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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 

  ■ 北京市流动人口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家庭化的趋势明显 

  ■ 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原因 

  ■ 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 

  ■ 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但在进城后流动劳动力继续向

上流动的机会减少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空前活跃，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北京市作为首都

和快速发展的特大城市，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是全国流动人口的三大聚集区之一。

最新的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底，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573

万人，比2000年增加101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年均增长69%（北京市统计局，

2006）。如此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给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城

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及时了解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特点和发展变动趋势，同时为相关部门制定流

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年9

～10月组织了“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本文主要利用这次最新的调查数据，分析

在京流动人口的结构、分布、经济状况和居住状况等特征，探讨在京流动人口在劳动就

业、社会保险、居住条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 流动人口性别比不断降低 

  此次调查得到的北京市流动人口性别比为123，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从时期对

比上看，最近10年来，流动人口性别比有明显下降的趋势。1994年，流动人口性别比为

173；1997年，流动人口性别比高达195。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流动人口性别

比降至128。2006年，流动人口性别比进一步下降到123。北京市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变动

的这一历史过程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 

  ● 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有配偶者占3/4；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



 

比例不断降低；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者比例很高 

  本次调查显示，在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未婚者占22.4%，有配偶者占75.4%，未婚

同居、离婚者和丧偶者分别占15%、0.3%和0.4%。 

  过去10多年来，流动人口中未婚者所占比例迅速下降。1994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

未婚者所占比例为34.1%；1997年，该比例为42.1%，2006年则大幅度降至22%。 

  在已婚流动人口中，75.3%的流动人口与配偶同时在京流动。综合前述可以看出，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十分明显。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或夫妇携子女在京流动

已成为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 

  ●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

近6%；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0.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

者占18.9%，未上过学者占4.4%。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1年，虽然比200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年左右，但高于全国总人口平均水平，更大大高

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常常被贴上“低素质”人口的标签。但上述结果提醒我们，一味简单地以

“低素质”来概括流动人口是不符合实际的。 

  ● 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流动人口已成为事实上的

“北京人” 

  流动人口平均在京居住时间长达4.8年。尽管流动人口以最近2年来京的居多（占

44.5%），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京时间超过5年者达到38.8%。在京滞留时间为5～9年的

流动人口占25.3%，居住10年以上者占13.5%。很多流动人口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经成为

了事实上的“北京人”。因此，应该考虑这些在京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

要，切实把流动人口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和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中。 

  ● 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拉力” 

  离开家乡外出流动，可以有很多地方可去。那么，在京流动人口为什么选择流动到

北京呢？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所具有的较多就业机会，较

高经济收入水平等经济优势成为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京的最主要“拉力”。“挣

钱多”是流动人口选择来北京的最主要原因，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1.8%。此外，分别有

11%和12.4%的流动人口来京的原因是“能学技术，长本领”和“可以开眼界，见世面”

（参见文中列表）。 

  ● 1/3以上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无人介绍”，“有组织”的

流动极少 

  在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没人介绍就直接流向北京者达到37.1%。其余流动人口则有

人介绍，其中，通过近亲介绍来京的流动人口占26.6%，通过同村老乡介绍来京的占

 



17.9%，通过朋友介绍来京的占9.2%。可见，亲友和邻里网络是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途

径。 

  相反，通过用工单位上门招工和当地集体组织来的流动人口比例很小，分别只占13%

和0.9%，“有组织”的流动极少。 

  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呼吁和提倡“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调查

结果表明，这种引导还极其微不足道。各级政府如何在人口有序流动中有效地发挥作

用，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重要课题。 

  ● 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 

  流动人口在老家的职业构成以务农为主。但外出流动后，其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

化。原来比例最高的农业劳动者变成了比例最低的职业，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0.4%下降

到了第一次流动后的0.4%。一般来说，农业劳动者阶层具有高度稳定性，他们是经济条

件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阶层，呈现出“只能少量输出而几乎不流入的社会流动模

式”（陆学艺，2004）。向城市流动和接受较高的教育是他们向上流动到其他阶层的主

要途径。通过向城市流动，这些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社会地位最低

的阶层流向了地位相对较高的其他阶层。流动人口在流动后彻底实现了职业构成的“非

农化”。我们在调查中收集了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后的第一份职业信息。结果表

明，流动劳动力进城后获得的第一份职业以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

职业为主，分别占49.3%和36.1%。关键在于，他们中务农者的比例已由50%下降到

0.4%。应该说，这种向城市流动的过程，是当前我国广大农业劳动者实现职业身份“非

农化”的重要途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进城以后，流动劳动力职业身份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减

少 

  北京市流动人口中35.4%的人有过两次以上的流动经历。通过比较这部分流动人口

进城后的第一份职业与目前职业构成的变化，我们发现，流动人口在进城后职业地位趋

于稳定，进一步向上流动的机会明显减少。第一次流动后的职业构成与当前职业构成相

比，除商业服务业人员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这两大类之间的比例构成有所变化以

外，其余类别的职业构成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尤其是职业地位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

事人员两类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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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资料 

  本项调查样本 

  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两个部分：流动人口和向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房东。依据



本次调查的定义，流动人口是指在京居住一个月以上、无北京市户籍的人员。向流动人

口出租房屋的房东则是指向前述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有北京市户籍的人员。在本次调查

中，流动人口和向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房东均以户为单位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共收集到

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4078份，向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房东的调查问卷7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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