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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民族关系之现状与发展趋势

郑信哲*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 960 万平方里的广大土地上.生活着 56 个民族及

一些未识别的民族集团。由于汉族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故我们称汉族以外

的其他 55 个民族为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中国总人口的 8%左右.但其

人口绝对数却达 9000 多万.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非常关心和重视包括少数民族发展问题在内的中国民族问题.制定

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政策的各项民族政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解决中国民族问

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民族问题从大范围上可分为两大类，即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问题和少数

民族杂散居地区的民族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过去我们的民族工作对象和解决民族问题

的重点主要放在民族聚居地区(下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而对包括城市在内的少

数民族杂散居地区的民族工作民族问题的研究.不论从研究力量还是研究广度和深度.

均远胜于对杂散居地区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与当时民族地区所面临的民族问题

相比，杂散居地区的问题不那么突出有关。如今不同了.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对内改

革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打破了各民族的封闭

状态.使各民族间的交往和接触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民族地区走出来.

散居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从而使杂散居地区的民族问题日渐明显和重要.这种

情况在城市更为突出。

城市作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的中心.一方面人口集中和居民的

多民族化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其辐射、信息传播等功能远大于乡村.故城市所发生的民

族问题具有非常强的敏感性和波及性.这决定了城市民族问题(主要是民族关系问题)

的重要性及其研究的必要性。所以把城市民族问题提高至一个新的高度去认识和研究

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也正是出于此意试以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多民族化进程来分析和

探讨中国城市民族关系之现状与发展趋势.不妥之处还望斧正。

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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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一.城市的出现比较早.其时间可追溯

至夏商时代。自秦汉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历史上一些繁华的都城.如西安城、洛阳城、作梁城(今开封市)等.其发达程度在当

时世界上均居前茅.曾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但是，进人近代以来.旧中国由于受长期的

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农村经济遭到破坏.

中国沦落为一个工业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大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现代

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0% 左右。不发达的工业导致现代城市发展的落后.中国

的城市发展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面.除沿海几个工商城市外.其余均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变人民生活，中国社会趋于安定，城

市也有所发展。然而.至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城市的地位、

功能和作用认识不足.出现了人为地限制城市发展的反常现象。特别是.60 年代以后由

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而更重要的是主观上片面强调.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结果把已经集中于城市的工业、文教、卫生事业等迁往

山区和农村.大批的工人随厂内迁，大量的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导致本来比例就

很低的城市人口更加减少。据统计. 1960 年中国城市有 208 个.城市人口达 8299 万名.

但是到 1976 年城市数量下降为 187 个.城市人口减少至 7506 万名[王 1988: 243J 。这

种情况从 70 年代末开始得到改变.随着中国政府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城市发展迎来了.黄金时代.中国城市化进程表现出迅速发展之态势。

如前所述.过去近 30 年间.即自 1949 年到 70 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比较

缓慢的。 1978 年中国各类城市从 1949 年的 116 个发展到 192 个. 30 年间只增加 0.6 倍。

而这以后的 10 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仅城市数量急剧增加.而且

现有城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尤其是自 1984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施以来.中国城市发

展进人比较活跃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1984 年底中国各类城市共有 295 个.至 1989

年增加到 446 个，更到 1993 年中国城市达 570 个.比 1978 年增加了 3 倍。从城市规模

看. 1984 年非农业人口 1∞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 19 个. 50-1∞万人口的大城市有 31

个. 20-5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有 81 个. 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有 164 个:到 1992 年特

大城市增至-32 个.大城市-31-4三申等城市有1-4t4-./h城市达 313才子。 1992革城市总

人口(包括部分农业人口)达 3.8 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2.76%. 比 1984 年增加了

14 个百分点:按非农业人口计算.城市化水平由 1984 年的 10.64%上升至 1992 年的

14.02% [(中国城市年鉴}编辑部编 1993: 坷. (中国城市经济年鉴}编辑部编 1985: 42、

73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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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作为一个人口现象.是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

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大解放.从农业生产摆脱出来的

大量农村劳动力纷纷流人生活质量更高、就业机会更广的城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

来从政策上对户口控制的松动和逐渐放开粮袖等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为农村人

口比较自由地居住城市创造了条件，这也加速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

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过去.中国城市的少数民族除一

些世居民族之外.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工作调动、大学毕业分配、军

队转业等政策因素而居城市的。进入 80 年代以后.除这种政策因素继续存在以外.一方

面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一些大城市的高科技产业和新兴的卫星工业城引来不少新移

民其中不乏少数民族.例如上海航天业就包括 10 多个民族的 1ω 余名少数民族.上海

宝山钢铁公司也有近 10∞名来自东北、湖北、四川等地的满、回、朝鲜、锡伯等 10 多

个少数民族的企业骨干[哈 1994: 159J :另一方面.长期生活于偏僻边疆、乡村的中国

少数民族人口得益于中国得改革开放政策.他们摆脱封闭.走向开放，以经商、务工等

形式涌进市场经济活跃的城市。据初步统计.在北京经商的新疆维吾尔族、东北朝鲜族

就有几千人以上.北京每天 100 多万名流动人口中至少十分之一以上是少数民族，这种

情况在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地也都出现[沙 1992:15J。我们在许多城市的大街

小巷上不难发现东北朝鲜族的凤昧小菜、新疆维吾尔族的羊肉串、西藏藏族的各种中药

材和西南苗族的镀银首饰及各种民族风昧饭馆。不仅如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一些大

中城市已形成一定的集中地，经营也达到一定规模.例如新疆维吾尔族在许多大中城市

形成不同规模的聚落.其中最著名的有广州近郊三元里、上海民族饭店一带和北京的甘

家口和魏公村的.新疆村 等。除经商外.出来打工的少数民族人员也不少.少数民族

的姑娘小伙子走出民族村寨.到经济发展的城市打工。据统计.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伺

族自治州的苗族.伺族姑娘在沿海.三资.企业做工的就有 250∞多人.到 1990 年底.

边疆民族地区到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成员有几十万名[杨

1993: 46J 。

中国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趋向的具体情况.归纳起来: 第一.城市里的少数民族

成份增加。北京市 1949 年少数民族成份有 38 个. 1982 年达 54 个.到 1990 年第四次全

国人口普查时北京成了少数民族成份最齐全的城市，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均可在北京找

到:武汉市 1982 年少数民族成份 33 个.至 1990 年增加到 43 个，青岛市在此期间也由

26 个增至 39 个;此外.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上海.成都的少数民族成份达 44 个.

郑州市 43 个.南京.西安各位个.沈阳 38 个等.城市少数民族成份均有所增加。

第二.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快于汉族。北京市 1982 年少数民族人口为 32.2 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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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与 1982 年相比.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 28.3%. 而汉族人口增长率为 16.8% [赵

1993: 18J :武汉市 1982 年少数民族人口有 2.4 万人.到 1990 年达 3.8 万人.此期间少

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为 56.4%. 而汉族人口增长率为 17.3%[范 1994: 34J :青岛市自 1982

年到 1990 年的 8 年间.汉族人口增长率为 9.3%. 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则为 43.8% [郑、

王 1994: 353J 。

第三.城市的异族通婚.主要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现象明显。在民族地区.各

少数民族都有相对集中的村落.加上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族内婚姻习惯与规范，跨民族

通婚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不通的。而在城市及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少数民族基本上不具

备相对集中的地方.即使有也是极其狭窄的。所以.民族内婚遇到困难.异族通婚主要

是与汉族的通婚日益增多。进入 80 年代.还出现了民族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妇女嫁到沿

海地区汉族的事例。据 1990 年统计.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有 6756042 户.通婚户人口

29798457 名.这分别占全户少数民族户数和人口的 42.2%和 41. 0% [国家统计所人口

统计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编 1994: 176-177J 。

三 中国城市的民族关系现状

在中国各类城市中.少数民族的居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不下 7∞-800 万.这是

一个保守估计数。城市少数民族具有知识分子数量多.民族的代表人物和知名人士相对

集中.分布的行业多社会关系广.与本民族地区有密切联系等特点。所以.城市少数

民族人口占本民族和所居城市人口中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其作用绝不可忽视。纵观中国

城市民族关系.其主流与中国业已建立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相一致.

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建设自己的城市已成共识。当然.在民族之间的

交往中.不是没有矛盾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

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而这些矛盾隔阂有可能造成民族间关系的不和谐以至紧张。影

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我想可举如下几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在城市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人口

很少且居住分散.这种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人口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和居住特点.一方面

使少数民族有意或无意地存有对汉族的戒备心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容易被

忽视。 一 -

(二)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走出

偏僻的民族村寨纷纷涌人城市.从事经商务工等活动.形成一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大军。

这些进域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成员.一方面保持浓厚的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最直

接.最频繁地与当地文化接触相撞。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与同一城市的同民族和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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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有密切联系.而且与其它城市的本民族成员也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之间互相传递的

不仅仅限于经济信息.还互相传递着包括民族关系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所以.他们是

处在引发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最活跃最敏感的位置上。

(三)民族意识增强问题。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员的民族

认同感得到加强.他们之间即使原来素不相识.只要同一民族就会倍感亲切.关系自然

就融和.同一民族之间的连带感和民族自我意识得到加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

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果引导不当就有可能出现只强调民族特点.民族利益.而忽

视或损伤全局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这极其不利于城市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

(四)世居的非迁人少数民族和迁人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问题。中国许多城市里一

些少数民族是世居的.他们在城市或城市边缘形成了一定的聚居点.如北京市的牛街.

天津市的红桥区.郑州市的管城区等.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由于受特定的历史.

社会等条件的限制.相对低于所属城市的平均发展水平。而迁人的少数民族成员大都是

以工作调动或大学毕业分配等形式移住城市的.故从职业上.文化素质上及生活上均优

于世居的少数民族。这种状况.容易使世居少数民族成员产生不平等感及自卑感。

(五)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问题。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制

定了正确而可行的民族政策.实践证明.什么时候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中国的民族关系就顺利发展.否则就导致民族关系的不协调.中国城市民族关系亦如此。

80 年代以来.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不安定因素有所增多.一些过去未曾出现的民族

隔阂.摩擦时有发生。在一些大城市发生的饭店.旅馆不原意接待少数民族人员的现象.

甚至一些人歧视.诬辱少数民族人员的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极不利于民族关系。特别是

近些年来.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而伤害少数民族感情.激起少数民族的不满.

抗议的事件在一些大中城市屡屡发生.给城市民族关系罩上阴影。而引发这些事件的直

接导火索.均是宣传报道上的不慎和某些文艺作品.出版物中歪曲丑化少数民族形象的

描写所致。例如. 1990 年沈阳市某新闻单位误将一个街道办事处举办的朝鲜族老干部花

甲祝寿活动作为铺张浪费的典型在报纸上进行了批评.此事在全市引起较大轰动.朝鲜

族群众纷纷上访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要求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朝鲜

族聚居的延边.吉林等地也有人打电话要求澄清事实[张 1993: .3J :在上海. 80 年代

多次发生由歪曲.丑化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众的文艺作品和出版物所引起的少数民族抗

议声讨.事件.尤其是 1989 年在上海出版的{性风俗}一书.严重地伤害了伊斯兰

教群众的民族宗教感情.引起各地伊斯兰教群众的强烈反响.它所引发的抗议风波在短

时间内迅速波及到半个中国.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政

研室 199.3: 77] :此外. 1994 年四川成都发生的{脑筋急转弯}事件.波及全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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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地方发生成千上万伊斯兰教群众示威游行事件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建国以

后实属罕见。

综上所述.城市的民族多元化增加了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频率.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的相撞和冲突仍会发生.而城市具有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及传播媒介

发达.扩散力强等功能故城市民族关系问题更具有多发性.敏感性和波及性。城市民

族关系所反映的不仅仅限于当地民族之间关系.它还会直接而迅速地反映到有关民族地

区以至国际社会。

四 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是杂散居民族问题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中国民族问题的

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重视解决民族地区民族问题的同时.对包括城

市民族问题在内的杂散居民族问题很重视。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民族区域

自治法}等国家的根本大法和盲关法规中.均可看见关于杂散居民族问题的规定。只是.

杂散居民族问题在过去并不那么明显而已。进人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杂散居民族问题.特别是城市民族问题日益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此十分

关注.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把解决杂散居地区民族问题和城市民族问题的有关立法工作

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于 1993 发布施行{民族乡工作条例).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

有关法规条例.城市民族工作有法司依.这为城市民族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

础。

中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将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和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还将不断增加.各民

族间的交往和联系将愈频繁和密切.城市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将是多元的。具体地说:

第一.城市里的各民族之间在广泛联系.广泛交往过程中，增加对对方文化的了解

并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真正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

第二.城市作为一个大.熔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异民族间通婚现象的增多.居住

在城市的各民族的文化有可能被统一的城市文化所溶化.民族界限逐渐被打破.民族特

点趋于减少.呈现以人们的阶层关系淡化民族关系之趋势。

第二←在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立展中.各民族文)化相互适应.相互涵化及各民族之间

和平共处虽然占主流.但是不同民族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撞.冲突的现象也会时有

发生.如果.对此处理不当.将会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甚至恶化。

民族是一定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自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只要民族存在.

民族问题就难免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是不同民族和平共处、建立良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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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关系的基本前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城市居民的多民族性日趋明显.而城

市作为不同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主要交汇处.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对此我们

必须认真对待和有所对策。对策之一.应该在城市各类学校开设民族常识课。在政府机

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定期举办民族常识讲座.普及民族基本知识.加强正确的民族观教育。

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使人们了解民族政策和各民族基本情况.懂得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

国家是由各民族共同创立和建设的. 只要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加强各民族团

结.建立平等、互助、友爱的民族关系.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唯一道

路，对策之二.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祖国观教育.培养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统一的.中国人意识.克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对策之三要认真调查研究.

尽快制定解决城市民族问题.调整城市民族关系的有关法规和政策.以保障城市各民族

的正当权益。此外.动员广大的研究工作者.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和多元文化理论.

认真研究城市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各民族适应多元文化环境.加强

民族团结和友好共处.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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