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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重启，如何影响经济？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2020-2022 年，我国人口流动的强度只有疫情前三分之一左右。流动强

度的下降反映在经济层面，导致了近三年的城镇化减速、流动行业 GDP 占比下降、

就业本地化和青年失业率上升等问题。今年将迎来人口流动的重启，预计流动强度

回不到疫情前水平，全年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七至八成。人员流动的重启会带来

经济结构的变动，从此前三年的“疫情结构”回到 2019 年之前的“疫前结构”：

消费将重回主导地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下降近 90%；消费结构将延

续疫情前趋势，服务消费、可选消费重回增长轨道；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重新回

升并逐渐稳定，工业占比将回吐。 

 我国人口流动有何特点：（1）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达 3.76 亿，占总人口 26.6%，

流动人口较十年前大幅增加 1.55 亿。 

 （2）我国人口流动的短途化特点日益突出。短途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短距离

的省内流动比例增加，较 2010 年提高 5.6 个点；二是省内和跨省流动均从集中走

向分散，省内流动从中心城市向其他城市分散，跨省流入目的地从东部分散到中西

部。 

 （3）人口流动的原因分为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男性流动人口更多出于工作就业

等经济原因，女性更多出于婚姻嫁娶等社会原因；过去十年，经济因素对流动的影

响减弱，而社会因素的影响增强。 

 2020 年以来的人口流动：（1）疫情三年，全国的交通客运量逐年递减，2022 年客

运强度已降至疫情前三分之一左右。更短距离、更日常的市内流动也出现了大幅收

缩。在全国地铁线路增长 72.2%的同时，十大城市地铁客运量却减少了 17.5%。 

 （2）疫情以来，跨省流动人口的趋势也有所改变，主要体现为东部沿海 5 省市人

口净流入趋势由降转升。 

 （3）人员流动减少带来①城镇化减速，2020-2021 年均新增城镇化人口仅 1420

万人，较此前减少近三分之一。②“去工业化”的趋势被逆转，工业占比经过十多

年下降后，近两年回升 2.9 个点，服务业占比下降 1 个点。③就业本土化和青年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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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率上升，一方面大批外出农民工转为本地农民工，另一方面，服务业受冲击带来

青年失业率的上升。 

 人员流动恢复后的影响：（1）12 月 23 日以来，人口流动已经开始触底恢复，反弹

幅度：二线>一线>三线。第一波疫情冲击城市的人员流动已恢复到 10 月中旬水

平，领先全国 9 天左右。 

 （2）中长期看，未来几年的人口流动强度会逐渐向疫情前回归，但结合亚太其他

经济体复苏情况，我们认为 2023 年流动强度可能只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七到八

成。 

 （3）人员流动的重启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动，从此前三年的“疫情结构”回到 2019

年之前的“疫前结构”：一是三驾马车中，消费将重回主导地位，净出口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可能下降近 90%。二是消费结构将延续疫情前消费升级趋势，服务消费、

可选消费重回增长轨道，商品消费和必选消费占比将下降。三是服务业在经济中的

占比重新回升并逐渐稳定，工业占比将回吐。 

 风险提示：人员流动的恢复不及预期；短期春运带来疫情传播高峰，阻碍人口流动；

防疫物资和药物短缺，也可能约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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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 年，国内疫情影响下，人员流动强度大幅下降。近期防疫政策优
化后，12 月国内快速迎来了一波疫情高峰，百城拥堵指数从下旬开始反弹。今年
将迎来人员流动的重启，并可能带动国内经济增速和结构向疫情前回归。在此背
景下，我们对人口流动做一个深度复盘，并展望人员流动恢复后，对国内经济有
何影响。 

1. 我国人口流动有何特点？ 

1.1. 总量：十年大幅增加 1.55 亿，前期趋势逆转 

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达 3.76 亿，占总人口 26.6%。 

七普流动人口逆转趋势。2020 年流动人口总量较 2010 年增加 1.55 亿，出乎
意料之外。在此之前，基于年度抽样调查数据，关于流动人口的一致预期是其数
量已经达峰，七普将延续下降趋势。按年度数据来看，七普前，我国流动人口在
2014 年达到 2.53 亿的峰值，201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开始确认下降趋势1。到
2019 年，流动人口总量已比 2014 年减少 1700 万。但七普的流动人口总量反而
比 2015 年抽样数据高 1.3 亿，逆转了之前数据趋势。 

我们认为七普的流动人口数据无疑更可靠，可以利用城镇化率的数据侧面验
证。按城镇化率推算，总流动人口在 3.7 亿-4.1 亿之间。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为 63.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5.4%，二者相差 18.5 个点，对应约 2.6

亿的城乡人户分离人口2。根据段成荣（2019）的研究，乡-城流动人口占比在 2010

年为 63.2%，假设该比例过去十年增长至 63.2%-70%区间，即对应 3.7 亿-4.1 亿
的流动人口总量。 

此外，农民工数据也可作为佐证。2014 年后，我国农民工总人数仍在持续增
长，到 2019 年增加了 1682 万人。农民工同样代表着乡村到城镇的流动人口在持
续增长，总流动人口不太可能出现下降。 

 

图 1：近三次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和人户分离人口  图 2：七普前的流动人口数量在下降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1 我国人口调查，逢 0 的年份普查，逢 5 年份是 1%人口抽样，样本人口超千万，因此逢 0 逢 5 的年份数据可靠度较高，平常年份由

于样本量太少，有时误差较大 
2 注：按定义来看，这 2.6 亿即为乡村到城镇的流动人口。（1）七普对流动人口的定义：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

口；（2）人户分离：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3）市辖区人户分离：一个直

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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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我国户籍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差  图 4：疫情前农民工人数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1.2. 方向：从长途到短途，从集中到分散 

我国人口流动的短途化特点日益突出。短途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短距离

的省内流动比例增加，二是省内和跨省流动均从集中走向分散。分散化是短途化

的重要表现，省内人口流动早期聚集在中心城市，近年分散到其他地级市，而跨

省流动也是如此，早期集中在东部沿海，近期分散到中西部。由于中西部的低线

城市和农村地区往往是人口流动的起点，因此，近些年的人口流动向中西部和低

线城市分散，其实就意味着人口流动在从长途走向短途。未来短途化的趋势将缓

慢延续，随着地区发展差距缩小，人口流动的推力和拉力减小，东部沿海和省内

中心城市吸纳人口的比例预计会缓慢下降到某一水平后保持稳定。 

1.2.1. 省内流动：从省内中心城市分散到其他城市 

七普省内流动占比提高，人口流动的短途化趋势加强。按照空间距离的远近，

可以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两类。我国人口流动一直是以省内流动

为主，一般占流动人口的六到七成。2020 年，省内流动人口 2.51 亿，占比 66.8%，

较 2010 年提高 5.6 个点，说明省内短途流动的重要性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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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省内流动与跨省流动人口规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东部地区的省内流动更活跃，但中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增长更快。按四大地区

来看3，东部地区省内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例最高，除海南占比较低外，其他 6 省

2020 年平均比例为 5.5%，明显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但从趋势来看，过去十

年，东部地区的省内流动占比在下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均在上升，其中中部地

区增幅最大。分省来看，河南、安徽、四川、湖南等中西部人口大省的省内流动规

模的绝对值和增速均提升较大，广东、山东等东部省份尽管省内流动人口绝对规

模增量较大，但高基数导致增速相对其他省份来说并不高。 

 

 

 

 

 

 

 

 

                                                      
3 不含直辖市、港澳台的 27 省、自治区，其中东部地区不含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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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