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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政策是多重主体动态博弈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张车伟 
 

    回顾世界人口迁移历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迁移，无疑都会受到其政策、制度、经

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在中国亦是如此。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典型的“候鸟式

迁移”“钟摆式转移”等非稳态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永久式的市民化转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贫民化转移”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中国人口流动规模、模式、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流

动人口政策的重要影响。因此，对我国流动人口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动态分析和效果评价，有利

于了解中国的人口流动、人口结构变化、空间布局变化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状况。 

    《中国流动人口政策演化与评价：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樊士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一书，基于数百个政策文本的梳理及系列政策指标的设计，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

究了中国流动人口政策的动态演化脉络、内在机理及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作

者重点对流动人口户籍、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等政策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剖析，并进行国际和

区域双重比较和政策评价，尝试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政策演化脉络 

    作者在书中澄清了对于流动人口政策的认识误区，剖析了中国和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政策的

演化脉络与内在机理，致力于丰富和拓展该领域的基础理论。 

    学界往往将流动人口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微观干预相混淆，并将其统称为流动人

口政策。该书对其进行了界定和厘清，并将之划分为宏观政策的范畴和微观干预的范畴。作者认

为，中央层面的政策变迁和地方层面的微观规制，在人口流动中起到微妙作用。无论是中国流动

人口政策，还是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政策，先后主要呈现了由“严格控制流动”到“防范管制式

的有限流动”，又递进到“允许流动”，再到目前最新的“规范流动”的主要演化脉络。其内在机

理体现为多重经济主体相互间的动态博弈与制衡，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达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外流人口与发达地区抑或城市居民之间，以及外流人口、城市居民与

政策三者之间的博弈最为典型。在这一阐述过程中，作者遵循从中国和区域的零星事实到一般规

律性的典型事实，再到内在演进机理的理论研究，既对全国层面流动人口政策的演进机理进行了

客观、深入、系统的剖析，又为区域层面的流动人口政策演进、比较和评价构建了新的分析框架，

不仅关注了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政策与全国政策的共性特征，而且聚焦了差异化特征。 

    政策制定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全书既对长三角地区进行了“空间解构”，又对流动人口政策进行了内容解构”，系统梳理了

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主要专项政策的演进机理和效果，并致力于区域内不同流动人口政策的比较

研究。作者一方面对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户籍政策、医疗保险政策和子女义务教育政策，进行了

脉络梳理和效应评价；另一方面，对长三角地区不同省市流动人口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 

    该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户籍政策先后经历了严格控制阶段、逐步松动阶段和深化

改革阶段。区域内江浙沪的这一政策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化特征。其共性是建构在中央户籍

改革政策的宏观框架下、逐步改变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政策指向、相互间的壁垒有所降低等，其差

异性体现为户籍改革的方向不同、户口迁移限制松紧不一、进程快慢不同等。在子女义务教育政

策方面，长三角地区先后经历了“借读”“两为主”“两纳入”“以全面保障平等教育权利为目标

的深度推进”等阶段，区域内不同省市既存在逐步放松的共性趋势，又存在差异化特征，如不同

阶段的退出与引入时点不一、具体制度创新方式不同、执行力度不同等。这些系统性解构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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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不仅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不同省市的政策制定，乃至长三角地区

流动人口各专项政策的一体化，提供了决策参考。 

    从国际和区域比较中学习借鉴 

    该书同时进行国际和区域流动人口政策的双重比较，重点剖析政策出台前的宏观社会经济背

景、出发点与内在逻辑、实施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以及政策实施后的社会效应，为优化流动人

口政策、推进人口合理流动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作者不仅对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等其他区域之间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区域比

较，而且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国际比较。既关注了区域之间与国家之间

的一般性与共性特征，又突出了相互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为长三角地区优化流动人

口政策，实现人力资源更大范围的畅通流动和有效集聚，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直接的决策参考，对其他区域乃至全国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度安排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该书认为，无论是区域间还是国际间的流动人口政策，都既具有共性特征，又存在差异化特

征。在国家层面，整体政策与区域层面自身政策的互动与一体化，可以借鉴欧盟消除人口在国家

间跨国转移的障碍，推进流动人口政策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在户籍制度方面，可以学习日本高效、

细致、动态的数字化身份和居住管理模式；在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的政策一体化方面，可以借鉴

欧盟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行统一的电子医疗卡，以及日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统一与强制式的“国

民健康计划”；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可以学习美国成立专门的流动儿童教育管理机构，并推行

“流动学生教育计划”专项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