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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的人口流动现状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

到2000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   

  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解决就业问

题。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他们中的多

数人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家庭化趋势是人口流动的新特征。   

  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建筑、商业、饮食、环卫等行业

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地务工经商获得的收入，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有力地促进

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流动人口在务工经商的过程中，获得各种新知识、新技

能、新观念，为农村地区培养和储备了人才。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数量从1992年的517个增加到2000年

的663个；镇从1992年的10587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1990

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引导国内人口合理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通过改革户籍制度

等措施,降低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通过优先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老年人投靠子女问题等,加

快了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和流动；通过积极解决流动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等,为人口流动创造更多

的便利条件；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农村劳务输出，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机会等。   

   （二）存在的问题   

  人口的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由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多数人只能

从事一些重体力、低收入甚至危险的工作。同时，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使他们的合

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可能沦为新的贫困群体。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会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扶助和精神慰籍带来新的问题。   

  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就业竞争，导致了更多城市劳动力失业。同时，

给城市现有的公用设施、城市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更大的压力。   

  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城市体系不合理，大城市发展快，使城市交通、

住房等压力不断增大；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三）未来的目标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质

量，优化城镇产业结构。着重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

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城乡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

中心的作用，引导城镇化集约发展，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全国城镇体系。加速人口

城镇化进程，力争在21世纪中叶使城镇人口比例达到60%。   

  促进人口有序迁移和流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

度，逐步调整大中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保障公民正常迁移和择业权利，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利，

促进人口在城乡、区域间合理流动和分布，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改革管理体制，以属地化管理为

主，形成有效的管理和服务网络，为流动人口提供多方面服务。   

  努力增加城乡就业机会。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拓宽城乡就业渠道，改善就业结构。进一步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建立阶段性就业制



度，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发展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培训，形成以市场

为导向的就业机制。在城镇建立覆盖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有利于劳动者自身发展的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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