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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如何才能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更好的融入城市，彰显新时代城市多民族社会的活力与魅力，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城市融入对城市化发展、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及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面临着户籍壁垒与保障缺失、语言限制与文化冲突、职业限制与心理限制等现实困境，需要从

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输出地与输入地沟通协作机制以及加强社区宣传教育与服务

工作等路径入手，不断推进新时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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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加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

入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45亿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3000多万人，约占12%。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指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

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

境，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

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①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专门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关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可见，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解决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新时代政府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一、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是在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根据

《中国人口流动发展报告（2017）》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数量2.45亿人，在这些流动

人口中包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一比较特殊的群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是指进入各地城市经商打工

的非当地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数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

缺少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北、西南、东北部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及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资源、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日益便捷，少数民族人口开始逐渐走出贫困环境，进入城市从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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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经商活动，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地域的广泛性和民族的多

样性特征日益显露，同时呈现出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不可逆转性和常态化的新特征[1]。 

在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逐渐多于当地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人口数。根据统

计数据显示，1982年深圳少数民族人数为 372人，仅有 12个民族；2018年 4月底达到 112.5万人的高

峰，成为广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并且形成 56个民族在深圳聚齐，其中户籍人口 14.6万

人，非户籍人口 97.9万人②。截至 2016年底，上海市少数民族实有人口总数为 42.39万人，其中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有 27.96 万人，流入上海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上海市户籍少数民族人口[2]。山东省青岛市有

52 个少数民族，常住少数民族人口 7.67 万人，流动人口约 23 万人③
。在一些城市，随着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出现了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街道社区。例如，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学习巷社区是

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社区，社区有人口 10700人，80%以上都是回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银海社区

居住着壮、汉、瑶、苗、回、侗等 21 个民族居民，少数民族人口约 1.76 万人，占社区总人口 80%④
。

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办事处金星社区有人口 20515 人，其中回族、白族、彝族、藏族、傣族等 28 个

少数民族人口有 1792人，少数民族人口中，有近一半是流动人口⑤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有利

于增加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学习及合作，给城市增添多元文化色彩，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

发展，为其所在家乡面貌的改变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为流入地区提供具有民族特色

的产品，丰富城市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3]。但是，受历史、文化、制度性障碍、经济发展以及民族风

俗习惯等的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境，给当地政府在城

市民族管理工作方面带来严峻挑战。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一）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必经之路 

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实现其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过程的必经之路，有利于降低城市化

发展成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可以促进城市消费水平提升，加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住房、医疗

卫生、教育等需求，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另外，劳动力短缺是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城市融入，可以为城市建设补充劳动力，缓解城市劳动力资源供给不足问题，为城市发展创造物质

财富，促进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相反，如果城市采取排斥的方式不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势必影

响城市化发展速度，更不利于城市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二）各民族成员共享城市生活的要求 

随着交通的不断发达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城市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选择的目的地，

城市中出现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谋业的场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符合各族人民共

享改革开放成果、共享平等国民待遇的愿望，这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使其融入城市生活需要城市拥有友好与包容的态度，友善行动和共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其逐渐跳出

原有的身份及文化束缚，适应城市的运行规则，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及社会融入，

和城市居民一起共享城市生活。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有利于增加各民族在饮食、语言、文

化、风俗、服饰等方面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增进民族交流，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共同繁荣，共享城

市发展成果。 

（三）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长期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他们虽进城务工、经商，但是却不能享

受城市居民的待遇，更不能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会造成“假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虚假繁荣[5]。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土地资源匮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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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可以扩宽少数民族人口的收入来源渠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融入城市

不仅能使其获得利益，改善生活，同时还提高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身素质，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改善自身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状况，增强现代意识和法制观念；促进城市文化向少

数民族地区的辐射，丰富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拓宽民族沟通和交流的渠道，达到各

民族共同富裕的目的。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困境 
 

（一）户籍壁垒与保障缺失 

受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受到各种社会排斥，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特殊群体，受经济发展不平衡及民族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融入城市时

困难重重，再加之户籍制度的制约，他们无法享受城市的各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从而融入城市变得

更加艰难。可见，户籍壁垒己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流动人口实现城市融入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此外，

保障的缺失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面临的又一大难题。目前，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没有稳定

的工作，工作流动性较强，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多数人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同

时，他们还面临着子女入学、买房落户、平等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问题，

其中子女入学难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6]。虽然城市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条件逐渐放松，

但一些当地政府为强化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要求其子女入学必须确保各种证件齐全，由于多方面

原因，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子女很难在当地学校顺利入学。此外，在我国中

部和东部地区的中小学校，没有设立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餐厅，因此有特殊生活习俗的学生饮食问

题也成为他们入学难的另一问题。 

（二）语言限制与文化冲突 

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语言问题有时会被作为民族冲突的基本核心”[7]，这充分的说明了语言对

于民族的重要程度。语言是人们联系生产活动、日常沟通和表达个人思维、感受的必需手段，在一个集

体活动中，没有语言的沟通是不可想象的。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成员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最直接、最

方便、最有效的工具，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对本民族语言有着浓厚的感情[8]。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在进入城市之前，一直使用本民族自己的语言，由于没有接受过普通话的学习，很少或不会使用普通话

沟通，因此在进入城市之后，与当地居民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障碍，严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不同也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障碍。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每

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拥有不同文化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同一城市，难免产生文化冲突。信

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流动人口的文化冲突比较常见，他们在饮食、礼拜等习俗方面与其

他民族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不清楚或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很容易与其发生冲突。此外，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进入城市后，对所在城市的规章制度不适应或不熟悉，很容易产生规范性文化冲突。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与当地城管部门之间的冲突最为典型，如维吾尔族从事商贩的流动人口经常因为在街边出售家乡大枣、

葡萄干等特产而与城管发生冲突。 

（三）职业限制与心理限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人际关系与交往对象主要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包括亲戚、朋友、

老乡等，职业发展主要在同族或同乡的小圈子内，建立的业缘关系也带有明显的同质性特点，生活交往、

语言交流主要也来自传统社会关系网络[9]。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工作选择方面倾向于民族经

济，族裔聚集地企业，雇工阶层多数选择依靠其族裔资本为自己创造工作机会，很少考虑其他的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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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城市多元物质文化生活接触较少，不利于其真正融入城市，而作为族裔企业在员工选择方面将民

族视为一个重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其他民族流动人口。作为非族裔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

由于缺少社会资源（亲友、族人等）而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限制了其职业发展，不利于融入城市生活。

此外，心理层面上的自我限制也是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

后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同与接纳，但由于身份地位及文化等差异，在工作中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使其逐

渐产生自卑心理，甚至部分人将自己隔离，不愿意与当地居民来往，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压抑与怨恨的

心理，从而他们不愿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四、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困境的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并不是简单处理无证经营、矛盾纠纷、不服管理之类的小事，也不是

哪一个具体部门的职责，而是要长期有效地化解矛盾，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实现

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10]。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进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时

代的潮流，各地政府要认清大局，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必须树立“民族宗教

无小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不能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视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公平对待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充分认识其对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慎重处理涉及民族关系的各种问题，对待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的态度要积极、认真，遇到问题决不能推诿。每个民族对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有深厚情

感，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将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看作是对本民族的一

种尊重，因此，城市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这样才能有利于加快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进程，维护社会稳定。 

（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如果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尤其是医疗、养老、社会福

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会影响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的生活。相反，如果社会保障制

度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都能享有社会保障权，同时其他合法权益也能够得到充分保障，少数流动人

口就会逐渐适应并最终真正融入城市。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现代社会的成员，政府部门不能

区别对待这一群体，而是应确保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享有合法权益，在具体的操作实施过程中，更不

能推卸责任，应积极主动的解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建立健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法律运行机制，积极推进城市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配套制度的改革[11]。此外，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渐淡化户籍制度对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及城市融入的影响，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省际转移制度，启动针对

困难群众的廉租房制度，解决收入水平较低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住房困难等问题。 

（三）建立输出地与输入地沟通协作机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计划生育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都与流出地的政策有密切

的关系，因此建立输出地与输入地沟通协作机制，对于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对于流出地政府而言，应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政策、法律、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教育；

对于流入地政府来说，要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技术培训，制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手册，加

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提高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度，避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歧视和

偏见。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要是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双向协调机制，抓好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

对接工作，不能流动人口出了问题，再问“人去哪儿了、人从哪里来的”。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民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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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多沟通、联系，使双方都能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以及思想状况等，有利于做好城市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一旦出现问题，能够及时与流出地民族工作部门联系，请求其帮助

解决疑难问题。目前，一些城市已经逐渐探索建立输出地与输入地沟通协作机制，如山东省建立了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输出地与输入地对接机制，分别同青海和甘肃两省签订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协议书》，跨区域合作机制以“常态协作、区域联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密切协作、齐抓共管、互利共赢”为原则，共同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12]；河北省根据自

身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的实际情况，在省、市政府层面建立长效对接机制，加强相互联系，开

展劳务、贸易协作，联动处理群体性跨省事件，形成民族工作合力。 

（四）加强社区宣传教育与服务工作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在的社区要加强宣传教育与服务工作，必须加强民族平等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

促进族际交流互动，消除民族歧视。尤其是社区工作者要在社区动员，宣传少数民族知识、文化、风俗

以及国家的民族政策等，促进市民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交往与接触，改变部分市民对少数民族的排斥，

定期举行社区民族联谊活动，如民族知识竞赛、民族歌舞大赛、少数民族风俗竞赛等，促进各民族间的

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成立城市社区综合治理中心，开通专门服务平台及社区居民维权热线，尤其是对

于申请法律援助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专门开设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予以优先受理，同时在法

律咨询、申请受理、案件承办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必须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并给予相应的关心支持。

此外，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应该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创业资金援助以及政

策咨询等服务，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劳动保障监察，依法处理侵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

行为，确保其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注 释] 

①  参看“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一文，网址：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9/c_1112683008.htm.。 

②  参 看 “ 深 圳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持 续 增 长 ” 一 文 ， 网 址 ：

http://www.mzzjw.gd.gov.cn/news/info/aed302b5-530d-454a-8bca-ab15346f49f4.。 

③  参看方妍“青岛：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建设幸福家园”一文，刊于 2013年 7月 30《中国民族报》。 

④  参 看 “ 记 南 宁 市 良 庆 区 大 沙 田 街 道 办 银 海 社 区 居 委 会 ” 一 文 ， 网 址 ：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50208/newgx54d69eb2-12191598.shtml.。 

⑤  参 看 “ 昆 明 金 星 社 区 ： “ 民 心 工 程 ” 暖 了 少 数 民 族 居 民 的 心 窝 ” 一 文 ， 网 址 ：

http://www.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5-11/21/c_1348397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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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tegration Problemof the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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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minoritymigrant population into the city, 

how to promote minorityfloating population bett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highlighting the vitality and charm 

of the city's multi-ethnic society is a complex problem.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entering into the urban can 

promot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olve the ethnic areas "three rural issues", and enhancesocial harmony. 

Currently,minorityfloating population faces Hukou barriers and the lack of security, language restrictions and 

cultural conflict, occupation and mental limit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practical difficulties.To promote 

minoritymigrant population into the city, we need to establish a correct concept of nation, establish a sou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create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output and the 

input,and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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