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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出生地0是用来收集人口迁移信息最常用的调查项目之一。中国以往的人口普查

中一直缺少这一调查项目,这使得利用出生地资料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分析在国内一直是个空白。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在中国人口普查史上首次调查了人口的出生地信息。本文主要根据第五次人口

普查提供的出生地资料, 对中国各省人口的终身迁移水平、流向以及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状况进

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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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0是用来收集人口迁移信息最常用的调查项目之一,具有容易获得且信息相对准确的优

点,所以它在世界各国的人口普查中被广泛采用。中国以往的人口普查中一直缺少这一调查项目,这

使得利用出生地资料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分析在国内一直是个空白。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在中国人

口普查史上首次调查了人口的出生地信息。根据出生地资料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分析,将为我们了

解中国人口的迁移变动水平、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将丰富我们对中国人口迁

移状况的认识。本文主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的出生地资料,对中国各省人口的终身迁移水平、

流向以及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

1  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了第五次人口普查 100%汇总资料以及 0195j 原始数据。分析主要为描述性的。

比较被调查者的出生地与调查登记地的异同, 可以把全体被调查人口分为迁移者和非迁移者两

类。只要一个人的出生地与调查登记地不一致,就被认定为迁移者。由于出生地法不能提供人口迁

移的确切时间, 只能根据登记地与出生地的异同来反映人口迁移信息, 因此,按照这一方法得到的迁

移者被称为/曾迁移者0, 即曾经发生过迁移的人。在英文文献中, 这类迁移者被称为/终身迁移者0

( lifetime migrant ) , 其迁移被称为/终身人口迁移0 ( lifetime migrat ion)。本文我们沿用了英文文献的称

谓,凡是出生地与登记地不同的人就被称为/终身迁移人口0(段成荣, 1998)。

通过对出生地和普查登记地信息的交叉分类, 可以方便地得到一个地区的终身人口迁移的方向

和规模的信息(段成荣, 1998)。我国 2000年人口普查中, 以被调查者在普查时的登记地为参照, 被调

查者的出生地被分为以下 3类: /本县、市、区0, /本省外县、市、区0和/省外0。凡是出生地与普查登记

地都为/本县、市、区0的人被称为/非终身迁移人口0,被调查者的出生地为/本省外县、市、区0的就被
称为/省内的终身迁移人口0, 凡是被调查者的出生地为/省外0的就被称为/省外的终身迁移人口0。

根据这些信息, 可以分析各省以及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状况。

2  各省人口的终身迁移水平及流向

211  终身迁移水平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有 14177%的人口发生过终身迁移,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迁移属于

省内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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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迁移发生比例最高的是北京( 44131%)和上海( 43185%) , 其次为广东( 30102% )。北京和上

海的常住人口中有 40%以上为终身迁移人口, 广东的终身迁移人口比例也在 30%以上, 且这 3个地区

的终身迁移人口主要为省外迁入。这 3个地区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 对其他地区人口有

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

终身迁移人口比例在 20%以上的有新疆、天津、黑龙江、内蒙、宁夏、辽宁 6个地区,除天津外主要

为边远省份,其中,省外迁移人口的比例也比较高。青海、浙江、海南等 15个省区的终身人口迁移比

例在 10~ 20%之间, 江西、西藏、湖南等 7个省区的终身人口迁移比例很低, 在 10%以下,且主要为省

内迁移(见表 1)。

表 1 各省人口终身迁移状况

地区
终身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 % ) 其中省外迁移( % )

迁移人口的构成

省内迁移( % ) 省外迁移( %)

终身迁移人口在各省的

分布( % )

全国    14177    57193    42107    100100
北京 44131    34148 22119 77181 3134

上海 43185 28113 35184 64116 3198
广东 30102 18119 39141 60159 13186

新疆 28133 21123 25107 74193 3110
天津 26126 16198 35134 64166 1145

黑龙江 24155 11193 51141 48159 4170
内蒙古 23182 11125 52174 47123 3109

宁夏 20197 10177 48164 51136 0165
辽宁 20112 7127 63186 36114 4172

青海 18114 9121 49122 50178 0149
浙江 16158 8125 50127 49173 4127

海南 16125 7187 51159 48141 0167
吉林 15187 6153 58186 41114 2125

福建 15139 6141 58133 41167 2181
江苏 14186 5135 64100 36100 5198

山西 12185 4119 67141 32159 2135
湖北 12142 3185 69102 30198 3168
陕西 12121 4193 59165 40135 2139

云南 11119 3155 68125 31175 2161
四川 10192 2110 80165 19125 4170

重庆 10191 4107 62165 37135 1167
甘肃 10189 4106 62173 37127 1153

河北 10156 3174 64161 35139 4101
广西 10143 1192 81163 18137 2149

江西 9197 2198 60110 29190 2100
西藏 9190 5154 44107 55193 0114

山东 9169 2145 74170 25130 4195
湖南 9143 1153 83177 16123 3111

安徽 9135 2153 72198 27102 3104
贵州 9117 2193 68108 31192 1179

河南 8111 1197 75174 24126 4117

 资料来源:根据 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如无特别说明, 本文以下图表资料来源同此。

212  终身迁移人口的来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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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终身迁移人口的来源由省内和省外构成。由于受近距离迁移的影响, 总体来看, 省内终身迁

移的总人口占全国终身迁移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57193%) ,各省的省内终身迁移人口在本省终身迁移

人口中都占很高的比例。省外的终身迁移人口占省总人口的比重在 10%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有8个, 表 2给出了这 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外终身迁移人口的主要来源地。

表 2 主要人口迁入省的省外人口来源地及占省外迁移人口的比例

迁入省 主要来源地

北京 河北( 30% )、山东( 9% )、河南( 8% )安徽( 5% )、江苏( 5% )、辽宁( 5% )、四川( 4% )、黑龙江( 4% )

天津 河北( 41% )、山东( 13% )、黑龙江( 5% )、河南( 5% )辽宁( 4% )

上海 江苏( 33% )、安徽( 21% )、浙江( 16% )、四川( 5% )、江西( 4% )

广东 湖南( 21% )、四川( 16% )、广西( 15% )、江西( 10%)、湖北( 9% )、河南( 6% )、贵州( 4% )

黑龙江 山东( 36% )、辽宁( 19% )、吉林( 17% )、河北( 7% )、内蒙古( 4% )

内蒙古 河北( 18% )、辽宁( 17% )、黑龙江( 13% )、山西( 10%)、山东( 9% )、吉林( 9% )、陕西( 6% )、甘肃( 4% )

新疆 四川( 22% )、河南( 20% )、甘肃( 18% )、山东( 7% )、江苏( 7% )、陕西( 5%)、安徽( 4% )

宁夏 甘肃( 21% )、陕西( 18% )、河南( 12% )、河北( 7% )、山东( 7% )、内蒙古( 4%)、江苏( 4% )、辽宁( 4% )、安徽

( 4%)、四川( 4% )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各省的终身迁移人口的来源构成主要有以下 2个特点:

( 1)地理上的临近,使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具有较便利的交通条件,从而使各省的终身迁移人口

的绝大部分来源于本省及和本省临近的省份。如北京和天津的省外终身迁移人口的最大来源地为河

北,分别占省外迁移人口的 30%和 41%, 来自江苏、安徽、浙江 3省的人占了上海市省外迁移人口的

70% ,广东省省外迁移人口的 52%来自湖南、四川和广西 3省,新疆的省外迁移人口主要来自四川、河

南和甘肃, 来自这3省的人占了新疆省外迁移人口的 60%, 甘肃、陕西和河南人占了宁夏省外迁移人

口的 51%。

( 2)人口迁移特定的方向性规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通常人口迁移会集中到几个特定的目的地,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迁移成本, 迁移者往往会遵循以往迁移者走过的道路, 如安徽人口向北京、天

津和上海的迁移,山东人口闯/关东0,河南、山西等省的人口走/西口0就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山东人占

了黑龙江省外迁移人口的 36%。

213  主要人口迁出省的人口迁移流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体上了解到,哪些省份是主要人口迁出省, 经过对五普数据的再次仔细分

析,进一步证实主要人口迁出省(按省终身迁出人口数占全国各省总的终身迁出人口数百分比的大小

顺序排列) 有四川 ( 11145% )、山东 ( 8113%)、河南 ( 7114%)、湖南 ( 6187% )、安徽 ( 6140%)、河北

( 6120% )、江苏( 5162%)等省。其余省份所占比例都低于 5%以下。

表 3 主要人口迁出省的迁入地及占迁出人口的比例

迁出省 主要迁入地

四川 广东( 28% )、新疆( 11% )、重庆( 8% )、云南( 6% )、浙江( 6% )、福建( 5% )、江苏( 5% )

山东 黑龙江( 26%)、辽宁( 12% )、吉林( 11% )、北京( 7% )、江苏( 5% )、新疆( 5% )

河南 广东( 18% )、新疆( 16% )、陕西( 8% )、湖北( 8% )、北京( 7% )

湖南 广东( 62% )、湖北( 5% )

安徽 江苏( 26% )、上海( 20% )、浙江( 14% )、广东( 7% )

河北 北京( 29% )、天津( 15% )、内蒙古( 10% )、辽宁( 7% )、黑龙江( 7% )

江苏 上海( 35% )、安徽( 10% )、浙江( 7% )、新疆( 7% )、北京( 5% )、山东( 5% )

 从表 3可以看出人口终身迁移流向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 1)人口迁移以经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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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为主。人口主要流向社会、经济较发达的省份, 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 2)历史上由于政

治(如支边)原因的迁移, 使部分地广人稀的边远省份, 如新疆、黑龙江等地区也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入

地。( 3)人口迁移以近距离迁移为主。( 4)人口迁移具有特定的方向性。

3  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状况

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政策、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一个历史事件、一项政策的出

台往往会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迁移状况。2000年 11月 1日普查时的人口终身迁移状况是过去

几十年人口迁移变动的积累, 反映的是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不同年龄的人口其终身迁移存在着较

大差异,这种差异恰恰体现出了迁移政策、历史事件对人们迁移行为的深刻影响。

在迁移人口中, 15岁以下儿童的迁移绝大多数是随父母迁移,其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其迁移行为

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故我们选择 15岁及以上人口作为我们的分析对象。

人口的迁移强度可以用每一年龄段的迁移人口除以该年龄段的总人口即迁移率来表示, 迁移率

越高,表示该年龄段人口发生终身迁移的比例越高,迁移活性越强。

长期以来, 我国户籍制度对人们的迁移行为起着很强的制约作用,户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

特有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呈现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因此我们在划分城乡人口时把

户口性质作为划分标准, 即农业户口代表农村,非农业户口代表城市。

311  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水平

根据全国 0195j原始抽样数据, 15岁以上样本总人口共有 901976人,其中 163204人出生地为本

省外县、市、区或省外,终身迁移率为 1811%。由表 4可以看到,全国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率,出

现了两个峰值和一个低谷。最高峰峰值出现在 21~ 30岁年龄组, 即 1970年代出生人口中,其终身迁

移率为 2117%, 另一个峰值为 193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口, 其终身迁移率为 20%, 比第一个峰值略低。

处于两个峰值之间的 31~ 60岁的人口,即 1940年~ 1960年出生人口的终身迁移率较低, 其中, 以 41

~ 50岁之间的 1950年代出生人口的终身迁移率最低。

表 4 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率 %

年龄(岁) 15~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70 71以上 /

出生年代 1980 年代 1970 年代 1960年代 1950 年代 1940年代 1930 年代 1930年代以前 合计

全国 1719 2117 161 6   151 7   1713   2010    1711 1811

农业户口 1118 1810 121 4 91 3 813 715 718 1119

非农业户口 3514 3115 281 0 311 9 4114 5019 4913 3418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01 95j 原始数据汇总。

61~ 70岁人口的终身迁移率出现了一个高峰,主要是受建国初期人口迁移的第一次高峰影响,包

括干部南下迁移,军队士兵的复员, 国民党军队人员的遣返, 更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引起的人员大规模

流动以及 10万官兵转战北大荒等事件的影响。他们在第一次人口迁移高峰即 1949年~ 1958年时其

年龄处于 20~ 30岁的迁移活跃期。他们是这次迁移高峰的主体。由表 4可以看出, 五普时 60岁以

上的非农业人口中有 50%左右发生过终身迁移,主要是由农村迁往城市。1958年大跃进时由农村迁

往城市的迁移人口由于随后的精减职工而不能被反映出来,否则的话,峰值应该再高一些。

31~ 60岁人口为上个世纪 1940年代~ 1960年代生人, 处于终身迁移的低谷。一方面, 是严格的

户藉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迁移。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上向迁移均受到严格控制,

自发性的迁移处于隐性的、不合法的地位,户口牢牢地把人们禁锢起来。另一方面,全国 3000万的上

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及其家属由于随后的大规模返城在图 1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与此同

时,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招工仍在继续,从 1966年~ 1977年,农村人口累计 2000余万人通过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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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 变成了城市人口。从表 4可以看出非农业人口的终身迁移率在 1960年代出生人口达到最低水

平,而后持续上升。

图 1  中国人口终身迁移的年龄模式

1984年出台的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务工经商的政策, 拉开了新中国第二次人口迁移高潮的

序幕, 1960年代出生人口的迁移率开始抬升。随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户

籍制度改革、住房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为新一轮的人口迁移高潮创造了条件, 使 21~ 30岁的 1970年

代出生人口的迁移率达到了最高值。

198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 国家政策更加开放, 户籍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迁移环境日益优化,

他们的迁移率应该更高, 而事实上却只有 1719% ,似乎反常, 其实不然,因为他们的年龄处于 15~ 20

岁之间,还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上初中、上高中阶段,况且年龄太小,不适宜外出打工,可以预见,这一代

人等他们到了 21~ 26岁的年龄时,终身迁移率必然会高于目前1970年代出生人口的终身迁移率。他

们的低迁移率完全是低年龄造成的。对于非农业人口,生于 1980年代人口的迁移率高出生于 1970年

代人口的迁移率,主要是由于国家大中专院校大规模扩招、各地民办院校兴起的缘故。

从全国来看,不同年龄人口的终身迁移率变化不是很大,在 15%~ 22%之间波动, 但城、乡之间的

差异很大,城市人口的终身迁移率远远高于农村人口。比较城、乡人口的迁移率, 不难发现,城市人口

的迁移强度几乎是农村人口的 3倍。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人口迁移的总流向是由农村迁

向城市,而由农村迁入城市的这部分人的迁移是作为城市人口的迁移来统计的,因而他们在普查登记

时的户口状况是非农业户口, 而不是迁移时的农业户口。

312  终身迁移的年龄模式
终身迁移反映的是曾经发生过的迁移,只要出生地和登记地不一致, 就属于迁移人口, 它可以反

映出出生以来的长期迁移。事实上,终身迁移可以看作是事件史,只要发生过迁移,无论何时发生,无

论距今时间长短,事件都算发生了。根据事件史理论, 事件发生的概率与历险的时间长短密切相关,

历险时间越长, 处于风险集中的次数越多,历险次数越多,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越大。在迁移事件中,历

险的时间就是年龄, 年龄越大,即出生时间越早,历险时间越长, 则终身迁移率越高。如果我们假定没

有外在的强烈的政策干预,没有突发事件的影响, 假定每个出生队列在相同年龄组发生迁移的概率是

相同的,即遵循相同的迁移规律,比如在 20~ 30岁时发生迁移的可能性最大,随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迁移概率也随之下降,那么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终身迁移率在某一时点上就应该是一条 S型曲线。首

20   人口研究 28 卷



先,年龄越大,迁移率越高,曲线单调上升;其次,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人口终身迁移率的增加缓慢,曲

线较为平缓,而青、壮年时期增加迅速, 曲线较为陡峭。这样的曲线我们称之为标准终身迁移曲线。

比较我国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终身迁移曲线和标准终身迁移曲线, 就会发现我国的终身迁移率不

是随年龄的增加持续上升的,而是有升有降,呈波浪形。究其原因,我国的人口迁移并不完全是自发

的,并不是完全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迁移规律在运行,而更多地是国家政策、政治运动强烈干预的结

果,每代人的迁移都受时代的影响很深, 即通常所说的时期效应。另外, 我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后

往往伴有大规模的回迁, 而回迁人口用出生地资料是反映不出来的。建国以来,我国对迁移有重大影

响的迁移政策、政治运动以及历史事件主要有:

( 1)建国初期政权建设引起的人员流动。

即干部南下大迁移, 主要在1949年~ 1952年的恢复时期,主要流向是从北向南。

( 2)安置失业人员和社会闲散劳动力。

党和政府对建国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 400多万城市失业人员(沈益民、童乘珠, 1992) ,以及大批

原国民党军队的人员、城镇闲杂人员、犯人等进行安置和遣返,主要流向由城镇流向农村。

( 3)经济建设引起的劳动力流动。

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0时期, 我国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带动人口迁移流动异常活跃。特别是大

跃进时期,城镇人口骤增。这一时期人口的迁移流向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另外解放初期,国家要

求一些工业基础较好,技术熟练程度较高的地区向新建工业区输送人才, 如上海 1950年~ 1956年向

全国各地输送 21万多人(石方, 1990)。

( 4) 1961年~ 1963年精减职工。

由于大跃进/左0的思潮的影响,致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给城市造成巨大压力, 不得已, 国家于

1961年1月~ 1963年 6月,精减职工 1887万人, 减少城镇人口 2600万,减少吃商品粮人口 2800万人

(中国共产党 80年大事记#1963, 2001)。

( 5) 10万官兵转战北大荒。

195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集体转业, 组成 8000官兵的垦荒大军,挺进三江平

原。1954年~ 1956年铁道兵复转官兵近 2万人马, 来北大荒安营扎寨开荒造田。1958年 3月~ 5月,

又有 10万转业官兵开赴国营农场(黑龙江农垦总局同网站)。

( 6)垦荒型迁移。

主要是向地广人稀省区的垦荒型迁移。规模较大的如青海省的 3次移民垦荒, 共约 78万人到青

海从事农业生产(石方, 1990)。但由于是国家计划移民, 返迁率很高。又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3年

~ 1957年期间共迁入人口 130175万人(阎蓓, 1999)。

( 7)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们的迁移行为。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5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6。该条例严格限制了人们的
迁移行为,特别是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 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从1962年起到 1977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时止, 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共计 1776148万人。随后陆续
返城(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 1987)。

( 9)下放干部。

20世纪 60 年代后期, 在/文革0动乱中有大批干部职工被下放回原籍农村, 或到/ 五七0干校。

1968年~ 1970年为迁出高峰, 约有数十万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子女迁往外省市农村(沈益民、童乘珠,

1992)。以后随着政策落实陆续返城。

( 10)大小三线建设。

从1966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 国家把沿海和内地工业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西北、西南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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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转移,沿海工业基地能迁的都迁往/大三线0 ) ) ) 陕甘川云贵,内地则流向安徽、江西和山东小

三线地区。为支援/三线0建设, 仅上海从 1966年~ 1979年的 14年间, 就迁出职工 26124万人(沈益

民、童乘珠, 1992)。

( 11) 1984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务工经商。

1984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允许自筹资金,自理口粮, 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

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农民及其家属进入城镇。公安部门准落常住户口,发给5自理口粮户口薄6。这

是实行户籍制度以来我国所做的第一次政策调整,即准许有条件的农民迁入集镇。这次调整揭开了

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序幕。

( 12)流动人口第一个高峰期。

1988年,全国城乡间流动人口总量达7000万人, 1989年春季又出现/百万民工下珠江0的浪潮。

( 13) 1989年以后,流动人口出现回流。

1989年夏以后, 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因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出现了短期的回流。

( 14)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对人口迁移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1992年以后, 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

流动高潮。

( 1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户籍制度改革、住房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

了新的契机。

4  结论与思考

( 1)各省人口的终身迁移状况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和人口多、

经济欠发达的内陆省份,终身迁移人口较多。而地广人稀的边远省份、自治区终身迁移人口很少,经

济较发达的省、直辖市,对外省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很大,从而使省外的终身迁移人口超过半数,如广东

省、北京市和上海市。除此之外,由于全国政治(如支边)和经济等原因, 使一些省、自治区省外终身迁

移人口也超过了半数,如新疆、西藏、宁夏和青海,而人口多、经济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对省外的终身迁

移人口吸引力很弱, 从而使省外的终身迁移人口所占的比例很低,如山东、河南和安徽等省。

( 2)各省的终身迁移人口的来源构成状况和主要人口迁出省的人口迁移流向相似,主要有如下特

征:近距离迁移、人口迁移具有特定的方向性、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和政治(如支边)原因的迁移。

( 3)终身迁移可以反映出不同事件、不同政策以及经济发展对一代代人迁移行为的影响。我国人

口终身迁移的年龄模式呈现出两个高峰一个低谷的特征,是受国家政策、历史事件强烈影响的结果。

( 4)这次普查的出生地资料对我们研究我国人口的长期迁移情况,包括迁移的来源和去向, 以及

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对人们迁移行为的影响是极其宝贵的。/出生地0调查项目以其提问简单,便于判

断在人口普查中得到广泛使用,也是联合国推荐使用的调查项目。但是该方法也有其不足之处。首

先,这种方法反映不出人口回迁的情况。而在我国,回迁是比较频繁的, 规模也比较大,上千万人口的

大规模回迁反映不出来, 必然低估我国人口的迁移率。其次,这种方法不能提供迁移者迁移的准确时

间,致使在利用出生地资料来分析迁移者的社会经济特征时误差较大,不利于分析迁移的影响因素和

与迁移时间有关的种种问题。再次,这种方法不能反映多次迁移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多次发生迁移,

利用出生地资料也只能得到曾迁移过的信息,通常,迁移过的人更容易再次发生迁移。

( 5)我们在利用出生地资料做长期迁移分析时, 深深感觉到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的返迁率太高,比

如, 1960年代初因大跃进的过度城市化超过城市的承受能力不得不精减职工,使 2000多万城市人口

重返农村; 1960年代、19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和干部下放, 共有约 3000万人, 也在 1970年代末陆续

返城。青海省的 3次移民垦荒, 由于是国家计划移民, 返迁率相当高, 真正在青海站住脚的很少。返

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迁移的失败。迁移本身就是艰辛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失败的迁移代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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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由于国家政策失误导致的迁移失败给国家和个人都造成莫大的损失。究其原因,大规模的人口

回迁都是由于国家强制性迁移或国家过多介入个人迁移决策中引起的。迁移不是遵循迁移规律自发

形成的,因此无法保证其长久性。按照迁移的推拉理论, 人口迁移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迁入地拉力和

迁出地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被迫迁移往往是迁入地没有足够大的拉力, 迁出地也没有足够大的推

力,按照人往高处走的自然规律,被迫迁移的后果是人口的再次迁移或回迁。因此,我们建议,鉴于历

史教训,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个人的迁移行为,更不宜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除非是功在当代, 利在

千秋的工程移民,而更多地是应遵循迁移规律,以自发迁移为主,让市场来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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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彭 云会长会见国际人口科学联盟主席杰克教授一行

=本刊讯> 2004年 5 月 9 日,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 云在京会见了国际人口科学联盟 ( IUSSP)主席杰克 ( Jacques

Vallin)教授一行四人,国家人口计生委王国强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秘书长张敏才、中国人口

学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于学军、乔晓春、曾毅等陪同会见。杰克教授和罗马大学人口学系教授5GENUS6杂志主

编安东尼奥#格里尼( Antonio Golini)、美国5人口与发展评论6主编波尔( Paul Demeny)、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社会保障

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罗兰德( Roland Sigg)等 4 人是前来北京出席由国际人口科学联盟、亚洲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协调

中心及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老龄健康的社会经济挑战与机遇0国际研讨会, 彭会长对

客人们表示欢迎, 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人口学会在开展学术研究、繁荣学术交流、奖励学术成果、推举学术人才、

促进学科发展和为政府有关部门解决人口问题提供决策咨询方面所做的工作,就进一步加强中国人口学会与国

际人口科学联盟的合作与交流交换了意见。杰克教授对中国人口学会多年来对国际人口科学联盟和本次国际

会议的支持和协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后将更加重视和加强与中国人口学会及人口专家的合作与交流。并邀请

彭会长在方便的时候率团访问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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