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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流动及迁徙:“人往高处走”与“人往低处走”的并存

1)人口的流动是一个经济现象：夜光指数越闪亮的地区，人口流入率越高;

2)经济发展的强弱应该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人口本身也是一个自我加速的要素

（人口越多，经济越繁荣，人口流入也越快）。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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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图：31个省份及直辖市人口流动情况 图：31个省及直辖市人口流动与夜光指数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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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流动及迁徙:“人往高处走”与“人往低处走”的并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各个省份的大部分人口流动可以被夜光指数（经济繁荣程度）所解释，而被夜光指数解释

不了的部分（即各省份的人口流动偏离）则与该地区的人口密度负相关，即所偏离的部分

是被高密度人口挤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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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偏离（省份）

图：31个省及直辖市的人口流动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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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图：人口流动的偏离与该地区的人口密度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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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流动及迁徙:“人往高处走”与“人往低处走”的并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1) 人往高处走”和“人往低处走”在两个解释框架内是可以共存的。一个解释是：劳动力

分级和市场对人口流动起了微调的作用。另一个解释是：政策充当了人口均化的工具。

2) 当前代表性的地区为调控趋严的北京上海以及调控趋松的西部地区/一二三线城市。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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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呈正相关关系

表：各省落户学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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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流动及迁徙:“人往高处走”与“人往低处走”的并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1）对于绝大多数省份来说，人口都呈现出向省会城市集中的趋势。

2）人口向夜光指数偏高的地区迁移，对于城市间的人口移居来说，依然是适用的。

3）对于夜光指数无法解释的省会城市人口流入部分来说，依可被人口密度的挤出效应解

释。 表：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成为人口流入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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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流动及迁徙:“人往高处走”与“人往低处走”的并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1）对于绝大多数省份来说，人口都呈现出向省会城市集中的趋势。

2）人口向夜光指数偏高的地区迁移，对于城市间的人口移居来说，依然是适用的。

3）对于夜光指数无法解释的省会城市人口流入部分来说，依可被人口密度的挤出效应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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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² = 0.3043

-5000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150.0) (100.0) (50.0) 0.0 50.0 100.0 150.0 20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图：全国300个城市人口流动与夜光指数呈正相关关系 图：夜光指数无法解释的人口流入部分，可以被人口密度的挤出效应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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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流动及迁徙:“人往高处走”与“人往低处走”的并存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1）基于此，后续的人口会持续流入经济偏繁荣，且人口密度适中的省份或省会。

2）其中，对于省份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五大省份为：新疆、四川、云南、陕西、福建；

3）而对于城市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省会城市为：杭州、昆明、长春、合肥、沈阳、福

州。

数据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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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后续的人口会持续流入经济偏繁荣，且人口密度适中的省会 图：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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