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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与人 口迁移
黄裕盛

人 口迁移可定义为人们因某种目的或动机从一

个社区迁至另一个社区己达或预期将达一定期限以

上并对迁居者
、

迁出社区和迁入社区产生一定社会

经济影响的迁居活动
。

它与社区的发展状况特别是

社区各种功能的强弱具有密切的联系
。

人们之所以

从一个社区迁至另一个社区
,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

在于迁入社区的某项或某几项功能较迁出社区更好

地满足迁移者的需要
。

本文将着重考察社区的各种

主要功能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

试图为合理规划

社区发展以及芷确引导人口迁移提供理论依据
。

、

杜区间经济功能的差异与人 口迁移
社区的经济功能是每个社区的首要功能

。

人们

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社区经济功能的强弱
。

社区经济功能的强弱主要表现在 ①就业机会的多

少 , ②劳动报酬的高低 , ③行业
、

职业的构成与发

展状况 , ④工作单位的性质与规模等
。

前两点最为

重要
。

不同社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

就

业机会的多少和劳动报酬的高低往往存在着较大的

差距
。

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如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

中的乡村明显不如城镇
,

资源贫乏国家明显不如资

源富饶国家
。

这些社区间的经济功能的巨大差异导

致了二十世纪下半叶
“

客籍工人
”

的大量出现和发

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趋势突出
。

客籍工人
,

属社区间经济功能的 差 异 迁 移

者
。

迁出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以及经济结

构和劳动者的物质技术装备条件的限制
,

不能好很

地满足本国劳动者就业和谋求较高生活 水 平 的需

要 , 而迁入国由于某些部门或行业的劳动力相对不

足
,

愿以较高的报酬吸引劳动者的流入
。

这种经济

功能的差异所产生的对劳动力的推力与拉力使劳动

者的国际迁移意向明显
。

加上世界各地交往日趋便

利
,

迁移障碍减少
,

使得迁移意向得以实现
。

这种

迁移一般不是永久性迁居
,

而是一种返回式的暂时

性迁居
。

迁移者往往是经由本国政府或私人团体与

它国的劳动力需要单位签订合同
,

到它国工作一段

时期
,

并于合同期满后返回本国
。

故称
“

客籍 工

人
” 。

据英国《经济学家 》杂志 年估计
,

全球
‘

客籍工人
”

总数达 万
,

主要来自亚非拉发展

中国家或地区
,

年龄多在 一 岁之间
,

大多数集

中在西欧
、

北美和海湾石油国
。

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趋势突出
,

农村人口不

断流往城市也主要是因为城乡社区经济功 能 的 差

异
。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
,

农村社区存在着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
,

城市社区虽然依然存在

着失业者或待业者
,

但就业机会相对较多
,

劳动报

酬相对较高
,

这就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迁 往 城

市
,

以寻找工作机会
,

获得更高的收入
。

于是出现

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
,

致使城市的负荷 日益加

重
,

各种城市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
。

在我国近几年所发生的大量的人口迁移中
,

因

社区间经济功能的差异而引起的迁移占绝对突出的

地位
。

据 年武汉大学人口所有关人口流动调查

的结果显示
,

城
、

镇
、

乡因社区间经济功能的差异

而发生的迁移占各自的暂时性迁移人员中的比例分

别是 肠
、

务
、

肠
。

①城
、

镇
、

乡因社区

间经济功能的差异而准备迁移的人占各自的正在考

虑迁移的人员中的比例 分 别 是 肠
、

肠
、

肠
。

②可见
,

在己经迁移和正在考虑迁移的人员

中
,

绝大多数是为了经济方面的原因
。

前几年
,

我

国出现了一股向南方移民的浪潮 竺东西南北中
,

发

财去广东
”

的口号表明追求高收入是人们涌向南方

的首要原因
。

至今
,

这股浪潮尚未完全降温
。

在这

股浪潮的冲击下
,

不少社区痛惜人才流失
,

有的社

区欣喜建设者的到来
,

还有的社区却因大量的盲流

而犯愁
。

面对这种状况
,

企图仅仅靠行政手段是难

以奏效的
,

根本的办法是强化各社区的经济功能
,

提高其吸引力或容量
。

只有这样
,

才能很好地引导

人口迁移
。

、

杜区间政治功能的位异与人 口迁移
社区的政治功能主要是通过社区内 的 行 政组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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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

治安组织
、

公民组织
、

政党团体的作用来实现

的
。

社区政治功能的强弱主要表现在 ①社区秩序

是否稳定 ②社区能否很好地保障居良的安全
、

自

由和平等等人身权利 ③社区为居民提供的知政
、

议政和参政等机会的多少等
。

人们对社区政洽功能

的要求首先是社区生活的安定
,

其次是各种人身权

利的保障
,

然后是各种知政
、

议政和参政等权力的

实现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
,

因

社区间政治功能的差异引起的迁移具有上升趋势
。

一般来说
,

外敌的入侵
、

国内战争 或军 事 政

变
、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和社区犯罪率的高低等因素

都将影响社区的秩序
,

从而影响人口迁移
。

战争的

影响极为重要
。

战争的爆发将破坏社区原有的安定

局面
,

迫使居民迁居他乡
。

战争结束后又会有不少

人返归故里
。

一国政局的变化也影响着人口迁移
。

二次世界大战后
,

许多原为殖民地和半 殖 民地 的

国家相继获得民族的解放或政治的独立
,

于是大批

侨居异域的公民返回祖国
,

大批殖民者也不得不撒

走
。

社区犯罪率的高低也影响着人口迁移
。

西方国

家一度出现的
“

逆城市化
”

趋势即人口从内城社区迁

至外城或郊区
,

无不与内城犯罪率上升相关
。

内城

由于大量的单身流浪汉
、

近期移民者
、

潦到落魄人

的迁入
,

致使抢劫
、

斗殴
、

强奸和谋杀等种种暴行

增加
,

犯罪率逐年提高
。

于是加快了内城人外迁的

步伐
。

当然
,

发达国家大城市的
‘

逆城市化
’

趋势主

要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其它社区发展的结果
。

因社区间政治功能南差异导致大规模人口迁移

的一个突出例子是
“

国际难民
,

规模的扩大
。

按联

合国难民事务局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定义
,

国际难民

是指
‘

不在他或他自已的国家而且具有强烈的
、

如

果返回就会受迫害的恐俱感的人
” 。

⑧种族歧视
、

政治迫害等原因都将迫使大批的人离开故国辗转迁

移
,

沦落他乡
。

据估计
,

年代
,

世界上有 。万难

民
,

其中 多万在非洲
、 。多万在亚洲

,

万些

欧洲
,

万在拉丁美洲
,

万在中东地区
。

在一

般的人口迁移中
,

人们将越来越关注社区的政治功

能能否较好地保障居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因此
,

增进

民主
、

健全法律制度
,

以法制代替人洽
,

为居民提供

更多的社会政治参与机会
,

就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

、

杜区间教育功能的差异与人口迁移
社区的教育功能主要在于提高居民的科学文化

素质
,

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来促进个人 的 社 会

化
,

引导个人的行为
,

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

其功能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的教育来实现的
。

一是

正规的学校教育
,

诸如小学
、

初中
、

高中
、

中专
、

大

学等学校教育 一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
,

诸如幼

儿早期教育
,

学前教育
、

家庭教育
、

职业教育以及

其它非正规学校的文化设施与活动所起到的教育作

用
。

正规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高人们的科学

文化水平
,

社会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导个人的思

想品德和行为规范
。

二种教育互相补充
,

彼 此 促

进
,

缺一不可
。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

正规学校

教育的作用固然重要
,

社会教育的作用也将越来越

突出
。

事实上
,

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
,

人

们尽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

不同的社区
,

其教育结构和发展水平都会存在

一定的差异
。

在一些落后的社区
,

一般只有中小学

等初等学校教育
,

并且教育质量较低
。

社会教育的

内容也相对贫乏
,

主要是风俗
、

习惯或传统观念等

对人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

因此
,

这些社区的人口

素质相对低下
。

在一些比较发达的社区
,

各种类型

教育齐全
,

并且教育质量较高
。

由于人们的就业机
会

、

劳动报酬
,

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等都在很大程

度上与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关
,

·

因此
,

人们作迁移决

策时将考虑到社区教育功能的大小‘ 当然
,

不同的

人对社区的教育功能有不同的需要
。

有的是为了自

身的教育
,

有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 有的只满足于

初等或中等教育
,

有的还要求享受高等教育
。

据武

汉大学人口所有关人口流动调查的结果显示
,

在城
、

镇
、

乡的暂时性迁移人员中
,

为自身的教育而发生
·

的迁移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

呱
、

肠
、

。肠 为孩

子的教育而发生的迁移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肠
、

肠
、

呱 , ④在城
、

镇
、

乡的那些正在考虑迁移

的人员中
,

为自身的教育而准备迁移的人所占的比

例分别是 肠
、

肠
, 。 帕 , 为孩子的教育而

准备迁移的人所占的比 例 分 别 是 肠
、

肠
、

肠
。

⑥可见
,

为了孩子的教育着想而决定 迁移

的人员所占比重具有上升趋势
。

这主要是因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将对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越来越高

的要求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警告人们 , “

即使

万个失业者面对的是 万个工作机会
,

而 这

万人若是没有符合工作要求的技术 知识
,

那还是没办法脱离失业的生涯
。

而这些技术
,

也并

不是可以立即学会的
。 ”

⑥可见
,

要适应将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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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

必须高度注重教育科技事业的 发 展
。

因

此
,

社区的教育功能将在人们的生活中日趋重要
,

并将对人们的迁移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

、

杜区间医疗卫生保健功能的差异与
人 口 迁移

社区的医疗卫生保健功能主要是通过各种医疗

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以及医疗护理活动 来 预 防 疾

病
、

去痛治病
、

增强人的身体素质
、

延 长 人 的 寿

命
,

为人们的生活
、

工作提供健康的身体保证
。

每

个社区都具有一定数量的医院
、

诊所
、

药 房
、

医

生
、

护士和药剂师等来为居民提供各项医疗卫生保

健服务
。

但不同社区往往在服务的水平或质量方面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这些差异将影响着人们的迁移

决策
。

谁都希望从就医难
、

患病率和死亡率高的社

区迁到医疗卫生保健功能强的社区
。

社区的医疗卫

生保健功能对老年人的迁移决策具有较大的影响
。

一般而言
,

老年人对社区的经济
、

政治和教育功能

的要求相对较低
,

但由于其生理机能的衰退
、

发病

率
、

患病率较高
,

生活自理能力下降
,

因而就希望

迁到那些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功能较强的社区
。

虽然

老年人的迁移率较低
,

但在已经迁移或正在考虑迁

移的老年人中
,

较多的人注重的是迁出社区和迁入

社区有关社区医疗卫生保健功能的比较
。

、

杜 区间福利功能的差异与人 口迁移
社区的福利功能主要是指通过一些公私福利机

构
、

团体或组织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来维持或保障人

们正常的或基本的生活水准 如对失业者的保障
、

对

贫困者的救济
、

对残疾人的帮助
、

对儿童和老年人的

关心
、

对军烈属的照顾等都关系到一个社区福利功

能的强弱
。

不同的社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

衡以及社区居民尤其是社区管理者对社区发展福利

事业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的差异
,

就会出现社区间福

利功能的或大或小
,

也将影响到人们的迁移决策
。

、

杜区间娱乐功能的差异与人口 迁移

娱乐是人生的一大需要
。

社区的娱乐功能就在

于满足人们的享乐需要
。

每个社区或多或少地具有

一些娱乐设施或场所
,

如俱乐部
、

游乐场
、

戏剧院
、

电影院
、

舞厅
、

茶座
、

体育场
、

公园等
。

通过举办

各种形式的康乐活动来满足人们闲暇时间的享乐需

要
,

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
。

有的社区娱乐场所多
,

娱乐活动频率高
,

内容健康
,

层次高低结构适当
,

即社区娱乐功能强 , 有的社区则相对较弱
,

娱乐场

所较少
,

娱乐层次较低
,

内容不大健康
。

社区间娱

乐功能的差异也将影响到人们的迁移决策
。

、

杜区间宗教功能的差异与人 口 迁移
社区的宗教功能主要表现在通过一些宗教组织

或团体的各种宗教活动
,

一方面给教徒一种精神上

的慰藉
,

另一方面协助社会加强控制管理 在不同的

社区可能存着在不同的宗教信仰
,

也可能信奉同一

宗教但存在着宗教功能的差异
。

对于那些虔诚的教

徒来说
,

若一个社区的宗教信仰与其不同或者这一

社区的宗教功能不能满足其需求
,

他就会迁到能较

好地满足其需求的社区
。

例如
,

年
,

印度和 巴

基斯坦分治后
,

伊斯兰教徒便纷纷离开印度迁到巴

基斯坦
,

而印度教徒则纷纷离开巴基斯坦迁到印度
。

、

杜区间杜会功能的差异与人 口迁移
社区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 ①加强社区的稳定

和安全
,

进行社会控制
。

每个社区都具有一定的风

俗习惯或行为规范
,

它既制约着社区的老臣民
,

也

会影响社区的新来者
。

②为居民提供各种社会参与

机会
,

满足其各种参与欲望或意识
。

③促进居民间

的友谊
、

合作与互助精神
,

通过各种形式的聚合交

流来改善人际关系
。

④促进个人社会化
。

社区内的

学校教育
,

社会教育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都

促进个人社会化的强大动力
。

社区间各种功能的差

异将对人口迁移产生重大影响
。

就社会控制功能而

言
,

农村社区主要靠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约束人们

的行为 城市社区由于人员组成繁杂
,

因而社会控制

的力量主要来自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
。

就社会参与

功能而言
,

农村社区由于社会组织较少
,

生活多以

家庭为中心
,

居民的社会参与机会较少 , 城市社区

由于社会组织复杂
,

层次不一
,

居民的社会参与机

会较多
。

就社会互助功能而言
,

农村社区的居民重

人情和邻里关系
,

人际关系相对融洽
,

互助力量较

强
,

但因社交圈子较小
,

互助数量并不多 , 城市社

区的居民重效率轻人情
,

互助力量较弱 , 但因社交

圈子较广
,

互助数量较多
。

就社会功能而言
,

农村

社区的居民由于社会参与机会少
,

其行为主要受传

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控制
,

因而这种社会化不能反映

现代化方向
,

不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 城市社区的

居民由于各种社会参与机会多
,

见多识广
,

容易接受

一些新观念
、

新思想
,

因而个人的社会化反映着现

代化方向
,

有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
。

通 过 比 较 可

下转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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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于制造费用之内
,

而减少许多人工成本

之记录
,

有些厂商也采用
“

原料及在制品存

货
”

简称 科目
,

以代替个别原 料 存

货及在制品存货科目
。

会计处理上如此简化

之理由
,

系由 制度之主要 目标
,

为 彻 底

梢除或降低存声
,

将存货科目合而为一 可

进一步减少会计之处理
,

在简化过程中
,

并

将领料记录予以消除
,

因原料于进货时
,

系

直接记入班 存货帐户
,

并将 于 产 品 完 工

时
,

再作结转分录
。

成本法并不设置明细之成本记 录
,

而采用逆流法 或完工

后扣除法
。

卯 一 ,
以区分

生产成本为销货成本及存货成本
。

逆流法系

由当年度之产出开始
,

然后例算存货之成本

通常为数甚小
,

当年度产出所耗用之原

料成本
, 系由 帐户转入制成品 存货

,

并

于产品出售时
,

再转入梢货成本
。

至于加工

成本则于发生时
,

直接记入销货成本
。

每一

会计年度终了时
, 在制品及制成品所剩余之

加工成本
,

则于会计年度终了时 作 调 整 分

录
,

由销货成本倒回转入两个存货帐户
,

即

使 制度之存货余扳甚小
,

仍应分摊一部分

加工成本
。

而管理人员仅须估计在制品实际

加工之程度
,

并决定制品所需之加工成本
。

成本法使会计制度简化
,

减少会计人

员日常之处理工作
,

降低管理费用
,

并增加对

非财务衡量 如时间
、

生产力或品质 之依赖

产品成本之新观点

在 环境中
,

在制品及制成品均大量减少
,

因此产品成本与期间成本即无差异存在
,

由

于并无在制品及制成品存货
,

因此
,

即无存

货成本
。

以往列为产品之 成 本

仍
,

如今则列为期间成本
。

产品成本与期间成本之差异消除
,

即可将注

意力投注于
“

非制造成本
”

之控制
。

事实上
,

许多新制造环境中之经理人将

非制造成本视为产品之相关成本
,

彼等认为

制造厂商以产品之产销为业
,

因此成本均为

产品成本
,

而其区分之主要目的
,

乃在于财

务报表之需要
。

制造成本及非制造成本均分

配于产品
,

使产品成本更为正确
,

以提供控

制及决策之有效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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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城市社区的社会功能强于农村社区
,

城市社区

更有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

这构成了农村人口渴

望迁往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以上我们分别考察了社区的各种功能对人口迁

移的影响
。

其中
,

经济功能的影响是最重要的
。

要

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就必须注重各社区经济功能的发

展
。

同时还应看到社区的政治功能
、

教育功能
、

社

会功能等都将影响人口迁移
,

并且随着整个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

他们对人口

迁移的影响将日渐重要
。

因此
,

应合理规划社区发

展
,

有重点
、

有步骤地完善社区的各种功能
, 以提

高社区的吸引力
,

更好地满足其居民的各种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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