致社会劳动者从低收益部门流 向 高 收 益 部

门 , 比较利益差异是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

Ravenstein[3] 1889 年
受歧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合适都是促使人口流

动的原因 , 其中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

Herberle[4] 1938 年
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 , 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

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

Lewis[5] 1954 年

农村人口转移模型 , 也叫两部门理论 ( two sectors theory) 。发展中国家或

地区的经济特征是二元结构 , 即同时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代

发达的城市工业部门 , 其中后者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由于两部门劳

动生产率与劳动边际收益率存在差异 , 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

动 , 工业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部门。

Burge[6] 1950 年代
人口迁移的推拉模型( push and pull theory) , 较为全面的概括了影响人口

迁移的 12 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 6 个方面的拉力因素。

Schultz[7] 1957 年

把“个人和家庭流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作为人力投资的 5 个方

面之一。既然人口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 , 迁移者在作出迁移

决策时必然会考虑迁移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Lee[8] 1960 年代
引起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 ①迁出地因素 ; ②迁入地因素 ; ③中间障碍

因素; ④迁移者介入因素。

Ranis; Fei[9] 1961 年
接受二元结构观点 , 但指出 Lewis 忽视了农业在工业增长过程中的促进

作用 , 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劳动力流动的先决条件。

Sjaastad[10] ;

Todaro[11]

1962 年;

1969 年

预期收入理论 , 就迁移个体而言 , 存在一个经过迁移的成本- 收益计算后

并做出迁移决策的过程 , 人口流动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城镇就业

概率 , 这两个变量决定了迁移者在城镇中的预期收入。

McGee[12] 1971 年

劳动力供需的空间差异是人口区际流动的根本原因。相对于资本而言 ,

具有劳动力禀赋的地区工资水平较低 , 具有资本禀赋的地区工资水平较

高 , 这种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直接导致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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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资本来源的重要途径。Stark 等 [14]利用 Easterlin 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来解释发生

在城乡之间的迁移现象, 即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 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

收入之差, 还取决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 以及迁移后按照接受地的期望

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他们以墨西哥的研究证实同一收入差距对于不同的

人具有不同意义, 基于同类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成为迁移动因。

较之于新古典经济学观点,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除了经济( 理性) 维度的考量外, 引进了社

会和人口、家庭等分析维度, 应该说二者的关系是互补的。但是, 对于家庭、行为人的分析可

能陷入过分微观化而忽略结构性外界因素的局面, 毕竟, 迁移主体不仅是自然人、家庭人, 更

是社会人, 宏观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和背景在人口迁移行为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等新背景下 , 对于人口迁移的解释也开始

与新劳动地域分工、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相联系, 相继出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

世界体系理论。

1.3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该理论从发达国家市场结构入手探讨国际移民的迁移动机, 将国际人口迁移的起源视

为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需求拉动, 即认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低级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是国际迁移产生的原因。1979 年 Piore[15] 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 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存在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 分别是具有稳定雇用年

限、高工资、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一部门( 上层市场) 和不稳定、低工资、低

福利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二部门( 下层市场) , 而发达国家内部的本地劳动力不

愿意进入下层市场。于是, 雇主便通过雇用国际移民来填补空缺, 人口迁移便开始发生。此

外, Portes 和 Bach[16]提出“三重市场需求理论”, 即在原有二元市场基础上形成一个由外种族

人口或国外迁移人口构成的“族群集聚区”。

总之,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现实中存在跨界迁移的机会, 对于国际人口迁移具有较

强的解释力。该理论的缺陷是纯粹从劳动力需求方而缺乏从供给方看待人口迁移, 从国际人

口迁移态势看招募外国劳工不是跨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 国际移民的社会动因

强于经济动因) 。

1.4 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人口国际迁移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该理论缘于历史社会学家

Wallenstein 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17], 它着眼于分析宏观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 , 世界市场

一直不断的形成和发展着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分类逻辑, 前者指那些拥有物质资本和其

它形式资本的国家, 后者指那些剔除核心国家之外的国家, 中心国家依靠边缘国家的土地、

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 边缘国家依赖中心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信息。Massey[18]认为随着生产

要素的跨国转移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跨境迁移不可避免的产生。Ricketts[19]对 18

个加勒比海国家的移民美国数据分析发现 1970- 1979 年人口曲线和 1966- 1977 年美国往

这些国家的投资曲线相吻合。

可见, 世界体系理论更多的是从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看待人口迁移, 但用世

界体系理论( world system) 解释国际移民 , 用国内殖民主义( internal clonisilism) 解释国内移

民, 多少具有功能主义的色彩, 人的流动被认为是对特定结构的回应 , 其结果是满足结构的

某种需要。总体上看, 该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人口和劳动力必然由发展中地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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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达地区, 但是并不总是这样, 一些偶然性因素也可能在人口迁移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

用, 正如 Sassen[20]通过对海地、墨西哥、东南亚等国家的研究表明, 贫穷、失业、经济发展滞后

并一定直接引发跨国移民潮, 更不能左右移民去哪一国家, 而是与美国在这些国家设立军事

基地、增加资本投入、扩大文化影响相关, 人口迁移是美国大力加强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影

响的结果。

2 人口迁移途径

上述内容是解决人口为什么迁移的问题, 那么, 一旦决策确定下来 , 通过何种方式实现

人口迁移呢? 也就是迁移途径的问题。迁移人口到达迁移目的地后, 又将如何发展? 对此, 西

方学界大致有 3 种理论。

2.1 网络理论

该理论也称为社会资本理论, 是由 Portes[21]首先提出, 他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在人口迁移

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国际移民现象的研究, 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路或在更大

的社会结构中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是依赖于个人, 而是依赖于个人和他人

之间的关系。迁移的每一个环节( 决定是否迁移、向何处迁移、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 都与迁

移人口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当大量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 移民网络可能形成, 移民网路实

质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 其纽带是血缘、亲缘、乡缘和业缘等。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

国家实行的为“家庭团聚”开绿灯的移民政策, 促进了网路的延伸 , 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

Massey[22]等根据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墨西哥移民迁移到美国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

作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认为移民网络的形成使移民信息更准确、更广泛传播 , 迁移成本和

风险可能因此降低, 预期收入可能增加, 从而不断的推动人口迁移。一旦迁移网路建立, 不管

目的地的经济状况如何, 迁移都可能发生。Sanders 和 Nee[23]讨论了美国迁移家庭社会资本

对于其获得“自雇”地位的作用。Arnold 等以美国的菲律宾和韩国移民为例, 提出了连锁移民

的比例: 平均每个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将带入一个家庭成员, 每个韩国移民将带入 0.5 个家庭

成员。Jasso 和 Rosenzweig[24]认为每个移民在移居 10 年后平均带入 1.2 个“劳工类”新移民。

社会网络在人口迁移决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使人口迁移行为发生并使其持续发展

下去。本质上讲, 网络具有累积性的特征, 前一次迁移是后一次迁移的资源, 新的迁移又导致

网路的扩大和进一步发展。

2.2 机构理论

一旦迁移行为开始, 迁移行为可能被那些精心策划跨境迁移并从中获利的机构所推动。

这些机构专门提供一些正规或非正规服务, 如给予被剥削人员的人道主义保护、帮助偷渡、

提供假证明、甚至为迁移者在迁入国安排住宿或提供信用卡等服务 [25]。尤其在迁入国政府试

图限制移民入境或出境时, 机构的效用会更大。

2.3 累积因果关系

这一理论缘于学者 Myrdal 的“积累循环因果关系”[26] , 主旨是人口迁移存在一种内在的

不断重复的趋势。对于迁移个体而言, 每一次迁移行为都是不断调整迁移动机和迁移预期,

促使另一次迁移行为产生的过程。另一种积累因果机制是通过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的,

通过迁入地对迁出地的汇款, 迁移者影响到家庭在社区中的收入分配状况, 家庭的社会地位

发生变化, 使那些没有移民汇款的家庭增强了“相对失落感”, 进而激发其人口迁移决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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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三个影响因素是文化层面, 迁移者作为文化携带体, 接受了迁入地新的价值观、行为方

式和态度, 衍生出一种新的、具有高度自治社会空间的文化环境 , 这种新生文化在迁出地会

产生一种示范效应 , 可能不断的被模仿和复制 , 从而促进人口迁移行为的发生 。 按 照

Bourdieu 的“惯习说”, 在某一社会群体中 , 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

的“惯习”时, 即使诱发初始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 被局外人断定为非理性的移民行

为在该群体内仍然会获得认可而使移民行为得以延续[27]。

3 人口迁移模型

人口迁移这一行为除了从社会学、人口学视角揭示迁移人的人口和社会属性特征与规

律外, 也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位移。一些地理学家在这方面在相关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也

提出了不少人口迁移的地理模型。

3.1 迁移重力模型

Zipf[28] 在借鉴社会物理学的牛顿重力公式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迁移的重力模型 , 即对迁

移的模拟: Fij = g * Pi*Pj

Dij
2

在此模型中, Fij 是地理要素从 i 地到 j 地的迁移量, Pi、Pj 分别是从 i、j 两地的人口规模,

Dij 为 i、j 两地的距离, g 是模型系数, 该模型表明人口迁移量与两地人口的乘积成正比, 与两

地的距离成反比。

3.2 中间机会模型

Stouffer[29] 进一步提出了中间机会( 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 的概念 , 他提出的人口迁移

模式: Mij = K * Nj

Nij

该模型表明, 从出发地 i 到目的地 j 的移动次数 Mij 与目的地 j 的机会数 Nj 成正比, 与

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中间机会数 Nij 成反比, 即距离在迁移行为中本身不起障碍作用, 迁

移量随距离的减少而减少的根源在于中间机会数的增加所导致。

3.3 人口变动模型

Zelinsky[30]在回顾了历史上人口移动的整个过程后, 提出了人口变动模型中的移动变动

的观点, 他假设了在空间和时间上不同类型的流动与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般过程之间

的关系, 并把人口流动与生命转变结合在一起, 他划分了五个阶段: ( 1) 现代化前的传统社会

没有人口迁移; ( 2) 早期转变社会乡村人口往城市迁移; ( 3) 后期转变社会乡村人口向城市迁

移衰退, 但仍很重要; ( 4) 发达社会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显著衰退, 城市间与城市内部迁移逐

渐增加; ( 5) 未来超发达社会长距离人口迁移明显衰退, 主要是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迁移。

3.4 人口迁移系统分析模型

Mabogunje1971 年提出了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 图 1) [31]。该模式认为, 城乡人

口迁移的原因不仅是移民本身, 还有城市和农村的控制性次系统及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调

节机能对移民数量进行控制。城市控制性次系统主要通过寻找住房和职业的难易来实现, 农

村控制性次系统主要通过农村各种组织机构、家庭和家族等加以实现, 社会经济文化调节机

能主要表现在进城农民对城市的适应过程、城市应对新居民的调节和农村应对失去劳动力

的调节。此外, 政策的有关政策规定对这两方面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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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文化适应

移民作为原籍文化的携带者, 不可避免的与迁入地文化发生碰撞和整合, 这是迁移行为

发生后的核心命题。

4.1 同化论

这种观点认为, 新移民初到异地, 大多处于劣势, 如外文程度差、教育水平低、人才和金

融资本不足、缺乏劳动技能等, 难以直接进入主流社会, 这种次等文化属性和处于主流社会

的边缘文化的处境使其打入主流社会的唯一途径是放弃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思想

主导下, 移民聚居区只不过是跳板, 有些移民可能较先获得“成功”而得到提升自己在移入国

的社会地位, 在居住行为上他们离开原先的移民社区而进入当地社会的中上层住宅区, 在社

会交往上力图进入主流社会的交往网路, 在行为举止上以主流社会上层人士为样板, 最终褪

尽自己的“异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这些“先进者”作为同源移民族群的榜样, 将

为其同伴积极仿效, 于是, 越来越多的移民将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 认同主流族群, 进而实现

完全同化。移民社区发展的最后结果是原来的族裔移民社区的逐渐消失, 或因其成功人士的

纷纷搬离而留下一个不断衰退的贫民窟。这一观点来自对欧洲族裔移民( 如犹太人、意大利

及其他东欧移民) 的研究, 同时也有效地解释了美国许多中心城市少数族裔社区 , 尤其是黑

人区不断衰弱的现象。最早采用实证方法的 Thomas 和 Znaniecki 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就体现这一观念, 他们通过对前往美国的波兰人与其在家乡亲人之间的大量信件的展示来

解析这些异籍人口的“美国化”过程和“去波兰化”过程, 阐释了美国文化如何对其经济、社会

文化、道德观和价值观等的影响。对城市和移民研究有重大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强调“城市社

会”与“传统社区”的差别, Wirth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性”( Urbanism) 的概念, Park 的继承

人 Redfield 提 出 了 “乡 土 - 城 市 ”的 连 续 统 ( Folk- urban continuum) , 这 一 研 究 取 向 被 称 为

Wirth- Redfield 模式。在此模式框架下, 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被视为一个原有关系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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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不断个人化、最后失去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 来自传统文化的移民必将会

“与过去决裂”, 失去“特殊群体感”, 会被融入现代文化。在同化论语境下,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

本的积累被认为是移民向上流动的关键要素, 而社会资本看成是价值有限的、过渡性、最终

要抛弃的东西, 是同化和融合主流社会的障碍因子。

4.2 多元论

这一论点缘于犹太裔学者 Kallen, 他对同化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认为不同种族或社会

集团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精神。基于对移民社区、移民网路的研究, 人口迁移也可以是“无

现代化的迁移”, 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要素也可以共存, 少数族裔的移民社区是主流社会整

体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无论它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多么不同 , 各族裔独特的社会结构、

经济活动和文化习俗本质上都会对主流社会有贡献。从经济上看, 当今美国主流经济已经与

少数族裔的经济融为一体, 主流社会的正式经济和族裔社区的非正式经济是相辅相成、互为

依存的。

5 国际移民研究

从人口迁移的地域空间出发, 可以将西方人口迁移划分为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 对国际

移民的研究, 主要有以下重点。

5.1 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

1990 年代以前的国际移民研究集中于移民的数量、方向、人口与社会属性特征、移民集

聚区的区位特点、社会结构与功能以及由于不同来源地移民之间和移民与迁入地之间的语

言、文化、宗教、习俗等隔阂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等方面[32]。1990 年代后, 随着全球范围的政治

经济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的加快, 流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增 , 移

民构成也日渐复杂, 不仅有正式的迁移人口, 还有数额巨大的难民、国际学生、暂时性劳工、

季节性往返劳工等。从来源地看, 不仅有欧裔移民, 亚裔移民的数量增长迅速, 这一多样化特

征给迁入地产生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 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Berry[33]通过分析跨

国际性城市的人口迁移, 发现国际移民具有周期性, 这种周期性特征对美国的城市产生巨大

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 由于其季节性和周期性, 这种促进作用并不稳

定。Frey[34]的研究表明国际移民对本国人口迁移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低端岗位几户被移民占

据, 本地的一些较贫困和缺乏技术的工人阶层不得不被迫外迁。Myers 等 [35]关注了移民对美

国住房的影响, 大批国际移民尤其是西班牙拉丁裔移民的到来使住房拥挤程度大幅上升, 但

是他进一步指出, 提高住房供给水平并不能解决住房拥挤问题, 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移民的购

买力。Clark[36]研究了移民与城市教育资源分布的关系, 探讨了移民的人口学特征对学校分

区的影响, 认为移民人口组成的变化导致了学校分区边界的变动。此外, 他还探讨了移民与

选举地理的关系, 他对加州各主要城市的国际移民特征及其对选举投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指出国际移民居住空间的集中与分散状况影响了选举区的划分, 对选举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5.2 国际移民调整、适应和移民社区

国际移民到达目的地后, 一般经历一个暂居、适应、调整与迁居过程。一些学者对国际移

民的调整与适应、再迁移活动以及移民社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Kritz 和 Nogle[37]指出来自同

一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倾向于居住在一起并称为集中的居住区, 这种同质型集聚区对于人口

再迁移产生重要影响, 从地理的视角他分析了国际移民在美国的再迁移过程及其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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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McHugh 等 [38]通过对迈阿密古巴移民的研究, 认为古巴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因人而

异, 整体的调整和适应与移民的气质与性格特点、文化程度、语言能力、地方劳动力市场、获

得西方协助与否、当地城市环境等因素相关。还有一些学者对移民集聚社区进行了研究, 分

析了中国城、韩国城、意大利社区、古巴人社区等对移民调整、适应与融入主流社会的促进和

障碍作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芝加哥学派成员 Whyte[39]的《街角社会》, 他运用人类学

的参与观察法对 Boston 的一个意大利籍社区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进行深入细致的系统研

究, 揭示了在这一被多数人所忽视的街角空间内部充满了强烈的逻辑和鲜明的组织结构体

系, 稳定的社会结构怎样在日常的互动中维持下去并表现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首创社会学研

究的参与观察法( Participatory research) , 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对于华人集聚区的研究成

果众多, 如 Lai[40]对加拿大哥伦比亚地区的华人集聚区从历史演进的发生学视角进行了微地

域层面的研究; Loo[41]在“唐人街住房和健康计划”资助下对美籍华人做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

研究, 内容涉及移民社区在全美的分布情况、迁居行为、邻里满意度、社区医疗与卫生状况、

语言学习、文化适应、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 Huang[42]通过对不同年龄、职业的 21 位加籍华

裔的深入访谈 , 初步展示了加拿大华人的生活史 ; Christiansen[43] 研究了 1990 年代以来的欧

洲大陆的华人群体, 重点在于华人身份认同方面。对于这些集聚社区的功能, Kaplan[44] 认为

移民社区有利于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和尽快融入主流社会, 而 Zhou[45]则认为移民社区所依

赖的社会资本有碍于移民本身融入主流社会, Boswell 等 [46]则认为移民社区对于移民融入主

流社会不能一概而论, 不同移民效果是不同的。

6 国内人口迁移研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国内人口迁移的研究侧重于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的分析 , 其

中以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人口周期和生命过程 3 种要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最为突出。

6.1 经济结构转型对人口迁移的过程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开始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汽

车、钢铁等传统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下降, 而微电子技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

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地位不断上升。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信息化、服务

化的趋势日渐明显 , 表现为制造业比重日益下 降 , 信 息 产 业 和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 Producer

service) 比重日益上升。在后福特制背景下, 企业规模两极化态势明显, 一方面是超大型的跨

国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 另一方面是更加灵活的富有弹性的小型化公司 , 经济出

现了结构上的多元化和空间上的分散化特征。这些经济转型称为影响西方社会人口区际迁

移流动方向和数量规模的重要因素。在这些背景下, 经济增长和劳动力需求上升的关系将发

生逆转, 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对于劳动力的素质门槛更高, 但数量要求很低 , 不一定需要更多

的劳动力投入, 从而使一些传统的与区域工资、就业机会相关的人口迁移概念与模式发生变

化。White( 1994) 通过对美国不同地域劳动力数量构成的研究表明美国中部地区平原的失业

人口不断向美国东南部和西部快速发展地区迁移。但是, 迁移也不是绝对的, Cushing[47]通

过对阿巴拉契亚煤炭采掘业衰落地区的研究发现, 很多失业的中老年人并未因失业而迁移,

表现出强烈的地域依赖性。Brown 等 [48]对俄亥俄河谷地区的研究表明, 衰落地区的失业人口

是否外迁取决于很多因素, 并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性, 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存在地域差异, 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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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人口周期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增长在时间系列上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这种人口周期对人口迁移产生重要影响。

二战后的 50- 6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一次人口增长高峰( Baby boom) , 到了 70 年代人口增

长则步入低谷( Baby bust) , 很多学者对于这种人口增长的阶段性所引起的人口迁移的差异

进行了研究。Plane[49]认为人口迁移率随着人口的不同年代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而变化, 代

际间的迁移率差异巨大, 出生于高峰期的人由于面临更多的就业和住房竞争, 人口迁移率下

降。在人口迁移的地域差异上, 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地区许多出生于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成年

后由于较少的工作机会纷纷选择离开该地区 , 迁往西部和南部地区。在另一项研究中 ,

Pandit[50]认为出生于人口生育低谷期的人口的首次迁移的平均年龄要比人口生育高峰期出

生的人口首次迁移年龄要小。

6.3 生命过程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生命过程指一个人所经历的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购房、结婚等过程, 这一过程对于

人口迁移密切联系。Withers[51]运用生命过程分析方法探讨了与生命过程相关的迁居行为 ,

分析了婚姻与家庭结构变化对人口迁移行为带来的影响。Davies 和 Pickles[52]分析了生命过

程与住房购买的关系, 认为通过生命过程的分析可以很多的展示一个人的迁移决策是如何

被制定并执行的。Ohland 和 Shumway[53]分析了婚姻、工作、家庭结构转换等与人口迁移的关

系, 探讨了年龄、婚姻、收入等要素的变化对人口迁移行为带来的影响。到了 70 年代, 随着女

性主义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的厨房走向工作岗位。Cooke 和 Bailey[54]对女性在家

庭中的地位变化及其对家庭迁移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可见, 西方国内人口迁移研究出现“两极化”态势, 一方面关注影响人口迁移的区域的宏

观社会经济结构转型, 另一方面对具体迁移人的微观特征比较重视。

7 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方法

人口迁移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交叉性, 涉足较多的学科有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地理

学, 不同学科侧重研究内容和视角也不一, 采用的方法也是各异。从时间系列大致划分为 3 个

阶段: ( 1) 20 世纪 50- 60 年代, 区域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被较多运用, 注重对人口迁移现象的

宏观描述; ( 2) 20 世纪 70- 80 年代, 新古典模型、行为主义等理论得到广泛应用, 受计量革命影

响, 人口迁移研究较多的采用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分析视角也从宏观转向微观 , 从群体

行为转向个体行为; ( 3)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在社会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 理论上日趋社会

化, 结构主义、人文主义、行为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视角得到广泛应用, 方法论上日趋多元

化, 除了传统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深入访谈、人口地图统计图表和数学模型外 , 近些年采

取了一些新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 下面就几种新的研究方法做介绍, 并做出简要评价。

7.1 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作为西方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为社会

学家 Giddens 创立。结构主义方法论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力, 任何个人或

群体的迁移行为都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框架下展开的, 投射了宏观社会结构的影响, 结构

变化必然对人口迁移产生重要影响。Goss 和 Lindquist[55]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来自菲律宾

的劳工移民进行了研究。这一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较好的把握宏观社会与经济状况对人

口迁移的影响, 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人口迁移的背景, 但是 , 这一理论视角忽视迁移者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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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作用, 片面的认为迁移者对自己的迁移行为无法控制, 而只能顺从社会经济结构因素

的安排, 人口迁移只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被动产物。可见, 这种理论过分放大社会经济结

构的作用, 低估个人因素在人口迁移行为中的作用。

7.2 计量模型

在人口迁移研究中, 尤其是对人口迁移动机的解析方面, 新古典均衡理论是被广泛应用

的。它来源于古典经济学, 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可见均衡, 认为人口迁移的过程就是就业空间

非均衡分布走向均衡分布的自我调节过程, 区域间的就业和工资差别是人口迁移的根本性

动因。这一理论视角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原理简单, 可操作性强。但是, 它过分强调经济因素

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 而忽视非经济因素, 很多时候纯粹用经济学的成本- 收益视角解释人

口迁移是远远不够的, 现实生活中的人口迁移行为中, 很多是无法用数学模型、计量公式和

经济效应来分析。

7.3 人文主义研究方法

第三种研究视角是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是在批判上述唯社会结构论、唯模型论基础上形

成的, 它强调迁移人本身的重要性, 关注个体独特性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人文性。在人

口迁移研究中, 这一视角注重迁移者的思想、感觉、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等对人口迁移现象的

解释作用。Miles 和 Crush[56]通过个人历史经历纪录及个人陈述来分析不同迁移人口的迁移

行为与特质。Vandsemb[57]也通过个人对历史经历的叙述来分析迁移者的文化背景、社会关

系等迁移决策影响因素对迁移行为的推动或阻碍机理。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均衡理论相比,

人文主义虽然注重人文因素, 但容易陷入过分强调个人的独特性而人为的割裂与现实社会

问题的关联性的危险。

7.4 纵向分析法

另一种人口迁移研究方法是纵向分析法( Longitudinal approaches) 。Davies 和 Pickles[58]

认为, 传统的人口迁移研究较多采用跨部门统计分析方法( Cross- sectional approaches) , 这种

在同一空间对不同迁移人口特征的比较分析容易出错, 他们指出以时间轴为基础的纵向分

析法更加适合具有连续性与动态演变过程特质的人口迁移研究, 可以把迁移者的迁移史与

其出生、上学、结婚、养育孩子、工作、收入变换、住房变换等与迁移有关的因素密切联系起

来, 从而更好的揭示迁移者的迁移行为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7.5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

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兴起, 西方的人口迁移研究也注重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人口迁移

问题。以前的多数人口迁移研究缺乏对性别这一维度的考量, 无法解释不同性别在人口迁移

中的差异性和根源。Shumway 和 Cooke[59]运用女性主义方法和有关性别与行为差异理论, 对

人口迁移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 发现家庭内部的性别等级结构有助于解释家庭中不同性

别成员的迁移行为,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家长制家庭结构中, 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迁移行为受

到限制, 随着妇女地位的上升带来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的上升, 女性在迁移人口中所

占比重日益上升。

7.6 民族志研究法

在人口研究的传统方法论层面, 利用统计或普查资料、问卷调查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诚然, 这些研究方法从整体揭示迁移行为规律是很有效的, 但是 , 这些数据本身的可靠性和

科学性值得商榷, 数据背后的故事我们无从知晓。正如 McHugh[38]所言, “人口迁移研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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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依据人口普查红火抽样调查所得的数据或资料, 人口迁移中隐含着许多人口普查或

抽样资料所无法取得的一些要素, 如迁移人的情感、思想、经验、期待、愿景与抱负等, 而这些

因素是难以在人口普查或抽样资料获取的”, 于是 , 他倡导学界要借鉴人类学视角的民族志

研究法( Ethnographic approach) , 只有深入迁移者内心深处, 以局内人的视角看待迁移行为 ,

我们的研究才更加接近客观。

7.7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对于从地理视角研究人口迁移的学者而言, 一种惯常采用的方法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前述的人口学、社会学等较多注重对迁移行为本身的分析

与挖掘, 但是缺乏从空间维度的分析, 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很多的解决这一问题。只要

掌握了的关于迁移人口的空间层面的结构性数据和资料, 就可以运用 GIS 进行空间分析, 结

合时间系列的数据, 可以进行迁移时空演化规律的探讨。Johnson 和 Roseman[60]采用 GIS 分

析了美国黑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过程。Clark[61]运用此法探讨了国际移民在洛杉

矶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对学校分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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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Research on Migration in Western Countr ies

YAO Hua-song, XU Xue-qiang
(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Sun Yat-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Studies on migration play a vitally important role in western geographical research

system. By systematically unscrambling western studies on migration, this paper, generalized the

main contents into 6 aspects: migration mechanism, migration approaches, migration model,

migrant acculturation,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s well as domestic migration. Lastly,

some new methodologies during studies on migration are come up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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