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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16年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中国少数民族省际人口流动网络，分析网络

复杂特征，并依据网络分析的结果指出各社区流动主体的相关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地缘、亲缘

网络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对于不同的中心省份，浙江省和广东省因其工业劳

动力需求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河北省接收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同时有大量流出人口去往北京

市；贵州省、辽宁省以及甘肃省等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量劳动力选择去往相邻省份。各地区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的年龄、流动时间和受教育程度三个特征区别明显，同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收支情况的影响

显著大于流动时间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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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6 and 2017, we 
constructed an inter provincial population mobility network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na-
lyzed 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and pointed out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ommunity mobility entit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
sults indicate that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and kinship network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mobility network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China. For different central 
provinces, Zhejiang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hav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due to their industrial labor demand; Hebei Province is receiving mobile population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hil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re flowing out to Beijing; Guizhou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Gansu Province, among others, have chosen to relocate a large number of laborers 
to neighboring provinces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lag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ge, duration, and education level of ethnic minority migrant popul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level on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duration an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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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人口流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每一次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迁

移都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现象更加常见。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

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显示，截止 2016 年底，

我国流动人口总数为 2.45 亿，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比达 6.5%。 
 
Table 1.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statistics 
表 1. 全国流动人口统计 

年份 2000 2010 2020 

跨省流动人口 42,418,562 85,876,337 124,837,153 

占总人口比例 3.41% 6.27% 8.84% 

注：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跨省流动人口指离开户籍地省份半年及以上人口。 
 

如表 1 所示，在整个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人口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从近三次的普查数据看，每 10 年

跨省流动人口增长都接近 4000 万人[1]。中国作为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之一，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交流、

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范围不断扩大，流动活动也变得愈发频繁，这些流动群体中包含

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体，并且该群体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

力量，其流动规模和速度赶超汉族，而且呈现出逐年加速的趋势[2]，这种变化不仅对我国少数民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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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分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民族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改变[3]。因此，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自身的发展与稳定，并且牵动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以及民族和谐的大局，

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积极作用，同时化解潜在的不利影响，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

中亟需深入研究的迫切问题，加强对流动群体中少数民族人口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为

我国的社会和谐、多元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和平共处提供智慧和启示。 
社会网络是一种新的研究流动人口的角度，社会网络分析的出现为公共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

路，为分析群体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虽然流动人口离开了故乡，但仍然具

有独特的社会网络属性，尤其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其与城市当地居民人口来比是相对弱势的群

体，并且因为这类群体的流动性，使得原有的社会网络被破坏，对于当地居民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

的生活和工作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在探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

些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三个重要方面展开，包括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状的深入剖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的互嵌融入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的互动研究[4]。这三个方面均构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

究的核心领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赋予了特别的重视，

将其视为研究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其他两个方面的研究也在围绕社会融入问题展开，提供更全面的

认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现象的视角，并产生了大量有益的学术洞见。 
针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状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聚焦于多个关键方面，包括流动原因、流动特征以

及流动共性等，以全面探讨和分析这一议题，根据多重视角的比较，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最新特征

以及与之相关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目前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仍然以谋求经济机会为主

导动机，而与劳动和就业有关的流动正逐渐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演变，这对于相关政策和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5]。 
此外，如何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感，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部分学者从文化、经济、社会(关系)及心理等多个层面来研究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等情况，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中的融入程度、融入的影响因素以及融

入对他们自身和社会的意义[6]。还有学者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为主，从不同的方面探究城市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希望通过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观察来研究

其城市融入情况[7]。社会融入问题不仅是研究的焦点，也是众多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入过程既带来了积极影响，又伴随着一些挑战，如何实现最大程度的良

性融合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因此，如何有效协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在当前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强调整体性治理、政府与社会

协同合作并且积极互动，可以更好地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8]。这些努力旨在实现良性的融合，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多元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 
国内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9]，在研究民工流动问题时首次将传统地缘、亲缘社会

网络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口流动问题[10]。部分研究学者们提出，社会网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

是一种非线性的社会结构，我们人类个体的生活和行动都被嵌入到这种社会结构当中，因此，对社会网

络中行动主体的行为进行解读，必须要从其所在的社会关系结构出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动领域

的学者将目光投向社会网络。例如，李树茁等人[11]使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挖掘乡城流动人口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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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讨论网络的复杂特征。黄鲁成[12]、薛峰[13]等人从社会网络的“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

“中介中心性”三个结构特征方面探讨了区域人口流动中的强中心城市或地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

网络的点对称性和链接对称性来分析强中心城市人口流动的均衡关系，得出其流动倾向于近距离流动，

并且呈现“中西流东部入”等特征。孙桂平[14]等人通过构建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来探索人口流动

的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趋势，并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节点层级化，通过分析不同层节点在

2000~2015 年 15 年间的变化来分析网络演化趋势，同时分析了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社会网络演化的影

响。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我国人口流动的空间结构展开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例如沈诗杰

[15]等人利用社会网络的基本原理，对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各省

之间的人口流动网络的网络密度与中心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各省之间的人口流动网络呈现出明显的群体

性特征，其中以区域内人口流动为主，这不仅补充了省际人口流动的社会网络研究，同时也为部分学者

提供了一个省际人口流动新的研究思路；史诗悦[16]等人也通过相应的实证研究，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

迁移动力以及社会整合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时，必须要遵循地理融合等演化规

律，并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是其社会融入累进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李卓伟等人将社会

网络分析法与 QAP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模型[17]进行对比分析，说明人口流动与交通网络之

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即城市间的邻接关系对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李天籽[18]等人认为人

口流动网络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整体的结构日趋稳健，但是依然存在着“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

局面；施响、王世君[19]等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信息，分析得出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具有较为稳定的空间

格局，即在京、深、沪、穗、蓉、莞这几个“中枢”上，形成了一个菱形的空间格局，并将各个城市按

不同的区域进行了划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差异和区域差异。 
当前，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融合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探索，然而，从研究

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领域中，鲜有研究

者运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我国少数民族省际人口流动网络。少数民族这类流动群体作为流动人口中

的特殊群体，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例如其民族性、宗教性、文化性等特征，所以，与汉族流动

人口相比，他们的流动同时也具备了一种跨民族文化的含义。鉴于此，本文将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角

度，来构建中国少数民族省际人口流动网络，并对其流动网络特点和流动主体特征进行了分析，以期对

将来研究少数民族流动问题有所裨益。 

3. 研究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的人口流动数据来自 2016 年和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此

数据的调查过程采用分层、多阶段、与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 PPS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方法进行抽样，使得样本的数据在整体上能反映出流动人口的分布形态，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它在

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流入地进行了随机抽样，2016年和2017
年分别获得了 169,000 份和 169,989 份原始样本数据，本研究从这些样本数据中筛选出少数民族省际流动

人口部分，去除缺失值后，最终 2016 年纳入分析的有效数据共有 4478 条，2017 年有效数据为 5629 条。 

3.2.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在于网络复杂特征的分析，如小世界效应、中心性等。本文以各个省份的人口

流动规模为基础，建立人口流动网络，利用社区发现和中心性分析对该网络进行探索，并通过聚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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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确定社区的流动主体，以此分析不同社区内流动人口的特点。 
2008 年由 Blondel 等人提出的 Louvain 算法[20]是一种以模块度为基础的社区发现算法，可以实现加

权无向图的快速社区划分，该算法将所有节点作为不同的社区，社区内连接权重记为 0。逐个遍历所有

顶点，计算该顶点加入其相邻顶点所在社区后，该社区的模块度增益，选择使社区模块度增益最大的社

区并将当前顶点加入该社区。该算法以其简单、灵活和高效等优点而成为了当前最常用的一种社区发现

算法，然而，当今的社会网络日益复杂，而 Louvain 算法无法在社会网络中找到重叠的社区，因此可能

会导致该算法丢失最优解。本文将借鉴白伊史[21]等人在 Louvain 算法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混合动态社区发

现算法来分析和研究社会网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在遍历所有顶点之后，对形成的社区进行折叠，将社

区聚合成新的“顶点”，并计算新顶点之间的连接权重和社区内所有点的权重连接之和。重复顶点划分

和社区聚合的过程直至算法收敛。当社区内模块度不再变化时算法收敛，即可求得最优社区划分。 
由于社区的划分，使得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分散，而社区内节点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密切，

因此，在社区内依然会有一些地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差异。PageRank 算法[22]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 
Sergey 和 Lawrence 为了计算 Web 中网页的权威值(或重要性)而提出的排名分析算法，如今，它也被广泛

地用于其他浏览器搜索引擎和学术评级领域。PageRank 算法是在有向网络图上随机游走的一个过程，对

于一个具有 n 个节点的有向图，在该有向图的基础上，定义了一个广义的随机行走模型，并构造出一个

一阶马尔可夫链来刻画随机游走个体沿着有向图随机到访该图中各个节点的行为。它是定义在网页集合

上的函数，对每个网页给出一个 PageRank 值(PR 值)表示该网页在所有网页构成的网络中的重要程度，

PR 值越大表明网页排名越高，越重要。 

4. 发现与解释分析 

4.1. 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以 32 个省市自治区兵团(含新疆建设兵团，不含港澳台)作为网络节点，通过分组统计不同省份

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数作为结点连接权重，以此构建网络。通过 Louvain 社区发现算法[23]得到如下划

分结果，如图 1、图 2 及表 2 所示。 
 

 
Figure 1. Network diagram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mobility in 2016 
图 1. 2016 年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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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Network diagram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mobility in 2017 
图 2. 2017 年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图 

 
Table 2.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mobile network communities in 2016 and 2017 
表 2. 2016 年、2017 年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社区划分结果 

网络 社区 成员 

2016 年 

社区 I 苏、浙、闽、鄂、湘、粤、桂、琼、渝、黔、滇 

社区 II 京、津、冀、晋、蒙、辽、吉、黑、沪、皖、鲁 

社区 III 赣、豫、川、藏、陕、甘、青、宁、新、新(兵团) 

2017 年 

社区 I 苏、浙、闽、赣、鄂、湘、粤、桂、琼、渝、黔、滇 

社区 II 京、津、冀、晋、蒙、辽、吉、黑、沪、皖、鲁 

社区 III 豫、川、藏、陕、甘、青、宁、新、新(兵团) 
 

从结果看，2016 年与 2017 年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均分为 3 个社区，各社区成员数量相对平均，

且同一个社区内都是地理上相邻的省份，一方面交通对人员流动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跨省

流动人员，铁路交通依然是主要的出行方式，因而远距离的外出并不多见，人们更倾向于前往相邻省份；

另一方面风俗习惯也对流动的目的地有影响，我国国土面积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域之间就会出

现明显的节日、饮食、语言等生活习俗的差异，对于大部分外出人员，尤其是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员来

说，长期生活在与自己生活习俗相异的陌生地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的结果说明地缘、亲缘关

系仍然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 
根据两年的数据对比可知，对于江西省的划分存在差异，这与江西省的经济发展、地理位置环境因

素等都息息相关，它的发展速度与其他省份相比要稍微慢一些，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出，去往

周边省份务工，据相关数据统计，2017 年江西省人口净流出数量在全国排第五，江西省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省内人户分离趋势更加明显，省内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跨省

流入人口成倍增加。同时，江西省历来是人口流出大省，跨省流出规模依然较大，因此其在 2017 年被划

分到社区 I 中。 
同时注意到各社区间呈明显“三角形”结构，各社区内部成员表现出“东密西疏”的特点，从宏观

上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主要流入地，是各民族空间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领域。而西南

地区大部分都是山区，大山，不似江南、沿海的那种丘陵的小山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三苗九黎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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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各族的后代们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很少与外界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体

系和不同的文化遗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少数民族，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并且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生活

习惯也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社区 I 包含大部分中国南部省市说明除地缘、亲缘关系之外还有其他

影响因素对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起重要作用，如政策、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等。社区 I 和社区 II 中的

成员地区有着自己良好的流动人口政策以及经济圈，由于其经济上的特殊优势，城市发展迅速，为流动

人口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一直在不断地增强，而社区 III 中例如新疆、西藏、黑

龙江以及吉林等地区流动人口相对较少，尽管近年来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整体经济水平仍然很低，

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4.2. 流动网络各社区分析 

通过中心性分析可以进一步探索少数民族人口流入(流出)的中心省份，应用 PageRank 算法来计算上

一节得到的划分后的社区各成员 PageRank 值，对 PageRank 值进行排序即可得到下面的社区内各省份的

中心性排名，如表 3 所示。 
 
Table 3. PageRank rankings of various communities in 2016 and 2017 
表 3. 2016 年、2017 年各社区 PageRank 排名 

 排名 
社区 I 社区 II 社区 III 

省份 PR 省份 PR 省份 PR 

2016 年 

1 浙江省 0.1783 辽宁省 0.1734 甘肃省 0.2971 

2 贵州省 0.1754 内蒙古自治区 0.1459 青海省 0.1552 

3 广东省 0.1241 北京市 0.1422 西藏自治区 0.1097 

2017 年 

1 贵州省 0.177 河北省 0.1584 甘肃省 0.2942 

2 浙江省 0.1562 辽宁省 0.15 青海省 0.1499 

3 广东省 0.1197 北京市 0.1389 西藏自治区 0.1314 

注：表中的 PR 值代表 PageRank 值。PR 值的大小反映了该省份在社会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程度，该值的取值

范围为 0~1，较大的 PR 值意味着该省份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而较小的 PR 值则表示相对较低

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由表 2 可知 2016 年各社区成员数量相对平均，2017 年的社区 I 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中成员

最多的社区。而根据表 3 的各社区 PageRank 值的排名大小可知，其中 2016 年的社区 I 中浙江省的 PR 值

最高，则意味着该社区的中心省份为浙江省，这是一个典型的人口流入省份，自从 1979 年国务院决定在

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市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第一批向世界开放的省份之一。40 年的

快速发展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周边省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

辐射作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遇，吸引了来自中部、南部地区的流动人

口，其中也包含很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浙江省位于长三角地带，既是中国的沿海地区，同时也是

私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它吸纳了大批外来人口就业，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

用。在对 2017 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据进行社区划分后发现贵州省成为了社区 I 的核心，因为贵州是一

个人口大省，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外流的大省，贵州省的人口数量很多，而且它的人均 GDP 并不高，因此，

外出打工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再加上其所处地理位置山区较多，所以发展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2017
年该省的跨省净流出人口达到了 559 万人，庞大的常住人口和复杂的民族构成更需要当地重视少数民族

人口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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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是 2016 年社区 II 的中心省份，辽宁作为东三省中唯一的沿海省份，近年来因气候因素、经济

增长及就业等问题导致大批年轻人外流，而山东、北京、河北则是他们选择流入最多的省份，因为山东、

北京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有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而且距离东北的地理位置比较近。而在 2017
年河北省则成为社区 II 的中心省份，同样也是社区 II 中人口流动的枢纽。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

中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邻近的河北省占有相当大

的比重。同时河北省不仅流出人口众多，流入人口也不少，主要流入人口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2017 年监测数据中有 132 户少数民族人口从河北省流入北京市，而从全国各地有 126 户流入河北省。在

社区 II 中河北省扮演着枢纽的角色，对京津地区的人口压力起缓冲作用，同时也是我国各族文化交汇的

重要省份。 
2016 年与 2017 年的社区 III 均以甘肃省为中心，甘肃省地处河西走廊，是祖国西部的交通要道。由

于甘肃省内自然资源的匮乏，经济发展及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大量的劳动力和学生前往外省务工学习，

因而甘肃省是一个人口流出的核心省份。河南省因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在流出人口中也占很大比例。在目的

地的选择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趋于向周边省份流动，非少数民族人口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要目的地。 

4.3. 流动主体特征分析 

不同省份因为其人口流动活动的频繁程度与流动规模的大小上的不同而被划分在不同的社区。分析

不同社区在流动主体上的差异，对于把握各地区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我们使

用样本特征的均值来估算总体的特征，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总体是相对均质的。在实际情况中，数据集

分布较为复杂，数据中掺杂了很多异常数据，这些异常数据在估计总体特征时会产生较大影响。本文提

出使用聚类的方法确定不同类别样本在总体中的占比，去除占比小于 15%的样本，将剩余样本的所有特

征求算术平均作为总体的特征，从而更好地反映社区主体的相关特征。K-means 聚类是一种经典的原型

聚类算法，其既有简单、灵活以及高效等优点同时也存在部分缺点，鉴于此，本文将在聚类算法的选择

上和 K-means 聚类算法[24]的优缺点，针对本文数据量较大的情况合理的设计了聚类算法。 
首先通过计算不同 K 值下各社区轮廓系数的方法确定聚类时社区 I 取 K = 4，社区 II 和社区 III 取 K 

= 3。将确定的 K 值应用于优化后的聚类算法，去掉样本占比低于 15%的样本后，求得各社区主体特征如

表 4 所示：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entiti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in 2016 and 2017 
表 4. 2016 年、2017 年各社区流动主体特征 

年份 社区 样本比

例 
家庭成员

数 
年龄

(月) 
受教育程

度 
流动时间

(月) 
月总收

入(元) 
月总支出

(元) 
月住房支

出(元) 

2016 年 
社区 I 57.1% 3.16 393 2.98 51 6231 2964 373 

社区 II 17.9% 2.79 448 3.96 81.9 8778 4234 1054 

社区 III 25.0% 3.63 415 2.38 74.3 5739 2661 663 

2017 年 
社区 I 55.5% 3.24 401 2.97 59.1 6607 3219 411 

社区 II 20.7% 2.91 453 3.88 95 9485 4979 1326 

社区 III 23.8% 3.23 426 2.34 80.5 5657 3031 802 
 

不同社区因为其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吸引具有不同特征的流动群体。由表 4 内容可

知，2016 年和 2017 年社区 II 中的流动人口在整个网络中占比较小，其中 2017 年相对 2016 年社区 II 中
流动人口数量有明显上升趋势，同时两年间流动主体的显著特点均是受教育程度较高，流动时间较其他

社区最长，收支水平较其他社区来说同样也是最高，并且社区内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年龄较高，家庭成员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912


叶芬，蒲秋梅 
 

 

DOI: 10.12677/ass.2023.1211912 6680 社会科学前沿 
 

数较少，流动时间较长的特点。社区 I 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的主体，其流动主体特征是年龄偏低，

由于整体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社区 II，其整体水平和社区 II 相比都偏低，表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流动

时间和收入支出。这也印证了熊斌等[25]学者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职业水平低下，大多都是从

事非正式工作，不能享受到与正式工作人员一样的福利等问题。社区 III 中的流动人口在总流动人口中占

比接近四分之一，其流动主体的年龄适中，受教育程度、收入支出较其他社区来说偏低，同时其家庭成员

数较多。 
从总体上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各社区主体的共同特征是：与家人共同外出，户主年龄在 35

岁左右，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和高中之间。不同社区主体的流动时间与收支特征区别较为明显。从收支特

征看不同社区的流动人口的收支差额不同，在这两年中，社区 I 的收入和支出相较于其他社区都是比较

高的，且 2017 年收入和支出相较于 2016 年均有所提升，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在呈上升趋势。同时以

甘肃省为中心的社区 III 收支较低，但三个社区的收支比例大致都是 2:1，收支总体呈正差额。因此，综

合上述流动主体特征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收支情况的影响显著大于流动时间和年龄，且各地区流动人口住

房支出差异明显，其中社区 II 住房支出最高。 

5. 结论 

本研究以 2016 年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检测数据为基础，通过社区划分和中心性排名探索少数民

族人口流动网络特征，得到了各社区的中心城市，2016 年的中心城市分别为浙江省、辽宁省和甘肃省，

2017 年则分别为贵州省、河北省和甘肃省，随后利用聚类的方法来降低异常点对整体特征的影响，以确

定各个社区的流动主体，并且基于以上结果详细分析了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 
社区划分的结果显示各社区成员在地理上也是相邻的，这样的结果受交通、文化、亲缘关系等影响，

表明传统的地缘、亲缘网络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对于不同的社区，因其经济、

教育、文化和地理因素在人口流动活动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浙江省、广东省因其庞大的劳动力需求吸

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河北省接收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同时输送大量流动人口去往北京市；而贵

州省、辽宁省以及甘肃省则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量劳动力选择去往相邻的北京市、河北省、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四川省以及陕西省等省份谋求发展。总体上看，各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年龄、流动时

间和受教育程度三个特征区别明显，同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收支情况的影响显著大于流动时间和年龄，

说明文化水平加剧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在未来，应从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据资料、改进研究方法、突破各个维度等各方面做更多的

工作，将少数民族工作与流动人口工作进行有效融合，重点关注少数民族省际人口流动网络这一研究课

题，要大力发展西部、乡村等区域的教育事业，加大对相关经费的投入，提高教育品质。打破相关的制

度性障碍和区域性划分，尤其是浙，粤，京，新等地区，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同样也

是少数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机遇与社会保障，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与

发展水平。总的来说，本文以网络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我国少数民族省际人口流动网络，尽管得出的结论

与该领域研究的实际基本情况相吻合，但仍有一些差异之处，显示出了省际人口流动网络的整体和分层

特征，突出了各个省份在网络中的位置和作用，并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分析，相

信可以为政府制定省际人口流动导向的政策提供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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