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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系列之5：中国流动人口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流动人口的
概念和度量、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和变动趋势、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和流动过程、人口流动的原因和
影响、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流动人口的收入、健康和社会保险、流动儿童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流动人口的概念和度量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
　　1.1 流动人口：跨世纪的困惑
　　1.2 如何界定流动人口
　第二节 流动人口的度量
　　2.1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调查和统计述评
　　2.2 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
　　2.3 如何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度量流动人口
第二章 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和变动趋势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规模
　　1.1 改革开放前流动人口规模的历史回顾
　　1.2 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规模变动趋势
　　1.3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仍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第二节 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
　　2.1 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
　　2.2 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
　第三节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3.1 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3.2 流动人口的素质并不低
　　3.3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内部差异较大
　第四节 流动人口的婚姻和家庭
　　4.1 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
　　4.2 流动人口的家庭化
第三章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和流动过程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
　　1.1 流动人口的城乡分布
　　1.2 流动人口的省区分布
　　1.3 省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
　　1.4 省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
　第二节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变动趋势
　　2.1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2.2 流动人口向东部地区集中
　　2.3 流动人口向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
　　2.4 流动人口向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北京、上海等少数省市集中
　　2.5 流动人口向极少数城市集中
　　2.6 流动人口向35个左右城市组成的沿海城市带集中
　　2.7 主要的研究结论和讨论
　　⋯⋯
第四章 人口流动的原因和影响
第五章 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
第六章 流动人口的收入、健康和社会保险
第七章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第二代农民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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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　　厘清并界定流动人口的概念有助于回答“谁是流动人口”、“有
多少流动人口”等基本问题。
下文首先回顾了以往的政策法规、调查统计和新闻舆论中各式各样的跟流动人口相关的概念，进而对
由于概念界定不明确导致流动人口的统计数字矛盾、模糊等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时间、
空间和户口三个维度来对流动人口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将其和另一个常用的易混淆概念“迁移
人口”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使得对流动人口的概念的界定更加清晰、对流动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认
识得更加清楚。
　　1.1 流动人口：跨世纪的困惑　　1.1.1 谁是流动人口：概念繁多，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　　要
确切地表述流动人口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问题。
回顾以前各种文献资料对于流动人口概念的阐述能发现，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概念（张庆五，1987）
，由于和各种纷繁芜杂的类似词汇混在一起使用，流动人口的内涵和外延都很难得到清晰的认识和了
解。
　　虽然流动人口现象近20年才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但该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流动人
口”这个词汇也存在了较长的时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一直使用。
譬如，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就使用了“流入的人口”
和“流出的人口”这两个词汇。
1955年8月国务院制定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阐述中，也多次提到“流动人口”这个名词
，称“流动人口凭粮票购买粮食的制度，是保证流动人口的正常供应和堵塞供应工作中的漏洞的一项
重要措施”。
1962年2月国务院针对当时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镇和工矿单位、屡遣屡返的情况，向
各地发出了《关于安置自由流动人口的几项办法》的电文，也使用了“自由流动人口”这一名词（王
建民、胡琪，1996）。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流动人口”这个名词概念并没有严格界定，只是社会约定俗
成的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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