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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总结近年来特别是 “十一五”期间中国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并指出当前学科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研究着重探讨未来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及重点研究领 

域。“十二五”期间重点研究领域应在：人口迁移、城市化对经济推动作用的定量分析与评 

估，城乡统筹发展 目标下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研究，城市化过程中乡一城迁移人口的户 

籍制度改革设计，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受害迁移预案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国 

际人口迁移及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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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历来是人口科学的研究重点。自19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 

迁移与城市化空前活跃，为我国开展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现实基础，从而也推动 

我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得以迅速发展。但由于调查数据及国内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局限，致使我 

国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薄弱环节。本文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十一五”期间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的主要进展，剖析当前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 

题，探讨我国 “十二五”及未来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及需要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和课 

题，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健康发展。 

一

、 “十一五”及以前学科研究的主要进展和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在拨乱反正与国际交流学习中逐步走向科学发展轨道，对我国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1．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的主要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及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关于人口分布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分布变动的 

问题。我国特殊 自然环境地域结构的制约，决定了我国特殊的人口分布模式。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 

庸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 “瑷珲 一腾冲”线 (又称 “胡焕庸线”)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王桂 

新研究指出，我国人口分布虽然极不均匀但基本合理 (合理度达 80％)。而且我国自然环境地域结构 

的稳定性，使我国人口分布模式形成很大的惰性 。刘纪远、岳天祥等通过采用遥感及 GIS技术分 

析，认为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受第一性生产力和陆地地势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自然因素对人口空间分 

布的影响依赖于交通设施和城市规模及空间分布等经济因素 。韩嘉富等还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 

LORENZ曲线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进行了可视化研究 。相对来说，近年少见考察分析出 

生、死亡及迁移变动等直接因素对我国人口分布变动影响的相关研究。 

(2)关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基本事实的研究。大量研究通过考察移民属性，弄清了谁在迁移、 

哪些人在城市化的问题。张善余、杨云彦、段成荣等学者先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日趋 

活跃，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也由延续数百年的向北方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迁移，由向稀疏地区进行 

开发性迁移转变为向人口稠密地区的集聚性迁移 。王桂新等考察发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 

等三大都市圈对人口入迁的吸引作用持续增强 ，构成我国省际人 口迁移的三大 “吸引极” 。丁金 

宏、范 ·辛迪 (Fan Cindy)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 了这一时期省际人 口迁移的流场及其演变特 

征 。蔡建明等还推断人口迁移当前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未来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 

区范围内  ̈。王春光、谢桂华、翟振武等不仅系统考察了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还分析了其影响 

因素及最新动态  ̈ 。周皓、刘传江还开展了流动儿童及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 卜̈ 。 

(3)关于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原因或影响因素的研究。段成荣、周皓、坂本博和戴二彪、范 ·辛 

迪、曹洋等几位学者分别根据不同迁移理论和模型，考察了人口规模、收入差异、国家政策、空间距 

离、移民传统、自然条件等宏观因素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影响特征，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 

迁移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基本符合这些传统迁移理论所揭示的人口迁移规律 。俞路和张善余 

等研究发现，中近距离迁移 (1200公里以内)主要受经济距离和人口规模影响，远距离迁移 (1200 

公里以上)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地理距离和气候条件 。唐家龙和马忠东则主要从微观角度，分析 

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对人 口迁移的影响 。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定量 

分析，得出量化结论，是上述诸多研究的重要特色。王桂新还根据人 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迁移原因 

的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原因及机制发生了由以社会原因为主转变为经济原因为主、由计 

划型迁移为主转变为以市场型迁移为主的重大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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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影响后果的研究。蔡畴的团队对我国人 口迁移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比 

较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在 1978～1998年间我国GDP的增长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贡献 

达到21％ ]。蔡I方j丕分析了未来把城市化作为新增长点的意义 。王桂新、黄颖珏考察指出，1995～ 

2000年间的省际人口迁移，推动东部地带同期的 GDP增长了 10％以上 。段敏芳进一步考察了人 

口迁移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杨开忠也系统分析了我国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王德、刘传 

江等考察了人 El迁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迁移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但也有 

学者持不同意见 。朱宇则认为，人 口迁移既是区域差异扩大的结果，也是解决区域差异扩大问题 

的重要途径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 

但陈明星和陆大道等通过对我国城市化的综合评估，指出城市化的综合发展将对土地资源、能源安全 

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压力 。 

(5)关于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外来人 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这是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学科近年讨论 

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学界普遍认为，现行户籍制度是制约我国人1：1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正是这一制度性因素，造成了我国特有的 “半城市化”① 及 “外来人 Iii”或 “农民工”问题。王春 

光、刘传江、威善平、王桂新、张得志等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城市 “外来人口”或 “农民工”状况， 

发现他们虽然对城市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就业、收入、居住、医疗、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子 

女入学等诸多方面都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很难融人城市社会 ，并对如何改善他们的待遇、促进 

他们的社会融合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在考察城市外来人口问题的同时，学者们也积极开展 

了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研究。王美艳、蔡防提出了改革户籍制度的三项措施 ，彭希哲等则提出户 

籍制度的分步改革思路，如先尝试通过政策体系的透明化以及管理与服务手段的不断完善，使流动人 

口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公平地享有权利 。朱宇和陈文哲却通过在福建省的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的 

目的地选择已呈定居城市 (镇)、循环流动和回迁家乡 “三维分化”，并建议政府改革应该考虑流动 

人口选择多样化的需求 。陈金永 (Kam Wing Chan)和戴维斯 (Davies)等国外学者也对我国户 

籍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察分析 。 

(6)关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战略及政策的研究。在促进人 口迁移方面争议不大，但农村人 口应 

主要迁移到哪些城市、城市化应采取什么战略则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主张重点 (或优先)发展 

小城镇 (包括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等不同观点的学者 ，仍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宁越敏、李 

健根据对城市化国际经验的总结 ，提出我国的城市化应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邵怀友、朱宇也从 

城乡协调发展视角，以福建为例探讨了大城市城郊地区 “就地城市化”的发展 。沈建法、张力则 

分别考察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特点，并探讨了未来城市化的发展 卜 。王桂新、俞奉庆还 

从全球化战略出发，提出应加快上海世界城市的建设 。顾朝林、张鸿雁等更从不同的角度，分别 

以 《我国城市化格局 ·过程 ·机理》和 《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两本专著，系统地考察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机制、过程及发展战略与相关政策 。 

2．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 “十一五”期间，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发展 

较快，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很好地摸清了我国人E1分布的基本特征以及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把握了人口分布的 

变动规律及其未来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人们为什么不迁移的问题，甚至也解 

释了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形成根源。 

其次，基本摸清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的基本问题。如谁在迁移 (移民属性)，为什么迁 

① 帝 箜手《j在村奎 迁△城市但赤 获得城市户籍转变为市民的城市化称为“半城市化”，把获得城市户籍转变为市民的城市化 签 完拿撼 化’ 
；鏊 、．_左学金坦两 情况称为 “浅度城市化”和 “深度城市化”；王桂新把两种情况作为城市化的两个发 展阶段

， 分别称之为 “集中化·形式城市化”和 “市民化一实质城市化”。另外，也有非正规城市化和正窥．城 化-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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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迁移原因或影响因素)，主要从哪里 (迁出地)迁向哪里 (迁入地)，什么时候迁移 (不同时间 

迁移规模或强度的变化)，在迁入地做什么 (迁移目的或就业状况)，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后果。 

再次，加深了对城市化本质规律，以及对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进程重要意义的认识和理 

解，把握了我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明确了我国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如户籍制 

度)及其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以及推动我国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最后，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多角度的交叉分析和综合研究，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密切 

结合，以及遥感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等现代技术方法的广泛引入，都 日益成熟并逐步形成自 

己明显的学科研究特色。学科研究水平日益提高，与发达国家同一学科研究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 

二、“十二五”及未来学科研究发展趋势及重点研究领域和课题 

1．当前学科研究的总体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薄弱环节 

如前所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 “十一五”期间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发展较快，并取得 

重要成就。目前的研究进展仍在以往轨迹的延长线上。相关学科研究的交叉和综合，现代技术方法的 

引人和应用，基础数据资料的充实和完善，都已使我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沿着以往轨迹的延长 

线继续深入和发展。但与国外特别是欧美、Et本等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进展比较，我国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薄弱环节。 

(1)对一些基础性问题尚未很好地研究解决。如城乡划分及城市人口的定义与统计尚缺具权威 

性和可操作的统一口径。由于对城乡划分及城市人 口的定义与统计问题仍未很好地解决 ，不仅使各地 

对城市人口统计口径不一，缺乏可比性，更直接影响对城市化的科学统计、认识和研究 。有关 

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及人口迁移、人口流动等一些基础概念也十分混乱，有待于加以科学 

规范。 

(2)缺乏全国系统性的个人、家庭等人 口迁移微观层面的调查统计数据，影响了对人 口迁移问 

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现在我国每 10年进行一次人 口普查，其间进行一次补充性人口抽样调查。全 

国系统性的人口迁移数据只能从这两类人口调查中获得，但公开出版发表的数据只有统计处理后的集 

体数据，而微观层面的个体数据则基本不公开，这就无法根据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人口迁 

移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更深入的微观层面的分析，也不利于对迁移人口的迁移历程及人口迁移过程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另外，对全球化背景下 日益频繁的国际人口迁移的统计与研究也仍十分 

薄弱。 

(3)相对于人口迁移影响原因的研究，对人 口迁移后果 (或归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 

从城乡统筹角度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还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偏重人口迁移对流入地 (城 

市)影响后果的研究，而少见人口迁移、城市化对流出地 (农村)影响后果的研究，更缺乏从城乡 

统筹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人 口迁移对城乡发展影响后果的研究；二是即使对人 口迁移对流入地 

(城市)影响后果所进行的较多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定性的描述性研究，而缺乏更深入的系统性的 

定量分析研究。 

(4)对人El迁移与城市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仍较薄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El迁移与城市化研究 

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实证研究方面，理论研究还比较落后。由于缺乏对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不同制度下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过于强调我国特殊国情条件下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特 

殊性，忽视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员，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也应该符合人类社会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普遍 (或共有)规律。这一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我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 

的理论概括和提升，甚至造成少数理论研究 中所提出的所谓理论 “创新”成果缺乏国际学术界的 

认可。 

(5)对人 El迁移与城市化政策及战略对策的研究 ，还基本局限于政府行政文本式的口号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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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采用科学的定量方法进行多方案的系统分析和定量评估，致使提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政策及战 

略对策缺乏坚实的科学依据，难以对不同的人1：3迁移与城市化政策及战略对策体系进行评估比较和决 

策选择，更无法把握这些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政策及战略对策的实施后果。这不仅是我国人口迁移与城 

市化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更影响和延缓我国对一些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重大问题的解决。如城市外来 

人口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及大中小城市孰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战略问题，都是由于缺乏科学评估而迟迟不 

得解决的重大问题。 

2．“十二五”及未来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及重点研究领域和课题 

(1)“十二五”期间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理论来源于实践，学术研究也应主要把握和 

服务于实践的需要。展望 “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发展将主要呈现如下特点，这 

些特点又将决定我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 

首先，人口迁移将继续活跃和发展，人口迁移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空间格局也不会发生实质 

性变化。我国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和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动力；发达 

国家通过人口迁移、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启示我国也必须发挥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推动经济 

发展的重大作用。2009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一号文件又一次强调的 “积极稳妥推 

进城镇化”一系列号召和部署，显示中央政府已下决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加快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历来都是人口迁移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而 目前我国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已持续扩大到逼近 “红线”，形成诱发人 口迁移的更大潜能。在此客观潜能的作用下再加政府、市场 

的 “双重”推动，人口迁移必将持续活跃和发展，迁移选择也将更加多样化。但从各方面影响因素 

的综合分析来看，“十二五”期间，人口迁移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要从中西部地区迁向东部地区 

(特别是三大都市圈)、从农村迁向城市的基本空间格局仍将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其次，城市化仍将持续加速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迁移，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人口迁移的主流。因此，持续活跃的人口迁移必然带来加速发展的城市化。200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 

为45．7％，根据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十二五”期间仍将处于加速发展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 

户籍制度等主要制度设计并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上述中央政府将要开展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必将给 

长期受束缚的城市化注入新的动力，推动城市化更快更好地发展。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基本都已达到 

70％以上，其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我国的城市化率尚处不足 50％的水平。不管蔡畴所说的 “刘易 

斯拐点” 是否已经到来，都不会影响我国 “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趋势。 

第三，户籍制度改革将进入实质性改革阶段，户籍制度改革使人 口迁移逐步由 “临时性”流动 

为主向以 “永住性”迁移为主转变，并推动城市化向深度 (或实质)城市化发展。目前，人们已普 

遍认识到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病和不合理性，认识到现行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形成 

了很大的制约，要推进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向深度 (或实质)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会议和文件，都已明确提出要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一旦进行实质性改 

革，必将使人口迁移逐步由 “临时陛”流动为主向以 “永住性”迁移为主转变，并推动城市化由以 

形式城市化为主向实质城市化为主方向发展。怎样对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改革以后人口迁移与 

城市化一些重要特性的改变，将伴生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第四，全球化的推动，将加速国际人口迁移与世界城市系统及世界城市化的发展。金融危机的冲 

击说明我国已开始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对外开放与交流以及世界经济分工合作的要求，都将促进 

我国国际人El迁移特别是使外国人迁入我国日益增多。世界城市系统及世界城市化的发展也将波及世 

界各个角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也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化竞 

争，加快建设 自己的国际化城市乃至世界都市，以提升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分享全球化的利益。 

这样，就要求必须加强出入国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国际人口迁移的调查统计，开展国际人口迁移及其对 

我国发展影响的研究；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把国内城市化与世界城市化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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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城市化中加快自己国际化城市及世界都市的建设。 

(2)“十二五”期间应该加强研究的几个重点领域和课题。根据 目前我国人VI迁移与城市化研究 

存在的一些不足及 “十二五”期间人EI迁移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迁移与城 

市化学科应该重点推进以下几个领域的研究。 
一

是基础问题研究。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水平，所以在 “十二五” 

期间仍要继续一如既往地重视加强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基础研究。一方面，要加强对有关基础概念 

及数据资料整备等一些基础之基础问题的调查研究，如前面所说的城乡划分及城市人 VI的定义与统 

计、各类人VI概念的规范、一些人VI迁移与城市化数据的调查统计等，都尚缺具权威性和可操作的统 
一 口径。同时，踏踏实实地开展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加强对国外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规律的研究和经验借鉴，考察我国特殊国情条件下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特殊性，把总结人口迁移 

与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我国特殊国情条件下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实践结合起来，以严谨的科学态 

度进一步概括和提升我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及理论研究水平，为丰富世界人口迁移与 

城市化理论宝库作出贡献。 

二是学科前沿研究。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学科的前沿研究 ，主要包括理论前沿研究、方法前沿研究 

和多学科交叉对一些重大实践问题的综合性研究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也都是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学科研究长期坚持、永续推进的研究方向，“十二五”期问同样也要高度重视。理论前沿研究包括探 

索和总结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世界普遍理论和发现各个不同国家或地区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 

特殊规律。如上所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水平还不高，所以应注意把总结世界人口 

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起来概括和提升我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及理论水 

平。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分析技术也同样是我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学科的弱项 ，有待努力挖掘本学科 

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以及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文理 

之间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相互合作共同对一些重大实践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已成为当今学术 

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就是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等 

若干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人口学一定要在其中利用 自身专长，并学习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先进理 

论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及方法体系，在对一些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发挥 

作用。 

三是重大实践问题研究。全球化浪潮已冲击到世界各个角落，我国也正处于重要改革、转型与发 

展时期，“十二五”更是我国改革、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研究 

解决。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作为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过程，不仅事关我国的改革、转型与 

发展能否成功，对世界发展亦有重要影响。同时在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方面也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研究 

解决。如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一时的 “民工荒”，是否说明农村已无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已到? 

推动城市化已是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但现有户籍制度又在严重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户籍 

制度要不要改、怎样改、何时改?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没有户籍居住在城市，弱势集团的地位和鲜明 

的公民待遇差异，已构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尽快妥善解决?怎样在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过 

程中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和生产力的优化布局?土地流转问题、收入差距扩大 

等问题都与人口迁移、城市化密切相关，如何在推进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过程中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 

全球化已造成大量外国人迁入我国，国际人口迁移已日益深刻地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 

全的各个方面，而我国在国际人口迁移研究方面还十分薄弱，也亟待加强。“十二五”期问应该开展 

对这些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 

基于以上，建议在 “十二五”期间首先应该重视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 是人口迁移、城市化对经济推动作用的定量分析与评估。在近年产业调整、经济转型时期，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已被政府作为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就要求考察人VI迁移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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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和作用环境，评估现阶段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研 

究人口迁移、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人口迁移、城市化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多方案模拟分析和综合评估，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二是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下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研究。城乡统筹发展，一直是中央政府关于区 

域发展的主要政策 目标 ，而人口迁移、城市化又与这～政策 目标密切相关。这就要求应在城乡统筹发 

展目标下考察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村人口转移潜力，预测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以及 “刘易斯拐点” 

出现以后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演变趋势，探讨 “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的人 口迁移与城市化对城 

乡统筹发展的影响，提出城乡统筹发展 目标下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战略。 

三是城市化过程中乡一城迁移人口的户籍制度改革设计。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 “深化 

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的发展。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已议论多年但并无明显进展。以上预想 

“十二五”期间户籍制度将可能进入实质性改革阶段 ，为了推进和搞好这一改革，需要探讨我国应该 

实施怎样的户籍制度，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进行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按 

怎样的步骤和时间表推进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要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外经验，进行模拟分析，提出可 

行性改革方案。 

四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受害迁移预案研究。近些年来，我国地震、洪水等 自然 

灾害频频发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应尽快从全国范围考察地震、洪水等各种大面积 自然 

灾害易发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评估这些地区的受灾危险性及不同情况下的受害损失强度，绘制各种 

资料地图；探讨这些地区居民的迁移安置或一旦受灾后的临近迁移安置预案，提出相关的防灾、抗 

灾、救灾多元化战略及居民迁移安置预案的实施措施。 

五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迁移及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伴随全球化发展的国际人 

口迁移 日益频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愈益深刻。这一研究应该重点放在外国人向我国的迁 

移，考察全球化背景下外国人向我国迁移的发展趋势、国别迁移规模及入迁外国人属性特征、迁移我 

国的目的和类型，迁入我国的地区分布及就业特征，分析这种国际人 口迁移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其对 

我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提出应对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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