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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普查观察近年来 

我国人口流动的新变化
＊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显示，十

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超预期增长，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和

都市圈聚集。2010 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持续

推进，带来了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截至 2020年，人户

分离的流动人口为 3.76亿人，远高于国家统计局 2019

年公布的 2.36 亿人，较 2010 年人口普查时增长了

70%。大规模流动人口为流入地城市经济注入了活

力，带动了城市消费和财政收入增长。但与此同时，

人口流动方向、年龄结构、就业领域、消费水平等也

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对未来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产业

结构等产生长期而重大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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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普查观察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的新变化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显示，十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超预期增长，人

口持续向大城市和都市圈聚集。2010 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带来了

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截至 2020 年，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为 3.76 亿人，远高于国家统

计局 2019 年公布的 2.36 亿人，较 2010 年人口普查时增长了 70%。大规模流动人口为

流入地城市经济注入了活力，带动了城市消费和财政收入增长。但与此同时，人口流

动方向、年龄结构、就业领域、消费水平等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对未来地区公共服

务供给、产业结构等产生长期而重大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一、人口继续向东部地区和城市群集聚，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流

动方向出现分化 

（一）人口继续向东部发达省份和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北方人口

向南方迁移 

“七普”数据显示，一是人口进一步向东部地区、核心城市群集聚，西北、东北地

区人口净流出。与“六普”相比，2020 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 2.15 个百分点，中部、西部

和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下降 0.79、0.22 和 1.20 个百分点，同时长三角、珠三角等主

要城市群人口增长加快，集聚度增大。2010-2020 年，人口绝对数增长前四位的省份

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而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6

省出现人口萎缩，分别减少了 55.5 万、65.7 万、79.6 万、115.5 万、337.9 万、646.4 万

人（图 1）。 

二是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吸引力增强。2010 年人口净流入的前 20 位的城市主要

为上海、深圳、北京等东部沿海地区城市；2020 年人口流入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成

都、西安、郑州、重庆、长沙等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位置大幅上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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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0-2020 年省级常住人口规模变化 

 
资料来源：各地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表 1：“六普”、“七普”人口流入前 20 名的城市（万人） 

排名 “六普” 流入规模 “七普” 流入规模 

1 上海 890 深圳 713 

2 深圳 776 广州 597 

3 北京 700 成都 581 

4 东莞 640 西安 448 

5 广州 464 郑州 397 

6 苏州 409 杭州 323 

7 佛山 349 重庆 320 

8 天津 304 长沙 300 

9 成都 256 武汉 254 

10 宁波 190 佛山 230 

11 杭州 187 苏州 228.2 

12 厦门 173 北京 228 

13 无锡 171 东莞 224 

14 南京 168 南宁 208 

15 中山 163 昆明 202 

16 武汉 142 合肥 191 

17 温州 133 上海 185 

18 泉州 128 宁波 180 

19 惠州 122 金华 169 

20 郑州 118 贵阳 166 

资料来源：各地方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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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在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即就业机会多、收入高），

同时户籍政策、房价高低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一是南方经济活力持续增强，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2003 年到 2012 年，北方经

济总量在全国占比由 42.6%上升到 45.8%。但从 2013 年起，北方地区经济占比开始大

幅下降，截至 2020 年，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总量占比分别为 65%和 35%。这主要是由

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的制造业、服务业就业机会多，外贸活跃，市场

经济活力充足，收入较高，对人口的吸引力增强。 

二是城镇化发展叠加人才吸引政策，中西部地区强省会崛起。为实现区域均衡发

展，近年来国家政策支持省会城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不少

省份举全省之力打造强省会，促进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等省会城市经济快速发

展。同时，西安、武汉等城市大力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在落户、购房方面给予

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人才。 

三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房价和收紧落户政策，疏解产业和人口，为人口流

向其他城市提供了推力。一线城市平均租金为 80 元/月/平方米，远高于二、三线城市

20-30 元左右的水平。北京自 2015 年以来逐年压缩进京人才指标，上海收紧居住证转

常住户口的政策。 

（二）人口省内流动加快，省内人口流动分化，农民工回流加快 

一是人口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规模都在显著增加，但省内流动占比进一步上升。

2020 年，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动人口分别为 2.51 亿人和 1.25 亿人，各自比 2010 年

增加 1.15 亿人和 0.39 亿人，增长了 84.5%和 45.3%。同时省内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

口的比重由 2010年的 61.2%进一步提升至 2020年的 66.8%，大约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

属于省内流动人口。 

二是省内流动人口分布存在分化。比如，陕西省、四川省的省会城市人口大规模

流入（图 2、3），而周边部分城市人口净流出，江西、山西、河南等省份也具有这种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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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加快回流。从 2013年起，农民工回流已成为普遍现

象，近十年来，农民工省内流动上升 8.1 个百分点（图 4）。 

图 2：陕西省人口流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3：四川省人口流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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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外出农民工省内流动和省外流动的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人口省内流动加快和占比上升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一线城市和

新一线城市等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农民工老龄化和城乡产融结合。 

一是省会城市和就近的城市群城市圈快速发展，对本地劳动力的吸引增强。近年

来，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外，武汉、郑州等中部城市圈快速崛起，西部的成都、

重庆、西安也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省域内人口的聚集。 

二是随着国内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迁移，农民工在本省、本地即可实现就业。中

西部省份劳动力资源丰富、交通条件和营商环境不断提升，近年来政策支持中西部建

设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自贸区，带来传统制造业迁入。2006 年至 2017 年，对外产业

转移前五位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承接产业转移前五位均是中西

部省份，包括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广西等。 

三是大城市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农民工省内务工与跨省务工的收入差距缩小。

2018 年以来，城市房租水平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外出农民工居住成本约占生活

消费支出 45%左右，因此房租水平的上升无疑为其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尽管流动人口

省内就业收入低于一线城市就业收入，但一线大城市的住房、生活成本更高，农民工

省内省外就业的差距在缩小。 

四是老一代农民工就业竞争力下降叠加城乡产融结合，部分农民工返乡养老和再

30%

35%

40%

45%

50%

55%

6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外出农民工人数:省内占比

外出农民工人数:省外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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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七普”显示 50 岁以上农民工上升了 13.5 个百分点，按照农民工城市就业-农村

养老的模式，老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体力衰退，逐步从城市返回家乡。同时城乡产

融结合也带动了农民工返乡就业。在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下，城乡产业融合

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带动农民工就地就业和返

乡就业。 

（三）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化，职业分布从工业、制造业领域

向非生产性服务业转移 

“七普”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有 3.76 亿人，同时《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农民工总量为 2.86 亿人，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比重为 76%，因而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具

有代表性。从农民工年龄、教育背景和职业分布来看， 

一是年轻农民工占比明显下降，农民工老龄化加快。截至 2020 年，16-20 岁、21-

30 岁的农民工占比分别较 2010 年下降 4.9 和 14.8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31-40 岁、41-

50 岁、50 岁以上的农民占比分别较 2010 年上升 3.2、3、13.5 个百分点。 

二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升。10 年期间，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

下降 5.8个百分点，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上升 1.7和 12.2个百

分点。 

三是从事制造业的农民比重降低，从事非生产服务业的农民工数量明显增加。

2010-2020 年期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下降 9.4 个百分点；虽然建筑业农民工月

收入从 2009 年的 1625 元上涨至 2020 年的 4699 元，但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比没有

明显上升。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在 2014 年达到峰值 6109.1 万人，之后从业人数

和占比不断下滑至 2020 年的 5226.48 万人和 18.2%。同时，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的占

比上升，从事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上升 2.2 和 0.5 个百分点。 

四是流动人口消费“本地化”趋势增强，不同代际间的消费模式差异明显。2010-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总体消费弹性为 0.67，2017 年提高到 0.72，流动人口在就业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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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愿和能力增强，流动人口不再是消费意愿低、向输出地汇款的“迁徙者”1。这主

要由于年轻人的“悦己”消费潜力释放，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

2019 年，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在其他日常生活用品、教育文化娱乐上的支出较老一代农

民工高 2.6 和 5.7 个百分点。 

表 2：2019 年北京市不同代际农民工生活消费比重（%） 

消费类别 新生代 老一代 

食品烟酒 30.0 33.6 

居住 25.1 29.0 

衣着及其他日用品 12.1 9.5 

交通通信 10.2 10.3 

大件物品 9.3 9.2 

教育文化娱乐 9.9 4.2 

医疗保健 3.3 4.2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年龄、教育、职业结构变化主要在于： 

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明显下降，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数相对偏小。

同时，年轻群体的受教育时间延长，2010-2020 年，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带动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水平提升。 

二是互联网+新经济新业态提供了大量服务性就业机会，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选择

成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带动零售、住宿餐饮行业的就业占比上升。 

三是农民工代际之间的思想观念、择业偏好和消费习惯存在差异。新生代农民工

对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工作是否体面等需求更高，对建筑业、制造业等工作环境一

般、体力消耗较多的工作相对排斥。同时，年轻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较高，对食品、

文化娱乐的支出倾向较高。相比之下，老一代农民工肩负着脱贫、养家、建房、供养

子女等负担，通常将收入汇到输出地进行消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20》，2020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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