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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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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存在一些问题，如跨部门流动

的障碍、信息不对称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健康

发展。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力流动问题

逐渐凸显，对于如何促进部门间劳动力流动，需要进行深入

的研究和探讨。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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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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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性，促进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解决当前劳动力流动中的问题，提高劳

动力的配置效率和发展机会。

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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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角度对劳动

力流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主要涉及劳动

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的成因、影响因

素及后果等。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劳动力流动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主要涉及城乡劳动力流动、

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发育等。

国外研究 国内研究

国内外研究现状



文献梳理

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研究现状进行深入了解。

实证研究

利用实际数据和调查资料，对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成因、影响因素及后果。

政策研究

针对当前劳动力流动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与思路



研究问题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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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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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和影响因素是什么？

劳动力流动对各部门及整个经济体的影响是什

么？

是否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壁垒？如何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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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存在一些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阻碍劳动力流动，需要进一

步研究和解决。

研究假设

01
假设劳动力流动受到经济、社会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02
假设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合

理性。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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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2020年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发布

的行业报告，作为主要数据来源。

数据处理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清洗、整理和标准化处理，以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

数据来源与处理



变量定义与测量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包括劳动力流动率、行业平均工资、就业增长率等。

变量定义

采用相应的统计指标对变量进行测量，如劳动力流动率采用流动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进行测量，行业平均工资

采用工资总额除以从业人数进行测量，就业增长率采用本年度就业人数与上一年度就业人数的差值与上一年度

就业人数的比例进行测量。

变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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