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对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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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宏观和微观的人口流动，而人口和物资流动又是推动经济发展、保证人民生活水平

的重要手段，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尤其重要。该文基于百度迁徙数据证实了人口流动数据与城市 GDP指

标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并对新冠疫情期间民族地区城市的人口流入、人口流出和城市内人口流动情况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

明受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后我国城市人口流动呈现先大幅度下降后缓慢上升趋势，并且疫情后人口流出量和人口流入量

减少反映了我国长途人口流动受限，而城市内人口流动增加反映了疫情后短途流动略有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不同民族

地区的影响差异较大，西北民族地区受疫情影响尤其明显，个别城市平均人口流动量下降 50%以上，而对西南民族地区的

影响相对较小。通过对疫情期间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和经济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各个城市受疫情影响程度进行刻画，有助

于针对这些地区制定出更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扶贫帮扶措施，该分析结果可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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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is the macro and micro population flow, and the
flow  of  population  and  material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sur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ethnic  minority  areas  with  relatively  back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this article confirms that the population movement data has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the GDP,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population inflows and outflows and urban internal flow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during the COVID-19.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flow has showed a sharp decline at
first  and  then  a  slow  rise  since  the  Spring  Festival  in  2020,  and  the  decrease  in  population  outflow  and  inflow
reflects  the  fact  that  the  COVID-19 has  limited long-distance population movements,  but  short-distance mobility
has  been  found  to  increase  slightly  based  on  internal  flow  of  cities.  The  COVID-19  has  a  different  impact  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its  impact  on  the  northwest
minority national regions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the average population flow of individual cities has dropped by
more than 50%, and the impact o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southwestern regions is relatively small. By analyzing
of  population flow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during the  COVID-19,  and characterizing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each  city,  it  is  helpful  to  formulate  m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control
strategi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for  these  areas.  The analysis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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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是我国人口

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显示，我国的总人口为 141 178万人，其中汉族人

口为 128 631万人，占 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

为 12 547万人，占 8.89%[1]。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

历史文化等特殊原因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以及东 
 

收稿日期：2021 − 05 − 27；修回日期：2021 − 07 − 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1773091)；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 (2020-GMY-017)；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 (XLYC1807106)；辽宁省自然科

学基金 (2020-MZLH-22)
作者简介：杨晨 (1996 − )，女，主要从事社交网络挖掘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许小可，E-mail：xuxiaoke@foxmail.com

第 50 卷　第 6 期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Vol.50　No.6
2021年 11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Nov. 2021



北等内陆地区。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限制、经济

结构不合理等诸多原因导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2]。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资金投入比重不断增

大、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及对口支援计划，

但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相较于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仍

较为脆弱，容易受各种外界因素影响。

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地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管

控措施，对全国各城市的人口流动和经济都带来严

重影响[3-4]。随着疫情的持续，2020年国务院办公

厅延长春节假期至 2月 2日，各类学校推迟开学、

企业推迟复工时间[5]，这些为阻断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而实施的种种举措也对经济带来短期冲击[6-7]。受

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不足等因素制约[8]，

依赖于人口流动的外出务工和特色旅游是民族地区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疫情，各级政府采取

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对民族地区人

口流动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9-11]，本文基于百度

迁徙提供的人口流动数据对其进行精准的量化

分析。

首先通过对人口流动量指标与 2019年经济指

标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城市经济与城市人口流动量

具有很强相关性，人口流动量指标可以用来表征城

市的经济发展趋势。其次，使用百度迁徙数据对

2019年−2021年这 3年内，我国城市的人口流动

量、人口流出量及城市内人口流动量这 3个人口流

动指标受新冠肺炎影响程度进行了多维度刻画，对

其他地区和民族地区疫情期间的人口流动量变化进

行了度量[12]，以此来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

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人口流动

量和经济活动影响较大，但是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

没有显著差异。在民族地区中，对西北民族地区的

影响尤其明显，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 

1　人口流动和城市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1.1　相关工作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新型数据可以用来表征城市经济状况。文献 [13]
通过分析 2000−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城市地

区和农村地区相对收入等数据量化了区域经济复杂

性，文献 [14]通过分析用户的在线活动推断出城

市经济状况，文献 [15]根据手机使用情况预测地

区的财富分布，文献 [16]通过分析银行卡交易数

据预测国家的经济表现。此外，文献 [17]使用移

动互联网定位的跨地区出行大数据，度量了全国人

口流动的时空特征，发现地区间人员流动与经济空

间格局显著相关。

有学者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研究人口流动

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会

缩小区域间经济的发展差异[18]。但这一观点受到一

些学者质疑，他们认为人口流动会扩大区域经济的

发展差异。文献 [19]发现随着流动人口数量增多

会导致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加剧，经济发达地区

会吸纳更多的外围城市人口，使得经济不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更加滞后，这种现象会加剧各区域经济发

展差异化。

网络科学是近年来人口流动网络研究中出现的

新范式和新理论。文献 [20]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

内部人口流动网络的特性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群

内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上海、苏州、金华、杭州、

宁波和南京等为劳动力输入型城市，而经济水平相

对较低的盐城、安庆和滁州等为劳动力输出型城

市，城市人口流动形式与城市经济具有较强相关性[20]。

文献 [21]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发现区域人口

流动网络形成了“直辖市−省会城市−一般地级

市”三级梯队结构，具有明显的层次特性[21]。综上

所述，依托大数据技术、统计分析方法和各种新型

数据研究经济具有预测精准度高、数据收集成本低

等优势。 

1.2　城市人口流动量指标和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将百度迁徙数据与经济指标[22] 结合，通

过相关性分析论证人口流动数据是否能表征经济情

况。本文对城市人口流动量定义如下，城市人口流

动量包含人口流入总量、人口流出总量、城市内人

口流动总量[23]。

对于人口流入总量：

Fin (i) =
n∑

j=1

f ji

n f ji

j i Fin (i)

n i

式中， 为百度迁徙数据中的所有城市数量； 表

示某天城市 流入城市 的人口流入量； 表示某

天 个城市流入城市 的人口流入总量。

对于人口流出总量：

Fout (i) =
n∑

j=1

fi j

fi j i j

Fout (i) i n

式中， 表示某天城市 流出到城市 的人口流出

量； 表示某天城市 流出到 个城市人口流出

总量。

基于百度迁徙平台，可以得到每个城市的城市

内人口流动量，这个指标表征该城市有出行的人数

与该城市居住人口比值的指数化结果。定义城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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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oc (i) i人口流动总量指标为 ，表示某天城市 的城市

内人口流动总量。

Fin

Fout Lloc

Fin Fout

Fin

Fout Lloc Fin

Fout

Lloc

本文使用 2019年城市人口流动数据和城市

GDP数据，分别对人口流入总量 、人口流出总

量 、城市内人口流动总量 与 GDP数据进行

相关性研究。在人口流动网络中，城市的输入人口

流动量 、输出人口流动量 分别对应网络科学

中的节点输入强度和输出强度。图 1可发现 、

、 与城市 GDP指标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与 GDP的相关关系如图 1a所示，其皮尔逊系数约

为 0.77； 与 GDP的相关关系如图 1b所示，其

皮尔逊系数约为 0.82； 与 GDP的相关关系如

图 1c所示，其皮尔逊系数约为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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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口流动量与 GDP的相关关系
 

Fin

Fout Lloc

考虑到人口流动量与城市 GDP具有强相关关

系，因此本文使用人口流动网络中提取的 、

、 指标来表征城市经济受新冠肺炎影响的情

况。通俗来讲，一般城市人口流动量数值越大，城

市间的连接越密切，城市的经济水平也就越高。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的城市人口流动量下降，可

以理解为当地经济活动所受到的影响。 

2　民族地区人口流动量的变化分析
 

2.1　民族地区城市的具体信息和分类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居住区域较多，本次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本文对民

族地区的划分依据为：1) 我国统一规划的 5个自治

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

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些

自治区的主要城市为第一依据；2) 国家根据民族人

口占据总人口的 1/2或者以上划分的这个原则具体

划分的民族地区、自治州、县。本文按照上述规则

从百度迁徙数据提取了 88个少数民族地区及城

市，占全国总城市数量的 25.3%。同时，综合考虑

地区尺度上的情况，按照华东、华南、华北、华

中、西南、西北、东北 7个大区域，将民族地区进

行了划分。因为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城市比较

少，分别将它们与东北地区、华南地区进行合并处

理，最后分为 4个大区进行研究，如表 1所示。
 
 

表 1    民族地区城市的地区分类
 

地区 省份 数量 主要城市

东北和

华北

地区

内蒙古、

吉林         13

兴安盟、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市、

锡林郭勒盟、包头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

呼和浩特市、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通辽

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西南

地区

西藏、

四川、

云南、

贵州    

21

昌都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里地区、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山南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拉萨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林芝市、那曲市、楚雄彝族

自治州、日喀则市、大理白族自治州、迪庆藏

族自治州

西北

地区

新疆、

青海、

宁夏、

甘肃    

32

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图木舒克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

族自治州、阿勒泰地区、阿拉尔市、铁门关

市、吴忠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南藏

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临

夏回族自治州、哈密市、喀什地区、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塔城地区、果

洛藏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乌鲁木齐

市、银川市、五家渠市、黄南藏族自治州、石

嘴山市、中卫市、和田地区、固原市、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

华中和

华南

地区

广西、

湖北、

海南、

湖南    

22

南宁市、防城港市、玉林市、河池市、桂林

市、贵港市、百色市、钦州市、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柳州市、贺州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梧州市、昌江黎族自治县、

来宾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北海市、崇左

市、乐东黎族自治县、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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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后随着疫情的发展，全国各个地

区也都加强了对人口流动的管控。民族地区中很多

城市都地处边远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情况更

加复杂，因此研究民族地区人口流动量和其他地区

人口流动量变化的异同，有助于今后针对这些地区

制定出更有效的防控策略，研究疫情对民族地区人

口流动以及经济影响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新冠疫情

逐渐控制，民族地区人群迁徙规模与范围对研究当

地的经济恢复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2.2　民族地区城市人口流入数量变化分析

本文根据百度迁徙数据统计了全国 88个民族

地区城市从春运开始直至清明节结束后的近 3年的

人口流入量数据，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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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民族地区近 3年的人口流入量对比 

 

由于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中国人口的流动除

五一、十一和元旦假期以外，受农历节日的影响比

较大 [24]，因此这里将时间刻度使用农历日期。同

时，为刻画清明节期间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入情况，

在 3月 20日后使用阳历日期。如图 2所示，2019
年和 2021年可以看出有很明显的春节归乡、春节

复工和假日游、清明出游这 3个流入高峰。其中，

在正月初七和清明节出现两个流入高峰，2021年
民族地区人口流入量在元宵节后基本上恢复到

2019年同期水平，说明 2021年我国人口流入量基

本恢复疫情前水平。

反观 2020年，春节前存在流入高峰，但春节

后相较于 2019年不存在返乡高峰和假日游。农历

正月二十五后，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入量相较于

2020年春节期间略有增长，但是与 2019年相比仍

有明显的下降。2020年春节后整体呈现出先急剧

减少后缓慢增加的过程，主要原因是疫情发生后，

在国家各级政府的要求下，人们防范意识加强，开

始减少出行，因此各地区的人口流入量有明显的大

幅度下降。直到疫情后期，国内形势趋于稳定，

2020年 3月 20日左右，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入量基

本上与 2021和 2019年持平，人口流入基本恢复疫

情前水平。在 4月份清明节期间，我国民族地区人

口流入量仅有一个缓慢的小幅度增长，相较于

2019年有很大的差距。

Rin

由于每个民族地区城市的人口总量、规模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于不同城市的人口流入变化

量无法进行直接比较。本文定义人口流入相对变化

量指标 来度量民族地区城市 2020年和 2019年
流入量之间的差别，同时可以使用该指标进行不同

城市或地区之间的比较。

Rin =
F2020

in −F2019
in

F2019
in

F2020
in

F2019
in

Rin

式中， 表示 2020年某地区或某城市的人口流

入量； 表示 2019年某地区或某城市的人口流

入量；指标 表示某地区或某城市 2019年和

2020年的人口流入相对变化量。

Rin

针对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入，计算 2019年和

2020年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 (去除民族地区后的全

国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入相对变化量随时间变化的

规律，如图 3所示。春节前其他地区人口流入相对

变化量 的高峰值接近 1，说明 2020年其他地区

人口流入量比 2019年多将近一倍，而春节前民族

地区人口流入相对变化量比其他地区的变化量要小

很多，接近 0.3，说明 2020年民族地区人口流入量

比 2019年多 30%左右。春节后由于政府的管控措

施，民族地区相较于 2019年都有近 75%左右的流

入量损失比，这一现象持续到农历正月底。正月底

人口流入量与前一段时间相比有了缓慢的回升，并

且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并在农历二月底基本恢

复 2019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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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地区的情况明显不同，西北地区在春

节前返回本地的人口比以往更多，并且远远高于其

他地区，西北地区年前流入量与 2019年同比增长

40%左右，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南地区与以往基本

持平，而华南和华中地区与 2019年同期相比损失

将近 50%。春节后，各个地区的人口流入变化量都

有明显下降，并在元宵节前后达到峰值，有接近

80%的损失率。西北地区的累计人口流入变化量稍

高于其他民族地区，并结合疫情趋于平稳后，各民

族地区人口流入变化量恢复到 2019年水平的时间

先后顺序依次是西南、华南和华中地区。虽然东北

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直到清明节仍未恢复疫情前

水平，但是东北和华北地区人口流入损失量明显低

于西北地区，因此新冠肺炎对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城

市影响最大。相反，对于西南地区的民族城市，在

春节前的相对人口流入量和 2019年相比差异较

小，人口流入量和 2019年基本持平。同时，西南

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入量在 2020年农历 2月份就恢

复到了 2019年水平，并且疫情使得西南地区的人

口流入损失量相较于其他民族地区较少，这说明新

冠疫情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城市流入情况的影响

最小。 

2.3　民族地区城市人口流出数量变化分析

对民族地区人口流出量进行对比回溯分析，如

图 4所示。针对 2019年和 2021年数据，可以看出

有很明显的春节归乡、春节复工和假日游、清明出

游这 3个流出高峰，其中在正月初七和清明节出现

两个流出高峰，说明 2021年我国人口流出基本恢

复疫情前水平。反观 2020年，年前的春节归乡高

峰依然存在，但春节后相较于 2019年不存在春节

复工和假日游，而清明假日游的流出高峰仍然存

在，但明显低于 2019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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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民族地区近 3年的人口流出量对比 

2020年春节后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政府采

取了严格的出行限制政策，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出量

整体呈现先急剧减少后缓慢增加的趋势，直到农历

正月十五左右都处于很低的水平。直到疫情趋于平

稳，从正月二十五开始，流出量缓慢增加，3月中

下旬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对比近 3年流出量变

化，2020年春节后出行和复工高峰消失，并且清

明节后人口流出量与 2019年相比减少较为明显。

Rout

由于每个城市的规模、人口总量以及经济发展

水平是不同的，所以对于不同城市的人口流出变化

量无法进行直接比较。本文定义人口流出相对变化

量指标 ，来度量民族地区城市 2020年和 2019
年流出量之间的差别：

Rout =
F2020

out −F2019
out

F2019
out

F2020
out

F2019
out

Rout

式中， 表示 2020年某地区或某城市人口流出

量； 表示 2019年某地区或某城市人口流出

量，指标 表示某地区或某城市 2019年和

2020年人口流出相对变化量。针对民族地区人口

流出情况，图 5分别显示了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

人口流出相对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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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年与 2020年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出变化量分析
 

 
Rout

Rout

春节前，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 基本一

致，2020年的人口流出量比 2019年增加了 20%~
30%。春节后到农历正月底，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

的 骤降，且下降趋势基本一致，最大同比下降

了 80%，说明疫情使得我国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

人口流出量相较于 2019年有 80%的损失率，农历

二月以后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人口流出相对变化量

都逐渐减少，并且都存在周节律现象，疫情对我国

人口流出的影响逐渐降低。在清明节假日期间，民

族地区的变化量损失了 65%，说明 2020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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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游民族地区人口流出量大大低于 2019年
同期。

针对所有的民族地区城市，本文按照表 1划分

的区域将其划分为 4个大区，观察 2020年与 2019
年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人口流出情况的差别，如

图 5所示。可以发现在春节前各个地区的变化量基

本一致，且 2020年的各地区的人口流出都比

2019年高。春节后，各地区的人口流出相对变化

量都小于零，说明春节后 2020年各民族地区的人

口流出量都低于 2019年，并且流出量损失比在元

宵节前高达 90%左右，说明疫情使各民族地区的

人口流出损失率将近 90%。元宵节后，各民族地区

的人口流出量变化量缓慢增长，但是西北地区恢复

速度较慢。正月底各地区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

化。西北地区的累计人口流出相对变化量明显高于

其他民族地区，并结合疫情趋于平稳后，各民族地

区人口流出相对变化量恢复到 2019年水平时间先

后的地区顺序依次是华南和华中地区、西南地区。

虽然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直到清明节仍未恢

复疫情前水平，但是东北和华北地区人口流出损失

量明显低于西北地区，因此新冠肺炎对于西北地区

的民族城市影响最大。相反，西南民族地区的人口

流出量在 2020年农历 2月份就恢复到了 2019年水

平，并且疫情使得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出损失量相较

于其他民族地区较少，这说明新冠疫情对西南地区

的民族城市人口流出情况的影响最小。因此，基于

城市人口流出量指标，西北地区疫情的影响更大一

些，而西南地区受新冠肺炎的影响更小一些。 

2.4　民族地区城市内人口流动数量变化分析

对于民族地区城市内人口流动量指标[23]，首先

比较近 3年的民族地区的城市内人口流动情况，如

图 6所示。可以发现春节前，2020年的城市内人

口流动量要明显高于 2019年，2021年要高于 2020
年，说明了新冠疫情平稳后城市内人口流动情况在

增加。在春节后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2020年的

城市内人口流动量迅速下降，出现了远远低于

2019年的大幅度衰减现象，直到元宵节后开始缓

慢恢复，农历二月份基本恢复 2019年水平。对比

2019年和 2021年民族地区的城市内人口流动量，

城市内人口流动的周期性和数量都非常稳定，并

且 2021年 城 市 内 人 口 流 动 量 略 高 于 2019
年，说明 2021年城市内人口流动量已经几乎不受

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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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近 3年民族地区城市内人口流动量变化情况 

 

Rloc

由于每个城市的城市规模、人口总量和经济发

展情况不同，所以对于不同城市无法进行直接比

较。定义城市内人口流动相对变化量指标 来度

量民族地区城市 2020年和 2019年城市内人口流动

量之间的差别：

Rloc =
L2020

loc −L2019
loc

L2019
loc

L2020
loc

L2019
loc

Rloc

式中， 表示 2020年某城市或某地区的城市内

人口流动量； 表示 2019年某城市或某地区的

城市内人口流动量；指标 表示 2019年和 2020
年某城市或某地区城市内人口流动相对变化量。

Rloc

Rloc

Rloc

Rloc

Rloc

Rloc

针对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城市内人口流动相

对变化量 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7所示。春节

前，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 在 2%～25%之间呈

周期性震荡，说明 2020年城市的人口流动相对变

化量比 2019年增长了 10%左右，并且民族地区的

要略小于其他地区，说明与 2019年相比，2020
年其他地区的城市内人口流动情况增长略高于民族

地区城市。春节后，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城市的

都小于零，说明春节后 2020年的城市内人口流

动与 2019年相比骤减，疫情对城市内人口流动情

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正月初七 的损失比相

较于 2019年高达 60%左右，而在元宵节后，民族

地区和其他地区的 逐渐增大，直到二月初基本

恢复了 2019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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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9年与 2020年民族地区城市内人口流动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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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2020年与 2019年全国各个民族地区情况

的差别，可以发现在春节前各个地区的变化量基本

上是差不多的，在 2%～20%上下震荡，但是在春

节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西北、东北和华北

地区这两个区域受疫情的影响更大一些，城市内人

口流动损失比维持在 70%左右。而西南地区、华

南和华中地区这两个区域受疫情的影响更小一些，

损失比维持在 50%左右，城市内人口流动量的恢

复率也更快一些。在 2月初，各民族地区城市内人

口流动量基本上与 2019年持平。各个地区城市内

人口流动量恢复到 2019年水平的时间先后地区顺

序依次是西南地区、华南和华中地区、东北和华北

地区、西北地区。综上，基于城市内人口流动量指

标，西北地区受疫情影响程度较大，西南地区

较小。 

2.5　民族地区城市综合指标变化分析

对比近 3年人口流动指标，疫情后人口流入和

人口流出指标和 2019年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

2021年较 2020年虽然有所回升但是仍未恢复

2019年水平，而城市内人口流动指标在 2020年
2月初已超过 2019年，2021年则明显高于 2019年。

以上结果表明疫情后我国长途流动减少，而短途流

动增加。

针对民族地区城市，综合 1月 23日后样本城

市的人口流入指标、人口流出指标和城市间人口流

动指标计算各民族地区城市受疫情影响造成的人口

流动累计变化量，如图 8所示。

各民族地区城市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疫情造

成的人口流动量的变化程度不同。图 8中，虚线为

样本民族地区城市 1月 23日后人口流动累计变化

量的平均值，实线部分为各个民族地区内所有样本

城市 1月 23日后人口流动累计变化量的平均值。

从区域角度分析，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累计变化量

的平均水平下降为 49.49%，西北地区平均下降

58.40%，东北和华北地区平均下降 51.78%，华中

和华南地区平均下降 43.34%，西南地区平均下降

39.32%，通过对比，西北民族地区受到的影响最

大，西南民族地区受疫情影响最小。从一个侧面也

说明，西北地区在疫情发生后，受限于区域辽阔和

医疗卫生条件，本地的疫情防控压力较大，受疫

情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恢复正常的经济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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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 3种指标的各民族地区城市受疫情影响程度
 

 

从城市角度分析，在样本民族地区里不同城市

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乌鲁木齐、伊犁、克拉玛

依、石河子等西北地区民族城市受疫情影响最大，

而黔南、黔西南、文山、乐东等城市受疫情影响最

小。从各个地区受影响最大的城市来看，西北地区

为乌鲁木齐、伊犁、克拉玛依，华南和华中地区为

恩施、北海、防城港、桂林，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呼

和浩特、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西南地区为甘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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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各个地区城市受影响程度不同。 

3　结 束 语
本文基于百度迁徙数据中涉及的 88个民族地

区城市，对疫情期间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变化进行度

量。首先分析了我国城市 GDP与人口流动量具有

极强的相关性，因此可以使用人口流动量指标表征

经济变化情况。其次，对疫情前后民族地区人口流

入、人口流出和城市内人口流动情况进行刻画，发

现在疫情期间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量普遍呈现先大

幅度下降后缓慢上升的现象，并且疫情后我国长途

流动大大减少，而短途流动略有增加。通过对民族

地区和其他地区城市 3种人口流动量指标的分析，

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民族和其他地区的影响没有显

著差异。对于民族地区，西北地区的民族城市受影

响较大，而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城市造成的影响相对

较小。一方面原因是疫情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

活动造成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疫情也降低了民族地

区人口的外出打工等经济活动。此外，西北地区由

于疫情的影响，本地的人口流动被阻断，这些都限

制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有可能造成一些少数

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下降。通过对疫情期间民族地

区人口流动和经济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并对民族地

区城市受疫情影响程度进行刻画，有助于针对这些

地区制定出更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扶贫帮扶措施，其

分析结果可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考虑到本文

中仅使用了节点的输入和输出强度指标对城市受到

的疫情影响进行刻画，在网络统计量中相对简单而

且均是微观指标。今后研究中，可以使用网络科学

领域的更多维度统计量，如中尺度的社团特性指标

和连通效率等全局性指标，进一步刻画全国人口流

动网络受新冠疫情的多尺度复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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