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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探讨 
许有鸾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304）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开始增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消费水平方面、产业发展方面等等，
为了能够预防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应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完善土地制度，改善公共服务质量，不
断提升在流动人口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增强社会经济水平的情况下，促使我国社会的良好发展与进步，满足当前的时代发展
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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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会导致政府维稳

成本增加，还会埋下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如果不能科

学开展管理工作，将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因此，

在具体工作中必须要形成准确观念，规范化开展工作，完善制度提

升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 

一、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 
（一）对消费水平产生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收入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会为城市消

费做出一定的贡献，尤其在房屋租赁市场方面，房屋租赁的费用开

始增加，再加上流动人口会在城市中购买房产，会对房地产行业的

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能够全面提升城市经济建设水平。但是，目前

部分地区在流动人口方面的关注度较低，很容易受到户籍体制、社

保体制的影响，尤其在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之后，会出现很多的融

入危机现象，社会矛盾隐患增加，对后续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产业经济产生的影响 

流动人口在实际流动的过程中，多数都会从事技术类型、工业

生产类型的行业，增加了工业生产领域的人力资源数量，促使工业

生产规模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产业经济的良好发展[1]。 

（三）对城市的负面影响 

在城市大量涌入流动人口之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享有人

数开始增多，很容易出现相互之间不协调的现象，尤其是公共交通

方面、住房资源供应方面、医疗服务方面等负担会明显增加，甚至

还会在流动人口数量增多的情况下出现用水紧张现象和用电紧张

现象，也容易引发交通拥堵的问题，对城市发展、社会经济进步都

会造成不利影响。 

二、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对策 
（一）积极开展户籍体制改革工作 

目前我国在流动人口的本地与流入区域的户籍相互缺乏沟通，

如果不能合理管理，很容易埋下社会经济冲突隐患问题，尤其是在

老年人社保限制方面、儿童教育限制方面，都会出现很多危机现象。

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开展户籍体

制的改革工作，尤其是在流动人口流入之后，当地区域的社会秩序

难以管理，维稳成本增加，必须要严格落实相关的户籍管理制度，

强化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力度，确保在流动人口流动的过程

中，可以针对性开展户籍管理工作，完善相关的户籍体制，为老年

人保险、儿童受教育等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从根本上提升户籍

管理的工作效果。 

（二）强化土地制度的改革 

在改革土地制度的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

以后，可以保留一定数量的资本，在合理进行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

改革的情况下，不再单纯进行户籍的开放，而是要结合流动人口的

实际情况，编制相关的土地制度和房屋资源管理制度，在创新改革

土地制度的情况下，使得农民工在市场中自由行进行土地资源交

易，预防因为流入城市出现土地荒芜现象。尤其一些城市之内具有

一定财力盈余的流动人口，可以利用土地制度的改革，开辟出关键

性的投资管路路径，促使农村地区土地资源的良好流转，解决流动

人口方面的问题[2]。 

（三）强化公共服务的改革 

实际工作中为了能够应对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产生的影响，应

该强化公共服务的改革，使得流动人口还有户籍人口能够享受较为

公平、公正的待遇。首先，应该积极创建公共基础设施，开发相关

的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流动人口能够和户籍人口拥有

相同的就学待遇、就医待遇、劳动保障待遇等等，这样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形成流动人口的政策保障作用。其次，应该重点关注流动人

口的素质教育，做好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利用网络渠道、企业渠

道等对流动人口进行专业知识与岗位工作技能的教育，提升流动人

口的专业素质和就业能力。 

（四）创建动态化管理机制 

城市流动人口数量过多，很容易导致城市与社会经济发展受到

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应该创建关于流动人口的动态化管理机制，

建立相应的网络系统、劳动力供需分析系统等等，按照人力资源的

需求特点与规模等，开展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预防出现城

市流动人口输入数量过高的现象，合理平衡城市人力资源的供需关

系，保证不会受到流动人口的影响出现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在落实

动态化管理机制期间，还应该重点研究与分析流动人口的情况，创

建动态化的研究分析模式，不再受到传统理念或是制度的影响，系

统化、实时性开展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确保在流动人口高效化管

理的情况下，提升整体的工作效果和水平[3]。 

结语：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虽然能够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人

才，促使工业经济发展，形成社会综合经济进步的推动作用，但是

如果流动人口的数量过多，很容易导致城市的维稳成本增加，不利

于社会经济进步。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制定完善的户籍制度、

土地制度，创建流动人口的动态化管理机制和模式，在严格开展流

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情况下，完善公共服务系统，提供公共基础设施

与公共服务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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