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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违法犯罪率较高、计划生育超生, 等等。如果分析仅停留在一些粗指标的比较上, 那

将掩盖问题的实质。从 �人口统计事实  出发, 以动态的结构视角解读统计数据, 就

会发现这些数据的误导性和欺骗性。对流动人口的 �偏见 、 �污名化  等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更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 �融合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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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在人口学上, 流动人口是一个比较难以厘清的概念。事实上,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

城乡户籍制度下, 基本上不存在当今意义上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流动人口的不断增

加, 人口流动现象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口径, 不同时期的人口调查或普查

对流动人口有不同的定义,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梳理
!
。按照 2005年全国 1%

抽样调查项目, 流动人口是指 �调查时点居住地  (调查项目 R7) 在本调查小区, 但 �户口登
记地情况 (调查项目 R6) 为本乡 (镇、街道 ) 以外的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人口, 同时这个人口

中还需剔除掉市内人户分离的那部分人口。

从 20世纪 50年代我国建立户籍管理制度直至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相对

很少。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 80年代中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以后,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城

市化发展步伐的加速, 流动人口的规模也开始迅猛增长,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历次

普查和小普查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可以看到,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

查,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由 1000多万人增加到 3700万人, 2000年流动人口超过 1亿人。2005年

全国 1%抽样调查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高达近 1�5亿人 ∃
, 占全国总人口的 11%以上。从 20世纪

80年代到现在短短 20多年的时间里, 我国流动人口翻了近 4番, 达到了空前的增长水平。可以

预料,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不断增加, 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还将

持续增长。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给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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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变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以及全国范围的农村体制改革、农民观念变化

等, 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正逐步地大量涌入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给城市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

带来许多问题, 近几年流动人口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和政府持续关注的议题。在有关流动人口的研

究中, 除了肯定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外, 也有不少研究关注流动人口带来的特定问

题。有一类问题被认为是这样的: 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 会给城市的社会治安、

社会稳定以及管理这部分人群的计划生育等带来巨大挑战。一些研究认为, 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

问题比较突出, 大量无序的外流农民工往往与流入地人口产生社会经济上的摩擦, 构成社会不稳

定因素;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 由于对流动人口缺乏有效的计划生育管理手段, 城市反而成为流动

人口逃避计划生育的隐蔽所, 流动人口被认为是很容易逃避计划生育责任的群体, 是超生现象的

主体。那么, 流动人口是不是这样一个 �问题群体 呢? 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进行

深入的研究。

二、我国流动人口特征

了解流动人口群体特征是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必要前提。以动态的结构视角考察人口现象是

我们从差异及变动中把握了解人口总体变化趋势的有效手段。面对我国当前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

规模, 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在流动, 他们为何而流动?

1. 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先从人口自身内部结构即年龄性别结构来考察一下我国的流动人口。实际上, 从宏观角度

看, 人口流动如同生育、死亡等人口事件一样, 也呈现出较稳定的年龄性别模式。以我国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性别特征为例, 人口迁移流动有较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

即年轻的男女性人口较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有着更高的迁移流动率。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所显示的

1亿多流动人口中, 15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为 1409万, 占总流动人口的 13�75% ; 15 - 44岁青

壮年人口为 7290多万, 占总流动人口的 71�29% , 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45- 64岁中老年人口为

1185多万, 占总人口的 11�59%;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340多万, 仅占 3�34%。进一步从年
龄性别结构上分析, 可以看到 (见表 1) , 男女性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 15- 44岁, 男女流动人口

比例均达到或超过 70%。特别是在 15- 19、 20- 24、25- 29和 30- 34岁这四个年龄段上, 男女

流动人口均超过各自男女总流动人口的 10%, 男性合计超过了男性流动人口的 54%, 女性则超

过了 60%。此外, 女性流动人口较男性流动人口分布集中度更年轻, 如 15- 19、 20- 24以及 25

- 29岁的女性流动人口比重均高于男性对应的年龄组, 而从绝对数上看, 15 - 24岁的女性流动

人口多于男性。从历史数据考察, 虽然我国流动人口这些特点有些变化, 但大体上与国际上流动

人口一样, 具有很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

表 1� 2000年人口普查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

年龄
男性

数量 (万 ) 比例%

女性

数量 (万 ) 比例%
性别比

0- 14 752�36 14�21 657�21 13�32 114�48

15- 44 3700�14 69�91 3592� 04 72�77 103�01

45- 64 671�74 12�69 513�96 10�41 130�70

65+ 168�71 3� 19 172�61 3�50 97�74

合计 5292�95 100�00 4935� 82 100� 00 107�24

� � 资料来源: 根据段成荣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 ∀人口研究# 2008年第 6期 ) 一

文提供基础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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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

流动人口为何流动? 这一问题在历次普查或抽样中都有涉及。依据流动原因, 可以将流动人

口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流动两大类。前者是指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

原因而流动的人口; 后者则是指因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

口。

表 2数据显示, 1990年是流动人口流动动因的分水岭。 20世纪 80年代, 流动人口以社会型

流动人口为主体。1987年, 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 56�3%。在全部流动人口当中,

因婚姻迁入而流动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高达 21�04%, 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原因流动的人分

别占 18�7% 和 15�1%。在经济型流动人口中, 虽然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比例相对较高为

26�58%, 但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合计仍不足 36%, 明显低于社会型流动人口的比例。在社会经济

发展过程中, 追求经济目标才是人们迁移流动的根本动力, 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

的比例迅速提高到 50�16% , 各类经济型原因合计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 60�2% , 短短数年就超过

了社会型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而在社会型人口流动中, 无论是婚迁、随迁还是投靠型流动人口

的比例都明显下降。进入 21世纪之后, 流动人口中经济型活动人口占主流, 而其中务工经商者

的比例维持在 50% 55%的较高水平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和判断, 当今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为提高生活水平、追求更

好的发展而流动。事实上, 流动人口流动的动因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反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流动人群观念的变化。动态地观察流动因素的结构变

化,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现象, 准确地判断人口流动中出现的问题。

表 2� 部分年份全国流动人口流动原因构成 单位: %

流动原因 1987年 1990年 2000年 2005年

经济型流动 工作调动 4�4 4� 5 3� 2 2�6

分配工作 2�1 2� 8 1� 2 0�6

务工经商 26� 6 50� 2 55�1 53�1

学习培训 2�8 2� 7 6� 9 3�7

小计 35� 9 60� 2 66�4 60�0

社会型流动 投亲靠友 18� 7 13� 4 6� 3 8�3

退休退职 1�5 1� 0 ― ―

随迁家属 15� 1 7� 7 13�1 14�3

婚姻迁入 21� 0 11� 4 5� 4 7�8

拆迁搬家 - ― 4� 0 3�3

小计 56� 3 33� 5 28�8 33�7

其 � 他 7�8 6� 4 5 6�3

合 � 计 100� 0 100�0 100�0 100� 0

� � 资料来源: 段成荣、杨柯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人口研究# 2008年第 6期。

三、 �污名化  的流动人口问题

1. �污名化  概念

污名 ( Stigma) 一词的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社会学家戈夫曼对 �污名  现象做了深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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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戈夫曼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 �受损的身份  ( spo iled identity) 的核心概念, 用

于描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 被社会他人贬低的社会地位。污名化 ( stigmatizat ion ) 的目标对

象就是由于其所拥有的 �受损的身份  , 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

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 !。

污名化常常是与精神失常、疾病、学习差、低社会地位和贫穷联系在一起, 并且会在住房、

教育和就业等方面遭受歧视和区别对待∃。贴标签、消极的刻板印象、排斥、歧视和身份低下都

标志着污名 &。不少学者也把污名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 是主流文化给特定的行为和群体贴上了

标签∋。一般认为, 在社会中, 受到他人污名的人在情绪上会持续焦虑、压抑, 甚至会出现反社

会倾向; 而在行为上也会受到负面诱导。例如, 初次进城的农民工, 在城市中受到城市居民的排

斥和鄙视后, 慢慢地真的认为自己 �素质  低下, 认为自己根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久而久之,

这些人就成了城市的 �边缘人 , 并且在行为上也向着污名的特质 �看齐  。显然这样的污名化

过程对社会的影响是具破坏性的。

污名概念包含污名化 ( stigmatizat ion )、被污名者 ( stigmat izedperson) 和实施污名者 ( st ig�
matizer) 三个要素, 而污名化被视为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处于强势的实施

污名者通过贴标签 ( labe lling) 将被污名者的某些负面特征加以扩大, 直至形成固定的刻板印

象。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不少对某个群体实施 �污名化 的现象, 流动人口就是一个易

被实施污名的 �对象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之中, 流动人口在不少方面, 都比较容易被贴上 �标

签  、被 �污名化  , 进而成为 �问题人口  。其中把流动人口与高风险不安定的犯罪人群联系起

来、把流动人口与 �超生移民  等联系起来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

2. 流动人口与高风险犯罪人群

在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中, 流动人口带来了社会治理、社会治安问题。把流动人口与高风险

的犯罪人群相联系并不奇怪, 人们的确发现, 在城市社会中, 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要比户籍居民

严重, 整体的犯罪率也高于户籍人口。通过经验或大众传媒, 人们接受了流动人口 �犯罪  风

险高这样一个 �刻板印象  , 把流动人口与高犯罪风险人群等同起来。流动人口等同于高风险犯

罪人群吗? 从统计数据上看, 流动人口总体犯罪率是高于户籍人口。但是, 如果分析仅停留在这

样一些粗指标的比较上, 那将掩盖问题的实质。从人口学的结构视角去解读这些统计数据, 我们

会发现这些数据的 �误导 性和 �欺骗  性。从以上的统计事实我们知道, 流动人口这个群体

最突出的人口学特征是年轻, 即流动人口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人口, 那么年龄与犯罪是不是有关

联呢?

这里不妨先介绍一些西方关于年龄与犯罪关系的研究成果。西方犯罪学常常将年龄与犯罪结

合起来考察年龄的犯罪分布曲线, 试图寻找影响这种分布的原因并进而进行犯罪现象解释。国外

一些研究发现, 年龄的确与犯罪相关联(。年龄对犯罪的影响并不依靠其他的人口社会学特征的

犯罪相关变量 (如教育、婚姻﹑就业﹑性别﹑种族等 ) , 年龄在任何地方都与犯罪相关联, 年龄

不管这些事件是否发生或变量是否起作用都会影响犯罪。在引入控制与犯罪关联的社会经济因素

后, 研究者发现年龄效应实际上是与犯罪直接联系的, 年龄效应是单独起作用的, 不同的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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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水平上有区别, 犯罪的曲线分布模式是一样的。因此, 年龄效应对犯罪的影响是一个独立

的不变量。

西方学者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不能简单地把年龄与犯罪作为因果关系来理解。事实上, 年龄

�相当于  一个复合变量, 是大量能够解释犯罪变量的汇集, 整合了诸如体力、受教育程度、财

富、婚姻状况、职业等等与年龄相关的生理、社会因素, 所有这些都可以构成对犯罪现象的解

释。年龄的犯罪分布只是一个简单统计事实而已, 正是因为它是多个具有解释力的变量的组合

体, 所以它本身似乎具有了很强的解释力, 这也是诸多犯罪研究都诉诸于年龄的原因 !。本质上

年龄本身与犯罪并没有因果关系, 而是年龄背后能够体现出来的各类社会、经济、人口因素在起

的作用。年龄与犯罪关系在统计上虽然表现为高度相关, 但是年龄本身对于犯罪不具备很好的社

会性解释力。

总之, 西方的研究表明, 尽管年龄与犯罪率之间关系的解释有诸多争论, 但是二者的统计相

关性却是明确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族裔如白人与黑人, 其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布都

与犯罪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如图 1所示, 年龄分布与犯罪率呈现出稳定的关系。无论是高犯罪

群体还是对低犯罪群体, 年轻人口的犯罪风险总是高于其他年龄组人群, 都具有相近的年龄犯罪

率发生模式, 差别只是在于犯罪率的水平不同。

图 1� 不同年龄不同犯罪率人群的分布 (% )

资料来源: T rav is H irsch i and M ichae lGo ttfreddson, � Age and Exp lanation of C rim e , The Am er 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 l� 89, No� 3, 1998, pp�565�

� � 与流入地的户籍人口相比, 流动人口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他们人口自然结构的不同。也就说,

从人口年龄性别构成上看, 户籍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与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不具有可比性。以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例, 在 2000年我国 1亿多流动人口中, 流动人口在 15- 34岁的比例较

高, 占总流动人口的 57�7%以上, 其中 20- 29岁女性和 25- 29岁男性均超过了 8%。如下页图

2所示, 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与城市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2000年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 15 - 29岁的人口比重为 25�36% , 大大低于同期同年龄段流动人口的

44�2%水平。在流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 如北京、上海、广州等更是如此。以流动人口居多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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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为例,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为 387万, 其中 15- 29岁的年轻流动

人口为 176万, 占流动人口的 45�46%, 大大高于户籍人口同年龄岁组的 24�39%的水平。在其
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 单单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看, 由于流动人口年轻人口比重较大, 而人口

年龄结构又与犯罪几率分布相关, 所以由此计算的流动人口的犯罪率肯定高于户籍人口, 但这并

不能因此推论出流动人口是高犯罪率人群的结论。比较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犯罪率, 必须从年

龄结构的差异性中去比较, 不能笼统地以总体犯罪率的高低比较两个不具有可比性群体的犯罪水

平高低, 否则就掩盖了事物现象的本质差异。

图 2� 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分布

� � 值得注意的是, 流动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由于各方利益不同而增加了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

口的摩擦甚至冲突的概率。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社会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歧视, 特别是对农民身份

进城的先入为主的 �标签化 都大大增加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事实上, 从以上 2000年的普查

数据可以看到流动人口中 20- 34岁组的人群主要是 20世纪 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

轻人。与他们的父辈不同, 新一代年轻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 对社

会公正待遇的诉求也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更为敏感, 因此, 当他们受到不公平的政治、经

济、社会待遇时, 受到城市人群的偏见和歧视时, 不再选择沉默, 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

来, 而极端的方式则是冲突对抗。

所以, 当人们把流动人口与高犯罪率以及不安定人群等同起来, 并将流动人口 �污名化  

的时候, 这样做不仅没有科学根据, 反而掩盖了问题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这种歧视和 �污名化 

反而可能成为部分流动人口走向极端的导火索。

3. 流动人口与 �超生移民  

�超生移民 是对流动人口另一形式的污名化标签。自 20世纪 90年代小品 �超生游击队  

在全国春节联欢晚会上演之后, 这顶帽子一戴就是十几年, 而且还有学者和官方时不时地举出例

证强化这一 �刻板 印象。这种刻板印象认为, 由于对流动人口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 城市不

仅没有成为限制流动人口生育的现代生活天地, 反而成为他们 �超生  的隐蔽所, 流动人口被

认为是逃避计划生育责任的群体, 是超生现象的主体。

进入 21世纪, 我国成为公认的低生育率人口之后, 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生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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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依旧不 �放心  。尽管西方人口学理论证明人口流动有利于人们生育观的转变和降低生育率,

但是结合我国国情和现实, 官方和一些学者依旧给出案例论证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负面影

响。一些研究指出,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呈现如下特点: 计划生育率低、早婚生育及计划外怀孕生

育的比重大、人工流产率高; 还有研究者指出了流动妇女由于绝大多数处于生育旺盛期、流动人

口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管理、存在着出于生育动机而流动的已婚育龄妇女等因素, 使得流

动人口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

在 2007年初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

定 # 公布之后, 为落实 ∀决定 # 的精神, 各地有关部门又开始积极寻找工作差距, 由于城乡居

住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 不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又再次指向了流动人口这个群体。

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做了一项关于流动人口生育的调查, 这项调查结果被官方和媒体广泛传

播使用。调查结果的内容是这样显示的: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 1�5亿, 超过全国人口

的 1 /10, 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 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 50% - 80%, 福建占 70%,

而在人口大省安徽, 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 60% ∃。

不可否认, 正如上述统计事实所显示的那样, 在当今流动人口中, 随着性别构成不断均衡

化, 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 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

28�47%, 1990年为 32�47% , 到 2005年进一步上升到了 38�39%。育龄妇女在不断增加的流动
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提高, 意味着人口和计生工作直接对象的规模在大幅度增加。但是, 这些

不断增加的流动育龄妇女会成为 �问题 人口, 会是 �超生移民  吗? 遗憾的是, 在有关部门

眼中, 流动人口再次被 �问题  化、 �污名 化。正如 2007年 ∀瞭望新闻周刊# 对中国计划生

育进行主题报道时, 配发题为 ∀ �超生移民 管理尴尬 # 的文章所释放的信息那样: �只要问起
当前计生最头疼的问题, 各级计生干部无一例外地感叹: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难抓。)  &在有关部

门和大众媒体的眼中, 流动人口成了 �超生移民 , 成了 �问题人口 。

然而, 事实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首先重新来审视一番上述的论证或调查数据: 其一, 以上实

证研究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代表性问题。因为这些调查多为相关部门所做, 其可信度和代表性是

值得怀疑的, 特别是代表性问题。可以看到, 不少研究流动人口 �超生  的结论是以 �个案  

为依据的, 或者是以选择性很强的调查对象为依据的, 这样的研究根本无法代表全体流动人口。

其二, 数据的使用存在着选择性和 �误导 性问题。在上述由国家人口计划生育相关部门有关
流动人口超生现象的调查中, 由于调查由权威机构实施, 也许我们不必对数据的来源与质量产生

怀疑。但是, 从公布数据的技术上看, 却有不少统计数据指标的选择和 �猫腻  。我们再来审视

一下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 �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 50% - 80%, 福建占 70%, 而在人口大省

安徽, 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 60%。 注意在这组公布的数据中, 只有 �吓人  的高百分比, 没

有关键的分子分母总量的绝对数。因为没有这个关键的分子分母总量绝对数, 仅仅依靠相对数指

标我们不可能推论出 �超生 问题的严重程度。譬如, 如果全国违法生育总例数共计一万, 相

对于中国这么大的育龄人群基数, 流动人口由于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轻而占这样的高比重又有何

妨? 况且何谓 �违法生育  , 很可能是许多流动人口到了新地方没有及时申请生育指标所致。再

看人口大省安徽, 如果调查年份的超生人数为 1000, 流动人口超过 60%, 这样的数据我们需要

担心什么? 它能动摇我们的低生育水平吗? 也正是如此, 有关部门才会在关键的总量绝对数上

�含糊其辞 , 误导视听,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误区。

我国流动人口是不是 �超生移民  , 他们是为了 �超生 而流动吗? 实际上, 上节的分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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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给出了答案, 当今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为提高生活水平追求更大的发展而流动。那么, 人口迁移

流动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又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这方面西方人口学家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研究

结论, 并提出了若干解释性理论: 如适应理论 (社会化、同化理论 )、选择理论、中断理论 (干

扰理论 ) 和分离理论 !。这几个主要理论的结论是, 人口的流动迁移对降低生育率有着积极影

响。

事实上,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里我们援引三项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些研究具备以下

特点: 第一, 研究所使用的人口流动数据为全国历次普查或小普查数据。一般学者都认为, 固然

普查数据也有质量瑕疵, 但在诸多调查数据中, 普查数据无疑是最具有公信力的, 数据质量是相

对较高的; 第二, 流动人口数据为全国普查或小普查数据, 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第三, 研究手段

为多元统计模型, 方法得当。

You and Poston∃ 使用 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 比较了农村非移民、农村永久性移民、乡城长

期移民、乡城短期移民、城市永久性移民和城市非移民人口的生育率差异, 并用多元统计对人口

的社会经济特征加以控制后, 得出乡村迁移人口的生育率低于农村非移民人口但高于城市非移民

人口的生育率的结论。

陈卫、吴丽丽
&
利用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 0�95+抽样原始数据, 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

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 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流

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 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 而且也

低于城市本地人口, 远期流迁人口 ( 1995年之前发生迁移流动 ) 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

( 1995- 2000之间迁移流动 ) 的生育率。

郭志刚教授利用 2005年 1%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人口流动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全国生育水平∋。研究显示, 全国流动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19, 这不仅显著地低
于非流动人口的相应水平 1�41, 而且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极低的程度。而且, 我们还能看到流动

人口的各个孩次总和生育率都是低于非流动人口的, 其二孩生育和多孩生育水平也都是极低水

平。此外, 流动人口在各孩次上的平均生育年龄也都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在人口学上虽然时期

生育水平并不等同于终身生育水平, 有时时期生育率很低可能是一种非常的暂时性现象, 在非常

时期结束后, 一般会出现较明显的补偿性生育。但是, 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趋势不是一种 �非

常  现象, 而是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的结果, 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

20世纪 80年代, 由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 不可否认确有不少农村人口为生男孩

而转战各地 �流动 , 如同十几年前黄宏、宋丹丹演的小品 ∀超生游击队 # 的台词这般: �他进

我退, 他退我追, 他驻我扰, 他疲我生, 我就不信, 按这个原则就保不住儿子!  但今天流动人
口流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生育, 而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从流动人口特征描述的统计分析中已经

看到, 他们是较年轻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 我们还看到, 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人口流动的

动因已发生了本质变化, 他们主要是为了摆脱贫困, 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水平而源源不断流入城

市。既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有关部门就不该再用个别案例继续 �污名化  这个群体。很显然,

现实中这些微不足道、不影响全局水平的所谓 �违法生育  现象被有关部门及媒体放大了。这

里一方面表明我们在认识人口现象、人口问题上存在着缺陷, 即在认识我国各种人口现象、人口

问题时, 缺少总体逻辑思维 ( popu lation th ink ing ) 观念, 即没有在差异性、多样性中把握总体,

往往以偏概全, 以个案推断总体。这种认识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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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另一方面, 也不能否认, 有关部门出自于部门利益的考虑。毋庸违言, 实际工作中一些部

门为了强调突出本部门的重要性, 往往会 �建构 出一些 �问题  来, 或者夸大问题的严重性,

进行 �小题大做  。流动人口是 �超生移民 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此例。

四、小 � 结

进入 21世纪以来, 我国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工作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 旨在改革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 并通过清理各种针对进城民工的歧视性政策,

降低农民外出就业的门槛, 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公平环境, 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顺利转移。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的
文件。该文件提出, 要统筹城乡社会管理,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 使在城

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可以说, 在破除城乡制度壁垒方面, 近几年来我

国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

我国学者在描述目前我国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时, 概括了融入的四个阶段即经济整合、文

化接纳、行为适应和是否认同 !。城乡社会由于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壁垒的存在, 所以, 流动人口

融入城市社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城市社会中存在不少对流动人口 �偏见  、 �污名化  等现

象, 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阻碍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事实上, 乡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个

�融入 的过程, 更是个 �融合  的过程, 后者强调身份平等、相互适应、和谐共存。在这方面

西方社会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 流动人口如何被城市所容纳, 特别是如何接

纳移民子女, 让移民的第二代成为城市人而不被边缘化、歧视化, 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

国正处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之中, 一方面我们需要尽快破除各种 �看得见  的城乡制
度 �硬壁垒  ; 另一方面, 更要破除城市强势群体中 �看不见  的心理、观念上的 �软壁垒  ,

只有破除对流动人口的 �偏见  、消除 �污名化 现象, 才能加速流动人口的城市化进程, 加快

城乡人口的社会融合。

(责任编辑: 薛立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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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 lization in Shangha i are quite lowe r� The pe rcent o f res idential fore igne rs and agg lom eration degree o f

internationa l talents are a lso lower� The re fo re, the paper argues thatw e should deve lop positive partic ipation in internationa l

ta lent com petition; creation o f m echan ism of ta lent introduc tion; formu lation o f spec ia lly preferential po lic ies�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 f senior ta lents should be prom oted; soc ia l and cultural env ironm en ts be im proved; internationa l

experienced be drawn on; the g reen�card sy stem be im proved�

Keywo rds: Fo re ign popu lation; H istorical change; Internationa lm etropo lis; Population inte rnationalization

On the Basic Sp irit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J iang Wuzheng( 72)

Abstrac t: Com prehensively and deeply interpreting the outline of the basic sp irit o f the anti�m onopoly law and

enhanc 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aw areness of anti�m onopo ly law are sound rules o f the basic requirem ents of the anti�

m onopo ly law� U sing the lega l science pr inc iple and the m ethod to explain the basic spir it o f the anti�m onopo ly law, is

he lpful to observ e and expla in the com pe tition phenom enon, and is good to instruct the anti�m onopo ly law) s formu lation and

im plem entation� The anti�monopo ly law is containing the com petition, the freedom, fa ir and the public w e lfare sp ir it; the

antim onopo ly law is the competition promo tion law, the free protec tion law, and establishes the law and the public w e lfare

protection me thod fa irly� The spir it o f anti�m onopo ly law d isplay s frequently as the concre te anti�m onopo ly law value and

pursu it, bu t its su itab le use in fact is the anti�m onopo ly law va lue conflict and the cho ice pro cess�

Keywo rds: Anti�m onopoly law; Spirit o f law; Com pe tition; V alues of law

On Subpr im e Lend ing Cr isis) s Impact on the Legal System of Financ ia lHo ld ing Com pany

Yang Dong Sh i Fuyuan ( 79)

Abstrac t: Them ode o f the financ ia l ho ld ing com pany in the US is one of them a jo rw ays in deve lop ing financ ia lm ixed

operation m anagem ent. In the subpr ime lending crisis, the Am er ican independent investm ent banks like Go ldman Sachs

andM organ Stanley e ithe r refo rm o r being acquired, w hich led to the era o f organ izing the important fo rm s of financ ia l

ho lding compan ies- bank holding company. F inancial ho lding com pany is one o f an importan t fo rm of financia l m 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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