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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去大城市，

这种人口流动是中国城市发展和建设中不可避免的，而随着近年来流动人口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如何

对他们进行管理就成为了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大数据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文章以广西某

某地方为例，对当地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进行调研，结合当地现有工作经验，分析当地在流动人口管理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利用大数据技术服务于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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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greatly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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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leaving their hometown to go to big cities. This kind of popula-
tion mobility is inevitab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ities. With the conti-
nuous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how to manage 
them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face, and Big Data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Taking a certain place 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a-
sic situation of the local floating popula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ocal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xisting local work experience, and 
propos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to use Big data technology to serv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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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流动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我国近年来人口流动规模逐渐增大，并呈现出规模不

断扩大的趋势。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发明显。流动人口作

为我国人口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流动特点对我国人口管理带来较大挑战。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大数据

技术能够有效提升政府对于流动人口管理的水平，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服务于流动人口管理是实现流动人

口管理精细化和高效化的重要途径[1]。 

2. 流动人口大数据的特点 

2.1. 数据量大 

流动人口大数据的数据量是指流动人口大数据的数量规模，也即是指流动人口大数据的数据规模之

大。目前，以城市为中心、以流动人口为主题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调查，采用的调查问卷多为纸质问卷，

需要在纸质问卷上标注调查时间、调查地点、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信息，这就使得整个调查问卷的数量呈

现指数型增长，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另外，由于受时间、地点、交通等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在

一年中往往会出现多次出行和停留行为，而每次出行和停留行为都会产生新的数据记录，这就使得流动

人口大数据呈现出“滚雪球”式增长。 

2.2. 来源广 

流动人口大数据的来源广泛，既有常住人口数据，也有流动人口数据；既有户籍人口数据，也有非

户籍人口数据；既有在本地的流动人口数据，也有在外地的流动人口数据。同时，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

性较强，流动的方式也较为多样，如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村到非农村等。因此，流动人

口大数据不仅包含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活动轨迹数据，还包含了常住与非常住、非本地与本地的活动

轨迹数据。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大数据来源更广、类型更丰富、种类更多样。对于不同类型的流动人

口大数据，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和挖掘技术进行挖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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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层级复杂 

流动人口大数据具有多层级性，包括市、区、县、镇(社区)和村(社区)等各级。市级层面的数据主要

有省统计局提供的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数据，通过省级平台可以共享省级层面的流动人口数据；区县层

面的数据主要是市级流动人口大数据平台中的区县数据，通过区级平台可以共享县级层面的流动人口数

据；镇(社区)层面的数据主要是市级平台中的镇(社区)数据，通过镇级平台可以共享镇级层面的流动人口

数据；村(社区)层面的数据主要是市级平台中的村(社区)数据，通过村(社区)平台可以共享村级层面的流

动人口数据。因此，各级共享层级复杂，共享层级低[2]。 

3. 流动人口大数据的作用 

3.1. 现状分析：做到心中有数 

流动人口的数据分析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

比如其年龄、性别、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在进行现状分析时，可以选择从宏观上进行

分析，也可以从微观上进行分析。在宏观上分析时，可以选择利用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公安户籍数据

和流动人口管理系统数据等。在微观上分析时，可以对流动人口进行具体的调查和统计，比如人口年龄

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构成等。同时，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调查和统计，还可以了解到他们

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生活状态等[3]。 

3.2. 趋势预测：做好研判、完善管理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大城市多、小城镇少的特点，这与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选择离开家乡去城市发展。面对着我国流动

人口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如何科学合理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流动人口大数

据可以通过分析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结构、来源地等情况，进行科学预测和研判，从而

为城市政府管理工作提供决策支持。比如在我国每年春运期间，大数据就可以通过对春运期间各火车站

地区的流量和人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从而为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管理提供参考。 

3.3. 决策支持：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支撑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使用到手机，而手机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实现很多功能，比如通讯、支付、

交通、购物等等，但是这些功能都需要消耗流量，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很多数据，比如使用手机的时间，

以及在使用手机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等。这些数据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帮助的，而政府也可以通过对这

些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4]。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对流动人口大数据分析得出他们在

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地方以及他们的特征等。通过这些分析还可以了解他们对于城市发展的看法和意见，

这些数据会为城市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这样不仅能提升城市管理效率还能实现对流动人口管理

工作的改进和创新。 

3.4. 精准服务：强化服务的科学性、针对性 

以往的服务由于缺乏科学依据，往往无法得到很好的效果，而大数据可以提供科学依据，让服务更

加精准。比如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出外来人口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了解外来人

口的生活现状。这有利于政府制定出更加符合流动人口需求的公共政策，比如对有住房需求的流动人口

提供保障性住房，对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公益性岗位等。这些政策能提高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让他们更

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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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动人口大数据的应用策略——以广西某某地方为例 

4.1. 搭建流动人口数据平台整合流动人口大数据 

以广西某县为例，目前该县流动人口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流动人口信息采集不全面、不准

确。由于基层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力量薄弱，在流动人口信息采集方面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信息采集不

全面等问题。二是流动人口管理手段落后，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目前，某县公安机关虽然建立了“四

实”管理机制，但是流动人口信息的采集与更新较为滞后，“四实”管理机制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发挥出

应有的作用。三是流动人口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目前某县公安机关仅是将流动人口信息与其他部门共

享，没有建立起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机制。 
针对以上问题，应在全县范围内建设一个集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统计、查询、分析和反馈于一体的

综合性流动人口数据平台。该平台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全面整合公安机关内部和社会各

个方面的流动人口数据，形成一个包括流动人口户籍信息、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居住地址、就业情况

等在内的完整的流动人口数据信息库。该平台应做到动态更新、及时反馈，实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的

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使之成为一个统一高效的综合系统。 

4.2. 摸准流动人口需求，为流动人口提供精准化服务 

要想让流动人口“进得来、留得住”，就必须对其进行精细化管理，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满足流动人

口的需求[5]。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需要利用流动人口大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了解流

动人口的需求，为其提供精准化服务。比如在办理居住证、办理结婚登记等业务时，公安机关需要对流

动人口的基本信息进行核对，根据核对的结果，对流动人口进行相应的登记、管理和服务。在流动人口

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时，公安机关也可以通过大数据系统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动向和动态，及时将情况告

知相关部门和人员。 
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来分析流动人口的特点和需求。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根据流动

人口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可以将流动人口分为企业员工、自由职业人员、高校学生等不同类

型。企业员工属于稳定就业群体，其流动性相对较小；自由职业人员一般是因为某种原因来到一个新的

城市工作；高校学生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所以往往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6]。 

4.3. 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等政府绩效评价活动 

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行评估，是目前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流动人口管理

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建立完善流动人口数据收集系统，可以根据辖区内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来源情况，

建立流动人口数据库，并在数据库中添加相应的数据指标。其次，基于流动人口数据库的基础上，结合

自身情况以及地方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后进行分析，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当

前流动人口中分析出可能存在问题的人群。对这些人群进行分类后，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应的社会融

合评估模型。二是根据流动人口大数据对社会融合问题进行预测。比如，通过对某地方流动人口的特征

及比例进行分析后，可以根据该地方未来一段时间内该地区流动人口数量和占比等信息建立预测模型，

从而预测该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社会融合问题。最后，可以依据社会融合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政策措

施。例如在建立社会融合评估模型后，可以将社会融合评估结果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之一。通过对该地

方社会融合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为当地政府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4.4. 把握流动人口发展状况及规律，预测流动人口发展趋势 

结合该地方流动人口数据，可以预测该地区流动人口发展趋势。根据现有数据，该地方流动人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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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不断增加，说明流动人口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流动人口总量的增加并不意

味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劳动力供给不足，因此需对该

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从而预测未来流动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通过分析可知，近十年来该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不佳，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可见

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就导致其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资源短缺。通

过对该地区流动人口结构分析可以看出，该地女性劳动力比例较高，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女性劳动

力在家庭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女性劳动力对家庭的贡献最大。这就需要加大对女性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力

度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其收入，进而提高其就业率和社会地位。同时要大力发展区域经济，

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另外也要提高政府的社会保障力度和公共服务质量。通过对该地区流动

人口的分析可以看出，该地流动人口来源广泛、流动性强、以男性为主、文化程度较低。这些都表明该

地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当地政府要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力度和建设力度。 

4.5. 开展流动人口动态形势分析 

某地方流动人口主要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外出务工人员，他们一般都在当地从事工作，从事不同的

职业。流动人口流动性强，人员构成复杂，其中流动儿童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某县每年都会有大批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探亲、过年，给公安机关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可以实现跨区域、

跨部门、跨行业之间的共享和利用，形成一个更加开放、动态、共享和高效的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某县

流动人口动态形势分析系统通过对辖区内流动人口数量、分布区域以及主要特征进行分析，能够及时掌

握辖区内流动人口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同时，利用大数据

开展动态形势分析能更好地掌握社会治安动态信息和群众需求信息，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5. 结束语 

在当前社会形势下，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在城市管理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加强信息化建设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服务于城市管理也是发展

趋势。因此，在新时代下，我们应该把握住新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城市管理

中的应用对策，促进大数据技术与城市管理工作更好地融合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好的保障，

从而实现人与城市、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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