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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样 本 数 据 量 小’不 连 续 等 特 点!本 文 采 用/2BJDEJR曲 线 拟 合 和 等

维递补灰色预 测 理 论!预 测 0十 一 五1期 间 北 京 流 动 人 口 的 增 长 情 况&首 先!通 过/2BJDEJR
曲线拟合与外推!掌握流动人口增长的 总 趋 势#其 次!选 定 不 同 长 度 的 人 口 序 列 以 建 立 多 个

等维递补灰色模型!检验并分析各种预测 结 果 的 合 理 性 与 不 足#最 终 确 定 北 京 市 流 动 人 口 增

长预测的高’中’低方案&实践表明!灰色等维 递 补 预 测 法 对 0小 样 本1’0贫 信 息1的 人 口

预测是切实可行的&
关!键!词!流动人口#灰色系统理论!等维递补灰预测#/2BJDEJR模型

文章编号"#$$$:$";"$!$$%%$#:$#>#:#$

#! 引言

!!人口迁移流动是指人的居住位置发生了跨越某一地区界线的空间移动&在我国!人口

迁移与人口流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户籍登记地发生相应改变&流动人口是指那些户籍

未经变化的临时性移民!即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另一行政区域内停留居住并从事各种

活动的人口!包括暂住人口和非暂住人口&因为统计口径不同 $时间长短和行政区域范围

大小%!流动人口统计量也随之变化&

!!人口迁移流动既是人口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规律性的人口现象!本质上更是一种社

会经济现象!其发生与发展必将引发社会经济系统的连锁反应&一个多 世 纪 以 来!人 口

学’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都对人口迁移流动的成因’机制及运动规律进行

过探讨!产生了许多有深远影响的理论模式!虽然各自研究侧重点存在差别)#!;*&

!!人口 迁 移 流 动 的 开 山 之 作 是 雷 文 斯 坦 $’4&4)7MC8DECJ8!#=;"%的 2人 口 迁 移 规

律3!雷氏在论文中提出人口迁移的<条规律!概括迁移流向及迁移者的某些特征!探讨

迁移成因和影响因素 $距离’性别’城乡类型’技术水平’经济水平等%!并首次分析迁

移动机&无庸置疑!这篇地理学家的杰作对人口学和人口迁移流动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

!!引力模型是美国社会 学 家 吉 佛 $&4\4gJOP!#=9=%提 出&他 认 为"两 地 间 的 迁 移 总

人数 @Je与两地人口数的乘积+J+e成正比!与两地距离?Je成反比&此后!美国人口学家罗

理对引力模型进行改进!用若干宏观经济指标反映人口迁移规律&可以说!引力模型为人

口迁移规律研究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经济学同样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流动问题!相继建立多个人口迁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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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0刘易斯U费景汉U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1是在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人口迁移模型

的基 础 上!经 美 国 耶 鲁 大 学 费 景 汉 和 拉 尼 斯 修 正 而 成&美 国 发 展 经 济 学 家 托 达 罗

$@4+4Y2L7F2%则针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与 城 市 零 售 业 同 步 增 长 的 矛 盾!提 出 了 著 名 的

0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1"农业劳动 者 迁 入 城 市 的 动 机 决 定 于 城 乡 预 期 收 入 差 异 $L%!而

非实际收入!差异越大则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 $2%越多!即"2V"$’%!"3"$&由于

预期收入是预期实际收入与预期就业概率的乘积!故此!托达罗模型成功构建了人口迁移

量与城市就业概率与城乡收入差异之间的联系!强调预期是它与传统人口流动模式的主要

差别)=*&

!!社会网络分析法也在人口流动研究得到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发端于英国人类学!后来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 诺 $@2FC82%!#=>!年 创 建 社 会 测 量 学 为 其 奠 定 计 量 分 析 基 础&
社会网络分析通过对实体’关系’网络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进行严格的定义和归纳!从而可

用数学方法定量描述社会网络!基本方法有图示法’矩阵法和多元统计分析法)#$*&目前!
社会网络分析法已成为收集定量资料与测量社会网络变量的必备工具!进而从一种量化社

会关系的具体方法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自我中心网络分析是社会网络分析两

个分支研究之一!它以网络范围’网络密度及网络多元性’强弱联系等为核心概念!以个

体行为如何受到其人际网络的影响及个体如何通过人际网络结合成社会团体为主要研究内

容!在社区’社会阶层’流动人口’社会变迁等整个社会学研究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有

关寻找职业的社会网络分析就是自我中心网络分析在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的典型运用&

!!此外!比较著名的理论模式还有"推U拉理论’成本U效益理论’流转理论’人类生

态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等&!$世纪=$年代初以来!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展开了人口迁

移流动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但就总体来看!上述理论模式多偏重于定性说明与

解释#即便有数学模型!也因过于简单 $仅考虑两个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或数据获取困

难!而无助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定量预测&目前!流动人口定量预测方法可粗分为两类"因

素解析法和趋势预测法&所谓因素解析法!就是先剖析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 $例如!性别

结构’年龄结构’就业结构等%!将全部流动人口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再分别对各个部

分作预测!最后汇总求得流动人口的总量&相反!趋势预测法就是只分析以往流动人口的

总量数据资料!运用数学方法揭示其数量变化规律!进而外推出未来一段时期的 变 化 趋

势&例如!数学函数拟合法 $线性函数’指数函数’/2BJDEJR曲线等%’&@$#!#%模型’
神经网络预测法!等等&此外!也可根据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比例来推断未来流动人口

数量!由于此法误差太大!一般不用&

!!在实际研究工 作 中!上 述 两 类 方 法 都 有 运 用 的 案 例)#;!!9*!有 成 功 也 有 失 败&但 是!
倘若系统的结构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且相互交织在一起!或者系统各个部分变化剧烈!难

以预料!那么趋势预测法所固有的整体性思维的优势就将突显出来!预测结果往往较为理

想&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本文综合运用等维递补灰色预测法和/2BJDEJR曲线拟合法!建模

预测北京市流动人口在 0十一五1期间的增长变动趋势&

!!理论方法

$%&!灰色理论与灰预测

!!灰色理论是由我国学者邓聚龙于!$世纪;$年代前期提出’用于控制和预测的新理论

和新技术&与研究 0随机不确定性1的概率统计和研究 0认知不确定性1的模糊数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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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对象是 0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1的 0小样本1’ 0贫信

息1的不确定性系统&其次!一般统计方法依据随机原则进行抽样调查!以 获 取 大 量 样

本#而灰色理论则遵循现实优先的原则!即注重对系统未来发展趋势起主导作用的现实信

息&再者!灰色系统模型对试验观测数据及其分布并无特殊要求和限制&综上所述!灰色

理论并不要求大量的历史数据!甚至有>!9个数据即可建模预测)!"*&

!!灰色理论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一套模型’方法和技术体系)!%*&灰色预测是其中

的重要应用之一!主要包括数列预测’系统协调预测’突变预测’季节灾变预测和拓扑预

测等&灰色数列预测 主 要 是 指 利 用&@ 模 型!对 系 统 的 时 间 序 列 进 行 数 量 大 小 的 预 测&
灰色数列预测属单数列的预测444只运用预测对象自身的时间序列!而与预测对象相关联

的其他因素没有参与运算和建模&因此!灰色数列预测特别适用于因素众多’结构复杂’
互补性好’涉及面 广’层 次 较 高’综 合 性 强 的 社 会 经 济 系 统 及 其 主 行 为 特 征 的 预 测)!"*&
例如!人口预测’劳力预测’产品产量预测’各业产值预测及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测等&

!!一般情况下!通过数据序列长度的取舍以获得不同的预测结果!从而组成一个预测灰

区间444灰靶!供决策者选择使用&倘若数据序列较短 $9!"个%!便难以建立长期的预

测模型#数据变化较大!模型所得灰区间过大而失去意义#系统明显受外部因素的控制与

干扰!等等&如此种种情况!都会导致&@$#!#%模型的直接预测结果差强人意&此时!
可用 0等维递补灰预测法1弥补直接建模法之不足&

$%$!等维递补灰预测法

$%$%&!等维递补灰预测法的原理!所谓 0等维灰数递补动态预测1!是指只用已知数列建

立的&@$#!#%模型之第一个预测值!而非全部采用&将其补充在已知数列之后!同时为

不增加数据序列的长度!去掉数列的第一个已知数值!保持数据序列的等长 $等维%!建

立新的&@$#!#%模型以预测下一个值!再将预测值加入到数据序列之后!同时去掉该数

列的第一个数据&如此逐个预测!依次递补!直到完成预测目的或达到一定的精度要求为

止)!<!!;*&所以!等维递补灰预测法的优势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首先!及时补充和利用新的信息!提高灰色区间的白化度!即使是预测灰数!在多数

情况下也是有效信息&当然!这种递补并非无止境的!因为灰度也随着递补次数的增加而

增大!有用信息量在减少&

!!其次!每预测一步灰参数做一次修正!模型得到改进&如此一来!在灰参数不断修正

的同时!模型也逐步改进!因而预测值都产生于动态之中&

$%$%$!数据预处理!等维序列预测适合于对增长迅猛的时间序列进行数量大小的预测!
为减低原始数据随机波动影响!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平滑处理!这里采用三点平滑法&

!!为了避免小数循环!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4$$%$)%V,4$$%$)U#%W!4$)%W4$)W#%-+9
!!两个端点分别为"!4$$%$#%V,>4$$%$#%W4$$%$!%-+9

4$$%$5%V,4$$%$5U#%W>4$$%$5%-+9
$%$%’!数列!#P$建模的可行 性 检 验!对 于 欲 建 模 的 数 列4$$%!可 否 建 立 精 度 较 高 的&@
$#!#%模型!一般用4$$%级比&$$%$/%的大小与所属区间!即其覆盖来判断)!%*&若级比&$$%$/%
满足"!!$$%$/%#$CU!+6W#!C!+6W#%!

!!其中!!$$%$/%V4$$%$/7#%+4$$%$/%

!!则认为该数列4$$%可作&@$#!#%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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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流动人口数据的特点与选择

!!首先!样本数据不连续&从#=<%!!$$$年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统计是间断性

的!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自!$$#年北京市才开始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加之

!$$$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流动人口资料!方可构建!$$$!!$$>年的流动人口短

时间序列&其次!样本数据量偏小!信息量少&#=<%!!$$>年间!样本数据共有#>个&

!!显然!上述数据量少’残缺不全和不连续等特点!造成普通的时间序列建模和预测方

法无法使用&但是!依据灰色预测的短序列’现时性和贫信息 $难以准确界定影响因素及

其影响大小%等特点!易知灰色数列预测法对北京市流动人口预测较为合适&而且!将多

个预测模型结合使用!可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与可信度&为此!本文依据建模要求!对现有

数据进行选择与处理!然后采用灰色数列等维递补法建模并预测#此外!辅以/2BJDEJR曲

线拟合预测法!最终确定北京市未来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建模所用数据与方法如下&

!! $#%用#=<%!!$$>年间的全部数据 $#==9年除外%$见表#%!进行/2BJDEJR曲线拟

合’外推&城市环境容量有限!流动人口增长率也随着密度上升而降低&因为城市流动人

口系统 就 如 同 生 态 系 统 中 的 种 群!其 数 量 增 长 理 应 符 合 0与 密 度 有 关 的 种 群 增 长 模

型1)!=*!这种 0慢U快U慢1的增长变化趋势可用生长曲线来描述!/2BJDEJR曲线是其中

最为典型的一种&所以!本文通过/2BJDEJR曲线拟合与外推!确定流动人口变动的总体趋

势!以辅助灰色预测&由于各种原因所致!#==9年的流动人口数值过大!从!;年的全过

程和实际拟合结果来看!它是一个异常值&所以!作/2BJDEJR曲线拟合时将#==9年流动

人口数据忽略不用&
!表&!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长情况#&QHE"$PP’$

!*+,%&!*?138:.1+41/66>/+238=
!0/07>+23/838M13N38=#&QHEF$PP’$

年!份 流动人口$万% 年!份 流动人口$万%

#=<% #<4## #==9 !;<4<

#=<= !%49= #==< !9!49

#=;9 <$ !$$$ >$;49

#=;" ;< !$$# >!;4#

#=;< ##" !$$! >;%4%

#=;; #>> !$$> 9$=4"

#==$ !$$

!!数据来源"#=<%’#=<=和#=;;年流动人口数据来自冯晓英

的 2北京 地 区 流 动 人 口 的 演 变 及 其 特 征3##=;9’#=;"和

#=;<年来自张 庆 五" 2关 于 城 市 流 动 人 口 问 题 的 思 考3#

#==$年流动人口数据来自 2#==$北京市第四次人口普 查 资

料3##==9流动人 口 数 据 来 自 2#==9年 北 京 市 流 动 人 口 调

查资料3##==<年 流 动 人 口 数 据 来 自 2#==<北 京 市 外 来 人

口普查资料3#!$$$年 流 动 人 口 数 据 来 自 2!$$$北 京 市 第

五次人口普 查 资 料3#!$$#!!$$>年 的 流 动 人 口 数 据 来 自

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公报3&

!! $!%通 过 插 值 运 算 求 得#==; 和

#===年的流动人口总数!从 而 建 立#==<
!!$$>年 的 连 续 序 列!再 用 等 维 递 补 法

建模预测&之所以选择#==<!!$$>时 间

段!主 要 原 因 有"遵 循 0现 实 信 息 优 先

原则1##==<年 数 据 为 外 来 人 口 普 查 数

据!比 较 准 确 可 信#灰 色 建 模 维 数 不 宜

太大!"!;个数据较为适宜&研究表明!
数列 维 度 $即 数 列 的 长 度%不 等 则 预 测

结果必 然 不 同)>$*&所 以!应 采 用 0变 长

等维 递 补 灰 色 预 测1444分 别 采 用 不 同

维数的 数 列 来 建 模!并 通 过 实 际 值 的 检

验以确定适宜的序列长度及预测模型&

!! $>%采用!$$$!!$$>年的9个短序

列数据构建等维递补灰色模型&因为这9
年数据 是 通 过 人 口 普 查 $!$$$%和 动 态

监测 $!$$#!!$$>%所获 得!可 信 度 高#
它们 是 最 新 数 据!所 含 信 息 量 最 大!对

未来影响也最强#9个数据已满足灰色建模的要求!用 0小样本1数据作预测恰恰是等维

递补灰色预测法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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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数据分析’建模与预测

(%&!&QHE"$PP’年的R/=3423:曲线拟合与预测

!!/2BJDEJR曲线拟合法!实质就是以时间Y为自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444倾向线的拟

合&由于流动人口增长符合生态系统中种群的增长变动规律!故其总体趋势为非线性的0
型增长&0型增长曲线主要有/2BJDEJR曲线和&2SOCFEG曲线&由于&2SOCFEG曲线更适用

于拟合与预测那些本身发展密切依赖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和居民消费能力高低的产业的发展

过程’&2SOCFEG曲线趋于极限/的速度较慢)>#*!而且用它们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拟合效

果十分相近!所以选用/2BJDEJR曲线更为合适&本文/2BJDEJR曲线拟合是在?+0数据处

理系统辅助 下 完 成 的)>!*!它 采 用 非 线 性 最 小 二 乘 法 $@7F]Q7FLE法%!从 而 避 免 在 估 计

8!1!+值时的相互依赖性!使曲线参数有客观标准!拟合精度大大提高&

!图#!北京市流动人口/2BJDEJR曲线!
拟合与外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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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7DCL28/2BJDEJRS2LC3$!$$9!!$#$%

(%&%&!曲线拟合与外推

9V8+$#W1HCTO$7+)%% $#%

!!这个/2BJDEJR曲线方程是美国生物

学家和 人 口 统 计 学 家+C7F!在 大 量 研

究生 物 繁 殖 和 生 长 过 程’各 国 人 口 增

长情 况 之 后 所 提 出 的!它 是 用 于 模 拟

生长过程的数学模型&

!!采 用 表#中 的 数 据 $#==9年 除

外%!用?+0软件作拟合所得的/2BJD:
EJR曲线方程为"

9V<;=4%!"!+$#W!>4"%$#H
CTO$7$4##!99"H)%% $!%

其中!确 定 系 数 较 大$:!V$4=<>#%!
回归方程统计检验达极显著水平$+$$4$$#%!结合回归图 $图#%判断!认为拟合效果较

为满意&将该模型用于外推预测!所得结果见表!&
表$!基于R/=3423:曲线拟合法的北京市流动人口预测 #$PP("$P&P$

*+,%$!*?10.1;3:23/86/.M13N38=S46>/+238=0/07>+23/8,+41;/8R/=3423:5/;1>#$PP("$P&P$

年!份 !$$9 !$$" !$$% !$$< !$$; !$$= !$#$

流动人口预测值 $万人% 9#94; 9>%4= 9";4% 9;$4$ "$$4= "!#4! "9$4;

(%&%$!R/=3423:模型的启示!由于/2BJDEJR模型是基于长期数据所建立的!它所反映的是

渐进式变化趋势!而排除了随机变动部分&所以!用该模型所作的外推结果数值偏小!趋

于保守&在该模型中!8V<;=4%!"!万人!8 的理论意义是曲线的水平渐近线!此 外 代

表流动人口总数的增长极限!从北京城市环境容量来看!这个结果符合实际情况&

!!对于/2BJDEJR模型9V8+$#W1HCTO$7+)%%!将其在区间 $$!8%中的拐点记为 $)+!

9+%!易知")+V381++!9+V8+!&拐点是事物有高速发展变为缓慢发展的转折点!在拐点

之后则意味着事物的发展速度逐渐减慢!处于发展和成熟阶段&在北京市流动人口/2BJD:
EJR模型中!其拐点为 $!;4$=;<!>=94;#!%%!这说明北京流 动 人 口 增 长 在 第!;年$!$$>
年%和第!=年$!$$9年%之间增长速度最快#这之前为快速发展阶段!呈加速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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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完全符合!$$>年之前的流动人口增长情况&

!!显然!!$$9年之后的流动人口变动的总体趋势应该是逐渐减慢&所以!在做灰色建

模预测时!流动人口增长率也应该呈逐渐降低的渐变过程!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下面所

建立的多个灰色模型都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以求预测更为准确可靠&

(%$!$PPP"$PP’年的短序列灰色建模与预测

(%$%&!数据处理与检测!首先!为了减弱数据随机波动的不利影响!对!$$$!!$$>的数

列4$$%采用三点滑动平均法处理!方法见!4!4!!三点滑动平均后的序列4$#%为"

!!>#>4>!" $!$$$年%!>><4; $!$$#年%!><<4< $!$$!%!9$>4<<" $!$$>年%

!!其次!对序列4$#%进行级比检验!具体步骤见!4!4>&所得结果为"

!!&V$&$#%!&$!%!&$>%%V$$4=!<"9";;"!$4;=9>%$%$9!$4=>"9!#=""%#$$4%<!#49=%

!!显然!数列4$#%建立&@$#!#%模型是完全满足建模条件的&

(%$%$!数据建模与预测!采用序列4$#%!运用等维递补灰色动态法!建立&@$#!#%模

型并预测&预测结果!!$#$年的流动人口为"9>万!而增长率降至!49<h&这显示出模

型的收敛较快!即流动人口年增长率的迅速降低&所以!该模型的预测结果偏低&

模型系数 年增长率 预测结果

j1V$4$;<; j*V!=;4>%> ;V=4#; 4$$!$$9%V99!4%=$=

j1V$4$%=# j*V>9>4>;" ;V<4#" 4$$!$$"%V9%%4>$!>

j1V$4$""$ j*V>;$4<%$ ;V"4%% 4$$!$$%%V9;<4"$#

j1V$4$9"# j*V9#>4#;" ;V94%! 4$$!$$<%V"$"4"%<9

j1V$4$>%9 j*V99!4#9! ;V>4<# 4$$!$$;%V"!$4"9$#

j1V$4$!== j*V9%%49<= ;V>4$> 4$$!$$=%V">>4>!9>

j1V$4$!99 j*V9;<4">; ;V!49< 4$$!$#$%V"9>4=<$<

(%’!&QQH"$PP’年的变长等维灰色建模与预测

(%’%&!数据处理与检测!首先!对#==;和#===年的流动人口数据进行插值运算!得到

#==<!!$$>年流动人口序列4$$%为"

4$$%V$!9!49!!%949!!;%49!>$;49!>!;4#!>;%4%!9$=4"%

!!其次!对序列4$$%进行三点滑动平均以减弱其随机性!所得序列4$#%为"

4$#%V$!9<4=!!%949!!;%49!>$<4;!>><4;!><<4<!9$>4;%

!!然后对数列4$#%进行级比检验!以检验其建立&@$#!#%模型的可行性&结果为"

&V$&$#%!&$!%!7!&$%%%V$$4=>;!$4=!>!$4=>$!$4=##!$4;=9!$4=>"%#$$4<<;;!#4!;9%

!!结果表明!用数列4$#%建立&@$#!#%模型是完全可行的&

(%’%$!数据建模与预测!如前所述!采用不同长度的数列建模!所得预测结果会有不同&
究竟采用几维序列建立灰色模型呢/经验表明!灰色建模的数据长度不宜过大!"!;个

数据较为适宜&故此!笔者分别采用了五维’六维和七维序列来建模预测 $方法同上!从

略%!得到结果见表>&

!!从表>的预测值来看!9套方案的最终结果悬殊较大&前二个模型的预测值在%$$万

左右 $!$#$年%!且!$$>年的预测值与真实值较为接近#而后两个预测结果达到%"$万

人及以上 $!$#$年%!它们的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h和%h以上!所以结果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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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基于等维递补灰色法的北京市流动人口预测 #$PP("$P&P$

*+,%’!*?10.1;3:23/86/.M13N38=S46>/+238=0/07>+23/8,+41;
/841G1.+>34/;351843/8+>>C63>>FG+:+8:314F38F2?1F0./01.F/.;1.=.1C4C42155/;1>4#$PP("$P&P$

年!份 #==<!!$$!$六维% #==;!!$$!$五维% #==<!!$$>$七维% #==;!!$$>$六维%

增长率

$h%
预测值

$万人%
增长率

$h%
预测值

$万人%
增长率

$h%
预测值

$万人%
增长率

$h%
预测值

$万人%

!$$> ;4=9 9$#4" =4!" 9$>4< UU UU UU UU
!$$9 ;4;= 9>%4! =4#% 9>=4> =4#! 99#4> =4>! 99>4$
!$$" ;4"< 9<$4; ;4!! 9<$4> =4$$ 9<=4> =4$= 9;$4;
!$$% <4;= "$>4> <4$% 9=%4< ;4<" "#;49 ;49! "#%4%
!$$< <4#" "!>4# %4!; "!94$ ;4!9 ""%4% <4%> "9=4!
!$$; %4%= "%"4; "4%9 "9=4# <4%= "=>4$ <4$= ";949
!$$= %4!; "=<4! 94=< "<!4! <4>> %>>49 %4%" %#=4$
!$#$ "4<= %!<49 949% "=94! <4$" %<94$ %4#9 %"!4!

(%(!预测结果

!!流动人口的增长变化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预测结果往往不是某个确定值!而只

是一个变动区间&故此!下面为!$#$年北京流动人口的预测确定高’中’低方案&

!! $#%低方案通过/2BJDEJR曲线拟合与外推!所得结果是流动人口变动的总趋势!结

果偏于保守#同时!用!$$$!!$$>年数据建立短序列灰色模型所得的预测结果!收敛较

快444!$$=年和!$#$年的 年 增 长 率 分 别 降 至>4$>h和!49<h!此 结 果 也 偏 低#而 且!
两种预测结果几乎完全相等&所以可将"9$万 $!$#$年%确定为低方案&这个方案只有

在流动人口控制得力!经济发展无大波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 $!%中方案!$$9年之后!尽管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长呈现逐渐减慢的趋势!但其减慢

的速度难以确定&从#==;!!$$!年"维序列所作的预测结果来看 $见表>%!!$#$年流动

人口总数将达到"=9万!而年增长率降至94"h&在!$$$!!$$>年间!流动人口年增长

率分别为%49h $!$$#%’#<4;h $!$$!%和"4=h $!$$>%!因此!$#$年的94"h的年增

长率不算过高或过低!"=$万作为中方案较为恰当&

!! $>%高方案根据#==<!!$$!年的%维序列所作的预测结果!将预测 的 高 方 案 定 为

%>$万人&首先!城市经济发展保持强劲势头!如奥运经济和新一轮城市建设对城市发展

的拉动作用!则经济快速发展必将拉动流动人口的高速增长!那么!$#$年的流动人口增

长率保持在"h以上并非不可能&其次!虽然%>$万的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环境的压力非

常大!但考虑到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的惯性’新城市规划 $尤其是大北京规划%和南水北调

工程对京城用水压力的缓解等!北京流动人口的高速增长也未必不可!所以!%>$万人作

为!$#$流动人口预测的高方案当在情理之中&

!!本文所预测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为在京居住一天以上的外来人口!以进城务工’经

商者为主体&随着流动人口若干管理法规的废弃!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各种权益得到了有

力保障!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共建和谐社会的举措收效显著!今后来北京的务工和经商者必

将激增&此外!出差’探亲’旅游’求医问药和会议考察等短期流动者同样会快速增加&
假定社会发展相对平稳!没有特别大的起落!笔者更倾向于中等预测方案&

"!讨论与建议

)%&!流动人口对迁入城市有着利弊并存的影响%实为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流动人口为城市注入了新鲜活力!成为城市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无法想象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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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流动人口的北京城市该如何正常运转8每年春节期间北京城市市政和家政等服务行业的

混乱景象即是有力的佐证#另一方面!激增的流动人口也加剧城市资源消耗与生存空间竞

争&研究表明!在!$$;年 0南水北调工程1的水源未到之前!北京水资源可承载的人口

规模为#9"$万!而预计!$$;年北京人口规模将达到#""$万人)>>*&加之尚有居住半年以

下的流动人口 $未被计入常住人口%!北京市全部人口对水资源的消耗量无疑将会更大&
故此!建议市政府与相关部门未雨绸缪!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即将来临的巨大人口压力&

)%$!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北京市流动人口还表现出从旧城区向郊区县扩散的态势

!!从表9不难看出!旧城区 $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流动人口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年所占全市流动人口比重不足#$h!而且其绝对数量也从!$$>年开始下降#近郊区

$朝阳’丰台’石景山和海淀%集聚着全市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充分表明近郊区对流动

人口有着巨大吸引力!而低廉的生活成本正是流动人口聚居于此的根本动因&不过!近郊

区流动人口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这种比例关系的相对变动无疑是远郊区流动人口的快速增

长所造成的&在#==<!!$$>年间!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远郊区都是流动人口

变动幅度最大的地区!分别增加了=94"万人和#>4=个百分点&有研究表明!北京市常住

人口有着显著的郊区化扩散特 点)>9!>"*&所 以!在 相 同 社 会 经 济 背 景 下!北 京 流 动 人 口 与

常住人口有着近乎相同的向郊区扩散态势&
表(!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表

*+,%(!*?1:?+8=1/640+23+>;342.3,723/8/6M13N38=S46>/+238=0/07>+23/8

年!份
总量

$万人%
旧城区

$万人%
占总量

之比 $h%
近郊区

$万人%
占总量

之比 $h%
远郊区

县 $万人%
占总量

之比 $h%

#==< !!=4= >%4; #%4$ #994" %!4= 9;4% !#4#
!$$# >!;4# 9$4" #!4> #=;4$ %$49 ;=4% !<4>
!$$! >;%4% 9%4" #!4$ !!>4= "<4= ##%4! >$4#
!$$> 9$=4" ><49 =4# !!=4$ ""4= #9>4# >"4$

!$$>比#==< W#<=4% W$4% U%4= W;94" U<4$ W=94" W#>4=

资源来源"同表#&

)%’!在整体扩散的基础上%北京流动人口仍具有小聚居的特点

!!由于流动人口进京势单力薄!必须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才能在城市中落脚!求

生的本能促使他们居住在一起’工作中拉帮结派!形成所谓的 0浙江村1’0新疆村1’0河
南村1和 0安徽村1等&据笔者调查访问!搬家公司’清洁环卫’市场运输都是流动人口

集中的行业!许多旧货市场的运输被一两个地区的运输司机所霸占!其他地方的同行难以

进入&而且!!$$>年北京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相对集中于河北’
河南’安徽’山东’四川’江苏’湖北’黑龙江;个省!占<>4<h!较之!$$!年下降了

#4!个百分点!其中排在前>位的仍为河北’河南’安徽>省 $该座次自#==<年至今未

变%!分别占#=4"h’#%4$h和<4=h&村落式聚居形式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近

郊区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工作相对薄弱!也给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当然绝大

部分的流动人口都遵纪守法&据北京零点公司调查!在京的安徽犯罪团伙主要有>类"流

窜抢劫’卖淫和票贩子)>%*&因此!在充分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强流动人口

的管理尤显重要!而以往的 0轰赶1$#=;%!#==$%’ 0引导1 $管理力度不够% $#==$!
#==!%’0合作介入1$#==!!#=="%和 0大规模清理整顿1$#=="!%等简单粗暴的方法都

收效甚微!乃是不足取的下策)#$*!正确疏导才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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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外来流动人口业已成为北京市总人口的有机组成部分!为首都经济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流动人口激增也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考验!城市基础设施压

力陡增和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尤为突出&为此!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部门都要求能够有效

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流动人口增长变化情况!但有限的流动人口资料往往成为诸多人口

预测方法的掣肘&实践表明!对于短序列’贫信息的人口预测!等维递补灰色动态预测不

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方法!若与其他法结合使用定能取得更为可信的预测结果&

!!致谢!本文承蒙王学萌研究员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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