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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在急剧老化。2020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8.7%。然而在一些大城

市，如广州，60岁以上人口只占11.4%。深圳更低，只有5.3%。同年，全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占比为63.4%。而在深圳和广州，这一数字分别为79.6%和74.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1~16个百分

点。在人口全面老龄化的背景下，这些大城市缘何能够保持“青春常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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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迁移的年龄选择性

人口在流动迁移（Migration）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年龄选择性。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广

泛参与流动迁移的往往是年轻人。许多年轻人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由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甚

至由一国迁移至另一国，以寻找更好的教育、就业和生活机会。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城市拥有更加丰

富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个人目标。而对于大城市而言，数量庞大的流动年轻人群体则使得其人

口不断更新和变化。

年轻人更倾向于流动迁移的这一大致印象，与已有的国际经验是一致的。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通常

在两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峰值——青壮年阶段和幼儿阶段。幼儿由于年纪尚小，需要照顾，常常随同

父母迁移。以印度2011年国内不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为例，如图1所示，印度的国内地区间迁移人口

在0~4岁及15~29岁这个两个阶段分别达到了峰值，且以青壮年阶段的峰值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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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印度国内迁移流量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印度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库，2011年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人口流动迁移是否也呈现出类似的年龄特征？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

流动迁移人口的年龄特征有何特殊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借由年龄结构，是否可以进一步推知中国流

动群体的居留模式？大城市，也即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在接纳潮水般涌入的年轻人的同时，是否也在

目送一批又一批“曾经是年轻人”的流动人口离开？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近日发表了一项关于中

印日美人口迁移年龄结构的比较研究（详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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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流量和迁移存量的区分与度量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年龄指标，将移民的年龄特征与居留模式联系起来。以往关于移

民落户定居 (Settlement) 状况的研究，大多经由问卷调查考察流动群体的“居留意愿”。例如，研究

哪些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更高的收入是否会导致他们更愿意长期定居，等等。然

而，流动群体的“居留结果”，即有多少人真正长期定居在了流入地，则很少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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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居留状况进行大规模、全覆盖的调查统计费时费力，颇为

困难。再加上流动群体本身的不稳定性，使得对于流动群体居留结果的研究很不容易开展。而迁移人

口的年龄数据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痛点——研究者可以从公开的人口数据库中获取较为完整的、覆盖

群体范围很大的年龄数据。那么，如何利用年龄数据来考察流动群体的居留状况呢？我们使用了两个

核心概念：迁移研究中经典的流量（Flow）和存量（Stock）概念。

具体而言，迁移流量（Migrant flow）指的是一定时间、范围内参与迁移流动的人口，即一定时

期（例如一年、五年）内有“流动”行为的人口。而迁移存量（Migrant stock）则指的是过去曾经

流动迁移且在调查统计时仍然留在迁入地的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迁移研究中很少、也很难调查国内迁移人口的存量。这是因为大部分国家的国内

迁移不受限制；在一国之内，法律上也没有“本地人”与“外地人”之分，外来人口在流入地住上几

个月或一年，就可变成本地人，享受本地人同等的福利。因此，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普查中，关

于人口迁移的调查往往只限于了解近期的迁入流量，而没有调查存量（印度是个例外）。在国际迁移

调查中，则通常有存量和流量两种数据。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库公布了国外出生

（Foreign-born）的、调查统计时居住在美国的移民数量。这些移民人口在美国以外出生，从国外迁

入美国，属于国际迁移存量。另外，美国移民局统计的每年以各种方式迁入美国的人口，属于国际迁

移流量。对于国内移民，美国的各类人口调查无法区分“本地人”与“外地人”， 因此没有国内迁移

存量数据，而只统计了近期迁移的人口，也就是国内迁移流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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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存在户籍制度，使得“非户籍迁移”这一统计口径提供了难得的国内迁移存量数据

——只要迁移者不拥有本地户籍，他们即被统计为“流动人口”。也就是说，中国的“流动人口”这

一统计指标提供了其他国家没有的国内迁移存量数据。此外，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其人口普查

也对近期的国内迁移流量进行了统计，例如人口普查中有关于“五年前常住地”的问题。将被调查人

五年前常住地与现住地对比，如果不同，则该被调查人被计入迁移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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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日美四国移民年龄结构比较

厘清了迁移的流量与存量这两个核心概念，我们就可以将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

图2是中国、印度、日本、美国的国内迁移流量及美国跨国迁移流量的年龄结构。如图所示，印

度、日本和美国的国内移民流量均呈现“双峰式”的年龄结构，青壮年和幼儿为参与迁移的两个主要

群体。而中国的迁移流量只在青壮年阶段呈现出一个峰值，为“单峰式”的年龄结构。这一年龄结构

与美国跨国迁移流量的年龄分布类似，二者均为单峰式。由此可知，中国的幼儿较少参与国内人口迁

移。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的国内人口迁移状况极为不同，而与国际人口迁移情况类似。我们可以认为，

青壮年是参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单一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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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印度、日本及美国的迁移流量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源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其他国家数据来源于2010或2017年人口普查数

据

至于迁移存量，图3呈现了中国和印度的国内迁移及美国的跨国迁移存量的年龄结构。印度的国内

迁移和美国的跨国迁移存量的年龄结构曲线都比较平滑，并且在60岁以上的年龄组略微上扬。这一年

龄特征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初始的年轻移民随着时间流逝年纪渐长。另一方面，初始移

民在流入地逐渐安顿下来以后，很多人会将居住在流出地的家人接来与其团聚。迁移存量的年龄分布

相应地不再集中于青壮年，其年龄结构曲线较迁移流量（图2）更为平滑。

然而，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如图3所示，中国的迁移存量不具备这些特征，依然集中于青壮年。

这也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早先的年轻迁移者随着年龄的增加相继离开流入地，不再是

流动群体的一员。另一方面，他们的家人也未能与他们在流入地团聚。换言之，中国的迁移存量是一

个“青春常驻”（Forever young）的群体。

图3 中国、印度及美国的迁移存量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各国人口普查数据库，2010年或2011年

更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将迁移流量到存量的转变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即可拟合推算有多大比例的

参与迁移行为的“流量移民”最终成为了长期居留的“存量移民”（具体计算过程详见论文）。这一



1/21/24, 10:40 AM 中国城市青春常驻的秘密-严肃的⼈⼝学八卦的财新博客-财新⽹

https://renkou8gua.blog.caixin.com/archives/272214?originReferrer=caixinsearch_pc 6/9

推算过程估计了长期居留的移民占全部迁移流量的比例，提供了考察流动群体居留结果的一个有效

的、概括性的指标。我们在进行相关计算后发现，经历这一演进过程后，只有约45%的中国国内迁移

人口从流量转变为了存量。而印度的国内迁移人口和美国的跨国迁移人口的居留比例则高得多，分别

达到了约81%和67%（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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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国内迁移、印度国内迁移及美国跨国迁移的居留比例

注：图中S指标为迁移流量转变为迁移存量的比例

0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人口流动以年轻人为主，幼儿和老年群体较少参与流动。此外，随着早期参与流

动的年轻人年龄渐长，他们往往会离开流入地返乡养老或继续工作。这些特征显著有别于其他国家的

国内迁移，而较近国际无证移民、客工 （guest workers）的模式，即年轻时跨国出去打工，但因为

缺乏合法入籍的条件，年迈时不得不返回迁出地。这些特征也进而印证了户籍等制度性壁垒与国家间

的移民管控发挥的作用相类似，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移民群体在流入地长期定居、落地生根和融入当地

的社会生活。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诸如深圳、广州这一类的大城市，即使在全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其人

口依然得以“青春常驻”，正是由于不同世代的外来人口在年轻时源源不绝地流入，年长时又无法在

当地定居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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