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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

2000~2022年期间收录的CSSCI相关文献数据，总计1763篇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相应高产作者、权威

机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现图谱以及战略坐标图。发现2000~2022年期间，关于人口

流动与迁移的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2000~2009年)：此阶段研究较为宏观，

集中于人口制度与管理分析，包括对人口流动相关理论基础、户籍制度改革、农名工流动及流动人口分

类比较等研究；第二阶段(2010~2015年)：此阶段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运用模型开展了大量实证性分

析，包括流动人口市民化，人口空间分布、人口流动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等。第三阶段(2016~2022
年)：此阶段更加关注微观问题，公共服务、人口要素流动、乡村振兴等问题受到较多关注。合理规划人

口空间，解决人口聚集等问题是未来的研究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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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opula-
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this paper visualizes and analyzes the CSSCI-related literature data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base during 2000~2022, a total of 1763 articles, with the help of CiteS-
pace software and plots the corresponding high-yield authors, authorities, keyword co-occurrence, 
keyword clustering, keyword emergence mapping and strategic coordinates. The graphs were used 
to visualize and analyze the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
tion during 2000~2022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which are: the first stage (2000~ 
2009): the research in this stage is more macroscopic,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population sys-
tem and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related to population mobil-
ity,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mobility of agricultural-named workers and 
the comparison of mobile population classification; the second stage (2010~2015): in this phase,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analyses have been conducted using model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citizenship of mobile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factors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y. Phase 3 (2016~2022): This phase 
focuses more on micro issues, with public services, population factor mobility, and rural revitali-
zation receiving more attention. Rational planning of population space and solving problems such 
as population aggregation are new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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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从古至今发生了多次人口迁移。人作为经济生活中的第一要素，是一个地区能

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伴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转型与升级，城镇化等因素，人口流动态势出现了一系

列新变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流动总数已达 37,582 万，其中跨省流动人口达 12,484 万，

占比 33%。而人口大规模流动引发的影响也十分复杂多样，因此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

关于人口流动的原因、因素、方式、收益等问题，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所有研究总结起来大致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聚焦于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流入地，尤其是城市。第二是以

某个省或自治区开展具体分析。在大量既有研究上，为更深入把握人口流动与迁移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

前沿，本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此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高产学者、权威机构以及未来研究热点

等问题进行梳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文献库，为更完整分析学界研究情况，

本文使用专业检索，将主题词设定为：(SU = 人口迁移 OR SU = 人口流动 OR SU = 劳动力迁移 OR 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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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 OR (KY = 人口迁移 OR KY = 人口流动 OR KY = 劳动力迁移 OR KY = 劳动力流动)。
CSSCI 期刊作为文献来源，检索时间划定为 2000 年~2022 年。文献检索结果共有 2123 篇，剔除会议讲

座、书评、刊首语等无效数据最终收集有效样本文献 1763 篇并通过 Reworks 格式导出加以进一步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发文量、权威机构、高产作者、关键词分析、战略坐标图对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进行

解析。首先通过 EXCEL 软件分析年度发文量趋势，其次使用文献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对该领域研究

作者、机构、图谱共现、关键词聚类以及突变词进行梳理，CiteSpace 是文献计量分析法中最常用的软件，

能够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可通过一系列可视化

图谱来形成学科演化的动力机制的分析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发展前沿的探讨[1]，本文使用版本为 6.2.R1。
最后，绘制人偶流动与迁移关键词聚类战略坐标图，更好把握该领域研究主题的新颖度与关注度。 

3. 人口流动与迁移研究现状及综述 

3.1. 发文量 

时间设定为 2000 年~2022 年之间，根据图 1 中的统计结果可知，2000 年~2007 年间，关于我国人口

流动与以前的研究增长较为平稳，“九五”与“十一五”规划后开启了城镇化浪潮，关于农村人口流动

问题成为学界热点。而 2008 年开始呈现小规模爆发，此年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一方面正值北京奥运会

举办期间，人口流动频次变高；另一方面，“5.12”地震也令我国人口损失惨重，关于灾后人口重建及

迁移的问题。迈入 21 世纪后，国家发布的“十一五”、“十二五”以及户籍改革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人

口流动与迁移迎来又一波高峰，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流入城市，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激发了学者的研究热

情。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literature (CSSI journals) 
图 1. 人口流动与迁移文献年度发文量统计图(CSSI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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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018 年期间，为人口流动与迁移研究的衰弱调整期。我国首先在 2013 年提出“严格控制特

大城市规模”，其次又于 2014 年出台“新型城镇”计划，有序控制大城市人口总量，此外中西部地区经

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降低了中西部地区人口的迁移数量。在此背景下，学者对于人口流动研究热情消退，

相关文献数量逐年回落。2019 年新冠疫情这一重大事件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研究发文量到达了一个新高峰，

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或多或少遭受了一定冲击，疫情封控、企业倒闭及人口失业使大量劳动力进行

迁移流动，众多学者开始思考人口逆流问题。 

3.2. 高产作者 

通过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发文频次较高的作者网络图谱(如图 2 所示)，其

领域高产作则及合作关系，可一定程度显示作者或合作团队对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的研究水平。图谱中

总共产生 701 个节点以及 205 个连接，其合作密度为 0.0009。此图谱中的每个节点都代表一位作者，节

点越大，则代表该作者发文数量越多；每个节点间的直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线条越多，则合作

关系越紧密。从图 1 可获知，王桂新是 2000~2022 年期间发文量篇幅最多的作者，为 13 篇，任远、张永

丽、樊士德、陆铭、段成荣等人紧随其后。可以看出，该领域内作者具有一定的合作网络，其中庞丽华、

任强、王海涛等作者构成合作网络较紧密，剩余研究合作网络基本不超过三人，有相当一部分作者较为

分散，采取独立研究的形式。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学者进行更紧密地合作以推动领域长期发展。此领

域排名前十的作者发文量只中，关于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人口流动对社会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

留守儿童等相关问题是近二十年的研究热点。 
 

 
Figure 2. Collaboration char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ng authors (CSS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2) 
图 2. 人口流动与迁移作者合作图(2000 年~2022 年 CSSI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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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心机构 

通过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权威机构的网络图谱(如图 3 所示)，表现出此领

域内较为高产的机构以及它们间的合作关系，可反映出机构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与研究水平。 
 

 
Figure 3. Map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CSSI Journal 2000~2022) 
图 3. 人口流动与迁移机构合作图(2000 年~2022 年 CSSI 期刊) 

 
二十多年来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机构(含并列)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140 篇)、北京

大学(109 篇)、复旦大学(109 篇)、华东师范大学(81 篇)、南京大学(73 篇)、吉林大学(71 篇)、中山大学(68
篇)、南开大学(65 篇)、河海大学(63 篇)、暨南大学(53 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51 篇)。其中，中国人民

大学研究合作网络构成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31 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

学院(20)篇；北京大学研究合作网络构成机构包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1 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6 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6 篇)；复旦大学研究合作网络构成机构包括：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26 篇)；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合作网络构成机构包括：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16 篇)、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

院(4 篇)等。 
不难看出，各大机构在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已经形成强劲的关系网络，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多所院校合作密切，关系网较庞大。除此之外，从地域属性

来看，该领域发文权威机构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究其缘由，首先，一线城市是 985、
211 高校的聚集地，科研能力排名前列，每年得到的各类拨款也较高，自然在此领域能产出众多科研成

果。其次，像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是各地流动人口的主要地点，由此对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民生

影响也较大，激发学者对人口流动方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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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章的核心总结，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可对该领域文章的研究主题窥探一

二。共现可表现出不同学科间学者对主题研究的紧密程度，一般来说，图谱中的关键词节点规模越大，

那么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大。本文对 2000 年~2022 年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发文关键词进行频次与中心性

统计，设置如下：Years per slice 设置为 1，Threholds 参数设置为 2，得到 641 个节点、952 条连接(详见

图 4)。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ping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keywords (CSS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2) 
图 4. 人口流动与迁移关键词共现图谱(2000 年~2022 年 CSSI 期刊) 

 
本文对 2000 年~2022 年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发文关键词进行频次与中心性统计(详见表 1)，列出前

20 的关键词，依次为：人口迁移最高(436 次)、人口流动(119 次)、城市化(105 次)、水库移民(100 次)等；

其中“人口迁移”中心性为 0.63，“人口流动”中心性为 0.14，而“城市化”与“水库移民”中心性分

均为 0.13。“城镇化”“农名工”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国家大力建设的城市化进程使农村人口快速

流动、其中农民工一直是流动人口中的主力军。流动人口也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变化也促

使人力资本成为人口流动领域中的热门研究方向之一。 
 

Table 1. Top 20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in China (CSS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2) 
表 1. 我国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前二十高频关键词(2000 年~2022 年 CSSI 期刊) 

序号 词频 中心性 关键词 序号 词频 中心性 关键词 

1 436 0.63 人口迁移 11 46 0.06 迁移 

2 119 0.14 人口流动 12 45 0.07 户籍制度 

3 105 0.13 城市化 13 44 0.04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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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100 0.13 水库移民 14 42 0.06 劳动力 

5 89 0.08 流动人口 15 31 0.02 影响因素 

6 71 0.08 城镇化 16 25 0.02 人口分布 

7 70 0.07 人力资本 17 22 0.02 收入差距 

8 68 0.07 经济增长 18 17 0.02 产业转移 

9 54 0.05 农民工 19 17 0.03 人口结构 

10 48 0.03 中国 20 17 0.02 地区差距 

3.5. 关键词聚类 

基于上述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人口流动与迁移关键词聚类情况。运行 CiteSpace 软件，

共生成十组聚类标签(如图 5)，分别为#0 人口迁移、#1 流动、#2 人力资本、#3 户籍制度、#4 水库移民、

#5 人口流动、#6 城市化、#7 流动人口、#8 经济增长、#9 中国。图谱中 Q 值(模块值)代表聚类显著性，

数值越大，则聚类间显著性越强。S 值(轮廓值)代表网络聚类中的有效程度，其数值越大，则越合理。Q
值为 0.6，表示该聚类具有一定显著性，而 S 平均值为 0.72，说明此聚类合理。 

 

 
Figure 5. Cluster mapping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keywords (CSSI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2) 
图 5. 人口流动与迁移关键词聚类图谱(2000 年~2022 年 CSSI 期刊) 

 
从表 2 可知，十组聚类中轮廓值最高达到 0.922，指标最低也达到 0.773，说明各关键词聚类中成员

性质较为相似。其中#4 水库移民聚类指标数最高，聚焦于生计资本、精准扶贫、交易成本等方面。#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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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流动轮廓值为 0.918，从人口分布、人口学、人口收缩、空间格局等进行分析。#6 城市化聚类指标最

低，数值为 0.773，该聚类集中于城镇化；产业转移；比较优势；就业；人口外流等。 
 

Table 2. Clustering distribution of keywords for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migration from 2000 to 2022 
表 2. 2000 年~2022 年人口流动与迁移关键词聚类分布 

聚类编号 规模 轮廓值 Label (LLR)聚类标签 

#0 87 0.888 人口迁移；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动；水库移民；人口流失 

#1 57 0.871 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要素流动；门槛效应 

#2 47 0.882 流动；劳动力；影响；农村；影响因素 

#3 36 0.885 城市化；人口迁入；老龄化；市场化；产业结构 

#4 35 0.922 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精准扶贫；交易成本；交易费用 

#5 33 0.918 中国；人口分布；人口学；人口收缩；空间格局 

#6 32 0.773 城镇化；产业转移；比较优势；就业；人口外流 

#7 31 0.806 人口流动；改革开放；区域经济；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综述 

#8 29 0.089 户籍制度；上海；移民；人才流失；收益 

#9 29 0.899 流动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家庭迁移；居留意愿 

3.6. 研究热点综述 

关于人口流动与迁移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宏观基础制度与理论研究(2000~2009 年)、多样化研究

(2009~2015 年)以及微观聚焦(2016~2022 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 年~2009 年)：此阶段研究较为宏观，结合城镇化引用大量西方理论来分析我国人口

流动特征。彭希哲、郭秀云[2]着眼于人口流动制度分析，从我国户籍改革制度，对人口户籍制度进行评

价并认为户籍制度是国家行政的重要部分，需要保留制度并对其进行创新。而李强[3]运用基础人口迁移

理论作对比研究，将推拉理论分析我国与国外人口流动的差异，分析我国城市中的农名工的流动因素，

得出户籍制度是制约农名工流动的最重要因素，致使推拉理论失去西方国家得出的一般规律。 
第二阶段(2009 年~2015 年)：此阶段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运用模型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包括流

动人口市民化，人口空间分布、人口流动因素、对区域经济影响等分析。刘涛、齐元静等人[4]聚焦于人

口空间规划，基于 2000 年及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流动空间格局演变特征、机制进行系统

分析，得出人口流动较为稳定、并且集中于长三角及京津冀等地。任远、乔楠[5]等人则对人口流动融合

问题进行建模分析，通过模型验证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三个因素，包括流动人口与个人与家庭、

社区参与以及城市制度。 
第三阶段(2016 年~2022 年)：此阶段更基于微观视角关注人口迁移所引发的各类问题，公共服务、

人口要素流动、乡村振兴等问题受到较多关注。周颖刚、蒙莉娜等人[6]从个人层面研究房价对流动人口

的居住地决策，通过 2014~2016 人口监测数据发现没有购房且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更愿意在高房价

地区购房，挤出效应在大城市带来的影响更显著。张雅欣、孙大鑫[7]从影响人口流动的中介因素进行研

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迁移人口的幸福认知进行分析，主观社会地位对个人幸福感影响显著，是重

要的中介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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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关键词突现图谱 

一个领域内的突现词可以凸显某一时期的最新研究方向。(如图 6 所示)，通过运行 CiteSpace 软件，

发现 2000 年~2022 年突发主题共 40 个，可以看出，“劳动力”、“农村”、“城镇化”等议题在千禧

年之初颇受欢迎，而在 2010 年左右研究逐渐收缩；而近几年，前沿话题与实际问题息息相关，我国城镇

化率已超 60%，如何提供高质量、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城市带来了挑战。“市民化”、“公共服务”收

到颇高关注。一些一线城市在涌入大量人口后，过于密集的人口也对城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学者开始

关注人口流动中“门槛效应”现象。疫情过后，诸多“新二线城市”、为吸引高质量人才，纷纷放宽落

户条件，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要素流动”得到广泛关注。除了客观的经济水平、个人发展前景等

原因影响个人流动地的选择，主观幸福感等中介因素也对人口迁移地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介效

应”成为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中的新方向。与之相反，一些经济较弱，公共服务质量不高的城市面临

人口大规模流失。除此之外，疫情过后，诸如上海等超大城市出现人口“逆流动”现象，控制人口均衡，

使地区经济水平达到最优是未来的研究趋势之一，“人口收缩”问题也必然得到学者关注，“人口聚集”、

“公共服务”、“乡村振兴”、“要素流动”、“门槛效应”以及“人口收缩”等话题成为新的关注热点。 
 

 
Figure 6. Emergent themes in the field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2000~2022 
图 6. 2000 年~2022 年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突发主题 

3.8. 人口流动与迁移与研究战略坐标分析 

前文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及突发主题解析了人口流动与迁移的研究热点，为进一步分析该领域研

究专题，利用战略坐标法，绘制该研究领域各聚类关注度与新颖度程度，探究流动研究方向。关注度表

示各个主题聚团联系紧密程度，指数越大，说明研究越受学者瞩目，是该领域的研究核心。新颖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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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聚团内部联系，数值越大，则该主题研究越成熟(如图 7 所示)。通过计算发现第一象限 8 个，第二象

限 4 个，第三象限 7 个以及第四象限 1 个类团，由此更深入分析人口流动与研究最新研究议题。 
 

 
Figure 7. Strategic coordinates in the field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from 2000 to 2022 
图 7. 2000 年~2022 年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战略坐标 

 
通过表 3 发现，聚类 1 (城市化、空间选择、人口结构、婚姻迁移等)、聚类 3 (产业结构、人口红利、

聚集效应、要素流动等)、聚类 5 (家庭迁移、户籍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等)、聚类 6 (多维贫困、迁

移回报率、社会网络、减贫效应等)、聚类 7 (重力模型、城市网络、驱动因素、省际人口迁移等)聚类 8 (产
业升级、劳动力回流、人口收缩、城乡收入差距等)、聚类 9 (地区改革、公共服务、经济增长、中介效应

等)、聚类 10 (异质性、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西部地区等)在坐标第一象限，研究关注度与新颖度均大

于零，说明研究内容属于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聚类 13 (房价、结构转型、空间溢出效应、双重差分模型等)、聚类 14 (胡焕庸线、劳动生产率、人

口普查、新型城镇化等)、聚类 15 (有序流动、新空间经济学、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等)、聚类 16 (农村

贫困、农地流转、养老保险、农地制度等)位于坐标第二象限，关注度小于零，而新颖度指数大于零，说

明该部分聚类属于潜在研究热点，比较新颖，但还未受到大量关注。 
聚类 4 (回流、社会整合、动因、生活质量等)、聚类 11 (城市群、公共政策、空间计量、市场潜能等)、

聚类 12 (后期扶持、可持续发展、迁移机制、水库移民等)、聚类 17 (比较优势、人口再分布、资本流动、

主体区功能等)、聚类 18 (大数据、民族关系、少数民族、人偶变动等)、聚类 19 (迁移成本、迁移率、人

口转变、人口政策等)、聚类 20 (模型、迁移意愿、双重差分法)坐落于第三象限，关注度与新颖度均小于

零，则表示该部分聚类议题已不再是学界关注焦点，处于边缘地位。 
聚类 2 (二院经济结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推拉理论、引力模型、托达罗模型等)位于坐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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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限，新颖度大于零，而密度小于零，表示该聚类研究主题属于学界热点，但内容较为基础，新颖度

不高。 
 

Table 3. Clustering themes and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
gration areas from 2000 to 2022 
表 3. 2000 年~2022 年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聚类专题及构成 

聚类编号 关注度指数 新颖度指数 

1 836.4 23.34 

2 816 17.62 

3 775.2 28.65 

4 734.4 10.61 

5 673.2 22.93 

6 612 21.93 

7 591.6 27.37 

8 550.8 23.37 

9 530.4 24.42 

10 469.2 21.82 

11 428.4 14.42 

12 428.4 9.28 

13 346.8 21.64 

14 306 29.4 

15 306 23.86 

16 285.6 19.14 

17 285.6 13.92 

18 285.6 13.5 

19 163.2 12 

20 102 8.6 

4. 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对 2000~2022 年人口流动与迁移领域内的文献进行统计，梳理该领域的发文机构、作者，并进

行关键词共现及聚类分析，结合战略坐标工具，发现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未来研究发展态势。从上述学界

已有研究来看，“农村劳动力”、“城镇化”等议题受到较高关注，体现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学者在研

究初期较为关注的内容，空间与地理流动特征也备受学界关注，在中后期，将传统经济学与各类学科相

结合，利用多元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已成为学界研究特色，各类数学模型以及网络分析被广泛运用于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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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人口流动。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研究缺陷，图谱的阀值设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以及关键词使用不够规

范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分析结果，因此文本分析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此问题将会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深化。 

4.2. 未来展望 

我国在全面实现脱贫攻坚后，超大城市如何“留人”，小城市如何“抢人”是未来区域发展趋势，

更合理地布局人口要素，主动创造宜居环境，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以此提升流入地的韧

性是未来各地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改善举措[8]。综上所述，未来学界对人口流动与迁移的相关研究可着

眼于下列几方面： 
第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在经历了长期大规模人口迁移后，城市化进程率极速提升，经济发展也

随之提升，然而发展成果并未普及至所有流动人口[9]。不可否认，外来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得到显著提

升，但除了经济融入，个人层面的身份认同与生活幸福感是检验是否真正融入当地的重要中间因素，未

来城市化发展应该关注心理衡量指标，发展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以个人层面发展需求了解未来人口

流动方向是学界值得研究的一大问题。 
第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过去的快速发展中，作为人口聚集的一线城市，优质公共服务也集中于

此[10]。流动人口的需求已从先前的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公共服务，能否留住长期劳动力与

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高低息息相关，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这三大核心基本服务。既做到进城农

村人口能平等享用城市公共服务，又要防止农村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聚集，避免人口为追求高质量公共

服务无序流动，是现有人口流动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一环，关键在于找到各地区、城市与乡村以及

各群体之间的平衡点。 
第三、乡村振兴。在各大城市积极吸纳劳动力的同时，农村地区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出现大规模

流失，老龄化现象严重。稳定农村人口的结构、数量是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因而如何“留人”

是建设乡村的核心，近几年区域间发展失衡问题尤为凸显，乡村人口回流，因此为了解决农村产业发展、

农民收入低等问题，党在十九大制定“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未来数字经济、智能 AI 的普及势必会引起

劳动力变革，稳固乡村人口，如何提升乡村的吸引力，使青年劳动力向农村回流是未来人口迁移研究的

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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