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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本世纪以来 ,特别是自 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研究文献进行了量化分析 ,描述了我

国人口迁移研究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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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产生的是大量的人口迁移研究文献 ,这些文献将是我国人口迁

移研究的宝贵财富。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 ,如何避免研究的低层次重复 ,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

人口迁移现象 ,并拓宽研究领域 ,已显得非常必要。正如杨云彦指出的“经过一段时期数量型的

急剧增长后 ,现在是对人口迁移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评价的时候了” (杨云彦 , 1998) [1 ]。这也正

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多数研究文献的回顾与评价以定性分析为主 ,而采取定量分析方法的综述则较少。本文将

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之一—— 目录分析 ( Content Analy sis) ,对我国自本世纪初以来 ,特别是

自 70年代末期以来的人口迁移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与分析 ,以期深入了解我国人口迁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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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　数据与方法

1. 1　数据与分析方法

本文共搜集本世纪以来 ,到 1998年为止我国有关人口迁移研究的 1125篇文章。 其中

1977年以前的为 14篇 ,之后的文献共为 1111篇。 检索所得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中

心的文献库 (按关键词检索 )和杨云彦博士提供的检索资料 (未包括台湾和香港的文献 )。

我国学术界到目前为止 ,对人口迁移尚无统一的定义 ,因此本文所搜集的数据包括了人口

迁移和人口流动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文献。其实 ,就人口流动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来

看 ,两者具有较大的一致性 ,但与国际上“人口迁移”的定义仍有一定的差别。

目录分析是对于用言语而非用数量表示的文献 ,用系统、客观地鉴定文献的具体特征的方

法 ,将文献包含的信息转换为用数量表示的资料。目录分析能针对研究对象进行一个时期内的

趋势研究 ,从事物表面现象入手 ,发现事物的规律性 (郝虹生 ,陈功 , 1998)
[ 2 ]
。本文也正是希望

借助于这种分析方法 ,对已有的人口迁移研究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 ,通过不同时期作者关注的

内容的变化 ,以及同一内容在不同时期上的表现来观察人口迁移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总体趋势

上进行判断、总结 ,并继而加以简单评析。

1. 2　文献的编码

本文在内容分析中所涉及的主要变量有: ( 1)时间 (年份 ) ; ( 2)主题分类 ; ( 3)研究类型 ; ( 4)

内容涉及的地域范围 ; ( 5)统计方法 ; ( 6)分析层次和数据类型。对每篇文章均进行了编码。

对主题的分类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经过粗略的划分 ,将所有的研究概括为以下 10个方面:

( 1)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 ;其中包括了基本概念的界定 ( 1. 1)、基本理论 ( 1. 2)、基本方法 ( 1. 3)

和综述 ( 1. 4)等 ; ( 2)外国人口迁移状况及迁移理论介绍 ; ( 3)我国人口迁移状况分析 ,主要是指

对通常意义下的“人口迁移”现象的描述性研究 ; ( 4)我国移民史 ; ( 5)农村劳动力转移 ; ( 6)流动

人口问题 ; ( 7)迁移政策 ; ( 8)人口迁移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其中包括了人口迁移与科

技进步、现代化过程以及教育等因素 ( 8. 0)、移民与环境 ( 8. 1)、移民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 8. 2)、

迁移与城市化 ( 8. 3) ,迁移与人口发展 ( 8. 4)以及移民文化 ( 8. 5)等 ; ( 9)我国向海外的移民 ;

( 10)工程性移民。需要说明的是 ,文献中涉及两个及以上主题的 ,我们均取其中主要的一个 ,这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分类的相对准确性 ,但仍不妨碍我们了解我国人口迁移研究的

发展历程。

研究类型主要分为迁移的原因、过程、结果、综合研究等共五类 ;凡涉及了两个部分的 ,均

取为综合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的地域范围则分为无特定范围、全国、省级、市级、县级以及国际

迁移六类。统计方法是指在文献的分析过程中 ,所利用的数学统计的方法 ,分为三类: ( 1)总量

与简单频数 ; ( 2)相关与回归分析以及多元统计 ; ( 3)数学模型。分析层次按照宏观与微观划分。

数据类型划分为纵向数据和横向数据两类。

2　研究成果

2. 1　文献总体数量的变化及阶段划分

由于缺少其他相应的分析如老龄、人口统计等研究的时序分析 ,此处仅能就人口迁移研究

的总体数量状况以及所关心的内容进行简单的描述 ,因而缺乏相应的对比 ,但根据可得的有关

资料可以大致将我国的人口迁移研究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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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是在本世纪的前 56年 ,我国的人口迁移研究处于逐步兴起时期 ;根据可检索到

的文献 ,我国最早的论述人口迁移的研究文献是卢建业在上海的《南洋研究》 1928年第 5期上

发表的“国际移民问题与中国” [ 3]。该文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移民模式来讨论中国的发展前途问

题 ,并继而讨论解决中国人口众多的办法。 1956年以前有关的文献共为 14篇 ,其中以研究我

国移民史 ( 5篇 )和分析我国人口迁移状况的文献 ( 6篇 )最多 ,分别占了 35. 7%和 42. 9% ,其次

是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或迁移理论的 ,为 2篇。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向西北地区移民的研究

在 40年代就已被提出 ,陈清晨于 1940年撰写的《人口西迁与中国前途》一文已对此进行了一

定的研究。 [4 ]与 1977年以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急剧增长的局面相比 ,这段时期的研究相对应该

说是少之又少了。

第二阶段为 1957年到 1977年 ,可称为人口迁移研究“大萧条”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 , 1956

年到 1977年之间 ,没有任何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文献 ;这与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 ,人口研究被

列为禁区直接相关。

表 1　 1977年前各年人口迁移研究的文献数目

年

份

主题类别

国外移民状况 我国人口迁移状况分析 移民史 称民与环境
总计

1928 1 1

1931 1 1

1933 1 1

1935 1 2 3

1936 1 1

1940 1 1

1944 1 1

1946 2 2

1956 1 1 2

1957 1 1

总

计

篇数 2 6 5 1 14

比例 14. 3 42. 9 35. 7 7. 1 100. 0

第三阶段为 1977年至今 ,是人口迁移研究的繁荣时期 ;自从 70年代初以来 ,我国人口学

研究逐步恢复 ,研究文献也逐步增多。但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是从 1977年开始的。 这种滞

后情形的产生 ,其原因在于:我国当初人口学研究的复苏是以人口控制为主要研究内容的 ,因

此对于人口迁移的研究则仍处于次要地位。而这以后的文献数量可以由图 1看出变化过程。在

最近的二十年里人口迁移研究又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7年到 1984年 ,

文献数量处于缓慢上升时期 ,能检索到的 1984年的文献仅有 25篇 ;第二个阶段即 1985年到

1990年则处于研究数量波折性急剧增长时期 , 1985年就达到 52篇 ,是前一年的一倍 ,这与

1984年国家颁布了《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的规定 ,从而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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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增长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同时 ,有关人口迁移的抽样调查与普查

也逐步展开 ,使数据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特别是 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 74城镇人

口迁移抽样调查”的进行 ,使人口迁移研究于 1987年和 1990年分别达到高潮 ,文献数量发别

达 87篇和 98篇 ;第三个阶段是从 1991年到 1996年 ,研究文献的数据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

势 ,文献数量逐年递减。但这种递减趋势于 1997年得到了遏制 ,并于当年形成了另一新的高

潮。 1997年一年所发表的人口迁移研究的文献数量高达 121篇。

2. 2　文献主题的变化与分布

2. 2. 1　主题总体的分布

在所有的研究主题中 ,以对人口流动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为最多 ,两者之和达 38. 9% ;其

次是对我国人口迁移状况的分析 ,占所有研究文献的 20. 1% ;再其次则是外国人口迁移状况

及迁移理论的介绍和人口迁移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分别为 10. 6%和 11.

3% 。作为我国人口迁移中的两个重要现象 ,特别是它们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与作用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在所有文献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可以理解

的。还由于在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 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中设立了迁移项目 ,以及

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主持的“ 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的进行 ,使之从资料提供

上促进了对人口迁移状况的研究与分析。

图 1　 1977年以后我国有关人口迁移研究文献数量的变化状况

而作为我国人口迁移研究的起点 ,借鉴与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与理论则仍是我国人口

迁移研究得以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所在。应该说 , 70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研究是以 1977年发表

的介绍苏联人口迁移状况的两篇文章为起点的。一篇是《人口研究》 1977年第 2期上发表的关

于苏联人口出生、离婚和迁移的一些情况
[5 ]
,另一篇是《苏联问题资料》 1977年第 9期上发表

的“地区人口迁移过程的结构和因素”
[6 ]
。这种状况的存在与当时的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正是由

此开始 ,我国的人口迁移研究才得以逐步发展起来。

但我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迁移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讨论与研究则相对较少 ,仅

为 55篇 ,占全部文献的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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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主题研究文献的数量与分布

序号 主题 篇数 %

1 基本概念、理论及方法 　　 54 　　 4. 86

2 外国迁移理论及状况介绍 118 10. 62

3 我国人口迁移状况分析 220 19. 80

4 我国移民史 78 7. 02

5 农村劳动力转移 157 14. 13

6 流动人口问题 277 24. 93

7 迁移政策 29 2. 61

8 迁移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127 11. 43

9 海外移民 22 1. 98

10 工程性移民 29 2. 61

11 总计 1111 100

2. 2. 2　各研究主题在时间上的变化

由于各研究主题在各年份上的篇

数相对较少 ,特别是在 1984年之前 ;

同时 ,为排除各年份之间文献总体数

量的差异 ,因此 ,在比较各主题在时间

上的变化过程时将运用各主题在该各

年份中所占的比例作分析。而且 ,由于

对后 4类主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

1984年以后才出现的 ,因此 ,在分析

中将所有主题分析为前 4类和后 4类

两个部分 ;还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与流动问题两者存在着内在的联

系 ,因此将这两类作为一组单独的内

容来分析。

在前 4类主题的研究中 ,对第 1类主题 ,即基本概念、理论及方法的研究文献在各年的研

究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在 5～ 10%之间保持不变 ,且绝对数量也均在 5篇左右。这说明对

于人口迁移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在我国的人口迁移研究中仍处于较弱的地位。

第 2类主题 ,即对国外迁移理论和状况的介绍 ,尽管该类主题研究文献的绝对数量在历年

的变化过程中起伏较大 ,但其相对比例则一直处于降低的趋势 ;特别是在 1987年以后 ,不仅相

对比例不断降低 ,而且其绝对数量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现象表明了人们随着研究领

域的不断拓展而转移了兴趣。而且 ,最主要的是 ,在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该主题一直是主要的

人口迁移研究内容 ,其比例甚至高达 80% ,而且 4篇文献都是对国外人口迁移状况的描述。这

种描述可以说是我国后来人口迁移研究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第 3类即对我国人口迁移状况的描述性分析:这一类文献自 1981年以来从总体上看呈现

出上升的趋势 ,但其中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81～ 1985年是处于“低水平”阶段 ,即这一时期

中该类主题的文献在当年的所有文献中所占据的比例较相对较少 ; 1986～ 1992年处于平衡

期 ,即比例相对稳定在 20～ 30%左右 ,但却比前期高出近一倍左右 ; 1993年与 1994年则是对

该主题进行广泛研究的“繁荣”时期 ,研究文献的比例达到了最高水平 ( 1994年时 ,这一比例高

达 39% ,是当年有关人口迁移中最热门的话题 ) ;其后 ,这一主题的研究有所下降 ,但在 1997

年与 1998年中又有所上升。这种变动状况与迁移数据的取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中 ,

由于当时我国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刚刚开始 ,所能得到的资料较少 ,而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

的完整数据於 1984年公布后 ,紧接着又有 1987年的 74城镇抽样调查资料和 1990年的第四

次人口普查的资料 ,因此其后的两个阶段中 ,对资料的开发与一般性的描述占了较大的比重。

而到 1995年 ,许多资料已被较多地利用 ,重复性的描述工作已不能适应 ,因而在 1995年和

1996年中 ,所占比例则趋于下降。但由于 199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的开展 ,各地对于 90

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状况再次给予关注 ,因而在 1997和 1998年迁移研究文献又有所上升。如

果仔细考察该类主题中的分析内容 ,可以发现对于我国人口迁移状况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迁移

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社会经济结构 ;人口迁移的距离、人口迁移的趋向等内容上 ,均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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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述。

第 4类对我国移民史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 80年代末期和 90年代初期 ,并分别于 1991年

和 1992年达到最高点 ,占当年有关文献的 12%左右 。经过了从 1993年到 1996年之间的萧条

期以后 ,对这方面的研究于 1997年骤增 ,不仅数量比前期高出 2～ 3倍 ,而且占当年的比例也

高达 12% 。

第 5类 ,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文献则呈现出波浪性的变动。自从 1979年《光明

日报》发表了题为“山区人口外流的情况值得注意”的第一篇有关文章以后 [7 ] ,特别是 1981年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实施以后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 ,有关

文献明显增多 , 1989年达到最高点 43. 24% ,之后比例急速下降。而对第 6类 ,即流动人口问题

的研究 ,从 1984年开始逐步增加 ,最终在 90年代取代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 ,

而占据了主要地位 ,甚至在 1996年时达到 57. 58%的最高点 (见图 2)。 这种研究内容的变化 ,

一方面与流动人口的剧增 ,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

面也与流动人口的定义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由于定义与概念的不统一 ,目前的研究中 ,许多对

流动人口的定义同样也包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部分内容。

图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流动问题研究的有关文献数量变化状况

后 4类文献都是在 1984年以后出现的 ,而且各年所占的比例较小 ,与前 4类主题也不尽

相同。 有关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均处于波动

状态 ,并于 1986和 1991年形成两个高峰。除此而外 ,其他的 3个主题数量较少 ,且在各年间的

变化基本不大。对工程性移民的研究最早出现在 1988年 (中共射阳县委办公室 , 1988) [8 ] ,该文

主要讨论了滩涂开发中移民的重要作用、必要条件以及主要措施等内容 ,其余的 19篇文献均

以三峡工程为研究对象。

2. 2. 3　细分主题的分布状况与变化

如果将研究主题进一步细分 ,再进行年份间的比较的话 ,所得的样本由于过少而会失去代

表性 ,因此本文仅对主题 1(人口迁移的基本概念、理论及方法 )及主题 8(人口迁移与区域社会

经济发展的关系 )两大类主题进行一定的细分。这是因为 ,人口迁移的基本概念、理论及方法是

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 只有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分析才能有所突破。 而人口迁移与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则是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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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主题 1的细分及其分布

细分类别 篇数 % 占总篇目的比例 (% )

基本概念 7 12. 96 0. 63

基本理论 22 40. 74 1. 98

基本方法 16 29. 63 1. 44

综述 9 16. 67 0. 81

总计 54 100. 00 4. 95

　　关于主题 1的细分。尽管所有的研究在最

初总是首先界定定义 ,但专门对“人口迁移”或

“人口流动”的定义作研究的文献却并不多 ,对

迁移人口及流动人口定义的讨论总共只有 7

篇 ,占主题 1的 12. 73% ,仅占文献数的 0.

63% 。那么我国学术界对人口迁移是否有统一

的定义了呢?这种定义是否与国外的统计标准

相符合呢? 自从魏津生 (魏津生 , 1984) [9 ]于 1984年提出按照户籍登记地与现住地的关系来定

义“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之后 ,这一提法在其后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这种定义应该说是符

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的 ,但仍与国际上的人口迁移研究缺乏对比依据。同时 ,如对这些文献的发

表年份进行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所有的文献均发表在 1991年之前 ,除 1984年有一篇之

外 , 1988、 1989和 1991年各一篇 , 1990年 3篇。 而在其后的几年中 ,对于概念性问题的讨论似

乎沉寂了许多。对这种现象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特别是随着研究主题的不断拓展 ,基础性工

作似乎再也无人问津了 ,对此笔者甚感困惑!

其次是对基本理论的讨论 ,在所有 23篇文献中 ,最具代表的是马侠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

人口迁移模式的总结与提炼 ,前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围绕着对我国人口迁移理论的总结

而进行
[10 ] [11 ] [12 ]

。 但其后对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对减少了。

关于基本方法的研究 ,共有 16篇 ,主要集中于对迁移人口的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上 ;其中

的文献共有 9篇 ,占基本方法研究的一半以上。由于人口迁移的调查与常住人口的调查之间存

在着较大的区别 ,同时 ,在我国已有的历次调查过程中 ,对迁移人口的定义及调查方法均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看法 ,因此 ,如何使对人口迁移的抽样调查更具有代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这之中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有 2篇。刘传江在《人口学刊》 1991年第 3期上发表的“宏观微

观分析及其结合”
[13 ]
已表明我国学者在进行人口迁移研究的过程中 ,认识到了微观研究在人

口迁移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而葛剑雄在《浙江社会科学》 1997年第 4期上发表的“研究中国移

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一文
[ 14]

,对于我们在研究人口迁移的其它方面 ,也有一定的借鉴作

用。其余 5篇文献都是集中于数学方法 (包括模型 )在人口迁移研究上的运用。潘健首次将数

学模型引入了人口迁移研究 (潘健 , 1987)
[15 ]

,而杨云彦在 1992年连续发表的 2篇文章 ,对我

国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作了定量分析 ,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式。
[16 ] [17 ]

徐国祥在 1994年的

《财经研究》发表的“国内净迁移人口数估计方法研究” ,运用间接估计的方法讨论了迁移人口

数据的获得 [18 ]。黄荣清则从人口迁移后果的角度就人口迁移对人口指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黄荣清 , 1984)。
[19 ]
尽管这些研究对数学方法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运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 ,但从总体来看 ,我国人口迁移研究在基本方法上的讨论仍显得相对贫乏 ,所有有关文献仅

占总数的 1. 14%。

对我国人口迁移研究的综述最近的文章是吴汉良在《西北人口》 1990年第 2期上发表的

“中国近期人口迁移研究” [20 ] ,而在这之前的综述所总结的是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等内容。

关于主题 8的细分。由表 4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在这一类研究中 ,主要集中于对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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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化 ( 33篇 )、人口迁移与环境 ( 30篇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 29篇 )以及这三

个方面的研究 ,三者在该主题中的比例均在 20%以上 ,三者的比例之和则达到了 70%以上。由

此可以看到 ,作为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

历来都被作为一个主要内容来对待。 而在人口迁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中几乎所有的

研究都是针对中国人口向西北移民的讨论。这个讨论继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后 ,在 80年初期以

后再一次形成了一个高潮。 而进入 90年代以后 ,则主要集中于针对西北移民而进行的移民效

用评估问题的讨论 ,当然部分文献也涉及了移民与环境容量的讨论。

相对来说 ,讨论人口迁移与科技进步、现代化过程以及教育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人口迁移

与人口发展、人口迁移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渊力 (渊力 , 1991)是最早从传统文

化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农村人口迁移与流动的 [21 ] ;俞祖华、季翠兰 (俞祖华 ,季翠兰 , 1998)则

对这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22 ]
。郑文礼 (郑文礼 , 1992, 1993)则从人口迁移与文化交流的角度

讨论了闽台地区的人口流迁 [23 ] [ 24]。这四篇文献对于研究人口迁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笔者认为 ,在承认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同时 ,我们不能否定

文化 ,特别是区域传统文化对该区域的人口迁移的历史及发展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加

强人口迁移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应是今后的一个重要方向。

表 4　主题 8细分类别的分布状况

细分类别 篇数 %

移民与教育等 23 18. 11

移民与环境 30 23. 62

移民与区域经济发展 29 22. 83

移民与城市化 33 25. 98

移民与人口发展 4 3. 15

移民与文化 8 6. 30

总计 127 100. 00

2. 3　研究内容涉及的地域范围

在分类中我们按研究区域的大小分成全

国、省级、市、县、国际及无特定区域共 6类。但

在具体分析中 ,我们将省、市及县归为一类 ,即

省内迁移研究 ,这样 ,从大类来看 ,共分为全

国、省内及国际迁移三种类别。同时 ,我们将主

题 1、主题 2、主题 4及主题 10所涉及的文献

均予以忽略 ,所得文献共为 830篇 。

由表 5中的数据可以看到 ,我国人口迁移

研究的区域以全国为主 ,此项占全部研究文献的 56. 6% 。其次是对省内迁移的研究 ,占全部文

献的近 26. 39% 。如果四舍五入的话 ,对我国国际性人口迁移的研究则相对来说是可以忽略不

计了 ,这与我国国际性人口迁移较少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而且在各年之间的分布也极为均匀。

表 5　文献研究区域的分布

类别 篇数 %

无特定范围 36 4. 34

全国 470 56. 63

省级 219

市级 76

县级 18

313

26. 39

9. 16

2. 17

37. 71

国际迁移 11 1. 33

总计 830 100. 00

2. 4　其他内容

2. 4. 1研究类型。 对于研究类型的分类 ,可能

带有较大的主观判断性 ,特别是研究所针对的

是迁移原因 ,还是过程或结果的分类 ,并不一

定十分准确 ,因此对此的描述可能也会有偏

差。但从中我们仍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迁移研究

类型的大致情况。同时 ,在统计分析中 ,我们同

样也剔除了主题 1、 2、 4和 10。所得文献共为

830篇。同时 ,如果涉及迁移原因、过程和结果

中任何两者的文献均列入综合研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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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类型的分布状况

研究类型 篇数 %

原因 77 9. 28

过程 392 47. 23

结果 246 29. 64

综合 115 13. 86

总计 830 100. 0

　　由表 6中的数据可以看到 ,人口迁移研究主要仍集

中于对迁移过程的分析 ,有关文献占总数的 47. 23% ;其

次则是对迁移结果的讨论 ,占总数的 29. 64%。这可能与

分类中将流动人口的管理纳入了结果研究中有关 ;同时 ,

如果考察这些有关结果的文献 ,可以看到 ,我国对人口迁

出 (或流出地 )的影响的研究相对少 ,绝大部分的文献都

是从迁入地的角度来看人口迁移的后果问题的。 相对来

说 ,对迁移原因的研究较少 ,仅占所有研究的 9. 28% 。

2. 4. 2　统计方法的使用。这方面的具体数据见表 7。如果除去定性分析和使用总数及简单频

数方法的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 ,利用相关、回归等多元统计方法的文献和利用数学模型来分析

人口迁移的文献所占的比例极小 ,两者相加仅为 2. 34%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分析过程中 ,在

使用数学统计方法方面仍有较大的缺陷 ,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与统计方法的作用难度有关 ,另

一方面与受数据的限制而无法使用一些高级统计方法有关。

表 7　使用统计方法的分布

使用方法 篇数 %

定性或简单总数 (频数 ) 1035 93. 16

相关等多元统计方法 12 1. 08

数学模型 14 1. 26

总计 1111 100. 0

2. 4. 3分析层次和数据类型。从研究的分析层

次上来看 ,如果将家庭与个人作为微观层次的

话 ,那么所有的文献中仅有 4篇是从微观的角

度来分析人口迁移的 (不包括主题 2中的有关

文献 ) ,仅占所有文献的 0. 36% 。邓邦林最早

于 1984年对农村人口的流动与迁移问题从微

观上作了分析 (邓邦林 , 1984) [25 ] ;郑桂珍 (郑桂珍 , 1993)首先从微观 (个案 )的角度对婚姻迁移

进行了分析 [26 ] ;陈贤寿和蔡日方则于近两年中对迁移过程中的家庭化以及家庭决策在迁移过程

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陈贤寿 , 1996;蔡日方 , 1997) [ 27]
[28 ]
。与国外相比 ,对人口迁移进行微观层次

的分析我们仍显得过于落后。

在所用数据的类型上 ,我们可以看到 ,利用纵向数据的文献是少之又少 ,仅占总数的 2.

97%。 这种情况的存在可能与我国人口迁移的纵向资料的不完整性有重要的关系。但其中仇

为之、马侠、杨云彦等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回顾对于今后人口迁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

作用 (仇为之 , 1981;马侠 , 1987;杨云彦 1992)。
[29 ] [30 ] [ 31]

3　几点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几点结论: ( 1)我国人口迁移的研究领域正在逐步拓宽 ,

研究数量经过急剧增长后 ,已逐步趋于平稳 ;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 ,数量的增加并不等于

一门学科的发展 ,也不等于研究的进展 ,但毕竟从数量上表明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

注 ,特别是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状况、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等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 ( 2)从整体研究文献的数量来看 ,对以下方面的研究仍有待于加强: 在研究内容中 ,关于

基本概念、理论及方法的研究 (特别是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理论提炼 )、人口迁移与文化的关系

等 ;研究类型中对迁移原因的研究 ;研究层次中关于微观层次的分析 ;统计方法中高级统计方

法及数学模型的运用 ;以及对纵向性数据的分析等方面。 ( 3)低水平重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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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阻碍 ,但是一稿多投的现象却可谓是比低水平重复更为可怕的障碍 ,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

的关注。

当然本文中所搜集的资料并不一定十分齐全 ;对人口迁移文献的分类带着一定的主观判

断 ,可能会使所得数据并不十分精确 ;同时 ,在分析过程中 ,本文也未涉及人口迁移研究中的其

他方面 ,如定性与定量分析文献的数量比例 ,专著类成果的描述等 ,对这些问题仍有待于进一

步完善。

参考文献:

[ 1]杨云彦 .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Z ].广州:第九届全国中青年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 , 1998.

[ 2]郝虹生 ,陈功 .中国的人口研究与《人口研究》二十年 [ J].人口研究 , 1998, ( 5) .

[ 3]卢建业 .国际移民问题与中国 [ J].南洋研究 , 1928, ( 5) .

[ 4]陈清晨 .人口西迁与中国前途 [ M ].亚冬图书馆 , 1940- 05.

[ 5]外国人口组 . 关于苏联人口出生、离婚和迁移的一些情况 [ J]. 人口研究 , 1977, ( 2) .

[ 6]地区人口迁移过程的结构和因素 [ J]. 苏联问题资料 , 1977, ( 9) .

[ 7]山区人口外流的情况值得注意 [N ]. 光明日报 , 1979- 03- 31.

[ 8]中共射阳县委办公室 .浅谈滩涂地开发中的移民问题 [ J]. 人口研究 , 1988, ( 2) .

[ 9]魏津生 .国内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 J]. 人口与经济 , 1984, ( 4) .

[ 10 ]马侠 .中国城镇人口迁移模式及其转变 [ J].中国人口科学 , 1990, ( 3) .

[ 11 ]马侠 .中国城镇人口迁移模式及其转变 [ J].中国社会科学 , 1990, ( 5) .

[ 12 ]马侠 .人口迁移的理论与模式 [ J]. 人口与经济 , 1992, ( 3) .

[ 13 ]刘传江 .宏观微观分析及其结合 [ J].人口学刊 , 1991, ( 3) .

[ 14 ]葛剑雄 .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 J].浙江社会科学 , 1997, ( 2) .

[ 15 ]潘健 .人口算子本征向量系的完备性与移民控制系统的可控性 [ J].数学杂志 , 1987, ( 2) .

[ 16 ]杨云彦 .中国人口迁移年龄模式及其应用 [ J].人口学刊 , 1992, ( 4) .

[ 17 ]杨云彦 .人口迁移年龄模式的分解与合成 [ J].人口研究 , 1992, ( 4) .

[ 18 ]徐国祥 .国内净迁移人口数估计方法研究 [ J].财经研究 , 1994, ( 4): 51- 58.

[ 19 ]黄荣清 .人口迁移对一些人口统计指标的影响 [ J].人口与经济 , 1984, ( 4) .

[ 20 ]吴汉良 .中国近期人口迁移研究 [ J].西北人口 , 1990, ( 2) .

[ 21 ]渊力 .对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传统观念的分析 [ J].内蒙古社会科学 , 1991, ( 5) .

[ 22 ]俞祖华 ,季翠兰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 [ J].学术月刊 , 1998, ( 10) .

[ 23 ]郑文礼 .浅析闽台人口交流的文化渊源 [ J].人口信息 , 1992, ( 7) .

[ 24 ]郑文礼 .五缘文化与闽台人口交流 [ J].人口学刊 , 1993, ( 1) .

[ 25 ]邓邦林 .农村人口问题微观分析 [ J].经济文稿 , 1984, ( 1) .

[ 26 ]郑桂珍 .大陆赴港定居女性移民及家庭状况调查: 20例个案研究 [ J].中国人口科学 , 1993, ( 1) .

[ 27 ]陈贤寿 .武汉市流动人口家庭化分析及对策思考 [ J].中国人口科学 , 1996, ( 5) .

[ 28 ]蔡日方 .迁移决策中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 [ J].人口研究 , 1997, ( 2).

[ 29 ]仇为之 .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 [ J].人口与经济 , 1981, ( 4) .

[ 30 ]马侠 .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内人口迁移及今后的展望 [ J].人口与经济 , 1987, ( 2) .

[ 31 ]杨云彦 .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 [ J].人口与经济 , 1992, ( 5) .

[责任编辑:陆杰华 ,顾鉴塘 ]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