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動人口的子女要進當地的公立學校，必
須繳交相當數額的借讀費。然而工薪階層同
樣無力負擔收費昂貴的民辦學校。若把子女

送回自己的原籍地區上學，家長又無法
割捨，於是大多數流動人口的子女只剩
下一種選擇：入讀外來工子弟學校。在

許多民辦的外來人員子弟學校，教師上課僅
靠一支粉筆、一塊黑板，學生根本沒有可以
活動的場所或場所極為狹小，沒有基本的實
驗儀器，沒有體育、音樂、美術課的器材教
具。這樣的學校雖然條件簡陋，師資不足，
但也總算能在偌大的城市為子女找到一片求
學之地。

臨時工無就業證 子女未能報公校

2011年6月份以來，北京大興區、海淀
區、朝陽區共24所「流動人口自辦學校」接
到拆遷或取締通知，共1.4萬餘在校學生面
臨分流難題。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學校、學
生、家長三方不知所措。根據

相關政策，家長必須要提供在京暫住證、在
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
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
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名簿「五證」方可安
排孩子就讀公辦學校，而許多做菜販、小時
工的務工人員稱，臨時工根本沒有就業證。
不少家長擔心，子女不能如常地繼續學業。
近年來，包括上海、廣州等在內的一些經

濟發達地區都在探索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受教
育問題，嘗試拓寬公辦學校吸納能力、政府
購買民辦教育服務等不同的路徑，但流動人
口子女的教育問題仍然嚴峻，不容忽視。
資料來源：《京24所自辦校面臨關停 1.4萬
外來工子女或失學》，《廣州日報》，2011-8-
19，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1-
08/19/content_14508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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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以下簡稱《報

告》)於2011年10月9日由中國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布。

《報告》顯示當前中國人口流動處於高峰期，流動人口數量

達到2.6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約20%，且繼續呈增長態勢。然而

長久以來，這些數量龐大的流動人口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巨大，卻

長期得不到社會的真切關懷，始終遊走在城市的邊緣，隔絕於社會服

務體系之外。近年來，以輕工業發展為主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屢屢出現

「民工荒」現象，尤其是 2011年「珠三角」更遭遇了歷年最嚴峻的「民

工荒」，這現象無疑引起了政府和全社會的關注：要保護流動人口的基

本權利及重視其社會服務的提供。 ■嘉賓作者：岳經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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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認為香港有哪些社會服務，值得引入內地向流動人口提供？

2. 除上文提及的經濟與社會服務外，流動人口還會在哪些方
面受到不公平待遇？

3. 香港的新來港人士有沒有遇到過類似內地流動人口的問
題？舉例說明。

現代中國＋公共衛生＋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中國流動人

口達2.6億人，考

驗社會承受與應對

壓力。

資料圖片

▼東莞市旅遊局

啟動「新莞人看新東

莞」活動，進一步增強

「新莞人」的歸屬感和

認同感。資料圖片

■流動人口的勞動技能整體偏低，通常

負責工作待遇較差的崗位。 資料圖片

流動人口

作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重要

城市之一，東莞的經濟結構多樣性決定了

社區人員結構的特殊性。社區不僅是近180

萬本地居民的生活棲息地，也是600多萬外

來人口和80多萬港澳台同胞的聚集地。這

種特殊的人員結構，要求社區服務工作不

僅要面向本地居民，還要面向人數眾多的

外來流動人口。東莞市政府定下㠥力為

「新莞人」做好服務，促進社區大融合的目

標。東莞市將外來的務工人員稱之為「新

莞人」，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隔閡，增

強相互之間的理解與信任，同時亦增強

來莞人員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東莞市政

府專門成立了新莞人服務管理局，並在各

鎮街道政府設立了相應機構。此外，東莞

市政府為流動人口提供的服務同樣是豐富

多樣的，一方面強化社區服務，為新莞人

提供租住、代繳稅費、協助辦理證照、法

律援助、就業仲介等免費服務；另一方

面，充分調動企業組織的力量，結合企業

的用工要求，開展新莞人電腦、英語、文

化課程等文化知識的培訓活動。

參考文獻：岳經綸、劉洪、黃錦文主
編，《社會服務：從經濟保障到服務保
障》，169頁至170頁，北京，中國社會出
版社，2011。

就業情況
．收入低、體力繁重、工作條件差。

收入狀況
．低收入人群為主，27.0%的家庭人均收入低於千元。

居住條件
．平均房租超過流動人口1/5家庭總支出。

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參保率低，52.0%流動人口沒有參加任何社
會保險。

職業培訓
．逾8成無職業技術職稱，無職業培訓。

子女教育
．地方政府沒有將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
題列入規劃。

醫療衛生
．公共衛生服務可及性低。

社區服務
．缺乏相應社區基本設施及相關服務。

請即登入http://kansir.net

「Kan Sir 通識教室」瀏覽更

多參考資料及學習教材。

生存狀態 社會排斥

•居住地發生變化但戶籍沒
有隨之發生變動的人。

•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有高達
78.5%是農業戶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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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動人口 Floating Population
國際上一般只有「人口遷移」、「遷移人口」的概念，而沒有「人口流動」、

「流動人口」的概念。類似「流動人口」的群體可稱為「國內移民」（internal
migration）。中國學者對流動人口的定義強調3個元素：時間、空間和戶口。就
中國具體國情而言，一般把隨㠥居住地變化而變動戶籍的人叫做「遷移人
口」，把居住地發生變化但戶籍沒有隨之發生變動的人叫做「流動人口」。

2. 社會服務 Social Service
社會服務的主要內容包括家庭及兒童服務、老年人服務、青少年服務、殘疾

人士康復服務、社區服務、醫務和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等，還包括諸如職業培
訓、精神健康照顧、罪犯輔導服務、教育和心理諮詢服務等。

就業差收入少
房租貴缺社保

就業情況 流動人口的勞動技能整體偏低，主
要進入當地臨時性、收入低、體力
繁重、工作條件差的工作崗位，即
人們通常說的「髒、累、差、險、
重」的工作。

收入狀況 從收入狀況看，與當地的勞動力收
入相比，流動人口以低收入人群為
主。根據《報告》統計，4.5%的流
動人口家庭人均收入低於500元，27.0%的家庭人均收入低於1,000元。20%的最低收入家庭收
入與消費支出比為1：1.12。

居住條件 流動人口房租負擔重。3/4的流動人口家庭在當地租房居住，房租平均每月387元，超過流動
人口家庭總支出的1/5。41.5%的流動人口租房者認為目前的住房支出已經達到或超過自己能
承受的最高房租。

社會保險 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險參保率仍然較低。《報告》顯示，就業的流動人口中，52.0%沒有參加任何
社會保險，特別是在工傷風險較高的採掘、製造、建築業中，參加工傷保險的比例分別為
58.4%、48.9%和25.1%，遠未達到《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全部參保要求。

窮人向東移 短期勢難改
當前中國的流動人口數量十分龐大，且分布面非常廣闊，但總體流向是穩定的。人口流

動主要是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如表1所示，中國人口呈現向東部移動的
趨勢，而根據2010年的第六
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東部
地區的人口比重已上升到
40%以上，可見人口向東部
移動的趨勢，短期內不會發
生改變。

無在職培訓 欠衛生意識
流動人口在職業培訓、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及社區服務等社會服務的方方面面都

處於邊緣狀態，幾乎被完全排除在社會服務的體系之外。

資料來源：熊光清，《中國流動人口中的政治排斥問題研究》，7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2009。

表1：中國各區人口分布變動趨勢
各地區人口佔總人口比重(%)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地區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東部 37.51 37.67 38.92 354 401 463

中部 33.83 33.85 32.93 203 229 249

西部 28.66 28.48 28.15 42 47 52

農戶進城市 佔整體八成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的資料顯示，在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有高達78.5%都是農業戶籍人口

(表2)，這說明中國的人口流動主要是從鄉村向城市流動，農業戶籍人口成為流動人口的主
要組成部分。

資料來源：
1.于弘文，《從2000年人口普查看我國人口狀況的幾個特點》，載《人口研究》
2.《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二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1-4-29

表2：中國城市流動人口戶籍性質
戶籍性質 頻數 百分比(%) 佔全國流動人口(%) 全國人口(%)

農業 37,962 78.5 82.42 75.27

非農業 10,399 21.5 17.58 24.73

總體 48,361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國務院人口普
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
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編，
《轉型期的中國人口》，
310頁，北京，中國統計
出版社，2005。

流動人口社會服務享受情況
社會服務 服務享受狀況
職業培訓 超過8成沒有職業技術職稱，也沒有接受職業培訓。
子女教育 地方政府在配置教育資源時主要根據戶籍兒童情況，沒有將流動人口子女的教

育問題列入規劃；城市流動兒童在學習適應性、自尊感、學校適應等與本地兒
童存在顯著差異，影響其心理健康發展。

醫療衛生 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和計劃免疫、婦幼保健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可
及性低，流動人口的公共衛生意識未能普及。

社區服務 外來人口一般聚居在租金低廉、環境惡劣的區域，缺乏相應的社區基本設施以
及相關的服務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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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潘鴻雁，《民生視野下的流動人口社會服務需求》(社科調研)，http://www.cssn.cn/news/418064.htm

取締外來工子弟校 大城竟無處求學

東 莞 經 驗

冠名增歸屬感 「新莞人」福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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