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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女性迁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 我国女性人口迁移获得了大发展. 由于在全国特殊的地理

和经济地位, 女性人口迁移在广东省的表现比全国其他省市要更突出, 迁移女性在来源地、迁移原

因、空间分布、年龄结构、职业结构方面呈现自身特点. 本文探讨了广东省迁移女性人口的特点, 并

从思想、经济、女性自身特点等方面分析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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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 a deve lopm ent of genderedm igr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fema lem igrat ion

in China has great developmen.t Because o f the specia l geog raphical and econom ica l rea�
sons, the prob lem of fem alem igration in Guangdong Provice ismore prom inent than what in

other prov inces. The characters fo rm igrated fema les in Guangdong Prov ince such as: orig in

towns, m igtation reasons, spatial distribution, age structure and occupat ional structure

etc. ,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sed from the aspects of ideo logy, economy and characters o f

female them se lves.

Key words: female m ig ration; characters; causes o f formation; Guangdong Prov ice

� � 20世纪中后期,女性在人口迁移和劳动力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 女性主义理论

进入迁移和就业分析, 开始形成女性主义迁移理论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框架. 女性在迁移中

越来越多地告别传统角色,形成自身迁移的特征
[ 1]
. 中国女性人口迁移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



大发展,迁移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男性. 据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分年龄性别、迁移原因

的女性人口达到 6 518 336人, 比四普增长 2�5倍,而男性则只增长了 1�85倍.

由于在全国特殊的地理和经济地位, 女性迁移问题在广东省的表现比全国其他省市要更

突出, 广东省分年龄、性别、迁移原因的女性人口有 1 051 147人,占全国的 16%, 居全国第一

位,已成为全国女性迁移人口的主要流入地. 五普统计的广东省女性人口迁入率在全国各省

区中最高达到 15�2% ,而迁出率仅 0�5%,是全国女性迁出人口最少的省份,迁出、迁入人口比

很高,净迁移率居全国第一. 数据说明, 广东省对省际和省内女性迁移人口均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省内女性也较少外迁. 此外,广东省女性迁移人口不仅数量大,而且呈增长趋势,在很多方面

呈现自身特点.

1� 广东省迁移女性人口的特点

1. 1� 广东省迁移女性人口以省外迁入为主,迁移地区相对集中

目前,广东省迁移人口来源地已经由过去的邻近省份发展到内地和边远省区. 据广东省

2000年流动人口数据显示,广东省的女性迁移人口中, 以省外迁入人口为主,省外迁入女性是

省内迁移女性的 2倍. 省外迁移人口地域范围较广, 来自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 但来源地也

相对集中, 省际迁入量的 80%以上来自湖南、四川、江西、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广西和贵

州
[ 2]
. 全国前 10位的女性迁移流中, 居于前 3位的迁移流为广西�广东,湖南 �广东,四川�

广东, 流入地均为广东省, 3个省区女性迁移流人口总规模达到 45万人, 占全部女性迁移人口

的 48�4%.

1. 2� 广东省迁移女性以务工经商为主要目的, 且务工经商女性超过男性

图 1� 广东 -全国女性人口迁移原因对照表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广东省务工经商

迁移女性人口达到 689 961人, 仅务工经商这

一迁移原因就占全省全部迁移女性人口的

65�6%, 远远超 过全国该指标所占 比重

25�3%. 在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婚姻迁入等 9

种迁移原因中也仅有务工经商这一迁移原因

超过全国水平,其他 8项均低于全国比重. 相

比之下,作为中国女性人口迁移重要原因的婚

姻迁移在广东省所占的比重却较低 (图 1). 据

2000年五普统计数据,全国婚姻迁移女性人口

占 20�4%, 广东省仅为 6�9% . 因此, 广东省女性人口迁移中以务工经商为目的的占了绝对主

流,婚姻迁移、随迁家属等非经济性原因的迁移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处于次要地位.

在迁移人口性别比方面,广东省是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唯一一个女性务工经商迁

移人口超过男性的省份. 性别比远远低于全国. 四普时, 全国务工经商迁移人口男女性别比

为 263,该比例广东省为 92; 五普时,全国务工经商男女性别比为 132,广东省务工经商男女性

别比为 99 四普和五普广东省务工经商女性迁移人口均占全国女性务工经商迁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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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上,而且女性迁移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远高于男性所占比例 (表 1) .

表 1� 基于四普、五普的广东省及全国女性务工经商迁移人口的比较

地区
五普务工经商迁移人口 四普务工经商迁移人口

男性 /人 女性 /人 性别比 男性 /人 女性 /人 性别比

广东 680 794 689 961 99 370 023 402 024 92

全国 2 182 494 1 648 870 132 2 360 769 898 801 263

广东 /全国 0. 31 0. 42 0. 16 0. 45

� 资料来源:广东省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1. 3� 广东省迁入女性特别是外来务工女性高度集中于珠江三角洲

图 2� 广东省际就业迁移女性人口空间分布

广东省迁移女性人口不仅总量规模大, 而

且呈现出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的特征.珠江三

角洲的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中山、惠州、珠

海 7市外来女性就业迁移人口 (主要是务工经

商迁移女性 )占迁入女性总量的 94% , 仅东

莞、深圳就占到总迁入量的 60�9%; 而东西两

翼和粤北山区却很少, 特别是河源、云浮等地

区对外来务工女性的吸引力更小 (图 2) .

1. 4� 广东省迁移女性人口职业以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及商业、服务业为主

广东省迁移女性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及商业、服务业为主. 如表 2所示,省内迁移人口中,这 2类人口占了 77�61% ,

而省外迁移人口中,这 2类人口占了 91�4%,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等职

业则占很低的比重.

省外迁入和省内迁入女性对比分析, 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省外迁移女性明显高于省

内迁入女性,而在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方面, 省内迁移女性大大高于省外女性. 这表明,省

外迁入女性更多的从事于技能要求低、易操作、易进入的行业.

表 2� 广东省迁移女性人口的职业构成

迁移女性人口

来源地

职业构成

国家机关、党

群组织、企业、

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

术人员

办事人

员和有

关人员

商业、

服务业

人员

农、林、牧、

渔、水利业

生产人员

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不便分类

的其他

劳动者

省外迁入: 人数 /人 2 075 12 954 16 063 70 079 16 041 431 263 39

� � � � 百分比 /% 0. 38 2. 36 2. 93 12. 78 1. 10 78. 62 -

省内迁移: 人数 /人 3 864 34 281 18 105 79 349 29 323 99 379 14

� � � � 百分比 /% 1. 46 12. 97 6. 85 30 5. 34 37. 61 -

� 资料来源:广东省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1. 5� 迁移女性年龄较轻且多为未婚女性
全国 15~ 24岁女性迁移人口占全部女性迁移人口的 38�2%,该比重广东省达到 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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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半以上,广东省女性迁移人口集中在 15~ 24岁, 而全国女性迁移人口年龄分布集中在 15

~ 29岁,特别是 25~ 29岁全国女性迁移人口仍有较大分布 (表 3) . 全国主要女性人口净迁入

区中,深圳、东莞女性迁入人口的中位年龄位 22�2左右,东莞的省际迁入女性更低至 19岁,相比

之下,上海市区迁入女性的中位年龄达到 28�7岁 [ 2, 3]
,远远高于广东省迁入女性年龄.

广东省 15~ 19岁年龄组中, 迁移性别比仅为 55,远远低于全国. 20~ 24岁组中, 广东省

的迁移性别比为 76,与全国 71的水平基本持平, 而在 25~ 29岁年龄段中,广东的迁移性别比

达到 99,明显高于全国. 这进一步表明,广东省女性迁移人口集中在 15~ 24岁年龄段,低于全

国水平. 同时, 根据全省分年龄、性别、初婚年龄的流动人口数据, 15~ 24岁女性流动人口中,

已婚女性仅占 10�26%,所以,广东省女性迁移流动人口年龄较轻,且未婚女性占多数.

表 3� 分年龄性别迁移人口对照表 (五普% )

年龄
全国 广东

合计 男 女 性别比 合计 男 女 性别比

15~ 19 15. 7 15. 0 16. 4 83 17. 5 12. 9 21. 6 55

20~ 24 19. 5 17. 0 21. 8 71 26. 3 23. 7 28. 8 76

25~ 29 18. 0 15. 8 20. 1 72 20. 5 21. 4 19. 8 99

30~ 34 11. 4 12. 4 10. 4 109 12. 7 14. 7 10. 8 125

35~ 39 7. 7 8. 9 6. 6 124 6. 8 8. 3 5. 3 143

40~ 44 4. 6 5. 4 3. 9 125 3. 1 3. 9 2. 3 155

45~ 49 3. 9 4. 4 3. 4 119 2. 2 2. 6 1. 7 143

50~ 54 2. 6 2. 9 2. 2 119 1. 3 1. 5 1. 1 132

55+ 5. 6 6. 0 5. 3 103 2. 7 2. 7 2. 6 97

15~ 24 35. 2 32. 0 38. 2 91 43. 8 36. 6 50. 4 92

� 资料来源:广东省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2� 成因分析

2. 1� 思想观念转变对女性人口迁移的影响

过去,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观念长期束缚着国人的思想. 特别是在那些经

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这种观点更是根深蒂固. 中国女性由此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认为女

性只能在家里务农和做家务, 外出打工是不应该的, 甚至有人对外出打工的女性有另外的看

法. 作为农村人口接纳地的城市, 同样也存在用人单位在观念上对女性农民工的歧视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巨大进展,女性的政治、社会、经济、家庭地位以及文化水

平日益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温饱问题的解决并向小康社会迈进,在获得了基本的

生存保障后,传统女性以  安居 !、 不辛苦 !为幸福的标准有了较大的变化. 追求更加富裕的

生活和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必然, 因此现代女性更多的以  富裕和发展 !为幸福的标
准

[ 4]
. 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2. 2� 广东及全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对女性人口迁移的影响

根据唐纳德 ∀博格的  推拉理论 !, 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引起人口迁移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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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省与全国其它地区之间、广东省省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

剧了地区间经济吸引力和经济人口容量的差异.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表现在 2个尺度, 全国范

围内东、中、西部的差异;广东省内部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广东省的大部分迁移女性来自我国中西部的湖南、四川、江西、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广

西和贵州,这 9个省区都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人口压力沉重,经济发展水平低,其东面沿海相对

发达地区,近十余年来两者之间经济水平的落差在迅速扩大, 从而形成了促成人口迁移的巨大

的  推拉效应 !.
� 表 4� 广东 3大区域人均 GDP差异状况 /亿元

年份 珠三角 两翼 山区 全省平均

1980 762. 2 300. 3 330. 3 453. 6

1990 4 561. 1 1 455. 8 1 369. 5 2 446. 5

2000 20 229. 3 7 133. 2 5 006 10 789. 4

2005 41 990 10 889 8 827 20 572

� � �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06.

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珠三角

人均 GDP远远高于山区和两翼, 是全省平

均 GDP的 2倍 (表 4 ). 同时, 无论是投

资、消费和进出口, 还是工业生产和高新

技术制造, 70% ~ 95%的份额都集聚在土

地和人口只占全省 23%和 31%的珠三角.

2005年, 珠三角地区的 GDP和财政收入

分别达到 18 059�38亿元和 1 211�47亿元,占全省的 80�74%和 67�04%. 经济的巨大差异导

致了大量以务工经商为目的的女性迁移人口流入珠三角.

2. 3� 珠三角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女性人口迁移的影响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的发展, 商品生产被不断细分生产流程高度

规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半成品从一个国家或一个分厂出口到其他国家, 形成一个世界

系统. 大多数劳动密集型生产流程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 带动这些国家内部大规模的劳动力

迁移, 特别是大量年轻女性劳动力的迁移.

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开放省份,广东省拥有深圳、珠海等我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

开放的窗口和首先接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地区. 近十余年来,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成长起一批世

界级的大工业基地,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女性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如纺织业、服装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餐饮业、服务业等. 这些行业的  主力军!都是
女性, 它们成为吸引女性就业迁移的强大引力源.

2. 4� 珠三角就业岗位类型对女性人口迁移的影响

图 3� 广东省流迁人口男女受教育程度比较

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急需廉价劳动力的

工作岗位,这种岗位的显著特点是低技能、低

工资. 而在我国存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根

据杨云彦等人在武汉市所做的一项调查的结

果显示,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当显

著,男性平均小时收入约为女性的 1�3倍,其

中尤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差别为大
[ 1]
.

同时, 广东省迁移人口中, 小学和初中文化程

度的女性迁移人口多于男性 (图 3), 女性迁移人口在这两个文化程度上集中. 所以导致广东

省迁移人口中女性迁移人口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男性, 而恰恰是这种低工资满足了珠三角地

区就业岗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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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男女劳动力的供给特点对女性人口迁移的影响

由于生理和传统习俗上的原因,女性到一定年龄都要结婚和生育, 这对女性就业影响很

大. 女性在结婚后受家庭的影响要大于男性, 男女在劳动分工上的时间分配是有区别的. 另

外,妇女的生育大多数发生在作为劳动力而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时期,生育行为影响她们的

劳动力供给行为. 国外的研究表明, 经常被生育、抚养孩子打断工作,是女性劳动力供给不同

于男性的一个特点. 平均每个妇女要在每个子女身上损失 2年工作经历
[ 5]
.

因此,女性在婚前几年是经济性迁移就业的  黄金时期 !. 这一点被很多企业雇主们认识
并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以东莞为例,  东莞的许多企业都不雇佣已婚妇女.如果未婚妇女怀孕

了,也不得不离开企业.即使是已婚夫妻, 也不能同住一个宿舍
[ 6]
. !这种劳动力雇佣上对未婚女

性的强烈  偏好!,使得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成为未婚女性迁入强度最大的地区.形成了广东省迁

移人口中女性迁移者年龄大大低于全国女性迁移人口,年龄高度集中且多为未婚女性的特点.

3� 结语

从广东省女性人口迁移的特点及成因分析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国际分工的发展,产

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女性人口的迁移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女性思想观

念的改善,使得女性抛弃那种听天由命,依靠父母, 依靠配偶的观念,自尊、自立、自强, 勇敢地

走出家庭,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沿海省份迁移.全国以及广东省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等原因,

也形成了广东省女性迁移人口年龄小,流入地高度集中于珠三角并以务工经商等经济性原因

为主的特点,不同于很多省份以婚姻迁移为主的女性人口迁移.

当前,女性人口迁移已经成为广东省日益活跃的迁移流, 而女性迁移人口特别是外来女工

在劳动力市场上及社会生活状况方面还处于不利地位.收入水平低于男性, 还存在对女性的性

别歧视. 因此, 广东省应高度重视这一越来越活跃的迁移流,制定相关政策保护女性迁移人口

的合法权益,促进女性人口迁移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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