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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流行一个名词 “新生代农民工”， 不过这一称呼不太准确， 到底什么样的人符合这一标

准， 无法取得一个可操作化的共识， 因此本文不采用这一概念。 本文采用以出生时间为标准的方

式， 专门研究 “80 后” 这一群体。
“80 后” 指的是 1980 年－1989 年出生的群体， 这一群体是在改革开放后， 并且是在国家实行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 他们当中属于独生子女者不少。 这一群体中很少有人经历过他们父

辈、 兄长辈所经历过的人生磨难， 而他们得到的是比父辈、 兄长辈在同龄时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

件， 同时也接受了更多的新生事物。 当前， “80 后”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活跃的群体， 正在和

将要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更多的影响， 因此这一群体也引起更多的关注。 社会上对 “80 后” 褒贬

不一， 不过本文并非涉及对 “80 后” 的全面评价， 而是通过人口普查和抽查资料， 对广东省 “80
后” 非户籍人口做一概括性分析研究。 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因此许多人并没有其

工作、 生活地区的正式户籍， 这些人被称为 “流动人口”、 “外来人口”， 其中来自农村的往往被

称为 “农民工”。 本文根据其没有当地户籍这一特征， 称之为 “非户籍人口”。 广东是中国非户籍

人口最多的地区， 广东省的情况， 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大体特征。
本文主要依据广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与 2005 年人口抽查资料对 “80 后” 非户籍人

口做研究。 由于这两个年份资料的抽样比高， 样本量大， 因此可以比较可靠推断总体。 在本文中

非户籍人口指的是人口普查、 抽查登记时没有其居住区 （以县、 市区为范围） 户籍的人口。 由于

广东省是一个内部差异极大的省份， 而非户籍人口又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因此本文分两

个层次分析， 一个是全省性的研究， 另外是以广州市为代表的都市地区研究。

一、 全省情况

广 东 省 是 中 国 的 人 口 大 省 之 一， 也 是 全 国 非 户 籍 人 口 最 多 的 省 份， 在 广 东 省 的 珠 江 三 角 洲，
许多地区非户籍人口超过户籍人口， 甚至是数倍于户籍人口。 从来源上看， 广东省的非户籍人口

大体上来自广 东 周 边 省 份， 同 时 也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出 自 省 内 经 济 相 对 不 发 达 的 粤 东、 粤 西 和 山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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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80 后” 非 户 籍 人 口 已 经 是 广 东 省 人 口 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在 一 些 行 业 中 他 们 举 足 轻 重。 相 对

于 留 在 农 村 家 乡 的 人 来 说 ， 他 们 教 育 程 度 更 高 ， 更 有 进 取 精 神 ， 也 得 到 更 好 的 职 业 。 虽 然 广 东 已 经 离

不 开 他 们， 但 是 他 们 在 城 市 里 往 往 处 于 相 对 被 边 缘 化 的 处 境。 由 于 “80 后” 的 成 长 历 程 ， 他 们 中 相 当

一 部 分 人 将 长 期 在 现 在 工 作 的 地 点 生 存， 因 此 让 他 们 融 入 当 地 社 会 是 必 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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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 东 省 “80 后” 非 户 籍 人 口 与 就 业 者 基 本 情 况

年份

1990
2000
2005

人数 （万人）

24．96
368．71
582．61

占非户籍人口比重 （％）

7．53
17．51
34．98

人数 （万人）

317．36
500．96

占非户籍就业人口比重 （％）

17．36
39．73

就 业人 口

说 明： ［1］ 2000 年 长 表 抽 样 比 9．44％， 按 这 一 比 例 推 算 总 体。

［2］ 2005 年 按 抽 样 调 查 数 占 总 人 口 3．24％推 算 总 体。

资 料 来 源： 1990、 2000 年 人 口 普 查 资 料， 2005 年 人 口 抽 样 调 查 资 料。

表 2 2005 年 广 东 省 非 户 籍 人 口 在 各 职 业 就 业 人 口 中 的 比 重 单位： ％

职 业

负 责 人

专 业 人 员

办 事 员

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

工 人

其 中： 制 造 业 工 人

农 民

合 计

非 户 籍 人 口

34．67
20．74
34．34
44．76
59．06
65．99
2．17

32．25

占 全 部 就 业 者 比 重

3．55
6．21
12．62
15．18
27．00
33．42
0．29
12．81

占 非 户 籍 就 业 者 比 重

10．23
29．93
36．75
33．90
45．72
50．64
13．40
39．73

“80 后” 非 户 籍 人 口

资 料 来 源： 2005 年 人 口 抽 样 调 查 资 料。

广东省大量非户籍人口的出现，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迅速增长于 20 世纪 90 年代， 进入 21
世纪后， 非户籍人口的增长比较平缓。 虽然 21 世纪后， 广东省非户籍人口增长平缓， 但是出现结

构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之一就是 “80 后” 非户籍人口数量和比重均出现上升。
（一） 增长情况

1990 年人口普查时在广东省的非户籍人口中， “80 后” 大约只有 25 万人， 当时他们只有 0－
9 岁， 完全是小孩子， 绝大部分是跟随父母外出， 因此占非户籍人口的比重不高。 2000 年人口普

查时， 这一群体已经是 10－19 岁的人，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就业， 这时广东省有约 369 万 “80
后” 的非户籍人口， 占非户籍人口比重 17．51％。 这一群体中， 大部分人已经就业， 就业者有 317
万人， 占同一群体总数

的 85．91％。 时 隔 5 年，
2005 年 人 口 调 查 时 ，
这 一 群 体 是 15－24 岁 ，
人数迅 速 增 加 到 583 万

人， 占非户籍人口比重

34．98％。 这一群体中约

有 500 万 人 就 业， 占 同

一 群 体 总 数 的 85．99％。
从 1990－2005 年， “80
后” 非户籍人口增长速度惊人， 并且在劳动就业上举足轻重。

（二） 举足轻重的地位

“80 后” 非户籍人口在广东省的社会经济中已经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2005 年他们在全省就业者

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 12．81％， 在非户籍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接近 40％。 由于这一群体最主要的职

业是工人， 他们在工人这一职业

中 占 的 比 重 是 27％， 在 非 户 籍

工 人 中 的 比 重 是 45．72％ （见 表

2）。 如 果 再 进 一 步 分 析 ， “80
后” 非户籍人口在工人职业中的

情况， 可以发现他们在制造业中

的 地 位 非 常 重 要， “80 后” 非

户籍人口占全部制造业工人的三

分之一， 占非户籍制造业工人的

一半。
近 几 年 “民 工 荒 ” 不 断 成

为 媒 体 的 热 点 话 题 ， 其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不 过 从 人 口 学 的 角

度看， “80 后” 人口数量相对于他们兄长辈的下降与及他们的工作意愿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从对

民工需求最大的广东省来看， 由于 “80 后” 非户籍人口在制造业中的半壁江山地位， 这一群体已

经可以从根基上动摇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地位。
（三） 代际比较

流行的看法是 “80 后” 与他们的父兄辈有许多差异， 但是依然缺乏比较全面有说服力的数据

支持。 利用人口调查资料， 可以在一些方面比较好地描绘出这种差别。 通过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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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5 年 调 查 时 不 同 年 龄 组 非 户 籍 人 口 的 职 业 结 构 单位： ％

职 业

负 责 人

专 业 人 员

办 事 员

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

工 人

农 民

合 计

职 业 多 样 化 指 数

15－24 岁

（80 后）

0．63
3．82
5．59

22．01
67．18
0．77

100．00
0．50

25－34 岁

（70 后）

3．17
6．59
6．88

25．29
56．09
1．99

100．00
0．39

35－44 岁

（60 后）

4．07
4．45
4．77

30．55
51．88
4．28

100．00
0．37

44－45 岁

（50 后）

5．11
5．54
7．67

40．39
33．51
7．78

100．00
0．29

注：
职 业 多 样 化 指 数＝1－∑Xi2 ／ （∑Xi）2

i＝1 i＝1

表 3 2005 年 广 东 省 不 同 年 龄 组 非 户 籍 人 口 的 教 育 程 度 比 较 单位： ％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数 （年）

15－24 岁 （80 后）
教 育 程 度

小 学 及 以 下

初 中

高 中

大 专

本 科 及 以 上

合 计

全 部

4．75
61．94
25．21
5．50
2．60

100．00
10．07

其 中： 20－24 岁

4．75
57．68
26．10
7．58
3．89

100．00
10．29

25－34 岁

（70 后）

13．78
53．50
22．00
6．98
3．73

100．00
9．86

35－44 岁

（60 后）

26．93
49．64
16．93
4．00
2．50

100．00
9．08

44－45 岁

（50 后）

37．94
34．77
21．15
4．18
1．96

100．00
8．84

注： 计 算 受 教 育 年 数 标 准： 小 学 及 以 下 6 年、 初 中 9 年、 高 中 12 年 、 大

专 14 年、 本 科 16 年。 下 同。

资 料 来 源： 同 表 2。

资料， 对不同年龄组非户籍人口的教育就业状况作比较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

出， “80 后” 与他们父辈、 兄辈确实是存在着差异。
从教育程度上看， 越年轻的非户籍人口教育水平越高，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以平均受教育年

数为指标， “80 后” 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为指标， “70 后” 优于 “80
后”， 不过这是假象， 因为有一部分 “80 后” 属于在学的年龄， 正在家乡接受教育， 他们的缺席，
使 得 外 出 的 “80 后 ” 非 户

籍 人 口 中 ， 受 过 高 等 教 育

的 比 重 似 乎 略 低 于 “ 70
后 ”。 如 果 仅 仅 是 把 20－24
岁 的 “80 后 ” 与 “70 后 ”
比 较 ， “80 后 ” 在 高 等 教

育 方 面 的 优 势 同 样 是 明 显

的。
简 单 从 职 业 结 构 看 ，

“80 后” 并没有优势， 他们

从 事 白 领 职 业 （ 负 责 人 、
专 业 人 员、 办 事 员， 下 同）
的 比 重 相 对 低 。 从 表 4 中

可 以 发 现 ， “80 后 ” 就 业

者 中 从 事 白 领 职 业 的 比 重 仅 仅 是

10．04％ ， 与 他 们 年 长 的 各 年 龄 组 ，
白 领 职 业 的 比 重 均 明 显 优 于 他 们 。
不 过 这 应 该 是 暂 时 的 阶 段 性 现 象 ，
因 为 从 另 外 一 个 角 度 比 较 ， 他 们 的

就 业 结 构 是 比 上 一 辈 的 人 优 化 了 。
表 5 是 1990、 2000、 2005 年 三 个 时

间 点 上 ， 同 一 年 龄 组 的 就 业 结 构 比

较 ， 不 难 看 出 1990 年 时 ， 15－24 岁

非 户 籍 人 口 中 ， 从 事 白 领 职 业 的 比

重 只 有 3．09％， 与 2005 年 的 10．04％
相 去 甚 远 。 2005 年 人 口 调 查 数 据 显

示的非户籍人口中， 年龄高者白领职业比重相对高， 应

该 是 他 们 多 年 努 力 的 成 果。 由 此 可 见，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会有更多的 “80 后” 非户籍人口进入白领群体。

如果用多样化指数来衡量 “80 后” 非户籍人口的就

业结构， 可以看到他们的职业明显趋于多样化。 而且是

在所有的非户籍人口中， 职业多样化随着年龄的加大而

减弱。 表 4 中的数据表明了， “80 后” 内部的分化远远

超过他们的父兄辈。
从指数的定义中可以算出， 当全部人集中在一种 职

业 时， 职 业 多 样 化 指 数 为 0， 当 全 部 人 均 匀 分 散 于 n 种

广东省 “80 后” 非户籍人口初步分析

表 5 1990、 2000、 2005 年 人 口 调 查 时 15－24
岁 非 户 籍 人 口 的 职 业 结 构

职 业

负 责 人

专 业 人 员

办 事 员

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

工 人

农 民

合 计

1990年

0．15
1．39
1．55

10．26
72．84
13．80

100．00

2000 年

0．36
2．07
4．21

13．36
78．76
1．24

100．00

2005 年

0．63
3．82
5．59

22．01
67．18
0．77

100．00

资 料 来 源： 同 表 1。

单位： ％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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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程 度

小 学 及 以 下

初 中

高 中

大 专

本 科 及 以 上

合 计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数 （年）

全 体

8．17
64．51
24．44
2．25
0．63

100．00
9．64

未 外 出

8．74
65．19
24．08
1．66
0．33

100．00
9．57

外 出

5．17
60．86
26．35
5．42
2．20

100．00
10．06

全 体

7．87
67．74
22．05
1．49
0．86

100．00
9．56

未 外 出

8．69
68．46
21．21
0．98
0．67

100．00
9．47

外 出

4．21
64．52
25．76
3．77
1．74

100．00
9．96

表 6 2005 年 广 东 省 内 农 业 户 口 外 出 与 未 外 出 “80 后” 教 育 程 度 比 较

单位： ％

粤 西全 省

资 料 来 源： 同 表 2。

表 7 2005 年 广 东 省 内 农 业 户 口 外 出 与 未 外 出 “80 后” 职 业 结 构 比 较

单位： ％

职 业

负 责 人

专 业 人 员

办 事 员

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

工 人

农 民

合 计

全 体

0．45
4．20
2．97

20．95
37．72
33．71

100．00

未 外 出

0．32
4．50
2．34

13．52
32．44
46．89

100．00

外 出

0．85
3．42
4．52

39．27
50．06
1．87

100．00

全 体

0．42
2．15
1．83

20．84
30．03
44．72

100．00

未 外 出

0．19
1．72
0．72

14．03
16．62
66．71

100．00

外 出

0．87
2．98
3．99

34．04
56．06
2．05

100．00

粤 西全 省

资 料 来 源： 同 表 2。

职业时， 职业多样指数为 （n－1） ／ n。 本 文 根 据 人 口 普 查 中 将 职 业 分 成 6 大 类， 因 此 职 业 多 样 化

指数的可能最大值是 0．833。 下同。
通过表 3－表 5 的数据， 可以归纳出两点， 一是 “80 后” 比他们的父兄辈在教育程度上占据优

势， 也许是这种优势， 让他们对工作条件的要求更加高； 二是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 起点也比

他们父兄辈高， 这也可能让他们对未来的期待更加多。

二、 广东省内农村外出与不外出的 “80 后” 比较

离开农村外出者往往是乡村中相对优秀的群体， 在 “80 后” 非户籍人口中是否如此， 值得分

析。
由于今天广东省的许多地区， 很难明确找出城乡的分界线， 相当一部分农村已经高度城镇化，

但是其居民的户籍依然是农业户口。 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指标时， 本文依然借用农业户口为标准来

划分其户口所在地是否属于农村。 本文比较了广东省内农业户口的 “80 后” 群体， 从表 6 和表 7
中可知， 外出者在教育程度上明显优于没有外出者。 在职业结构上， 外出与没有外出也存在着明

显 差 异 ， 外 出 者 的 职 业 更 加 多 元

化， 同时白领职业的比重比较高。
广 东 省 内 部 发 展 水 平 差 距 比

较 大 ， 因 此 在 珠 江 三 角 洲 等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 本 地 年 轻 人 是 无 需 外

出， 就能在家乡找到不错的工 作，
由 于 这 种 情 况 的 存 在 ， 削 弱 了 整

体上省内外出与不外出的 “80 后”
的 差 异 性 ， 如 果 选 择 广 东 省 内 一

个 经 济 相 对 落 后 ， 人 口 外 流 比 较

多 的 地 区 比 较 ， 这 种 差 异 就 非 常

突 出 。 位 于 广 东 省 西 部 的 粤 西

（湛江、 茂名、 阳江三个地级市），
是 省 内 主 要 人 口 输 出 地 区 之 一 ，
比 较 一 下 粤 西 地 区 外 出 与 没 有 外

出的 “80 后”， 就能够更好的说明

问题。
根 据 表 6 中 数 据 ， 广 东 省 农

业 户 口 外 出 与 未 外 出 “80 后” 的

平均受教育年数相差约 0．5 年 （粤

西也如此）， 外出者中高中及 以 上

学 历 占 33．97％， 未 外 出 者 这 一 比

重 是 26．07％， 相 差 7．9 个 百 分 点

（粤西外出者中高中及以上学 历 占

31．23％， 未外出者这一比重是 22．86％， 相差 8．37 个百分点）。 显然表 6 的数据说明了， 在农业户

口人群中， 学历高的 “80 后” 比学历低的， 更加容易外出。 换句话说， 高学历的农村青年可能外

出的动力更加强大一些。
在 “80 后” 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读书， 同时也因为这些年来高等教育的高速扩张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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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05 年广州市不同户籍类型的 “80 后” 群体的教育程度构成 单位： ％

教 育 程 度

小 学 及 以 下

初 中

高 中

大 专

本 科 及 以 上

合 计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数 （年）

户 籍

3．29
32．55
37．97
16．60
9．59

100．00
11．54

非 户 籍

4．36
54．53
25．67
11．73
3．72

100．00
10．49

户 籍

1．08
15．78
42．60
24．89
15．65
100．00
12．59

非 户 籍

1．02
17．71
34．37
34．00
12．89
100．00
12．60

户 籍

6．27
55．15
31．72
5．43
1．42

100．00
10．13

非 户 籍

5．24
64．32
23．35
5．80
1．28

100．00
9．92

农 业非 农 业全 部

资 料 来 源： 同 表 2。

带来机会。 因此有一些人并没有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 而是成为在校学生。 根据 2005 年人口抽样

调查资料数据 推 算， 广 东 省 “80 后” 农 业 户 籍 人 口 中， 有 45．19％的 人 还 是 在 校 学 生， 由 于 教 育

的提高， 也因此推迟他们就业的时间。
由于种种原因， “80 后” 参加工作的动力明显不如他们的父兄辈， 因此他们当中无业、 并且

不在校者的比重也高于他们的父兄辈。 2005 年广东省 15－24 岁农业人口中不在校并且无业者的比

重 是 10．29％，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外 出

与 不 外 出 者 之 间 存 在 着 突 出 的 差 距 ，
在没有外出的人中， 无业人口的比重

几乎是外出者的三倍。 毕业后没有工

作 人 口 占 无 业 人 口 的 比 重 这 一 指 标

上， 无业人口的比重几乎是外出者的

一 倍 （见 表 8）。 也 就 是 说 相 当 一 部

分人学校毕业后滞留家乡不工作。 根据他们的学历， 其中 78．23％是初中及以下学历， 18．99％是高

中学历， 大专及以上的只占 2．6％。 广东省是一个有比较充裕就业机会的地区， 并且近年一直存在

着 “民工荒”， 而同时广东省内的农村， 还有不少 “80 后” 不就业， 这一现 象 从 人 口 调 查 数 据 很

难说明其内在原因， 值得今后从其他角度深入分析。
通过表 6、 表 7 的数据， 可以认为， 至少在广东省内部， “80 后” 非户籍人口相对于留在农

村家乡的人来说， 他们教育程度更高， 更有进取精神， 也得到更好的职业。

三、 广州市非农业户籍 “80 后” 比较

外出工作的 “80 后” 中， 绝大部分进入城镇地区， 那么他们在 城 镇 的 情 况 如 何， 值 得 关 注。
在比较分析了广东省农村外出与不外出的 “80 后” 之后， 有必要比较城市内部本地与外来的 “80
后”。

由 于 中 国 特 殊 的 户 籍 制 度， 不 仅 把 人 分 为 有 当 地 户 籍 与 没 有 当 地 户 籍 （本 文 中 简 称 “非 户

籍”） 两类， 还将人分成农业与非农业户籍， 虽然相当多的所谓农业户籍者根本就没有务农， 但是

他们依然被贴上农业人口的标签， 并且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影响。 广州市是非户籍人口比较

多， 同时也是非农业与农业户籍人口混杂的城市， 因此从户籍与非户籍、 农业与非农业这两个维

度比较各类 “80 后” 群体， 应该有一些启迪。 从可比性出发， 本文重点比较非农业户籍 “80 后”。
如 果 简 单 从 户 籍 与 非 户 籍 这 一 维 度 看， 广 州 市 户 籍 人 口 的 教 育 程 度 是 明 显 优 于 非 户 籍 人 口。

由于非户籍人口中， 农业户口占大多数， 因此产生了非户籍人口的教育程度低于户籍人口的情况，
不 过 把 农 业 与 非 农 业 户 籍 作 为 控

制 变 量 后 ， 这 种 差 异 就 大 幅 度 下

降 了 。 在 同 样 的 户 口 性 质 中 （如

同 为 农 业 户 籍 ） ， 这 种 差 异 虽 然

有 ， 不 过 不 大 。 从 表 9 中 可 知 ，
在 非 户 籍 的 “80 后” 平 均 教 育 年

份 还 略 微 超 过 户 籍 人 口 （这 和 年

龄 结 构 有 关 。 户 籍 人 口 的 年 龄 结

构相对年轻一些）。
不 过 从 职 业 的 角 度 看 ， 有 户

籍 与 没 有 户 籍 的 “80 后” 差 距 是

广东省 “80 后” 非户籍人口初步分析

表 8 2005 年 广 东 省 内 农 业 户 口 外 出 与 未 外 出 “80 后” 无 业 人 口 的

指 标 比 较

无 业 人 口 比 重

毕 业 后 没 有 工 作 人 口 占 无 业 人 口 的 比 重

全 部

10．29
46．15

未 外 出

22．40
48．93

外 出

8．45
23．46

资 料 来 源： 同 表 2。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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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05 年广州市同户籍类型的 “80 后” 群体的职业构成

单位：％

职 业

负 责 人

专 业 人 员

办 事 员

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

工 人

农 民

合 计

户 籍

1．09
13．86
13．01
27．11
29．10
15．83

100．00

非 户 籍

0．66
4．53
6．44

27．62
60．41
0．34

100．00

户 籍

1．69
25．43
21．31
31．19
19．32
1．05

100．00

非 户 籍

1．58
16．24
12．51
39．58
29．86
0．24

100．00

户 籍

0．60
4．39
6．23

23．77
37．10
27．92

100．00

非 户 籍

0．50
2．49
5．39

25．54
65．72
0．36

100．00

农 业非 农 业全 部

资 料 来 源： 同 表 2。

非 常 突 出 的 ， 没 有 户 籍 的 “80 后 ”
从 事 白 领 职 业 的 比 重 明 显 低 于 有 户

籍 者 （见 表 10） 。 非 农 业 人 口 中 ，
非 户 籍 的 “80 后” 专 业 人 员 占 就 业

人 口 的 比 重 只 有 16．24％ ， 户 籍 的

“80 后” 这 一 比 重 是 25．43％相 差 接

近 10 个百分点。
这 是 否 因 为 教 育 程 度 不 同 ？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 如 果 仅 仅 以 高 学 历

（本 科 及 以 上 ） 的 “80 后 ” 为 例 ，
两 者 之 间 的 差 异 令 人 深 思 。 户 籍 人

口 中 50．74％的 人 是 专 业 人 员， 而 非 户 籍 人 口

的这一比例只有 42．19％。 表 11 中列举了户籍

与非户籍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80” 后在几方

面指标上的差距， 可以清楚看到， 两个群体之

间在许多方面客观上存在着不平等。 非户籍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80” 后， 他们当中能够进

入机关团体及事业单位、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这些福利好的单位的人非常少， 将近 83％的人

是 在 其 他 所 有 制 企 业 等 单 位 工 作， 相 比 之 下，
有 户 籍 的 “80 后” 中 近 半 数 进 入 机 关 团 体 及

事业单位、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单位。 非户籍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80” 后， 他 们 住 在 有 自 己 家 庭 有 产 权 的 房 子 中 的 比 重 不 足 5％， 鲜 明 对 照

的是， 有户籍的 “80 后” 中过半数住在有自己家庭有产权的房子中。 很显然， 虽然广东已经离不

开非户籍的 “80 后”， 但是他们在城市里往往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处境。

四、 讨论

从前面的分析中， 可以归纳出： “80 后” 非户籍人口已经是广东 省 人 口 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在一些行业中他们举足轻重。 相对于留在农村家乡的人来说， 他们的教育程度更高， 更有进取精

神， 也得到更好的职业。 虽然广东已经离不开他们， 但是他们在城市里往往处于相对被边缘化的

处境。
由于 “80 后” 非户籍普遍受到初中以上的教育， 其中出自农村者， 基本上在 12－13 岁以后就

离开家到镇上或者县城读书， 大部分人离开学校后就外出工作。 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不强烈， 因

此相当一部分人将选择长期在城镇地区居住。 目前许多地区开始的对外来人口 “计分” 入户政策，
也就是在满足一定的教育、 职业和居住时限等条件， 可以申请得到当地户籍， 随着这一政策的落

实和普及， 可以预见， 在不远的将来， 有大量 “80 后” 非户籍人口变成户籍人口。 因此两个问题

需要认真思考： （1） 对流出地而言， 是否人材流失， 其影响如何。 （2） 在城市来说， 融合与排

斥的消长趋势如何。 显然， 这两个问题并非本文所能够回答的， 但是， 实实在在是一个社会要认

真对待的问题。
（下 转 第 40 页）

表 11 2005 年 广 州 市 户 籍 与 非 户 籍 大 学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80 后” 若 干 指 标 比 较

指 标

职 业 是 专 业 人 员 的 比 重

就 业 者 有 订 劳 动 合 同 的 比 重

机 关 团 体 及 事 业 单 位

就 业 单 国 有 及 国 有 控 股 企 业

位 性 质 其 他

合 计

有 自 己 住 房（有 产 权）比 重

户 籍

50．74
78．72
20．20
28．80
51．00
100．00
51．43

非 户 籍

42．19
65．08
5．59

11．42
82．99

100．00
4．87

资 料 来 源： 同 表 2。

单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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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ulum Migration or Permanent Return：A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in Women＇s Employment
Migr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YU Chi，SHI Zhi-Yong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Research Center，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Abstract：Based on 2883 rural women samples from Hubei province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of the rural women with pendulum employment and those who return hometown permanently and further studies by the
method of Logistic analysis the determinants affecting the women's decision in migration or hometown return， such a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amily endowment． It finds out that the pendulum migra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human capital
of the women themselves； while the permanent return to hometown is affected by three variables． Generally speaking， age，
education years， migration duration， living conditions in target migration areas， and family total income all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hoice of these two movement of rural women． Among these determinants age has positive effect on
pendulum migration while a negative effect on permanent return； and the education years is negative to pendulum movement
and positive to the home town movement．
Key words：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Family Endowment，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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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Unregistered-household Population Born After 1980

LI Ruo-jia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hzou 510275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who were born after 1980 but without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are a relative large part of
the popul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are playing significant roles in some industrial sections in Guangdong．
Compared with their hometown people still staying in the rural hometown， they are well-educated， boast of mor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better jobs． Though they are much important for Guangdong's development， they are still in a
socially marginal condition． Considering their growth process and the demanding of Guangdong's development， much part
of them are going to stay where they are working now， and it is critical both for Guangdong and for these population
themselves to melt into the local society in Guangdong．
Key words： Generation Born after 1980， Unregistered-househol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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