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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天翻地覆，不仅从六十年大庆的阅兵式和彩车上可以看见，更可以从流动的
“人山人海”中发现——多彩的衣、健康的脸、尽情的笑、欢快的脚⋯⋯这流动隐喻着一个事实：生
命在于流动。
　　流水不腐是一个常识，“流人”呢？
这就不好说了。
尽管流动传递思想、流动创造财富，甚至流动改变命运，但流动也使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所以，古有防民甚于防川，到了现代，也有户籍等制度拘束了人的脚步，大多数农民在不能流动的情
况下只能“听天由命”“有命无运”。
这样的“定居”国民，是一种管理学意义上的“植物人”。
　　好在最近30年来，国家“改”了，国民也就“活”了，国民经济和国民流动之间呈现如此和谐的
相关，各种发展要素的流动让我们的国民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社会财富犹如自来水一样源
源不断。
不过，社会问题也随着人流此起彼伏——正是流动人口让我们准确发现，我们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原来在那么多的地方还这么落后！
当然，历史不能再回到管理“植物人”的时代，那些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需
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
　　现在的趋势，不仅是人口流动更加“有利”，而且更加“方便”。
这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由于问题是普遍的，问题成因也就是共性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必须改革。
这本书会告诉大家，也许这本书中的答案还不全面，但只要基本认识一致、基本方向正确，流动人口
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万众一心。
回到开头的问题上来说基本认识：流水不腐，“流人”呢？
人往高处走，山高人为峰。
人走得越高，国家就崛起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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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天翻地覆，不仅从六十年大庆的阅兵式和彩车上可以看见，更可以从流动的“人
山人海”中发现——多彩的衣、健康的脸、尽情的笑、欢快的脚⋯⋯这流动隐喻着一个事实：生命在
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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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点5：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1982年，流动人口主要以小学学历为主，其比例达到39.30％，初中学
历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8.56％，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5.58年。
从1990年开始，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2005年，流动人口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为47.41％，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为17.21％，文盲的比例下降到5
％以下。
同时，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到8.89年，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水平。
同时，流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
2005年的流动人口中有300万人拥有大学本科学历，16万人拥有研究生学历。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只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流动程度增强的结果，也是全民受
教育程度提高的结果。
　　通过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特点有了上述归纳。
根据这些特点和经典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我们对中国未来人口流动前景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判断1：社会经济发展将推动流动人口数量继续增长.到2020年达到3亿左右　　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
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的
过程。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持续旺盛，城市产业发展带来的劳动力
需求暂不会减弱。
与之相呼应的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还将维持15年左右，未来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将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发达地区、城市转移。
另一方面，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是我国人口流动的强推力和强拉力。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工资水平等仍存在较大差异
。
这些差异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由此会促使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
　　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大环境保持长期稳定为前提，充分考虑未来人口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
力转移等因素，我们对未来11年，即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了推测：基
于认可度较高的中国人口总量规模发展预测⑥，从我国人口城镇化角度预测流动人口规模，到2020年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3％左右，流动人口数量将达到3.6亿；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预测
流动人口规模，如将目前1-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尽数转移出去，到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将达到2.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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