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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叶菊英 

提  要：从 2001 年起浙江省已连续九年居于全国流动人口数量第二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流动人口大省，流动人口已经成

为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全面了解流动人口现状，正确掌握流动人口的特征，以便更好地加强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进一步推进以农民市民化为内涵的新型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从流动人口的总量变动、结构变动和流

动形态变动三个方面对浙江省的流动人口现状进行了分析，概括出流动人口的一些总体特征，并从中引发出作者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流动人口总量与结构流动形态 

作  者：叶菊英，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副研究员。(杭州 310025) 

人口流动在我国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离开户籍地并改变户籍的流动人口，这类人口习惯上被称为迁移人口。另一种是离

开户籍地三天以上但没有改变户籍的人口，它通常被称为流动人口。如果离开户籍地时间在半年以上，则被称为常住人口。在

我国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以不变更户口所在地而与迁移人口相区别，即除了随时流动的人口外，不论外出时间多

长，只要不变更户籍所在地，一概被视为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第一种迁移流动人口，一般规模较

小。改革开放以后，则是不改变户籍而较长时期离开户籍地去外地谋生的流动人口，其数量逐年增长，规模日益庞大。这一类

流动人口已成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本文所指的流动人口就是这类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人口流动成为

我国经济、社会、人口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统计，2009 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 2.11 亿，“十二五”期间，

人口流动规模预计还将保持在 2 亿以上。如此巨大的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向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市。

以浙江省为例，2009 年达到 2006 万人，自 2001 年以来，流动人口总量已连续 9年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之后。 

浙江省不少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数量，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一支举足轻重的力

量。人口流动不仅带来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影响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还导致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问题。

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浙江省在劳动就业、教育培训、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

为了进一步推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以农民市民化为内涵的新型城市化，首先必须全面了解浙江省目前流动人口变

动情况，准确把握流动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及时发现流动人口的新问题，才能制定相应的流动人口政策，引导流动人口合理

有序流动，从而使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获得新的动力。 

本文从流动人口的总量变动、结构变动、流动形态变动三个方面对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现状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流动人口的

一些变动特征及规律。 

一、总量变动分析 

从流动人口总量变动轨迹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省明显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十五”时期的高速增长和“十一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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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平稳增长。 

首先从绝对量的变动看，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暂住人口登记数据，截止2009年 6月 30日，浙江省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共1944.1

万人，比 2008 年增加 120.7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6.61%。从纵向比较来看，2009 年浙江省的流动人口总量相当于 2000 年的

4.8 倍，年均增长 171.1 万人。尤其是 2003 年至 2005 年，年均增长高达 194.7 万人。具体见表 1和图 1。横向比较虽然绝对增

量和相对增长速度，2009 年都是浙江省本世纪初以来增幅最小的，但与同期的全国数据相比，2009 年浙江省增加的流动人口占

同年全国增加的流动人口的 21.91%；其增长速度比全国高 40%。流动人口总量连续九年居全国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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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相对速度变动看，2000 年至 2009 年浙江省流动人口年均增长 19.07%，属于高速增长。考虑到 2008 年开始的世界经

济危机的影响，剔除 2008 年和 2009 年两年的增长率数据，从 2000 年到 2007 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22.47%。从图 2 还可以明显

看出，2001 年作为“十五”开局之年，其流动人口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令人咋舌的 42.16%，虽然其后四年增长率回落到 30%以内，

在“十五”期末甚至降到了 20%以下，但整个“十五”期间，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仍高达 26.14%，称得上名符其实的

高速增长。同“十五”的高速增长相比，“十一五”期间，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增长率逐年回落，2006 年至 2009 年的 4 年间，年

均增长为 10.78%。浙江省流动从高速增长进入了平稳增长的历史时期。 

 

而浙江省内各地区之间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变动则呈现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先后继起的关系。像温州、宁波、杭州、

金华、嘉兴、台州、绍兴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流动人口增长变动趋势与全省总体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从“十五”期间

高速增长进入到“十一五”以来的平稳增长。相反，如衢州、舟山、丽水等原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而流动人口增长率相对也

较低的地区，从 2005 年开始却进入了流动人口的高速增长时期，尽管这些地区流动人口的绝对量还远不能和上述传统流动人口

高速增长的地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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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省公安厅 2005 年)2008 年暂住人口的统计资料编制 

如果把浙江省放在长三角地区比较的话，可以发现，1997 年是浙江省和上海市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的分水岭(见图 3)。1997

年以前，上海流动人口的规模要大于浙江省，1997 年前者的流动人口规模是后者的 1.53 倍。1997 年以后，浙江省流动人口的

规模开始超过上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08 年浙江省流动人口规模达到 1823 万人，其绝对数量相当于同年上海 642 万人

流动人口的 2.84 倍。上海流动人口的峰值年份为 2007 年，达到 660 万人，而浙江省在增长率趋缓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总量

仍在持续增长，2009 年达到 1944 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 1993-2005 年的数据转引自卢汉龙主编的上海蓝皮书《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08]》第 66 页；2006-2008 年

的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 

而 2000 年则是浙江省和江苏省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的分界线。2000 年以前，江苏省的流动人口规模超过浙江省，居全国第

二位。2000 年以后，则是浙江省取代江苏省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第二个大省，仅次于广东之后，至今已连续保持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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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江苏省的流动人口数据来自《迈入新世纪的浙江人口》第 164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年 6 月出版。 

二、结构变动分析 

根据年龄、性别、学历、职业、地区等可以将人口分为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不同的人

口结构。同样地，流动人口也可以分为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类似的人口结构。通过对流动

人口的结构变动分析，可以找出流动人口结构变动规律，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为当前浙江省流动人口

服务。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男性仍然多于女性，与“十五”末相比，性别结构方面的差距趋

于缩小。 

根据浙江省公安厅 2008 年统计年报数据，从年龄结构来看，流动人口以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为主，16 至 45 周岁的流动人

口占总数的 92.8%，而 15 周岁以下和 46 周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分别仅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1.3%和 5.9%。分性别来看，2004 年，根

据浙江省城调队对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男性占 63.8%、女性占 36.2%，两性相差高达 27.6 个百分点。而以浙江省公安厅 2005

年的数据，虽然男性流动人口仍多于女性，但统计数据比抽样调查的数据要小，男性占 58.15%，女性占 41.85%，两性相差 16.3

个百分点。2008 年，则男性占 53.83%，女性占 46.17%，两性相差缩小到 7.66 个百分点。全国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方面的差距

较大，2009 年全国流动人口男性占 58.03%，女性占 41.97%，两性间差距达 16.06 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浙江省 2005 年的水平。 

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比例较高，城市计生和生殖健康服务任务较重。根据浙江省计生委全员流动人口统计，2009 年在全省

2006 万流动人口中，属于育龄人口的有 1821 万人，占 91%。其中，省外流入 1518 万人，流出省外 109 万人，省内流动 194 万

人。而在 1821 万流动育龄人口中，育龄妇女达 910 万人，占全部流动育龄人口的 50%。其中，省外流入 762 万人，流出省外 51

万人，省内流动 97 万人。我省流入育龄妇女总量迅长，流入育龄妇女占到了户籍育龄妇女的一半，同时流动育龄妇女中已婚育

龄妇女的比例增加，举家流动增多，2009 年省外流入育龄妇女的已婚比例在 65%左右，人数近 500 万。 

流动育龄妇女分布集中。从省外流入的育龄妇女中，来自安徽、江西、四川、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和重庆八省市的占

总数的 73.23%。流入育龄妇女主要集聚在浙江省的鄞州、鹿城、义乌、慈溪、萧山、瓯海、温岭、北仑、绍兴、瑞安、乐清、

余姚、江干、余杭、龙湾等 15 个县市，占 54%。外出育龄妇女包括流出省外和流向省内其他县市主要集中在瑞安、永嘉、乐清、

文成、温岭、泰顺、淳安、苍南、天台、常山、仙居、开化、临海和青田这 15 个县市区，约占全省的 57%。 

文化结构。流动人口大多接受过初中教育，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文化素质相近，高中以上学历流动人口约占一成，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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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整体素质偏低。浙江省公安厅 2008 年统计年报数据显示，浙江省流动人口初中文化程度占 78.3%，占流动人口总量的 2/3

强，表明其大多接受过初中教育，且与全国 2008 年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8.98 年相近。流动人口高中以上文

化程度的不到总数的 10%，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12%。初中和小学两者相加达到总数的 90.3%。说明流动人口文化结构变动不大，

流动人口素质整体偏低。 

职业结构。制造业仍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所占比例上升，就业集中度更加明显；从事经商、服务业和务农的流动

人口所占比例趋于下降。比较 2005 年与 2009 年浙江省流动人口职业分布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制造业仍是流动人口的主

要就业领域，2005 年和 2009 年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分别是 71.07%和 85.27%，2009 年比 2005 年上升了约 14.2 个百分

点，流动人口的就业集中度更加明显。 

其次是经商、服务业和务农，这三个就业领域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趋于减少。同全国 2009 年的统计数据相比，除了务工流

动人口比例远高于全国水平(79.30%)之外，其余三项均低于全国指标。2009 年，从全国的统计数据看，其流出人口中，从事经

商、服务业和务农的流动人口比例分别为 10.03%、7.8%和 2.4%。 

 

三、流动形态变动分析 

人口的流动形态包括流动方向、流动时间、流动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1.从流动方向看，现阶段以省际流动和从省外流入为主，省际流动远高于全国水平。流动人口的来源地集中，主要流向我

省经济发达地区 

浙江省流动人口流动方向的变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流出省外的人口多于流入省内的人口；而

伴随以制造业为主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浙江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不断吸引本省和周边省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就

业，省外流入人口逐年增长，并且开始超过省内流出省外的人口，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从净流出变为净流入。进入新千年后，

这种流动方向持续保持，并且省外流入人口数量剧增，甚至出现了多个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大于户籍人口数量的现象。 

根据浙江省计生委全员流动人口统计数据，2009 年浙江省流动人口总量为 2006 万人，其中省际流动人口 1785 万人，约占

流动人口总量的 88.98%，远高于同年全国同一指标 65.80%；省内流动人口 221 万人，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 11.02%。而在 1785

万省际流动的人口中，从省外流入的人口有 1666 万，占省际流动人口的 93.33%；从浙江省流出的人口为 119 万，仅占省际流动

人口的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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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外流入人口的来源地看，在 2009 年省外流入浙江的 1666 万人口中，来自安徽、江西、贵州、河南、四川和湖北这 6

个省份的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达到 62%，详见图 3。 

 

而省外流入人口绝大部分流向我省经济发达地区。其中杭州 339 万人、宁波 406 万人、温州 360 万人、嘉兴 184 万人、台

州 174 万人、金华 146 万人、绍兴 128 万人。我省流出人口则居住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广东和北京，这四个省

市约占 17%。 

2.整体看流动时间延长，人口流动长期化、家庭化趋势明显，个别地区出现逆向流动的现象 

根据浙江省公安厅 2008 年的暂住人口统计数据，暂住一个月的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84.67%；暂住一年以上的占流动人口总数

的 13.3%，两者合计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97.98%.。详见表 2。需要指出的是，从表 2 的暂住时间看，暂住时间一年以上的流动人

口数量较少，并有逐年减少的势头。主要原因是浙江省暂住人口信息系统对居住满一年的人员进行自动注销而造成统计上的误

差。根据浙江省公安厅 2008 年 4 月对 1002 名暂住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居住一年以上的占流动人口总量的 49.7%。另外，根据

浙江省计生委农民工现状调查，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生活时间五年以上的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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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个别地区出现了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时间逐年减少的逆向变动现象，如浙江省诸暨市最近三年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时

间的变动情况就是如此。从表 4可以看出，2009 年比 2007 年，诸暨居住时间在一个月至一年的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

提高了 7.8 个百分点，而居住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占比则下降了 8个百分点，2009 年占比不到 2007 年占比的一半。这至少表明，

最近三年，诸暨市流动人口的流动频率更快了，暂时没有稳定职业的流动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企业用工和社会稳定均带

来了负面的影响，也给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带来了麻烦。 

 

3.以租房居住和在单位内部居住为主，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有所改善，但现况仍不容乐观 

目前，浙江省对流动人口居住方式的统计分五种情况：居住在租赁房屋、单位内部、居民家中、旅店和工地工棚。2009 年，

流动人口自己租房的占 64.18%；在单位内部居住的占 23.24%；居民家中，占 6.4%；旅店，占 0.6%；工地工棚，占 3.65%。合计

前两项，87.42%的流动人口以租房居住和在单位内部居住为主。 

在上述五种居住方式中，只有租房居住这种居住方式的流动人口比例是持续上升，从 2000 年的 40%持续增长到 2009 年的

64.18%，表明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居住能力有所增强。其余四种居住方式则都是逐年下降，尤其是居住工地工棚的流动人口比例

的持续下降，从 2000 年的 12.1%持续下降到 2009 年的 3.65%，表明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没有将自

购房作为一种居住方式进行统计，表明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居住现况仍不容乐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当前浙江省流动人口的特征总结如下：新世纪以来，浙江省流动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尤

其是“十五”期间，年均增长率高达 26.14%。与“十五”相比，“十一五”期间，浙江省流动人口在保持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

增速逐年回落，开始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平稳增长时期。 

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男性多于女性，性别结构方面的差距趋于缩小；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比例较高，城市计生

和生殖健康服务任务较重；大多接受过初中教育，高中以上学历约占一成；制造业仍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所占比例上

升，就业集中度更加明显，而从事经商、服务和务农的流动人口比例则趋于下降。以省际流动和省外流入为主；流入人口的来

源地集中、主要流向我省经济发达地区；整体看居住时间有长期化趋势，个别地区出现逆向变动现象；以租房居住为主，居住

状况有所改善，但现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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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点思考 

通过分析新世纪以来浙江省流动人口的总量、结构和形态三方面的变动趋势，我们可以有以下三点思考： 

第一，流动人口总量增速不断趋缓表明，刘易斯拐点的即将到来和中西部经济的崛起，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再发挥“蓄水池”的作用，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获得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难以为继。浙江省如要实现到

2012 年在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统筹发展四个方面有所突破的战略目标，必须从现在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不仅是现阶段浙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需要。 

第二，流动人口结构变动趋势表明，尽管浙江省成为全国流动人口大省已经九年，由于流动人口的文化结构变动缓慢，使

得浙江省仍然只是流动人口的数量大省，并没有成为人才流入大省。流动人口数量的迅猛增长，虽然满足了过去那种粗放型经

济发展方式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但也给浙江省的资源环境和城市承载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和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滞后，延缓了浙江省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教育，改善劳动力素质，提高

全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第三，人口流动形态变动趋势表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通过制度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具体工作机制创新，贯彻落

实《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通过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外来人口本地化的

改革，使流动人口能平等地享有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把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身份转换为市民，促

进以农民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使城市化成为未来浙江经济的新增长点，保证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浙江经济的可持续

增长。目前个别地区出现的流动人口逆向变动趋势，昭示着人口流动形态的复杂化。表明这些地区已经面临着劳动用工紧张或

民工荒的困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淘汰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技术创新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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