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年第 期

对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全方位探索

—评《当代人 口 迁移与城镇化 》

江 流

人 口 迁移流动与城镇化这两种人 口 变动

现象背后都隐涵着深刻而丰富的社会经济原

因 与后果
。

从经济角度而言
,

作为劳动力及

潜在劳动力人 口 的迁移流动是市场经济中经

济要素 自由转移流动的需要
,

也是实现人力

资源与物质资源有效配置
、

并保持人力 资源

充满生机活力的重要途径
。

人 口 城镇化是所

有国家和地区 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

换过程 中面临的共同课题
,

一个国家城镇化

的水平与质量通常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之一
。

从社会角度看
,

人 口 迁移流动

和 城镇化是人 们改变 自 己 的职业
、

职位
、

社

会地位
、

家庭状况并借 以 实现生活期望的重

要手段与表现
。

人 口 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二者

之间存在着深层而密切的内在联系
。

随着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
,

中 国社 会经济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之中
,

人
口 迁移和城镇化 已成为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 的重大而 突 出 的 现这 间 题
。

徐云

鹏
、

辜胜阻先 生主编 的 的新著《当 代 人 口 迁
移 与城镇化 》一书 篇幅 虽不大

,

却集 中地汇

聚了 著作者数年来在这一领域研究探索的结

晶和最新成果
,

可以 称之为研究中 国人 口 迁

移流动与城镇化间题方面具有特色和理论贡

献的一部力作
。

《当代人 口 迁移与城镇化 》一书的特点之

一是著作者对人 口 迁移流动
、

人 口 城镇化及

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作 了 多角度
、

多方面的探

讨
,

它是我们所见到的研究同一问题的众多

成果中视野最开阔
、

包容面最广泛的一部系

统性研究专著
。

专著对人 口 迁移流动过程的

各 个环节 如迁移人 口 的特征
、

迁移流动原

因
、

迁移流动倾向
、

迁移流动方向
、

迁移流动

决策
、

迁移流动后果等
、

人 口 城镇化的各个

方面 如人 口 城镇化的进程
、

特点
、

类型
、

发

展模式
、

战略构想
、

操作对策等 和人 口 迁移

流动与城镇化的内在联系及发展机制都作了

深入的探讨
。

通过对人 口 迁移流动的多方位

分析
,

著作者揭示 了 当代中 国人 口 迁移流行

动的基本特征
、

规律性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 人 口 迁移流动具有高度的

选择性
,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
、

技术水平较

高的人
、

青壮年人具有较高的迁移概率
。

但

具体到两种不同类型的迁移人 口
,

即 永久性

迁移人 口 和暂时性迁移人 口 又具有明显的差

异性
。

中国人 口 迁移流动已处于 以 农村至

城镇的人 口 迁移为主流的阶段
,

随着工业化

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

乡城人 口 迁移流动规模

将进一步扩大
。

在人 口 迁移的动因方面
,

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 口 迁移

·

徐云鹏
、

辜胜阻主编 《当代人 口 迁移与城镇化 》
,

式汉大学出版社 年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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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新的活力
,

过去 以 婚姻迁移 为首位原因

的人 口 迁移已让位于以 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务

工经商为首位原因 的人 口 迁移
。

随着市场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 务工经商而 引起的人 口

迁移将越来越占 重要地位
。

市场经济对人才

的要求和对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
,

也会

使学习培训类的迁移流动者增加
。 刁 人 口 迁

移流动的直接结果是城镇化的发展
,

这将使

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

从而促

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

在城镇化方面
,

著作者对 中 国 城镇化发

展道路的研究突破了 年代
“

严格控制大城

市
,

合理发展 中等城市
,

积极发展小城市
”
这

种以调控城市规模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狭隘

视野
,

超越 了 就人 口 城镇化而论城镇化的思

维模式
,

而是将它纳入
“
发展 ”的框架之中

,

即不仅将不同时期的人 口 城镇化间题置于特

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来考察
,

同 时更将人 口

城镇化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十分重要

的结构转换
,

并透过过二者之间 的 内在联系

来思考中 国的城镇化问题
。

在书 中
,

著作者

引入了 “ 非农化
”

这一与城镇化不同但 又与之

有密切联系的测度概念
。

在著作者看来
,

在

一些发展 中 国家
,

尤其在 中 国
,

这二者之 间

存在着 明显的不一致性
,

而且这种不一致足

以对城镇化道路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

著作

者据此提 出 了 非农 —城镇二元发展模式
,

一元发展非农化适度集 中的据点式城镇化
,

另一元发展现有城镇的 网络式城镇化
。

《当代人 口 迁移与城镇化 》的特点之二是

研究视角较好的体现了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的有机结合
。

著作者不仅从微观角度探讨了

人 口 迁移的选择性
、

不 同类型人 口 迁移的差

异 性
、

迁移流动方 向
、

迁移流动规模与迁移

流动的社会经济后果
。

同 时
,

著作者在资料

的分析与运用上十分注意宏观整体性与局部

深入性的配 合使用
。

著作中不仅运用 了最新

的全国和 省市人 口 普查数据
,

而且还运 用 了

为此研究专门设计间卷的抽样调查资料及深

入 的案例分析
,

使通书 的研究既有广度
,

又

有深度
,

体现了 广度与深度的统一
。

宏观研

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 合在著作中多处体现

了对同一间题考察与分析的多层次性
。

如对

迁移流动人 口 特征的分析包括不同 省份的省

际
、

省 内迁移分析
,

不 同地 区人 口 迁移的差

异 分析
,

贫困 地 区 的迁移状况分析
,

迁移人
口 与非迁移人 口 的 比较分析

,

以 及永久性迁

移人 口 与暂时性迁移人 口 的 比较分析
。

《当代人 口 迁移与城镇化 》的特点之三是

著作者在研究内容性质上融理论探讨
、

实证

分析和对策研究为 一体
,

在研究方法上集 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于一身
。

著作者系统地涉

猎 中外知 名学者的理论
,

同 时有 自 己 的分析

与见解
,

并运用 这些理论与模型对 中 国 的 人

口 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分析
,

以 这些实证分析结论为基础所作出 的

战 略与对策研究既具深度
,

体现 中 国 国 情
,

又具很强的操作性
。

譬如
,

在探讨人 口 迁移

流动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时著作者运用生

命史调查数据设计数学模型
,

探讨了 人 口 的

流动行为与生育行为的相互关系
,

进而对流

动人 口 的生育控制问题进行了分析
。

研究发

现
,

因 经济因 素
、

职业 因 素而进入城镇从 事

非农职业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并不高
。

从总

体上来看
,

人 口 流动有助于降低人 们的生育

水平
。

中 国人 口 的成功控制
,

有赖于人 口 合

理而 自由的流动
。

而不是许多人想当然的认

为那样
, “

超生游击队
”
成了 流动人 口 的代名

词
,

似乎 只要 出 现 自发性的流动人 口
,

就会

诞生“
少林寺伙 “ 吐鲁番

”

和“ 海南岛 ” 。

但著作

者亦并不因此否定对流动人 口 生育问题关注

的必要性
,

流动人 口 因其选择性特征而决定

了 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处于婚育年龄阶段
,

因

而流动人 口 的计划生育间题并非因迁移流动

而产生
,

亦非因迁移流动而消失
。

问题的差

异在于迁移流动在总体上或根本上有助于抑

制 生育 的 前提 下
,

也 可能 产 生 局 部 的 负 作

用
,

而且这时的计划 生育管理形式与手段亦

应调整与改变
。

《当代人 口 迁移与城镇化 》的特点之四是

著作篇章结构编排的严密性虽 尚有待完善之

处
,

全书不同研究主题 人 口 迁移流动
、

人 口

迁移流动与城镇化的关系
、

人 口 城镇化 及

其相应研究结论或对策之间逻辑联系与实践

关系相扣谨密并构成一个不可缺少的完整体

系
。

农村人 口 的快速成长与农业生产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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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
白今六白启今启几白八白态六八六八启九启八浇石启八启今启八白

经 济 类 新书介 绍
以下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组织撰写

的
“

市场经济系列丛书
”

丛书由郭吴新
、

童憋林
、

李裕宜 主编 中的一部分本刊

前几期尚未作介绍的新作

郭吴新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与

中国 》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出版
。

李裕 宜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 》
,

定价 元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出版
。

周茂荣 《走上世界市场 》
,

湖北

教育出版社 年出版
。

高玉芳 《区域经济发展与我国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出版
。

黄 敏
、

储诚忠 《市场经济下

的金融体制 》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

出版
。

王婆骥 《房地产市场 书 湖北教

育出版社 年出版
。

马红 霞 《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调

控 》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出版
。

胡艳超
、

委金发 《股份制 》
,

湖

北教育出版社 年出版
。

勺
、

勺口心铲

高
,

使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过剩劳动力
,

改革

开放使这些过剩劳动力纷纷加入人 口 向外转移

流动大军 长期的城乡 隔离导改了 中国城镇化
的显著滞后

,

经济的发展与集 中
,

产业结构的

调整转移使推进城镇化进程既有必要又有可

能
,

但必要与可能不等于现实
,

更不等同于合

理
。

在农村过剩劳动力与城镇化之间还需要外

力来架起畅通的桥梁
,

这就是著作者在书 中最

后两章提出 的劳动力流动市场体系建设
,

推进

城镇化进程的系列制度创新
,

以及人 口 转移的

宏观调控功能的有效运行
。

《当代人 口 迁移与城镇化 》的特点之五是著

作者对中 国人 口 迁移与城镇化的研究
,

既坚持

经济学的标准
,

又反映了社会学的视野
。

著作

者并不因 为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严重滞后而抽象

地主张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

而主张城

镇化过程必须体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布局的

经济效益原则 , 也并不因 为 “ 民工潮
”

对城市

的 巨大冲击力而主张堵压人 口 迁移流动
,

而认

为合理疏导与有序流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根本出路
,

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

著作

者认为 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
离土不离

乡
,

进厂不进城
”

转移模式乃暂时过渡之计
,

而

非长远 目标之策 只有乡镇企业
“

村村点火
,

户

户 冒烟
”

式的非农化
,

而无同步的城镇化
,

中

国的非农化不仅不能实现非农化的本来意义
,

反而还损害农业的发展 “ 民工潮
”

并非洪水猛

兽
,

可以实施六向分流安置 ① ,

而这六条渠道的

容量大小不一
,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是

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城镇化
。

其中前景广阔
、

现

实性较强的是引导农民走农村城镇化的道路
,

这是因 为我国百万人 口 以上的大城市人 口 接近

饱和状况
。

注释

①徐云鹅
、

辜胜阻主编 《当代人 口迁移与城镇化 》
,

武汉

大学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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