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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流动人口是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人口问题之一。本文运用多状态人
口预测方法�在不同流动人口户籍转换率的条件下�通过多方案的比较�探讨了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
构对未来北京市人口规模、结构和老龄化的影响及其程度；文章最后还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对流动人
口的调控思路做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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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解决目前和未来北京市劳动力市场短缺的主要途径之一。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
以来�北京市户籍人口的生育率长期处在超低水平�年龄结构也步入了老龄化阶段�仅靠自身的人口
发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北京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全国大量的流动人口�以至于引起国家、市政府
以及学界的普遍关注。近几年对北京市人口容量问题的研究、争论不断（叶立梅�2001；冯晓英�2004�
2005；蒋春芹�2003；覃成林等�2002）�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流动人口问题（段成荣�2005；崔承印�2002）。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近1．4亿�北京市是继广东省、上海市之后第三大流
动人口聚集地�吸纳了全国近400万的流动人口�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近30％。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
规模�在给北京市经济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诸如环境、资源、住房、交通、治安等问
题。在未来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认识流动人口的作用�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思路�等
等�都关系到首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如此重大的议题�不仅要了解当前流动人口的特点�
更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未来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北京市人口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4�以下简称 A文）和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4�以下简称 B
文）对北京市人口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很好的预测研究�对认识北京市未来流动人口问题很有帮助�也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基础。但是�其研究在某些方面尚不能满足政策制定者对流动人口
深入认识的信息需求�因此有必要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所改进。A 文虽然考虑了城乡差异以及不
同时期可能的迁入人口规模�但是从预测模型中区分不出北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规模和结构
有何不同�也就是说不能够判断外来人口对北京市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的结构的影响程度。B 文虽
然对北京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分别作了模型预测�使我们能够间接估算外来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但
是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作为北京市人口总体的两个部分�它们之间有着相互转换的内在机制———部
分外来人口可能转变为户籍人口�对此 B文的预测模型没有考虑。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北京市最近开
始实施的工作居住证政策�以及未来可能的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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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研究考虑是流动人口作为北京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因�在未来的时期内�必定对北京市
人口的规模、结构（尤其是老龄化）等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影响程度如何？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回
答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些尝试。一方面弥补 A文和 B 文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从宏观上探
索解决流动人口的调控思路。
1　流动人口含义的界定

关于流动人口的界定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从时间上定义；另一类是从户籍上定义。但一般会将
二者结合起来。在2000年人口普查表中有关户口登记的问题有5项选择：（1）居住本乡、镇、街道�户
口在本乡、镇、街道；（2）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3）在本乡、镇、街道居住
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4）居住本乡、镇、街道�户口待定；（5）居住本乡、镇、街道�现在
国外工作学习�暂无户口。为了了解流动人口的特点、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北京市人口的影响�我们
将北京市常住人口分为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部分�其中流动人口是指在2000年人口普查登记中
“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或者“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
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且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人口。根据北京市2000年人口普查1％数据推断有流
动人口211．29万�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15．6％。
2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概括地讲�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包括：
（1）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巨大�且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男性多于女性。根据北京市2000年人口

普查1％抽样数据推断�2000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为211．3万人。男性为122．9万人�女性为88．4万人�
性别比为139。流动人口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0～39岁�占总体的64％�男性更为突出�此年龄段占了
近80％的男性人口�女性则为63％。
（2）北京市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居住时间相对稳定。近45％的流动人口已经在京居住2年以上�居

住约5年的流动人口占了近1／5。流动人口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居住不满2年的人口比例达55％�
其中不满一年的有34％。
（3）北京市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学习培训特点也比较突出。务工经商占流动人口的68％�

婚姻、拆迁和投亲靠友等占18％�其他形式的迁入只占1．2％�而学习培训的比例占了近10％�显示出
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特点。
（4）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多样�但主要还是以邻近省份为主。北京作为全国第三大流动人口

聚集地�吸纳了全国近5％的流动人口。从其来源地划分�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但相对
来讲以河北、河南、四川、安徽、山东和江苏等6省为主�占了近65％的比例�其中�河北省占23％�河南
省占13％�另外4个省依次为9％、8％、7％和5％。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合计占了35％。
（5）北京市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大专及以上者占了11％�高中和中专及以上者占28％�

初中文化程度者占了51％�文盲仅占3．4％�小学的比例为16．5％。如果从性别角度看�虽然女性在
高学历方面比例高于男性�但在低学历其比例却高出男性很多。例如�在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女
性（12．6％）比男性高出3个百分点；小学（19％）和文盲（5．9％）则高出男性4个百分点以上。
（6）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职业、行业构成仍然以生产性为主。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比例最

高�为43％；从事生产、运输和设备操作以及农林牧渔业的流动人口的比例次之�为41％；高技术流动
人才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约9％。从行业上看�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等生产性
行业的流动人口占了80％�其中�在这些行业中又以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为主（35％）�制造业
（21％）和建筑业（16％）次之。金融、房地产、社会服务等行业只占14％。
3　北京市流动人口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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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预测模型的设计

图1　北京市2000年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年龄结构

3．1．1　模型框架
从理论上讲�某一区域的人口增长取决

于生育、死亡、迁移和人口年龄结构等四个
要素。北京市现有生育水平已经远远低于
目前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南欧国家�根据现
有的研究文献可以推断�即使未来调整生育
政策�生育水平也难有大的回升。目前的人
口年龄结构显示人口迅速缩减的趋势已经

持续了近15年�呈“橄榄型”（见图1）。未来
死亡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卫生保健

的进一步改善将会继续降低。因此�未来北
京市人口规模的稳定和增长完全取决于迁

入人口的规模。

图2　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结构图示

北京市的常住人口由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部分组成

（见图2）。未来人口的增长除了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因素之
外�主要还取决于迁入人口的规模———户籍迁入和非户籍迁
入人口。按照目前北京市实施工作居住证制度的构想�户籍
人口规模的未来增长不仅来自于直接的户籍人口迁入�而且
还要取决于北京市就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允许户籍迁入的政

策比例的调整（京政发（2003）29号）。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明显滞后�成为束缚

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城市户口暗含了太多的社会经济福利�
但又不可能取消�只可能放宽政策门槛�户籍制度未来依然是人口登记的基础。因此�城市的各项规
划仍然会以户籍人口为基础�并适当考虑流动人口的规模。
3．1．2　模型参数的假设

因为北京市到2000年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77％以上�属于高度城市化水平�未来人口增长基本
不受城市化的影响。因此�在预测模型中�不再考虑城乡人口差异�起始人口分为户籍人口和流动人
口两部分�预测期为50年。2000年年末的男女年龄别人口数分别为起始人口�而生育参数区分了户
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模式的差别。年龄别生育率采用郭志刚（2004）的估计�户籍人口和
流动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72和0．723�平均生育年龄则分别为27．24岁和27．4岁。但是年龄
模式却存在差异�户籍人口表现为单峰�流动人口为双峰�即流动人口在低龄段的生育率略高于户籍
人口�在高峰年龄段则低于户籍人口�32～35岁之间有第二个小高峰。起始人口的死亡参数利用中国
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4）估计的北京市2000年男女性生命表�因缺乏流动人口死亡信息�
假定未来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死亡年龄模式一样。起始人口的迁移模式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
发展研究中心（2004）估计的2000年北京市的年龄别迁移率�因为信息和样本量有限�我们假定未来户
籍迁入人口和流动迁入人口的年龄别模式基本相同。

预测方案设计的基本原则参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2004）和北京市人口研究所
（2004）的思路�首先是根据首都社会经济发展“新三步走”战略�将北京市未来50年人口变动的趋势也
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8年、2009～2020年和2021～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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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北京市人口发展的历史规律�北京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以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大量
迁入为动因�这种模式在未来几十年将不会改变�以此建立未来50年发展趋势的不同方案（见表1）�
以此探讨未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北京市人口的影响。所有方案的死亡趋势一样�即
男女性出生期望寿命分别由2000年的73．6岁和76．1岁线性增长到2050年的83．6岁和86．1岁。基
础方案 A、B和 C都不考虑未来户籍和流动人口的迁入�即假定一个封闭人口�基础方案 A自2001年
到2050年总和生育率保持0．72不变�基础方案B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0．72线性增长到2020年的
1．2�直到2050年不变�基础方案 C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0．72线性增长到2020年的1．4�直到2050
年不变。高、中、低三种方案在基础方案A、B和C的基础上�分别在三个时期设定了不同的迁移规模。

第三�考虑到2020年以后北京市迁入人口的模式将发生变化�主要是以户籍人口迁入为主�同时
北京市政府逐步对长期居住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放宽了户籍准入门槛（尤其是对高素质人才）�长期
居住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获得户口或居住证的比例将逐步提高。我们设定了高、低两种方案。发生
户籍转化的年龄在25～45岁之间。低方案的转换率由2000年的1％逐步线性提高到2020年的3％�
再到2050年的10％。高方案的转换率由2000年的2％逐步线性提高到2020年的6％�再到2050年的
20％。两种不同转换率的方案分别与高、中、低三种方案形成6种组合。

表1　北京市人口预测方案设计

方　案
生育水平（TFR）
时期 水平

迁入人口（万人／年）
时期 户籍迁入 非户籍迁入

出生预期寿命

时期 男性 女性

基础方案（A） 2001～2050 0．72 2001～2050 无 无 2000 73．6 76．1
2050 83．6 86．1

础方案（B） 2001～2020 0．72～1．2 2001～2050 无 无 同基础方案（A）
2021～2050 1．2

基础方案（C） 2001～2020 0．72～1．4 2001～2050 无 无 同基础方案（A）
2021～2050 1．4

低方案 2001～2050 0．72 2001～2008 10 10
2009～2020 8 2 同基础方案（A）
2021～2050 6 0

中方案 2020 1．2 2001～2008 13 12
2050 1．2 2009～2020 12 3 同基础方案（A）

2021～2050 12 0
高方案 2020 1．4 2001～2008 15 20 同基础方案（A）

2050 1．4 2009～2020 14 11
2021～2050 14 4

3．2　模型预测结果
3．2．1　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的发展趋势

从不同方案下北京市人口规模的发展趋势来看�如果未来没有人口的迁入�保持现有规模的户籍
人口和流动人口�无论生育水平50年保持不变�还是由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0．72提高到2020年的
1．2或1．4�直到2050年�都将不会改变人口规模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见图3）。如果要保证北京市未来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一定增长的人口规模。在高、中、低三种迁移模式下�中方案基本
上与新修编的《北京市总体规划》相吻合�即生育水平有所回升�适当的迁入人口�可以在2020年将人
口控制在1800万人之内�直到2050年基本保持零增长。在此方案下�北京市未来50年还将净迁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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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850万�平均每年迁入人口17万。高、低方案未来50年则分别净迁入人口1350万和470万。

图3　不同方案下北京市人口规模的发展趋势
　注：基础 A B C 分别表示三个基础方案；高———
　高生育和高迁入的高方案；中———中生育和中迁入
　的中方案；低———低生育和低迁入的低方案。

3．2．2　流动人口对北京市户籍人口结构的影响
按照目前的有关政策和管理体制�许多规划

（就业�教育�卫生等）都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
那么�未来迁移政策的不同选择对户籍人口的规模
与结构都将产生显著的影响。2000年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刚刚步入老年
型�劳动力资源丰富�被抚养人口比例低。但是�在
中生育水平下�如果未来没有迁入人口�2025年时
人口结构将呈严重的老年型（基础方案见图4）；如
果允许适当的户籍人口迁入�不仅人口规模平稳增
长�劳动力资源也能得到适当补充�老龄化程度也
将减弱。中方案（中）可以使65岁以上人口比例降
低5个百分点�而劳动力人口（15～64岁）则增加了
42％�达937万人。如果同时允许一定比例长期居
住在京的流动人口迁入户口�低转换率方案（中—
低）可以使老年人口比例下降6．3个百分点�劳动力人口可增加55％�达1025万；高转换率方案（中—
高）下降7个百分点�劳动力人口可增加65％�达1087万。但是�从不同方案下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到�
即使考虑适当的人口迁入规模�也改变不了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也就是说�如果要从人口
角度解决老龄抚养问题�大幅度放宽迁入政策是不可能的�而适当调整生育和迁移政策都只能是起到
略微的缓解作用。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北京市未来产
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

图4　2025年中方案下流动人口不同户籍转换率对北京市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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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北京市流动人口比例的变化

图5　不同方案下北京市流动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
　注：高———生育和高迁入的高方案；中———中生育和中
　迁入的中方案；低———低生育和地迁入的低方案；高－
　低———高方案与低户籍转换率组合；中－低———中方
　案与低户籍转换率组合；低－低———低方案与低户籍
　转换率组合；高－高———高方案与高户籍转换率组合；
　中－高———中方案与高户籍转换率组合；低－高———
　低方案与高户籍转换率组合。

按照党中央以人为本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方

针�流动人口比例过高显然不利用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
的比例为16％�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未来流动人口
将增长迅速。政府采取何种政策�对北京人口结构
都将产生直接影响。由不同方案下北京市流动人
口比例的变化趋势来看（见图5）：基础方案（A、B
和C）没有未来的人口迁入�保持现有人口结构�因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在生育率方面的略微差异�在
未来50年中流动人口的比例将逐步上升。在低生
育水平和低迁入水平下（低）�流动人口比例在2025
年之后基本保持在25％。在中生育水平和中迁移
方案下（中）�流动人口比例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
值25％后开始下降�2050年时为22％。如果保持
高生育率和高迁入率（高）�流动人口比例将在2020
年之前快速上升到31％。但是�如果允许长期居住
在京的流动人口一定比例的户籍迁入�流动人口的
比例将得到显著的下降。在低转换率方案下�2050
年低方案（低—低）和中方案（中—低）将为13％～14％�高方案（高—低）为19％；在高转换率方案下�
2050年低方案（低—高）和中方案（中—高）将为8％～9％�高方案（高—高）为13％。
3．2．4　流动人口对北京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影响

图6　不同方案下北京市未来户籍人口老龄化趋势

如果保持现有人口规模、结构和生育水平不
变�北京市户籍人口未来老龄化将非常严重（见图
6）。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26％�2050
年将接近50％（基础方案 A）。即使出生率水平逐
步回升到2020年的1．2或1．4�也改变不了未来人
口老龄化的趋势�2025年也在25％�2050年为42％
左右（基础方案 B和基础方案 C）。但是�在有条
件地允许户籍人口迁入的情况下�将大大缓解北京
市户籍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在高、中、低方案下�
2025年是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在19％～22％之
间�与基础方案相比�平均下降了近20％。如果进
一步允许长期居住在京的流动人口部分迁入户籍�
在低转换率下�2025年高、中、低方案老龄化程度平

均为19％�比基础方案降低了近25％�而且这种影响到2050年时将更加明显。
4　结论及调控思路

通过以上多方案的预测研究�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一是流动人口在未来始终是北京
市人口增长变化的主要因素。如果要实现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以内的目标�并实现人口规模的
零增长�那么在2050年前仍然要净迁入人口850万；二是北京市常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将日趋严
重�应对或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政策选择惟有人口迁移；三是对待流动人口的不同政策将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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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未来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以及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将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北京市未来流动人口的宏观调控思路应当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制定人口迁移以及相关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流动人口在北京市人口总量控制中的积极作
用�切实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以便有效利用流动人口来应对或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其二�根
据北京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客观需求�适当确定流动人口在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合理比例�以便能够最大
程度地发挥外来劳动力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三�在吸引外来劳动力时�除了考虑其从
事的行业、职业等方面之外�也要适当考虑到他们的年龄构成�这样才能体现流动人口年龄构成轻与
城市户籍人口年龄老化的互补性。

不过�我们还要认识到�人口迁移并不是根本解决北京市人口问题的途经。在我们的各种预测方
案组合下�即使考虑适当的人口迁入规模和调整生育政策�也改变不了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
势。也就是说�如果要从人口角度解决老龄抚养问题�在大幅度放宽迁入政策不可能的情况下�适当
调整生育和迁移政策都只能是起到略微的缓解作用。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在于社会保障制
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北京市未来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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