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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otspot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n Mig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ast 30 Years: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Using CiteSpace

近30年来国内外人口流动的研究热点、进程和展望
——基于CiteSpace的图谱量化分析

刘竹阳   陈  晨    LIU Zhuyang, CHEN Chen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国土空间发展及其规划有必要关注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和新规律。运用

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以近30年来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人口流动研究文献为对象，通过关键词共现分

析和聚类分析，厘清国内外人口流动领域的研究热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突现分析和时间线分析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

热点的演进进程和发展趋势。根据图谱分析结果聚焦国内外210篇关于人口流动的种子型、高被引和中枢型文献，继而

分析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共性、差异及其驱动逻辑。最后总结新时期我国人口流动研究的前沿方向，以期为相关规

划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As China's urbanization transitions change from high speed to high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laws of population flow in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Using the CiteSpace bibliometric tool, 
this paper tak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core collections of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in the past 30 
years as the object, and through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clarifi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Emergence 
analysis and timeline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pulation flow research hotspots. Further,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results, 210 works of literature on 
population mobility with seed type, high citation and central type are focused, and then the commonality, difference and driving 
logic of research on population mobility at home and abroad are analyzed.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frontier direc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flow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provides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s for related planning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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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科学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有重要意义，广大

国土空间范围内的人地系统变革如何响应人本

需求是一个重要命题。三是目前全国各地第七

次人口普查详细数据逐步公布，在客观上为系

统性的人口流动研究打下基础。因此，有必要对

既有国内外人口流动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

为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指明方向。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

流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已积累

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亟待进行系统性的归纳梳

理。然而，人口流动的相关文献量巨大，并一直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

型，人口流动作为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涌

现新特征和新规律，对人口流动的深入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认识新时期城镇化发

展趋势。近10年来，以“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

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一直是我国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议题。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

意见》，进一步引出我国城镇化载体的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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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应用CiteSpace图谱量化分析的技术路线
Fig.1  Technical route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iteSpace graphs

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传统文献阅读方法已难以

窥其全貌，专业文献计量软件CiteSp ace的量化

分析方法有明显优势。此外，既有文献综述主要

关注国内人口流动，对国外人口流动研究的新

特征、新趋势、新理论还关注不足，而现有国内

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研究实际上大量借鉴了西方

既有理论成果，并进行地方语境下的案例实证。

因此，深入探究国外人口流动研究综述的空白，

对新时期我国人口流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借助CiteSp ace文献计量工具，分

别针对19 9 0—2022年近30年来国内外期刊

中人口流动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

分析、共现分析、突现分析、时间线分析等图

谱量化分析，揭示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演

进历程与前沿动态。进一步根据图谱量化分析

结果，聚焦210篇国内外关于人口流动的种子

型、高被引和中枢型文献进行详细研究，继而

分析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异同点及其成因。

最后总结新时期中国人口流动研究的前沿方

向，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1  近30年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热点

演变

1.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我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于19 9 0年

左右 [ 1]，在文献选择上，国内外文献发表时间

均设定在19 9 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1日。

具体规则上，国内人口流动研究文献检索基

于CNKI数据库，主题选择“人口流动”“篇关

摘”中包含“城市化”“城镇化”或“市民

化”，文献来源限定核心期刊。国外人口流动

研究文献选取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

中的“核心合集”，要求文献标题中必须至

少包含“ p op ulation migration”“ p op ulation 

immigration”“ p op ulation mobility”其中之

一，文献来源限定中科院JCR分区中urban 

stud ies、 d emograp hy和regional &  urban 

p lanning领域期刊。经多次人机交互测试，筛

选出符合检索条件的中文文献1 400篇和英

文文献1 249 篇。

本研究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展开，首先使用CiteSp ace对上述文献进行

图谱量化分析，具体先对发文量和变化趋势进

行描述性统计，再使用CiteSp ace文献计量软件

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初步展现国内外人口流

动领域的关键研究内容。然后，通过关键词共现

分析对聚类结果进行校核和补充，确定最终研

究热点。在此基础上，加入时间维度进行突现分

析，研究各热点的时间分布和变迁规律，并据此

推断未来发展趋势。本研究进一步在CiteSp ace

图谱分析的基础上，选择近200篇和人口流动研

究主题高度相关的种子型、高被引和中枢型文

献进行深入比较阅读，试图捕捉国内外人口流

动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变态势（见图1）。

1.2   近30年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发文量

分析

对国内外人口流动相关研究近30年的发

表情况进行统计（见图2）。首先，国内人口流

动研究发端于19 9 2年，其后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尤其是2010年后，相关文献发文量逐年快

速增长，2015 年达到峰值，此后几年略有下

滑，最终在较高水平上波动变化。这可能与人

口政策发布和全国人口普查等重要数据公布

时间有关。2014年后随着新型城镇化等政策

出台，也极大提升了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热

度。此外，对Web of Science中检索到的国外

文献进行分年度统计，发现国外人口流动研究

始于19 9 1年，其后总体呈现攀升趋势，尤其是

2019 年在经过短暂下滑后出现激增，且增势

持续走高并延续至今，表明近年来国际学术界

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关注热度仍然高涨，应是

世界范围内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注脚。

1.3  近30年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热点分析

本研究运用CiteSp ace分别对国内外人

口流动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和关

键词共现分析。调用CiteSp ace内置算法对国

内人口流动研究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

图3所示。除去检索词汇和无法解读的非相关

词，并将近义词进行合并，最终得到聚类关键

词包括新型城镇化、农民工、社会融入、少数民

族、劳务输出、流动儿童少年、工业化、制度创

新、管制、对策、人口流出，归纳起来初步显示

了流动方向、特征群体、影响因素、应对对策等

关键问题。进一步结合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

（见图4）进行细化、校核与补充，可将国内人

口流动研究归纳为人口流动空间格局、流动人

口的人口学特征、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流动

人口的流动和定居行为、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

影响等5 大重点领域。

同理，运用CiteSp ace对国外人口流动研

究文献进行聚类分析（见图5 ），初步发现主要

包括internal migration、resid ential mobility、

asylum seek ers等多种流动类型，climate 

change、choice、economic geograp hy等多

元化的流动原因，aid s、community等社会

描述词语，以及以imp act和p olitics为代表的人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国内外发文量统计图
Fig.2  Statistic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使用CiteSpace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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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流动影响和应对。进一步结合关键词共现分

析（见图6），本研究认为国外人口流动领域研

究集中于人口流动的地域分布特征与演替、特

征群体的形成与解释、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

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和权利表达、人口流动的

影响和政策干预等5 大方面。

1.4   近30年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热点演

变分析

国内人口流动研究的突现分析结果（见

图7）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影响，即各研

究热点的突现与城镇化和人口重要政策的发

布时间高度相关。其中，19 9 0—2000年“非农

化”“工业化”“劳务输出”等关键词恰是当时改

革开放如火如荼的生动写照，其后由于人口快

速增长和剧烈流动带来众多新问题，亟需对人

口进行规范化管理，户籍制度、人口计生等关

键词逐渐走红，也开始关注“农民工”等特殊

群体，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

社会性话题。2013年后，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战略确立与实施后，其迅速成为研究热

点，产生了大量新生代人群、公共服务、房价相

关的研究文献。2016年后人口流动研究主题呈

井喷式发展，内容上延续“社会融合”等社会

性话题，并出现“乡村振兴”等新研究背景。时

间线分析可视化结果中各个时间段均有相当数

量的研究热点分布，表明国内在人口流动研究

领域的新理论、新概念演绎相当活跃（见图8 ）。

国外人口流动文献的突现分析结果则

较为均衡和多元化，没有明显的政策关联性，

可能与国外研究同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有关，但是总体上也能看出向内部迁

移、微观行为研究转向的发展趋势。具体来

看，19 9 0—2010年的研究重点为就业失业和

劳工问题，关键词有earning、wages、fight

等；2011—2015 年既有race、women等人口

学特征研究，也开始关注refugees、health、

ad ap tation、life course等流动人口的生存状

态与权利表达问题；2016年至今，突现关键词

呈现多元化特征，仍然关注劳工市场问题的同

时，从p olitics、remittances、integration等社

会学和政策制定的角度分析人口流动问题，

big d ata等新技术的应用也逐渐成为新兴热点

（见图 9 ）。时间线分析结果显示，国外人口流

动文献的重要关键词首次出现时间主要集中

在19 9 0—2000年间，表明此时间段内国外人

口流动研究已经成熟，此后研究多为对其的实

证与补充，在这一点上与国内外人口流动文献

有较大差异（见图10）。

2 近30年国内人口流动研究的热点演变

前文运用CiteSp ace对近30年国内外人

口流动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分别归纳出国

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5 大热点。下文聚焦与各

热点相关的种子型、高被引和中枢型文献进行

深入研究。

2.1  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现有研究显示，

早期人口流动研究重点关注全国范围内的省

际流动，但近年来出现了新特征 [ 2]。一是人口

主要自西部向东部流动的区域指向保持稳定，

但具体省份间的人口流动格局出现新特征，例

如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收缩明显 [ 3]。此外，跨

省流动人口总量在近10年虽然有所增加，但

是主要流入地更加均衡[ 4]。二是近年来城市群

等小范围跨省流动及省内流动逐渐引起学者

关注。有学者认为近10年来人口流动以近距

离流动为主，其中又以“就地城镇化”和“就

近城镇化”为主要形态 [ 5 ]。还有研究进一步观

图3 国内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3  Domestic literature keyword clustering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国内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4  Domestic literature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国外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5  Foreign literature keyword clustering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国外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6  Foreign literature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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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省内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化现象，即流动

人口主要向省会和省内重点城市集聚，而周

边部分城市则呈现人口净流出 [ 6]，也有研究关

注流动人口首末“两端集聚”，认为县城已逐

渐成为重要的人口流动空间载体[ 7]。但是总体

而言，有关省内流动的研究目前主要以地级市

为基本单位，而对“省内跨市”流动、“市内跨

县”流动乃至更小颗粒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

局限性，尤其对于县域城镇化的研究还有待

进一步深化，局部地区人口收缩也应引起学

界重视。

2.2  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一般认为，我国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比

较年轻 [ 8 ]，。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一般是初中

左右，高于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低于城市

地区的平均水平[ 9 ]。但随着城镇化和城镇社会

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的构成也逐渐呈现出新的

人口学特征。一是流动人口的家庭化流动趋

势，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流

动。二是相关研究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代际差

别 [ 10]，如有研究认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与年

龄因素成反比，但也有学者提出这种代际差异

是被夸大的。三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地区的滞留

时间正在明显延长[ 11]。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一

方面相对忽略了人口流动两端地区的发展对

人口流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以“乡—城”流

动研究为主，而对“城—城”流动的人口学特

征关注不足。未来以上两方面的流动人口类型

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

2.3  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

理解人口流动的逻辑是城乡社会治理和

政策制定的前提和依据。现有人口流动的动因

机制研究分为宏观和中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

面的分析通常从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

互动关系切入，考察了空间距离、经济增长，以

及户口放开、人才引进、支持就近城镇化与县

域城镇化等政策导向对人口流动的作用[ 12- 14]。

同时，随着人口流动研究的深化，许多学者也

发现了上述结构性分析会一定程度上忽视个

体差异性和个体主观能动性对制度和结构的

反作用[ 15 ]。由此，相关研究从中微观层面切入，

从流动决策者角度进行分析，揭示流动者的心

理、逻辑方面的特征。近年来，“家庭策略”“个

体心理因素”“社会网络”“生命周期”等微观

要素逐渐引起关注，已成为与结构性因素相抗

衡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还有较大的研究拓

展空间。

2.4  流动人口的流动和定居行为

由于流动人口构成的复杂性及个体差异

性的存在，其流动和定居意愿具有多元性和复

图7 1990—2022年国内人口流动研究关键词突现

分析
Fig.7  Analysis of keywords emerging in the study of 
domestic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1990 to 2022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1990—2022年国内人口流动研究关键词时间

线分析
Fig.8  Timeline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population migration research from 1990 to 2022

图9 1990—2022年国外人口流动研究关键词突现

分析
Fig.9  Analysis of keywords emerging in foreign 
population migration research from 1990 to 2022

图10 1990—2022年国外人口流动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Fig.10  Timeline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foreign population migration research from 1990 to 2022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98 | 城市研究

杂性。有关流动意愿的研究主要关注四川、河

南、湖北等主要人口流出省份 [ 16]，而有关定居

意愿的研究主要关注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

流入省份和直辖市[ 17]。已有大量研究关注流动

和定居决策背后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流动意

愿和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等个体特征，财产

和劳动力配置等家庭特征，以及流入 / 流出地

的经济发展特征、市民化难度和程度有紧密的

关系[ 18 ]；另一方面，虽然户籍身份的可获得性

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定居行为的最重要因

素，但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流动人口的定

居意愿实际上是收入差异、房价、社会保险、社

会资本等各方面条件综合权衡的结果[ 19 ]。鉴于

近年来流动人口群体正在不断分化，农二代、

企业主二代、养老族等新特征群体逐渐成型，

值得进一步关注。

2.5  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影响

我国流动人口约占城镇人口的1/ 3，是城

镇化的重要力量。当前，将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进行关联分析的研究成果主要将城镇化进程

作为发展背景来研究人口流动，或在结构性

层面考察人口流动对城乡地区发展的作用。

一方面，流动人口被看作是城市地区制造业

和服务业扩张的重要支撑，但也会对本地劳

动力市场、房价和交通产生干扰 [ 20- 21]。另一方

面，有研究认为，人口城乡流动也使得农村地

区空心化，流出地的人才资源枯竭，进一步造

成流出地区的贫穷和落后 [ 22- 23]，而很多研究也

发现人口流动对缩小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

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短距离的就近

城镇化和县域城镇化作用明显 [ 24]。并且，流动

人口向户口所在地农村老家汇款的现象普遍

存在，农村家庭中拥有流动人口也对该家庭

的经济福利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 25 ]。此外，一些

流动人口返乡以后给家乡地区带去的技术、

经验、资金为流出地农村地区发展注入重要

动力 [ 26]。本研究认为，人口流动对城镇化影响

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正负效应的评判，而应在

具体的时间语境和空间尺度中进行有针对性

的动态评估。

3  近30年国外人口流动研究的热点演变

3.1    人口流动的地域分布特征与演替

相比国内研究，国外对人口流动地域分

布的研究更加多元化。一方面，近30年来，在

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研究

继续推进，对中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

东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热度也不断增

长 [ 27- 30]。另一方面在地域分布类型上，尤其对

国内区域人口流动的关注与日俱增[ 31- 32]。具体

可概括为以下3方面：（1）国际人口流动研究

在20世纪 9 0年代已较为成熟，其中又以全球

南北流动①为研究重点[ 33]，并且认为国际移民

显著影响全球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权

力关系[ 34]。（2）各国国内区域人口流动对地

域空间重构具有重要影响，例如研究发现近年

来欧洲内部迁移不断增加，正在形成移民新地

图。（3）城乡人口流动在不同国家具有较大差

异性。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人口仍以向城市

流动为主，在发达国家却有反向趋势，但有学

者认为人口回流也可能成为将老龄化或非生

产性“倾倒”到农村的一种方式[ 35 ]。总之，在

国际人口流动的地域演替上，内部化、区域化

已逐渐成为全球趋势。在较发达国家，国内人

口流动的内部化、区域化往往被认为是经济效

率的重要推动力，但在发展中国家，上述过程

还有待进行动态评估。

3.2  流动人口特征群体的形成与解释

与国内文献中流动人口相对宽泛的人口

学构成相比，国外研究更加聚焦人口流动形成

的劳务流动、退休和养老流动、高技能流动等特

征群体。具体来说，劳务移民是指劳动者因工作

需要发生在地理空间上的定向流动的统称。既

有研究认为劳务流动是宏观经济战略、户籍和

土地制度，以及微观个体及其家庭层面的经济

收入、风险和福利等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36]。退

休移民是指退休后选择流动到与长期居住地

相区别的其他城市或地区，其目的地多为环境

舒适宜居的地方，或者出生地与祖籍地。研究表

明，退休移民的流动选择主要取决于受访者的

教育水平、年龄和性别，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承受

力[ 37]。高技能移民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具有

特殊技能在空间上流动集聚的群体。研究显示，

此类群体向外迁移和定居意愿受到生命过程阶

段、空间—人口环境和生活质量特征等的共同

作用[ 38 ]。可见，国内人口流动研究在总体层面对

人口学特征进行描述的同时，很有必要针对流

动中的一些特征群体进行深入研究。

3.3  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

比较而言，国内人口流动研究注重经济

和政策因素，而国外学界则从经济、社会、政

治、生态多元视角，以及个人、家庭等微观尺

度探究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经济因素方

面，国外文献主要探讨GDP、失业率、移徙

成本、通勤成本和房价等经济指标的影响程

度。研究表明，人均GDP对一个国家的净国

际移民有积极影响，而失业率对其则有消极

影响 [ 39 ]。较高的住房价格可能极大地阻碍低

学历移民 [ 40]，并会降低选择某个区域的可能

性。社会因素方面，现有研究已涵盖性别、社

会网络、种族、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福利和保

险等细分领域 [ 41- 44]。其中社会网络可以通过

潜在目的地的信息传播来塑造和强化迁移轨

迹 [ 45 - 46]。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战争、国际形势和

人口流动政策的影响。生态因素主要包括气

候变化、生态破坏和极端自然事件 [ 47]。此外，

流动人口的个体经历和情感依恋，以及对家

庭维系和向上跃迁的策略，也会显著影响其

流动和定居意愿 [ 48 - 49 ]。本研究认为，国内对人

口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在视野上有待拓宽，应

从经济和政策维度延伸到社会、生态、文化

等多元维度；在尺度上应更加精细化，加强

家庭策略和个人心理等微观尺度的研究。

3.4  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与权利表达

国内人口流动研究一般较为关注流动人

口的物质条件满足情况和经济发展机会，但国

外文献则更关心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与权利

表达，具体包括社会隔离和融入、不平等和权

利表达、公共服务和设施、社会福利、邻里关系

和社会资本等。具体来说，在社会隔离和融入

① 因为南半球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在北半球，人们称发展中国家为“南方”，发达国家为“北方”。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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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国外学者通常认为流动人口进入新的生

活环境，面对新的社会群体需要时间和机会才

能打破隔离走向融合，长期在外生活的返回人

员社会隔离表现更为强烈[ 5 0]。不平等和权利表

达研究主要关注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或移

民工人在流入地的权利。城市权利研究者认为

流动人群也有权获得公平的生存资料、生活环

境和发展的机会，而不平等可能会产生挫败感

进而增加政治激进化和动荡的可能性[ 5 1]。面向

未来，在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普遍提高后，我

国人口流动相关研究也要更加关注流动人口

更高层次的社会心理需求。

3.5  人口流动的影响和政策干预

国内的人口流动研究表现出显著的效率

导向和强政策干预导向，而国外人口流动研

究更加注重流动过程的社会公平问题。持正

面态度的学者认为人口流动有利于促进人口

增长 [ 5 2]。从流入地视角来看，人口流动还有利

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甚至改变当地经济构

成 [ 5 3]。持消极看法的学者则认为人口流动不

但会产生流动失败后果的担忧，也会造成子

女教育和成长环境的颠簸和动荡 [ 5 4]。此外，人

口流动还会带来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变化以及

碳排放的空间迁移，破坏生态平衡 [ 5 5 ]。

针对人口流动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国外

学者也认识到应当在政策层面做出积极干预，

包括人口政策、福利制度等。人口政策方面，美

国绿卡制度、日本永久居留签证制度等是对人

口流动的直接干预 [ 5 6]。本研究认为，国内人口

研究在继续强化效率讨论的基础上，应更加重

视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

4 结论与讨论

4.1   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共性、差异及

未来展望

借助CiteSp ace图谱量化分析和深度文

献阅读，本研究发现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有3

个共同“转向”。首先是研究案例等级和尺度

上的“内部化、区域化”转向。实际上，早期的

人口流动研究更多关注跨国迁移，尤其是具有

强大人口吸纳能力的“全球城市”和快速崛

起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世界城镇化的不

断推进和国际形势的演变，跨国人口流动的大

潮逐渐被各国内部区域间和区域内部之间的

人口流动所替代。其次是研究范式上的微观行

为转向。国内外研究均始于总量规模和空间地

域分布的特征描述，但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丰

富和深化，宏观分析工具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于是国内外学者开始尝试转向从个人、家庭和

社区等微观视角研究流动人口作为行动主体

的社会学特征，以及流动对其的特殊意义。最

后是研究视角上的社会、文化、生态多元价值

转向。可以说，国内外早期的人口流动研究均

将经济因素作为人口流动最强有力的驱动因

素，认为人口流动本质上是资本等经济发展要

素在空间上流动的关联表现，但后来逐渐意识

到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要素在人口流动中的

重要性，从而使得研究视角不断多元化。

然而，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存在明显的

差异性。一是人口流动的现实内涵不同。国外

研究的人口流动对象一般是永久性迁移，对应

中文语境中的“移民”概念更加准确，而国内

则是周期性的、不稳定的人口流动，在英文文

献中常常对两者不加以区分。二是研究导向差

异。国内的人口流动研究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

性，不仅发文量的变化和重要政策出台时间高

度重合，研究目的也多是为政策落实提供建议

和参考借鉴。而国外人口流动研究则理论导向

性相对更强，多研究新现象的理论意义。三是

研究对象特征差异。近年来国内的人口流动议

题虽然对城市群人口流动和县域城镇化等关

注度有所上升，但是总体来看仍然主要针对

大群体和大区域，而国外更多关注小群体，乃

至个人的空间流动。四是研究落脚点不同。国

内人口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色彩和管理属性，

以民生改善为落脚点，追求具有大众化的整体

最优解，尽力预判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和解决

已经显现的现实问题。而国外则更关心个性化

的、小群体的社会性议题。

本研究认为，国内外人口流动研究的差

异性的成因如下：首先是发展阶段差异的影

响。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城镇化阶段并不同

步，导致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和着力解决的

问题也必然有所不同。总体来看，过去我国处

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关注发

展的动力和速度问题，所以常与经济增长和土

地开发高度相关，近年来随着城镇化速率放缓

才开始逐渐转向发展质量的研究。其次是制度

干预的强度和频度差异的影响。尤其是国内教

育、社保等都与户籍挂钩，而户籍又与土地绑

定，吸引人口是土地城镇化的前提，是地方财

政的重要支撑，所以对人口相关的政策干预强

度很大，由此加大了国内人口永久性迁移难

度，且可能产生经济和福利损失，导致国内人

口流动呈现不稳定的、周期性的往返流动。

由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国内人口流动的

研究趋势的展望，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一是

国内人口流动研究的空间尺度可能进一步收

缩，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从区域流动向以城市

群内部流动、县域城镇化为代表的地方之间及

地方内部的短距离流动聚焦。同时，城市层面

的研究将更加关注流动人口和社区发展的互

动关系。二是国内人口流动研究可能从特征

研究转向行为研究的范式，即逐渐从宏观上的

群体性特征描述和解释下沉到以个体和家庭

为主体的微观领域，从而回归以人为本的落脚

点。三是人口流动的研究将进一步与政策相结

合。国内的人口流动研究一直以来都带有强烈

的政策属性，这也符合国内学术界的“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学术追求，所以随着国

内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的纵深推进，以及“双

循环”、“碳中和”、县域城镇化、共同富裕等新

政策和发展理念的提出，国内人口流动研究还

将结合更多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4.2   面向城乡空间规划实践的应用价值探讨

基于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的述评，本研究认

为人口流动研究对于城乡空间规划实践有3大

应用价值，有必要开展系统性研究。一是要加强

人口总量预测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关系，重

点在人地对应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

划中人口与城镇化专题研究的科学论证，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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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要求紧密结合。二是

要加强对人口主要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端地区的

社区规划研究，不但要对流动人口进行统计并

满足服务设施配套，更要真切关注流动群体的

生活状态和精神健康，体现“人民城市”的实

践内涵。三是要加强人口流动与乡村振兴、城市

更新等相关城乡空间规划实践工作的结合。乡

村地区在过去长期作为人口流出的区域，而近

年来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实质性推进，为乡村人

口回流创造了基础条件，所以在乡村规划中应

考虑未来人口回流的可能性，探索如何将返乡

人口的知识技术优势转化为内生动力。城市地

区未来将面临大量的物质环境更新问题，而流

动人口集聚的地方往往就是需要更新的地区，

所以在城市更新工作中要特别关注流动人口的

物质需求满足和多元价值实现。

总之，人口流动的最新发展及其未来趋

势仍将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土空间规划、

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尤

其是在我国城镇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值得开展进一步的系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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