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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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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最主要的流动人口聚集城市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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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3万人，比2000年
增加101.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年均增长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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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了解和掌握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对于制定城市发展规
划和加强城市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流动人口是一个变化迅速的群体，而现行的流动人口登记和调查系统又难以及时反映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由此导致了社会对于流动
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情况，难以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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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10月组织了“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 
现将本次调查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1.1 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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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抽样设计 
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设计。第一阶段，根据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北京市流动人口区县分布比例最新资料，将事先计算的样本规
模（流动人口4200户和向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房东800户）分解到各区县。第二阶段，在分解到样本的区县中，调查组织单位派出人员赴
公安、统计、计生等政府部门，以及到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各区县流动人口聚居乡（镇、街道）的情况。在有关
部门提供的90多个聚居乡（镇、街道）的基础上，经过我们的进一步调查、了解，将聚居乡（镇、街道）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到120个。根
据收集到的这120个流动人口聚居乡（镇、街道）的信息，我们根据各区县分担的样本量确立了在各区县抽选聚居乡（镇、街道）的数量
和具体名单，原则上，在每个抽中的乡（镇、街道），调查100户流动人口和20户左右向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房东。第三阶段，在每一个
抽中的乡（镇、街道），调查组织单位派出一个摸底调查小组，全面收集该乡（镇、街道）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构成、职业构成、房屋类
型、空间分布等信息，并根据上述信息确定出3个接受调查的具体小区，并根据收集到的该3个小区的各种相关信息，确立每个小区接受调
查的流动人口家庭数、入户调查的起点户、房屋类型等。第四阶段，派出调查员队伍赴各调查小区进行实地调查。在这一阶段，调查员按
等距抽样方式选取被调查户。间距的确定以前一阶段收集到的小区流动人口总户数和该小区应调查户数确定。在每个调查小区，配备1名
调查督导员自始至终进行质量监督，以确保调查严格按事先设定的方案进行。 
在这次调查中，除在信息收集过程中与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合作外，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调查组织单位完全独立地实施了
这一调查，调查的独立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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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715份。实地调查结束后，我们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双录双
校式录入。经过对调查数据的初步质量评估，除流动人口来源地分布中河南省比例偏高、居住楼房的流动人口比例偏低以外，其他各主要
指标与相关调查数据比较，均较合理。这次调查的质量是可靠的。 
1.3 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内容 
调查的内容涉及流动人口的流动状况、就业状况、居住状况、收入、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培训、子女教育、面临的困难、未来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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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2.1 流动人口性别比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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