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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时期中国国内移民分布研究》是俞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订而成的，在其正式
出版之际，作为导师，我很乐意为之作序，并向读者们推荐。
　　俞路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新时期中国国内移民分布研究》，广泛吸收和运用了国内外人口
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探索
和实际资料的分析相结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翔实数据，对20世纪90
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分布格局及其空间极化效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在广度
和深度上，均达到了国内较先进的水平。
作为其导师，我认为《新时期中国国内移民分布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1
）研究中把对中国迁移人口分布格局的分析同区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区域发展
变化来观察人口迁移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人口集中分布即极化的大趋势，并分析了由此
产生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效应。
　　（2）从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区域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采用各种
差异变量建立了人口迁移模型，从理论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迁移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
。
　　（3）充分发挥了多学科的特色，利用当今最新的Gis软件工具，把人口分析同地图分析即空间分
析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迁移人口分布格局的空间特征演化中揭示其变动规律，并使用了一些空间统计
模型来研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分布特征，尤其是对中国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空间特征的研究，发现其
主要影响因素有地理距离、人口规模、气候差别和经济差距等，不仅有实际意义，也颇有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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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中国国内移民分布研究》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主要探索了人口迁移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提出区域经济格局变化是影响迁移人口分
布的主要因素。
另外，首次通过使用空间统计模型来研究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及变化规律，从而为深层次探索人口迁
移的规律提供了帮助，为实证研究搭起了理论框架。
在实证研究方面，利用经济、人口等相关资料，较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人口迁移分布状况，得出
了我国人口迁移的流向与分布特点，并指出我国人口迁移的具体极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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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这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普遍规律。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口迁移主要受计划经济和户口制度控制，人口的流动性受到极大的制
约，人口迁移的方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相反，违背了人口迁移的自然规律。
自从8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和人口迁移的控制放松导致了人口迁移量的巨大上升。
通过对1990年普查和2000年普查数据，笔者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人口迁移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分
布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逐步增强。
　　数据分析的结果证实了上述两点。
从1990年普查到2000年普查，省际迁移量急剧上升，迁移率差异很大，系统迁移效应在增强，所有这
些趋势都说明发达地区得到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不发达地区失去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
此外，人口迁移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在80年代是不显著的，但到了90年代就变为正相关且统计
性显著。
因此，人口迁移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作用日益显著。
　　中国的情况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人口迁移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都是双向的。
一方面，人口迁入促进迁人地区的经济发展，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又吸引人口不断迁入，形成了持续
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人口大量迁出的地区削弱了其经济发展的潜力，持续低迷的经济条件又促使大量的人口迁
出，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恶性循环。
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在1995-2000年期间，从中西部地区迁往东部地区的人数呈指数级增长。
北京、天津和东部地区南半部代表了中国最高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是人口迁移最主要的目的地。
尤其是广东，在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后，成为中国人口迁移最大的引力中心。
90年代以来，西部的新疆同样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一个较大的人口迁入中心。
与此相反，位于我国中南部和西南部几个经济不发达的省份成为最大的人口迁出中心。
迁移流效应和空间极化趋势的研究表明，90年代的省际人口迁移比起80年代越来越具有空间的集中趋
势。
空间集中的迁移模式再一次说明省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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