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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社会排斥的视角

陈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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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性质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因此，应遵循民

族问题“社会化”的研究思路，借助社会排斥理论的主要观点，设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

上，从分割性劳动力市场排斥、差异性政策排斥、层级性社会分层排斥、冲突性文化排斥等方面，分别探讨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面临的就业和相对贫困问题，权利保护和社会参与问题，族际交往和社会支持问题，宗教信仰和社会认同问

题等。并且，以社会政策创新为实现路径，提出消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排斥，推进其城市社会融入的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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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及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近些

年，少数民族成员在城乡、地区间流动的数量和速

度因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不断加快。例如，

“2000 年乌鲁木齐市外来人口为 77. 4 万人，其中

来自疆内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 22 万，占流动总

人口的 28%。近年来这个比例逐年增加，2010 年

达到 36. 2%”①。少数民族及其成员进入城市后，

因这一特殊群体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及语

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城市民族成员间

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当前城市民族关系变得更加

复杂，涉及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引发的社会矛盾和

冲突较为突出，民族群体性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
在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作为城市化

进程带来的且已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其不仅事关

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且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

稳定，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站在历史、文化、政治等

宏观角度，去分析和把握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

进程给少数民族及其成员带来的不同性质、不同类

型的诸多问题，以期从总体上思考和设计如何推进

当前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然而，对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面临着众

多具体问题的困扰，是经济社会制度、法律政策规

定及社会结构差异等因素而引发的种种现实问题，

且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影响大多数成员正常生

活，是需要运用国家和社会力量在较长的时间内才

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笔者力图从微观角度去分析

和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在性质上把其界定

为一 种 特 殊 的 社 会 问 题，在 解 决 方 案 上 需 遵 循

“社会化”的研究思路，这能为解决这一实践形态

的民族问题作一些新的尝试。
大多数研究者对流动人口 ( 农民工) 问题的

研究包括其自身遭遇的各种问题，如权益、就业、
医疗、子女教育、住房、民生保障问题，以及他们

给城市带来的诸多问题，如城市管理、生存资源竞

争、犯罪、社会治安等。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研究既涉及到上述流动人口遇到的一般性问题，也

有其独特的特殊性问题，应从民族习俗、宗教信

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予以展开研究。然

而，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

涵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为数不多，主要也是从其

自身和对城市影响这两个方面化解为若干个交叉性

或个体性的问题进行一般性研究，即在研究视角上

与其他学者研究流动人口问题并没有什么本质区

别。笔者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社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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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即依据社会排斥理论的主要观点，构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分析框架，探讨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问题的表现及其成因，寻求这一社会问题

的一般规律，为正确处理此类问题及维护民族团结

和社会稳定提出可行的对策思路。

一、社会排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分析框架

社会排斥 ( social exclusion) 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者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提出的新概念，意

指那些技能缺乏、持续贫穷、不能分享经济成果等

特征的弱势群体，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

面的原因而造成的他者或自我排斥，其利益需求和

精神归依受到阻碍的一种社会现象和动态过程。该

理论主要是围绕其定义、特性、类型、表现形式、
产生原因、消极影响、解决方案及其在某些领域的

运用中形成了一系列学术观点。社会排斥理论很

多，主要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视野展开研

究，有研究者归纳为 “自我责任论、社会结构生

成论、社会政策创造论”①。在分析当前城市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他们遭

遇的社会排斥主要源自于分割性劳动力市场、差异

性政策、层级性社会分层、冲突性文化等方面。它

属于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问题而非个人或私人领域中

存在的问题，且在短期内是难以有效解决的。社会

排斥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

多种内涵②。就是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的社

会排斥是多维度的、多原因的，并非是单一性社会

排斥，这使他们往往游离于城市正常的社会生活之

外，结果导致不同类别社会问题的产生。
以“社会化”的研究思路观之，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问题与其遭遇的社会排斥间存在着因果关

系，即社会排斥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会排斥，在

原因上既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关法律、制度、政

策规定及社会结构变化所造成的，也有语言、习

俗、信仰等文化因素使然。从社会排斥类型上看，

一方面，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分割性劳动

力市场排斥，在城市中依然发挥作用的差异性政策

排斥，以及以权力、职业、收入、声望等标准而形

成的层级性社会分层排斥等，则把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排斥在城市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对其产生社会

意义上的他者排斥。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成员进入城

市后，因其与城市民族成员存在文化差异而产生的

所谓冲突性文化排斥，他们往往只与来自同一地方

的本民族群体成员进行交往，在态度和行为上不愿

意或不主动参与其他群体的社会活动，在心理上形

成自我排斥。
在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市

社会弱势群体，如果其所遭遇的社会排斥不断加

剧，就会产生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社会排斥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各种制约

因素或各种原因如何导致他们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生

活之外的动态过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正是在这种

具体的社会排斥过程中，感受或体验城市其他群体

或个人对他们明显地或潜在地实践着种种 “社会

拒入”或 “参与不充分”的社会行为，结果使不

同类别的少数民族流动问题被生产出来。在排斥过

程中，他们往往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及不公正的对

待，由此产生相对剥夺感可能引发与他者之间产生

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产生

于 少 数 民 族 流 动 人 口 被 他 者 排 斥 的 过 程 之 中。
Twenge 和 Campbell③ 在研究中也证实了社会排斥

增加被排斥者的攻击行为。当前，由社会排斥引发

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使他们难以真正地融入城

市社会，对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维护城市社会稳定

乃至推进城市化发展等都带来消极影响。
当今世界，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世界银行

等国际组织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时广泛采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并逐渐替代原

来使用的“贫困”概念。并且，许多国家在制定和

完善社会政策过程中把消除社会排斥作为其解决社

会问题的重要考量。借鉴国际社会处理社会排斥的

成功经验，在应对思路上，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问题应坚持以社会政策创新消除社会排斥，促进其

逐步实现社会融入的原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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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当前城市多民族社区社会生活中，需要通过

地方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社会组织、街道 ( 社

区) 居委会等公共权力部门，调整或完善不合理的

社会政策，制定和出台有效的社会政策，消除他们

遭遇的社会排斥，化解这一特殊的社会问题，让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逐渐融入到当地城市生活之中。

二、多维度的社会排斥: 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问题表现及其成因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排斥的产生

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造成

的。曾群①等在总结国外社会排斥研究文献的基础

上，将社会排斥划分为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

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等五个维度。
如上所述，我们从分割性劳动力市场排斥、差异性

政策排斥、层级性社会分层排斥、冲突性文化排斥

等方面，具体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的多维度

排斥，它们分别对应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社会

关系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而正是这些不同

性质的社会排斥引发了不同类别的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问题。
( 一) 分割性劳动力市场排斥: 就业和相对贫

困问题

依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现代社会存在两种

劳动力市场，一种是经济收入高、福利待遇好、工

作环境优越、工作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经

济收入低、工作条件差、风险高的劳动力市场。目

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分割，这种分割

排斥使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被阻止在收入高及

工作条件好、稳定性强、发展空间大的就业岗位之

外。少数民族成员流入城市后主要从事那些强度

大、条件差、非技术性、收入低的工作。他们多聚

集餐饮服务、运输、环卫、建筑、制造、流动摊贩

等行业。即使有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与城市民族

成员在同一部门工作，也难以同等地享受其所提供

的经济待遇。事实上，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不同

生产要素在产业中配置比例不同而形成的两种类型

的就业部门，即以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经验、
土地等生产要素为主体而形成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

业，以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为主体而形成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具备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业需要的生产要素，只能以出卖劳动力获取报

酬，因而在客观上大都受到这类企业的排斥。由此

产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问题表现在收入较

低、福利待遇较少、工作环境较差、就业不充分、
恶性就业竞争、劳资争议多等诸多方面。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强调劳动市场沿着民族

界限分割为不同的部分，特定民族的成员在劳动力

市场上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有些民族垄断着那些

收入高、福利好的职位，并且禁止其他民族的成员

获得这样的职位。② 少数民族成员进入城市后不再

以传统的农、牧业生产谋取生活来源，他们主要以

非农业生产，即以城市为其提供的行业获得经济收

入，但以自主创业方式获得较高收入的却少之又

少。因此这种分割性劳动力市场排斥作为经济层面

的社会排斥，不仅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来就业问

题，在结果上也导致他们面临相对贫困问题。以西

部、中部、东部地区某些城市为例，通过相关调查

资料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流入城市当时贫

困线比较，并借助对他们住房指标的分析，认为相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都存在着相对贫困问题，还有少部分仍生活在绝对

贫困之中，尚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③ 并且，进

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员因贫困问题又会产生其他性

质的社会排斥，他们 “不仅生活拮据，而且受到

社会排斥，他们因没钱参加经济、社会、政治和文

化领域的日常生活而被社会排除在外”④。反过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贫困问题其自身也会排斥社

会，融入城市社会则会更加艰难。
( 二) 差异性政策排斥: 利益保护和社会参与

问题

由户籍制度延伸而来的差异性政策排斥，在很

大程度上导致少数民族利益保护问题的产生。现行

的户籍制度通过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划分城市居

民和农村农民，更为重要的是依据不同户口对两者

实行了差异性政策，把与公民切身相关的诸多权益

与户口捆绑在一起。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虽然目前

有些地方加大了户籍改革的力度，但由于相关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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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滞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文化和社会

利益方面获得保护仍无法成为现实，被排斥于城市

市民所享有的政策规定之外。政治层面的社会排斥

意味着 “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

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

音”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的新群体，

不像拥有城镇户口的城市市民那样，目前他们的大

多数利益还没有相应的政策予以保护。依托在户籍

制度上差异性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方面的社会

排斥，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斥在与其切身利益有

关的保护之外，如就业、医疗、住房等。例如，在

就业利益保护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前无

法与城市居民具有同等的择业权; 在就业中工资报

酬没有相应的政策保护，拖欠工资时有发生，休息

权经常被剥夺，无报酬加班现象多; 在退休或失业

后无法获得必要的养老、救济保障等。
户籍制度限制民族成员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行

使重大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因而进入城市的少数民

族成员的社会参与权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就是

说，城市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的参与权与户籍确定

的身份是捆绑在一起的。事实上，城市民族成员尚

拥有法律意义上的参与权，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

与迁入地重大社会事务权并没有相应的法规或政策

规定，在此意义上的所谓差异性政策使他们被排斥

于城市重要社会活动之外，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社会参与问题的产生。“如宪法规定: 户口不在居

住地的由本人在取得户口所在地的选民资格后，在

居住地登记为选民。其实质是流动人口的选举权仍

以户籍为决定因素，意味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参

与权利被架空。”②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户籍限制

不仅无法拥有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这种

差异性政策也把他们排斥在本地方、本社区涉及到

重大经济社会事务的公共决策之外。通过实地调研

发现，在社区公共事务、精神文明建设、民主生活

会、文体活动等方面，主要是针对具有城市户籍的

市民，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或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

被隔离为城市公共活动的无关者，或虽与城市居民

同住在同一社区但因身份限制而无法参与。另外，

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尚没有社会参与的配套政策

规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没有社会参与的配套政策

规定，使他们正常的权益诉求无法实现，当利益受

损时也无法获得保护。
( 三) 层级性社会分层排斥: 族际交往和社会

支持问题

在西方民族社会学研究中，民族分层划分比较

常见的指标有收入、权力、教育、职业、声望和自

我认定等。③ 以这些不同主观或客观指标为分类标

准而形成的社会分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前城

市多民族社区不同民族群体间的社会交往状态。并

且，这些分类标准反映了社会群体的经济社会地

位，且往往具有层级性特点。事实表明，社会分层

等级化而非平面化容易使层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产

生排斥和歧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当前城市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因这种层级性社会分层排斥而往往

被其他主流群体隔离在社会关系之外，即限制和阻

碍了不同民族群体间的族际交往。这种社会排斥易

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交往具有同质性、内

倾性特征，仅局限在以血缘、老乡、朋友、地缘为

基础的群体内部交往，群体自我封闭现象较为普

遍。城市其他民族成员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般难

以共同参与同种社会性事务，在客观上两者之间进

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小，在主观上也不愿意或不主

动进行相互交往，使族际交往往往处于隔离与断裂

状态。在结构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

中出现社会分割现象。④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

其他群体间因族际交往断裂，使不同民族群体间缺

少交流、沟通及相互认知、理解和包容，易引发民

族矛盾和民族冲突。
层级性社会分层排斥不仅带来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的族际交往缺乏，而且因其他群体尤其是主流群

体的排斥而使其获得的社会支持严重不足。对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来说，这种社会支持是指以城市其他

社会群体 ( 社会组织或地方政府) 为支持的供给

者，运用政策及社会资本等资源为其提供必要的物

质援助、精神需要、信息服务等等。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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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诸多具体问题能够通

过他者提供的社会支持予以缓解或解决。目前，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多民族社区主要依赖于亲

属、朋友、同乡等初级群体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而

其他群体或组织，如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企事

业单位、民间组织、汉族等次级群体提供的正式或

非正式社会支持十分有限。尤其是层次性社会分层

排斥带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群体间的关系网

络、相互信任、互惠性规范等社会资本难以形成，

他们无法获得这种必要的非正式支持，造成他们失

去接触、认知、接纳城市其他群体的条件和基础。
并且，城市不同民族群体间的社会支持对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解决日常性的具体问题尤为重要，但持续

性的社会支持获得往往依赖于城市民族成员与少数

民族流动人员之间社会资源的互换，而后者因社会

资源的缺乏使这种社会支持缺乏或中断。
( 四) 冲突性文化排斥: 宗教信仰和社会认同

问题

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及其成员大多数有自己的

宗教信仰，不同民族群体及其成员在日常性社会交

往中由宗教信仰引发的文化意义上的排斥和冲突屡

见不鲜。宗教信仰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之

一，因城市其他民族成员不尊重其宗教信仰而形成

的文化冲突，易引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宗教信仰问

题的产生。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宗教信仰问题

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冲突而对

其宗教信仰进行文化层面社会排斥的一种结果。这

种冲突性文化排斥主要表现为城市其他民族成员对

少数民族成员宗教信仰认识不足、不理解、不尊重，

甚至采取的某些极端行为。例如，干涉少数民族流

动人员信仰宗教、对宗教场所的侵占或破坏、对教

职人员和信仰者的不尊重、故意触犯或冒犯宗教饮

食禁忌等。这些不仅会伤害他们的宗教感情，而且

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民族感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宗

教信仰往往与民族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

在一起，由此引发的民族群体事件恶化民族关系、
破坏城市社会稳定。另外，这种冲突性文化排斥还

体现在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

往往发生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与城市其他少数民族

成员之间，同样引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宗教信仰问

题的产生。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及其成员在长期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产品，具有鲜明的特点，其

与城市社会主流文化如何实现和谐共存、相互适应、
相互包容仍需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较短时间内，

少数民族成员流入城市后因语言、宗教、风俗习惯、
生活方式等少数民族文化与城市社会主流文化不相

符，或者他们在坚持自身文化特色和文化权利时都

可能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化冲突，由此产生冲突性文

化排斥将制约或阻碍他们对其他社会群体归属的认

知。冲突性文化排斥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感

认知和心理反应，易阻碍他们与其他民族成员的交

往与合作，甚至引发敌对、仇视等极端情绪，从而

使相互认同失去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内群体认同的强化和外群体认同的弱化，也

是这种冲突性文化排斥带来的一种负面结果。从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看，这种冲突性文化排斥一方

面易把他们局限于本民族群体内部社会活动中，即

增强其内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另一方面将易把他们

排斥于城市其他民族群体社会活动外，即难以对外

群体产生社会认同感。此外，城市其他民族群体因

缺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往往对他们存

在固有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污名化”，也难以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所谓的群外社会认同。

三、社会政策创新: 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问题的对策思路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引

发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直接影响和制约民族团

结和城市社会和谐与稳定。事实上，现阶段针对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社会政策不完善或缺失现象

在城市社会普遍存在，让他们真正与城市其他民族

成员一样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依然任重道远。笔者

在提出分析框架和考察多维度社会排斥基础上，尝

试提出以社会政策创新做为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问题的基本思路。
第一，社会政策创新的内在逻辑是从社会排斥

到社会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在性质上是一

种社会问题，对其研究理应坚持 “社会化”的思

路，即分析和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因遭遇社会排

斥而 产 生 的 诸 多 问 题。社 会 排 斥 与 社 会 政 策 的

“联姻”也成为一种必然，其所支撑的现实依据在

于社会排斥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社会变迁的结构性

原因。① 逻辑上，消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的社

会排斥需调整与创新社会政策，以此来化解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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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流动人口问题，从而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真正

地融入城市社会之中。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排

斥到社会融入需社会政策创新这一中间变量的介

入，才能有效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从而

把两者内在关联统一起来。
第二，社会政策创新的主体是行政性组织与社

会性组织的结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生活在城

市多民族社区之中，他们所遭遇的社会排斥是多原

因的，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等多维

度。所以社会政策完善和制定的主体应是与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社会排斥有关的公权力部门，它不仅包

括地方政府、民族宗教局、街道居委会等行政性组

织，也包括社区居委会、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等

社会性组织。这些公权力部门针对本地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遭遇的社会排斥，完善或制定有效的决策是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三，社会政策创新的内容是宏观政策与微观

决策的结合。在宏观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及相关行

政组织应加大城市就业市场的调控力度，完善依附

于户籍制度而存在的差异性政策规定，增加社会资

源的供给，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权利等。在

微观决策上，当前尤其要依赖于社区居委会、企事

业单位、民间团体等社会性组织，为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源，如物力资源、财力资源

和知识、技术培训等。这种社会资源的获得既有助

于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民族群体间进

行正常的社会交往，也可促使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社

会支持得以持续等。
第四，社会政策创新的运作是正式手段和非正

式手段的结合。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排

斥而进行调整或制定的社会政策，不仅依赖于行政

性组织的命令、管理、监督、服务等正式手段的推

行，而且也依赖于社会性组织拥有的情感、信任、
合作、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手段的运作。研究发现，

解决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排斥产生的社会问

题，以非正式手段促进社会政策的实施为正式手段

推动社会政策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例如，城市多民族社区居委会利用情感、信任等非

正式手段缓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社会排斥而产生

的社会认同问题，利用合作等非正式手段解决其面

临的社会交往问题，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手

段解决其面临的就业问题等，这些对促进少数民族

流动人 口 逐 渐 融 入 到 城 市 社 会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作用。

Problem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Minority Group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lusion
CHEN Ji

(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nature，problem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minority groups are special social problems emerging in the urbani-
zation process． The paper adopts the theory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gives an analysis of such problems as the exclusion of the labor mar-
ket，the policy － related exclusion，the social hierarchal exclusion and cultural exclusion as well as their unemployment，poverty，rights
and interests，social participation，inter － ethnic relations，social support，religious beliefs and social identity problems． The paper fi-
nally points out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relies on new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their successful integration with the cit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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