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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视角下
区域“候鸟”旅居人口探究

——以三亚市为例

文 | 周鉴 陆杰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我国“冬南夏

北”候鸟式异地旅居的新理念已逐渐普及，成为

热门旅游新方式。由于南北地理位置的差异，很

多已经退休的健康老年人以及未退休的追求高品

质生活人群，冬季为了避寒，会选择去气候宜人、

生态宜居的地方，成为异地旅居的新群体。“旅

行中的暂居”是这一群体的显著特征，与旅游人

群不同，旅居人口会在旅居地居住相对较长时间，

通常选择购置房产、租赁住房、康养公寓等居住

方式，居住时长约 1 ～ 6 个月左右，更加偏于生

活化。这部分群体也不同于当地居民，旅居人口

每年如“候鸟迁徙”，通常以旅游度假、休闲娱

乐、养生养老等为目的，定期在原户籍地与旅居

地之间往返，异地避寒，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候

鸟”人群。大量“候鸟”旅居人口的涌入，在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当地社会治理带来

了一定的挑战，如迁入地公共服务供需失衡，“候

鸟”旅居人口社会关系融合欠缺，与当地人生活

纠纷等一系列问题，有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的宏

观背景下，三亚市作为海南著名的热带滨海旅游

城市，充分发挥了其得天独厚的养生资源和优势，

随季节波动每年吸引 30 万至 90 万“候鸟” 旅
居人口来此过冬，成为全国最为典型的候鸟式旅

居城市。本研究主要以三亚市为例，在社会治理

视角下对区域“候鸟”旅居人口情况进行探究，

在分析相关实证调查基础上，根据规模特征将三

亚市“候鸟”旅居人口分为三类：一是养生养老

型候鸟旅居人口；二是旅游度假型候鸟旅居人口；

三是就业创业型候鸟旅居人口。本文重点对三亚

市“候鸟”旅居人口的主要特征、目前存在的社

会治理困境以及针对服务与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应

对思路进行深入的分析，为城市社会治理提供有

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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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亚市“候鸟”旅居人口的
主要特征分析

（一）三亚市人口规模现状

三亚市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末全市常住人口 106.59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10.38%，与 2021年末的 105.61万人相比，增加 0.98
万人，增长 0.92%；户籍人口 731090 人，比上年

末增加 20191 人。因经商、就业、度假、养老等

原因流入三亚市的人口有 33.48 万人，甚至峰值

期可达到 40 余万人。

（二）“候鸟”旅居人口的三种类型

 综合而言，三亚市“候鸟”旅居人口主要分

为如下三类：

1. 养生养老型的候鸟旅居人口，这部分人群

主要选择三亚市作为养生养老的目的地。这部分

人群多为已退休且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行为

特征明显有别于其他年轻群体，他们更倾向于长

居于迁入地居住社区或周边日常活动，既没有明

显的就业需求，也没有很强的旅游需求，消费水

平普遍较低，在异地旅居期间空闲时间充足，也

被称为“候鸟老人”。在“候鸟”旅居人口中，

已退休的老年人占比最高。据三亚市异地养老老

年人协会统计，近年来平均每年到三亚市过冬养

老的人群在 30 万至 40 万人。

2. 旅游度假型的候鸟旅居人口，这部分人群

主要选择三亚市作为旅游度假的目的地。通常以

未退休的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群为主，他们有一

定的经济基础并且时间更自由，愿意选择异地旅

居的方式，他们通常会选择在寒冷的冬季来三亚

市居住，享受阳光、沙滩、海浪和美食，感受三

亚市的温暖和优美环境，而在其他时间则回到自

己的原户籍地，这部分群体消费水平高且有更强

的旅游需求，他们更愿意购买高质量的旅游产品

和服务，极大地带动了三亚市的旅游经济发展。

3. 就业创业型的候鸟旅居人口，这部分人群

会在冬季选择来到三亚市，作为就业创业的目的

地。这部分群体多以中青年群体为主，通常无固

定工作或自由职业者，在北方冬季寒冷的时候，

会选择来三亚市暂居，此时正是旅游旺季，可以

寻找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利

益的同时也可以旅游度假，享受温暖气候，对三

亚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三亚市“候鸟”旅居人口的主要特征

1. 季节流动。候鸟式异地旅居，最大的特点

就是季节流动性，根据季节气候变化，在不同地

区之间进行迁徙流动，选择最适宜的居住环境，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秋冬

季节，“候鸟”旅居人口会选择到三亚市异地旅居，

到了夏天，他们会返回到原籍地。比如，东北三

省很多退休的老人一般每年 10 月左右前往三亚市

过冬，次年 5 月左右又返回东北。

2. 异地暂居。“候鸟”旅居人口会选择购置

房产、租赁住房、康养公寓等方式，每年到三亚

市进行 1 ～ 6 个月的暂时居住。夏季三亚市气候

炎热，“候鸟”旅居人口因为气候环境和淡季旅

游经济不景气等原因，大多不愿继续居留，会回

到原户籍地，无法形成在三亚市定居或户籍迁入。

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统计“候鸟”

旅居人口选择住所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康养公

寓式旅居，包食宿并提供休闲活动场所及其他养

老服务，根据公寓的环境和服务标准不同，按单

人收费每月 1500 至 5000 元价格不等。二是长期

租赁住房旅居，根据租赁住房的面积大小和小区

的环境不同，按月或季度支付租金，只提供住宿，

无其他服务。三是购置房产或借住在亲戚朋友家

闲置住房旅居养老消费。

3. 社会融入低。“候鸟”旅居人口中主要以

养生养老型和旅游度假型结构为主，他们选择在

三亚市异地旅居，主要是为了养生养老和享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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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对迁入地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建设的参与度相

对较低，很少参与暂居地所属社区（村居）的治

理和活动，且与当地居民进行社会融合的渴望度

低。但就业创业型旅居人口更多的会在享受旅居

生活的同时，较多考虑经济利益，关注旅居地的

政策环境和投资机会，寻求拓展自己的事业发展

机会。

4. 老龄化。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养

老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截至 2022 年底北京市户

籍老年人口约 414 万人，占户籍人口 29%，面对

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北京市最新提出推动建

立老年人“冬南夏北”候鸟式养老服务工作机制，

其中就提到鼓励支持老年人冬季到海南开启候鸟

式旅居养老。目前，三亚市“候鸟”旅居人口中

的年龄结构以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受教育

程度差别大，个人素质参差不齐，普遍对互联网、

智能手机等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弱。选择“候鸟式”

旅居养老，就要进行长途异地往返，需要有较好

的身体素质，可以自由行动，否则就无法选择异

地旅居养老。

二、三亚市的“候鸟”旅居人口
目前存在的社会治理困境

（一）出租屋服务管理政策滞后，难以适应

新形势

大量“候鸟”旅居人口的涌入，给城市房屋

租赁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契机，但相应的服务

管理政策却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给流动人口、

出租屋管理等方面带来诸多困难，无法形成有效

的服务管理机制。从三亚市流动人口总量来看，

吉阳区和天涯区是三亚市候鸟旅居人口密度最高

的两个区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吉阳区全区 22 个社区委员会、16 个村委会，总

人口为 447322 人，占全市总人口 43.37%，流动

人口为 232080 人，占全区总人口 51.88%，多为

居住出租屋、单位宿舍、群租公寓住房等。例如，

吉阳区登记出租屋有 4587 间，出租屋分布密集，

大多数是以私人小区住宅或村民自建房的方式出

租。流动人口波动较大，开展入户工作难度大，

部分“候鸟”旅居人口和出租房主对登记备案和

办理租赁证的意识不强，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

信息采集工作漏登漏销等问题。

（二）资源有限和公共服务供需失衡困境

由于区域“候鸟”旅居人口并非常住人口，

在冬季“候鸟”迁入的高峰期，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医疗、公共交通、市场供给、社区服务和配

套设施建设等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按照原有供给

水平很难满足高峰期的需求。当公共服务供需失

衡时，就可能引发“候鸟”旅居人口和当地人之

间的纠纷冲突。例如，在“候鸟”旅居人口中，

老年人所占比重高，开展户外活动的公共场地需

求也较高，但市内公园和公共广场无法满足“候鸟”

旅居人口与当地居民休闲娱乐活动的需求，在广

场使用问题上经常出现“候鸟”旅居人口内部间

或和当地居民间产生纠纷冲突，为社会治理埋下

隐患。部分当地居民认为“候鸟”旅居人口占用

了过多的公共资源，而“候鸟”旅居人口则认为

自身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三）社会关系融合面临挑战，相互认同的

困境

“候鸟”旅居人口往往来自全国不同的地区，

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语言沟通和生活方式等

方面上会与当地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

异可能导致相互之间的误解和矛盾，从而影响社

会关系的有机融合。以三亚市为例，各开发商们

大力宣传投资住房，使新开发的房地产区域主要

面向外地投资者，很少有本地居民购买住房，因

此形成了特有的“候鸟”旅居人口聚集的小区。“候

鸟”旅居人口内部之间，互动交流地频繁，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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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内容丰富，又与迁入地居民的居住区大多

距离较远，在日常生活中交流的机会有限，同时

由于文化差异，在语言沟通中也多受方言影响等

因素，增大了彼此间的排斥感，很难相互间认同。

特别是在某一时间段内大量“候鸟”旅居人口集

中涌入迁入地，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当地居民正

常生活，比如广场舞噪声扰民现象、抢占城市公

共休闲娱乐设施、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等。

三 、健全“候鸟”旅居人口的
服务与管理的应对策略

1. 强化出租房屋管理，积极开展出租房屋登

记工作。出租房屋所属社区（村居）和所在地派

出所负责日常登记管理工作，做到“以房管人”。

全面启用综治信息系统平台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

工作，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长效机制和动态监

测机制，积极上门入户，及时了解“候鸟”旅居

人口及出租屋的动态，认真做好信息采集、登记

等工作，努力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留档”

和“底数清、情况明”。

2. 建立“候鸟”旅居人口服务站，打造精准

服务，提升服务质量。针对“候鸟”旅居人口居

住分散、流动频繁、随意性大的特点，政府部门

组成“候鸟”旅居人口服务管理协调领导小组，

牵头建立大三亚流动人口服务站，从养生养老型

候鸟、休闲旅游度假型候鸟和就业创业型候鸟的

居住需要出发，努力提供安全、舒适、便宜的住

宿信息服务，以打造若干个流动人口出租屋服务

管理示范点为基础，以点带面分层次、分类别、

分时段、分区域、分需求、分形式逐步搭建起三

亚经济圈流动人口出租屋服务管理信息化平台，

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居）和出租房主共同积极

为“候鸟”旅居人口提供更精准、更便捷的服务。

3. 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矛盾冲突协调方式。

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居）、社会组织

和公众参与的作用，在“候鸟”旅居人口密集社

区（村居）设立服务网点，成立“候鸟”党支部，

搭建“候鸟”养生养老平台、“候鸟”创新创业

平台，常态化组织举办养生健康讲座、创新创业

讲座等各类活动。在丰富异地旅居生活的同时，

积极追求与当地政府、社区和居民形成良好互动，

组织“候鸟”旅居人口共同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中，

建立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公益活动，增进与本地

居民的交流与互助，增进彼此了解，在处理双方

日常琐事矛盾时，就不会由于文化差异造成沟通

阻塞，导致矛盾激化。

4. 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制度，实现更为高效的

服务与管理。加快修订完善《流动人口和出租屋

服务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流动人口、

出租屋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各职能部

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如

医疗、教育、社保、住房信息等。通过共享数据，

可以更好地了解“候鸟”旅居人口的需求和问题，

为精准服务和管理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强化流动

人口出租屋服务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构建流动

人口和出租房屋统一采集、统一管理、统一使用、

统一维护、统一服务等全市信息交互平台，通过

出租房屋登记管理和重点人员管理等，实现“以

房管人”智慧化建设，通过平台可以收集、整合

和分析相关数据，掌握和预测“候鸟”旅居人口

具体情况，及时对人口变化趋势做出预判，并根

据预判结果结合公共服务资源供需能力，发现潜

在问题，为服务和管理提供更准确、更及时的信

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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