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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结构与迁移是当前东北地区面临的热点问题．为将来东北地区有关人口政策

的制定提供帮助，并引导大众科学认知东北地区人口问题，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及流动的时空

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１）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总量下降，城镇化速度减缓，并有落

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趋势，且少子化、老龄化现象突出；（２）迁移人口规模扩大，东北地区人口

呈流失状态，区域内省际迁移比重较大，但有下降趋势，年均外迁人口２０余万，并呈现出从邻

近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态势；（３）外迁人口以城镇人口、劳动力年龄阶段人口和初、高中

文化水平人口为主，对迁出地造成一定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　人口结构；迁移人口；时空演变；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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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作为创造全球物质财富的主体，正在逐步减弱自然环境的先天影响，而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为

重要的生产力和推动力，［１］人口也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２］．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是

２１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人口结构既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表征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基本要素，人口流动则通过区域间经济、文化的扩散交流，影响国家或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有

关人口结构的研究从最初静态的现状人口结构现象描述，［３－４］逐渐深入到当前动态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

分析与模拟［５－７］．人口流动方面，众多学者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分别从全国、区域及省际等尺度对人口流动

规律进行了分析总结，并从促进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和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及其对城镇化发

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理论与实证研究，［８－１３］近期亦有学者进一步针对人口流动的多边效应机制进行

了分析［１４］．此外，部分学者逐渐采用当前较为新潮的百度迁徙大数据等关系型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对短时段内的人口流动进行了探究．［１５－１６］

东北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结构不断演化，人口流动规律亦不断变化，并主要经历了两种不同

状态的流动过程．［１７－１８］伴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变化，人口流向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近年来，随着东北地

区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与相对衰退，作为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与效应结果———人口，越来越引起关注与重

视，并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的特征．从东北地区整体来看，人口结构失衡、人口净迁出规模不断扩大、人口

老龄化加速、人口出生率过低等问题在当前日趋突显，［１９］有学者提出东北将面临人口结构本身所造成

的经济困局，［２０］甚至有学者指出东北的人口危机将造成其未来发展后继无人［２１］．可见，对东北地区人口

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不仅成为当前化解“东北困境”的重要内容，也是合理引导大众科学认知东北人口问

题的重要途径，对未来东北地区制定有关人口政策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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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研究的东北地区，包括黑、吉、辽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三市（赤峰、通辽和呼伦贝尔）一盟（兴

安盟），全区 面 积１２５．０８万ｋｍ２，占 我 国 总 国 土 面 积 的１３．０３％；人 口 约１．２亿，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８．８９％．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黑、吉、辽、蒙１９９１—２０１５年统计年

鉴，全国及各省第五、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东北地区人口数量占全国比重下降，区域内部人口数量变化一致、增长率相异

研究期内，东北地区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比重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主

要呈上升状态；后期（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则呈下降态势，且下降的幅度不断增大．总体来看，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有所下降．
从人口数量上看，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基本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０年后缓慢下降，２５

年来，年均增长６７．２２万人，平均增长率为０．６３％，呈波动中逐渐下降的态势，近年来已降为负值．区域

内部，黑、吉、辽三省及内蒙古四盟市地区人口总量变化呈现出与整个东北地区大体同步的趋势，而人口

增长率变动特征则各不相同．黑龙江人口增长率前期波动较大，后期呈逐年下降态势；吉林省呈现持续

缓慢下降的态势，但总的下降幅度不大；辽宁省亦大体呈持续缓慢下降的态势，但一直保持正值；内蒙古

四盟市则呈现前期平稳、后期波动下降的态势，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年波动尤为剧烈（见图１）．

图１　东北地区人口数量及增长率变化（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２．２　东北地区城镇化进程放缓，区域内部辽、黑城镇化水平较高，吉林省持续走低，四盟市与东北地区

差距逐渐缩小

截至２００８年，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一直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２００８年以后，东北地区城镇化

进程放缓，增速降低，与全国 平 均 水 平 之 间 的 差 距 不 断 缩 小，并 逐 渐 趋 同．区 域 内 部，２００８年 之 前 黑 龙

江、辽宁和吉林的城镇化水平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但后期由于全国城镇化水平增速较快，导致黑、

吉、辽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２００８年之后，黑龙江和辽宁城镇化水平又重新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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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而吉林则依然维持低水平增长，基本和全国城镇化水平相当，甚至开始逐

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四盟市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拉低了东北地区整体城镇化

水平，但随着其城镇化水 平 的 稳 定 增 长，其 与 东 北 地 区 整 体 城 镇 化 水 平 之 间 的 差 距 正 逐 渐 缩 小（见 图

２）．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全国、东北地区及黑、吉、辽、四盟市城镇化率变化

２．３　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形势严峻，区域内部亦呈少年儿童占比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态势

人口年龄结构是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流动在过去一个时段内累积的结果，也是未来人口发展的基

础，对人口再生产的速度、数量、质量、结构等具有重要的影响．［２２］根据五普、六普及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口抽

样调查资料的统计结果，当前我国０～１４岁少年儿童比例在不断下降，而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则

由２０００年的７．００％上升为２００５年的９．０７％，而后略有下降，至２０１０年底老年人口比重为８．９２％，按

照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２３］东北地区少年儿童占比下降及老

年人口占比上升的态势亦 十 分 明 显，未 来 一 段 时 间 内 少 子 化、老 龄 化 问 题 将 更 为 严 峻．２０１０年 底，黑、
吉、辽三省少年儿童比重均低于１２．００％，四盟市也低于１５．００％，且其下降速度最快；而老年人口比重

最大的为辽宁，现已突破１０．００％，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分别为吉林、黑龙江及四盟市（见图３）．

图３　全国、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特征

２．４　东北地区迁移人口规模扩大，整体呈流失状态，区域内黑、吉流失，辽宁省流入

人口迁移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代表着区域未来的发展趋势．［２４］由于当前统计资料无内蒙

古四盟市地区流动人口的 具 体 信 息，故 本 文 有 关 流 动 人 口 的 研 究 均 只 包 含 黑、吉、辽 三 省．２０００年 黑、
吉、辽三省，省际迁移人口总量为３８８．５１万人，其中，迁入人口１７４．０４万，迁出人口２１４．４７万．２０１０年

迁移人口总量上升至７６９．００万人，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９７．９４％，其中迁入人口２７４．９４万，迁出人口４９４．０５
万，较２０００年分别增长５７．９８％，１３０．３９％．

从省际差异来看，黑龙江一直是东北地区迁移人口最多的省份，２０００年迁移人口为１５６．０７万人，
占三省 迁 移 人 口 总 量 的４０．１７％；至２０１０年，迁 移 人 口 上 升 为３０６．００万 人，但 所 占 比 重 略 有 下 降

（３９．７９％）．辽宁２０００年迁移人口为１４０．７１万人，至２０１０年上升为２８０．０６万人．吉林为东北地区迁移

人口最少的省份，２０００年为９１．７３万人，占迁移人口总量的２３．６１％；２０１０年为１８２．９４万人，占比基本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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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２３．７９％）．从迁移人口增量来看，两次普查期间，黑龙江增加最多，为１４９．９４万人，其次是辽宁，吉
林最少．但从迁移人口增长率来看，吉林（９９．４３％）、辽宁（９９．０３％）略高于黑龙江（９６．０７％）．

从东北三省发生省际迁移的总量来看，迁出人口多于迁入人口，２０００年净迁入人口为－４０．４３万

人，净迁入率（净迁入人口占 迁 移 人 口 比 重）为－１０．４１％；至２０１０年 净 迁 入 人 口 为－２１９．１１万 人，较

２０００年增长４４１．９５％，净迁入率为－２８．４９％，人口流失趋势更加明显．区域内部，黑、吉均呈流失状态，

２０００年净迁入人口分别为－７８．７４万人和－３０．０１万人，净迁入率则分别为－５０．４５％和－３２．７１％；

２０１０年黑、吉 净 迁 入 人 口 分 别 为－２０４．７３万 人 和－９１．６４万 人，较２０００年 分 别 增 长１６０．００％，

２０５．３６％，净迁入率则分别为－６６．９０％和－５０．０９％，净迁出人口规模与比例都大幅增加，且黑龙江人

口外迁强度最大．辽宁为三省中唯一人口净迁入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净迁入人口分别为６８．３２万、７７．２５
万人，增长１３．０７％，净迁入率则分别为４８．５５％，２７．５８％，净迁入人口总量有所增加，但变化不大，且净

迁入比重减小，表明其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减弱（见图４）．

图４　东北三省迁移人口规模

２．５　区域内省际迁移占比下降，外迁人口目的地由邻近地区转向国内主要城市群地区

２０００年，东北地区省际迁出人口总量为２１４．４７万人，其中发生于东北地区内部的达７６．４４万人，
占３５．６４％；至２０１０年，省际迁出人口总量为４９４．０５万人，发生于东北区域内部的为１２４．２２万人，占

２５．１４％．可见，发生于区域内部的迁出人口总量增加４７．７８％，但占比减小１０．５０％．黑龙江２０００年迁

出人口１１７．４０万人，其中迁往辽、吉两省的人口分别为３２．０３万人和９．１０万人，分别占黑龙江迁出人

口总量的２７．２８％和７．７５％；２０１０年黑龙江迁出人口增加至２５５．３６万人，其中迁往辽、吉两省的人口分

别为５６．９６万人和１３．０６万人，占比分别为２２．３０％和５．１１％，相比２０００年比例均有所下降．吉林２０００
年共迁出６０．８７万人，其中迁往辽、黑两省的人口分别为１７．３９万人和９．９４万人，占比分别为２８．５８％，

１６．３３％；至２０１０年吉林迁出１３７．２９万人，迁往辽、黑两省的人口和比例分别为３０．００万人、１２．０５万人

和２１．８５％，８．７８％，亦呈总量增加、比重减小的特征．辽宁２０００年迁出人口３６．１９万人，其中迁往吉、黑
两省的数量和比例分别为４．０６万人、３．９１万人和１１．２２％，１０．８０％；至２０１０年辽宁迁出１０１．４０万人，
迁往吉、黑两省的数量和比例分别为６．３９万人、５．７６万人和６．３０％，５．６８％，呈总量小幅增加、比重大

幅降低的特征．总的来看，三省迁出人口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区域内部的省际迁移人口数量亦在增加，但
其所占比重却在不断下降（见表１）．

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符合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规律，［２５］即人口优先向周围距离较近且相对发达的

地区迁移，而后则更加注重经济发达程度，侧重向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方迁移．当前，东北地区向区域

外迁出人口已遍及全国各省，但主要迁入地方向明确，迁移趋势由侧重邻近省份转向国内主要城市群地

区，即影响人口迁移方向的主要因素逐渐由空间距离转变为经济社会要素．２０００年东北地区外迁人口

总量为１３８．０３万人，其中迁往山东最多，比例高达２６．３４％；其次分别为北京、内蒙古、河北等省份，其

比重均超过１３．００％，迁往京津冀、长 三 角 等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省 份 的 比 例 高 于 其 他 省 份 的 特 征 也 略 有 显

现．至２０１０年，东北地区外迁人口总量增加至３６９．８３万 人，相 对２０００年 增 加２３１．８０万 人，年 均 增 长

２３．１８万人，其迁往邻近省份 的 趋 势 相 对 减 弱，迁 往 内 蒙 古、山 东、河 北 的 比 重 均 下 降，而 迁 往 北 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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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比重大幅上升，北京成为外迁人口的第一目的地．可见，随着交通和现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以及现代多元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空间距离及地方性传统习俗对居民迁移的约束力正在减

小，迁移意愿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十分明显（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东北地区及黑、吉、辽三省区域内部迁出人口概况

地区　 年份 全国／万人
东北

人口／万人 比重／％

辽宁

人口／万人 比重／％

吉林

人口／万人 比重／％

黑龙江

人口／万人 比重／％

东北　 ２０００　 ２１４．４７　 ７６．４４　 ３５．６４　 ４９．４２　 ２３．０４　 １３．１６　 ６．１４　 １３．８５　 ６．４６

２０１０　 ４９４．０５　 １２４．２２　 ２５．１４　 ８６．９５　 １７．６０　 １９．４４　 ３．９４　 １７．８２　 ３．６１

辽宁　 ２０００　 ３６．１９　 ７．９７　 ２２．０２ — — ４．０６　 １１．２２　 ３．９１　 １０．８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１．４０　 １２．１５　 １１．９８ — — ６．３９　 ６．３０　 ５．７６　 ５．６８

吉林　 ２０００　 ６０．８７　 ２７．３３　 ４４．９１　 １７．４０　 ２８．５８ — — ９．９４　 １６．３３

２０１０　 １３７．２９　 ４２．０６　 ３０．６３　 ３０．００　 ２１．８５ — — １２．０６　 ８．７８

黑龙江 ２０００　 １１７．４０　 ４１．１３　 ３５．０３　 ３２．０３　 ２７．２８　 ９．１０　 ７．７５ — —

２０１０　 ２５５．３６　 ７０．０１　 ２７．４２　 ５６．９６　 ２２．３０　 １３．０６　 ５．１１ — —

　　从三省外迁人口流向来看，２０００年，辽宁外迁人口中，区域内省际迁移占比２２．０２％，区域外省际迁

移中，北京占比最高，达１５．１３％；此外河北、内蒙古、山东、广东、天津、上海等地也是辽宁外迁人口的主

要目的地．吉林区域 内 省 际 迁 移 占４４．９１％，区 域 外 省 际 迁 移 中，山 东 是 首 选 地，占 迁 出 人 口 总 量 的

１７．４４％，北京、内蒙古、河北、广东等地也均超过５％．黑龙江 区 域 内 迁 移 占３５．０３％，区 域 外 迁 移 人 口

中，山东亦占比最大（１８．８５％），其次为内蒙古（１０．０４％），此外河北、北京、广东、天津等地也是人口迁移

的重要目的地．至２０１０年，辽宁外迁人口中，区域内省际迁移占比下降，８８．０２％的迁移发生于区域外省

际迁移之间，且向北京（２４．４４％）、天津（８．０８％）、上海（６．２０％）等发达地区迁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吉林

区域内外迁人口比例也下降为３０．６３％，其向内蒙古、河北、山东等邻近地区迁移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

而向北京、天 津、上 海、广 东 等 地 的 迁 移 比 重 则 有 较 大 上 升；黑 龙 江 区 域 内 迁 移 人 口 比 重 下 降 为

２７．４１％，区域外迁移人 口 向 内 蒙 古、河 北、山 东 等 传 统 迁 入 地 区 所 占 比 例 也 有 所 下 降，转 而 向 北 京、
天津、上海、浙江等地迁移的比重上升（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黑、吉、辽省际迁移人口主要目的地分布 万人

区域外主要迁入地
２０００年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东北　 ２２．０　 ４４．９１　 ３５．０３　 １１．９８　 ３０．６３　 ２７．４１

北京　 １５．１３　 ７．７６　 ７．６７　 ２４．４４　 １５．５９　 １５．７９

河北　 １０．２６　 ５．４１　 ９．５２　 ７．４０　 ４．３４　 ７．６９

山东　 ９．９３　 １７．４４　 １８．８０　 ７．７７　 １３．５６　 １５．９８

内蒙古 ９．５６　 ５．４３　 １０．０４　 ７．２３　 ４．６５　 ５．６０

广东　 ８．９６　 ５．０６　 ４．２８　 ６．５５　 ５．４２　 ４．２６

天津　 ４．０３　 ３．１０　 ４．４６　 ８．０８　 ７．４０　 ７．６０

上海　 ２．４８　 １．６３　 １．６８　 ６．２０　 ４．２９　 ３．８６

江苏　 ２．３９　 １．６４　 １．８０　 ３．６１　 ２．９３　 ２．７１

浙江　 １．６６　 １．１４　 １．１４　 ２．１８　 ２．３６　 ２．１７

２．６　迁出人口以城镇人口、劳动力年龄阶段人口和初、高中文化水平人口为主，综合素质较高

囿于当前我国人口数据统计口径所限，不能直接获取东北地区迁出人口的结构信息，因此本文采取

间接推导方式获取．具体推导过程：选取东北地区迁出人口的６个代表性迁入地，以迁入地接收到的迁

入人口结构信息为依据，按照各迁入地迁入人口比例及各类迁入人口结构权重，反向推导东北地区迁出

人口的结构信息，辽宁、吉林、黑龙江迁出人口结构信息推导过程同理．下文有关东北地区迁出人口结构

的信息，均来源于主要迁入地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河北、天津等地的迁入人口结构信息，该方式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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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取东北地区迁出人口的确切信息，但具有较高的表征性．

（１）城镇人口占绝对数量．东北迁出人口中城镇人口比重＝∑
ｎ

ｉ＝１
Ｕｉ×Ｒｉ．式中：Ｕｉ 为ｉ地城镇人口

比重；Ｒｉ 为ｉ地所对应的系数；ｉ为江苏、上海、河北等６省市．
推导结果显示，东北地区迁出人口中城镇人口占绝对数量．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表明，其城镇迁出人口比

例达８６．８９％，而乡村人口比重仅为１３．０５％，这与西部、西南地区（如四川、贵州等）的输出人口结构有

较大差异．
（２）主要为劳动力年龄阶段人口．２０１０年外迁人口中，处于１５～６４岁之间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

达８９．９２％，可 见，外 迁 人 口 中 到 迁 入 地 工 作 的 人 口 占 绝 对 数 量；处 于０～１４岁 之 间 的 少 年 儿 童 占

７．７２％；而处于６５岁及以上年龄阶段的人口仅占２．３０％．已有研究表明，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２６］而东北地区劳动力 人 口 的 持 续 输 出 将 会 对 本 地 经 济 发 展 产 生 一 定 的 不 良

影响．
（３）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最多．从东北地区迁出人口受教育水平来看，当前拥有初中及高中文

化水平的人口占较大比重，其中４７．９４％为初中文化水平，１８．７２％为高中文化水平，为迁出人口文化水

平中占比最大的两类；其次分别为小学、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占比最少的则为未上过学的和研究生．与

全国迁出人口平均文化水平相比，［２７］东北地区迁出人口文化水平较高（见表３）．
表３　东北地区迁出人口结构

结构 类型 比重／％ 结构 类型 比重／％

城乡结构 城镇 ８６．８９ 受教育结构 小学 １４．２０

乡村 １３．１１ 初中 ４７．９４

年龄结构 ０～１４岁 ７．７２ 高中 １８．７２

１５～６４岁 ８９．９２ 大学专科 ９．０３

６５岁及以上 ２．３０ 大学本科 ７．９６

受教育结构 未上过学 ０．７８ 研究生 １．３８

３　讨论

３．１　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将减弱区域振兴动力，急需超大城市引领

东北地区因国有资本企业较多，受国家政策影响严重，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人口出生率急剧

下降，远低于国内其他地区，因此人口总量占比不断下降．但当前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呈负数的态势已

不利于该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亦不符合全国人口总量变化趋势，长此以往将减弱区域振兴动力．
从当前城镇体系结构来看，东北地区暂无超大城市，沈阳和大连虽为特大城市，但与其区域性中心城市

的地位相比，城市人口规模依然不足，未来应积极采取措施，合理承接京津冀等发达地区的外接产业，以
壮大区域性中心城市，扩大其人口规模，提升东北地区整体地位．
３．２　积极促进城镇化进程，鼓励落实二胎政策，平衡年龄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凭借传统装备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早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初期城镇化

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亦是全国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２８］但当前东北地区整体城镇化速度

缓慢，从２００８年以来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已基本与东北地区持平，近年来由于东北地区经济的持续下

滑，城镇化过程受阻，导致其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趋势显现．因此，积极推动东北地区城镇化

进程，合理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解决非农化过程中就业、居住、社会福利、养老等问题，促进城镇化

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同步增长，是解决东北地区经济、社会、人口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失调，突出表现为少年儿童比例较低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虽然当前东

北地区总抚养系数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过低的少年儿童比重及当前的劳动力人口会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陆续进入老龄阶段，将会导致未来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人口承担过高的抚养压力．因此，东北地

区首先应鼓励落实二胎政策，平衡人口年龄结构；其次，应采取多样化的养老方式，综合解决老年人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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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问题，以缓解传统养老方式给下一代带来的沉重社会压力．
３．３　外迁人口方向明确，质量较优，但人口外迁并非造成“东北现象”的主因

东北地区迁出人口目的地从周围邻近地区向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转移的趋势明显．且迁出人口

中，大多来自城镇，正处于劳动力年龄阶段，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这种状况可能进一步减缓东北地区城镇

化进程，加剧老龄化问题，减弱区域内劳动力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降低教育资源投入－产出

的效应．重视人才，尊重就业工人，适当提高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进一步提升居民受教育水平，加大

对各类需求人员的吸引力度是当前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方法．
两次普查间，东北地区年均流出人口２０余万，相对国内其他地区来看，其规模与比例均不突出，表

明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并非人口外迁．已有的研究认为，人口迁移对迁出地的影响有

正有负，因此其具体效应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但东北部分地区作为中国边境，与东北亚地区多国接壤，
其严重的人口流失不仅将带来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挑战，甚至导致边境安全面临隐患．［１９］要解决这一

问题，可通过政府合理引导就业、企业扶持就业、社会支持创业，加大本地就业化比重，以减少外迁人口，
同时更好地抓住与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此外，要为边境地区居民提供合理的政策、资金补

贴，以维护边境安全．

４　结论

在人口结构方面，东北地区近年来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占全国人口比重亦不

断降低；城镇化水平增长缓慢，逐渐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并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趋势；年龄结构失

衡，老龄化现象突出，少子化问题更为严峻．在人口流动方面，流动人口总量上升，整体呈流失状态，年均

流出人口２０余万，但区域内部有别；外迁人口迁移距离延长，更多关注地区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外迁人

口质量较优，以城镇、劳动力年龄阶段及初、高中文化水平人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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