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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提出成渝双城经济圈背景的大前提下，随着相关规划的出台以及政策的推动已然对成渝两城的社会各

方面互动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经济圈的建立使得成渝两城之间发生以求学、工作为目的的大规模

人口流动。而其中，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群体也在迁移过程中成为需要关注的群体，由于其特有的民

族文化、风俗、信仰等较之一般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困难，为此，本文针对城市民

族管理工作提出破解该群体融入城市的困境与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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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remise of putting forward the background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plann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policies have exerted a very important in-
fluence on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all aspects of the society in Chengdu-Chongqing. The es-
tablishment of the economic circle made the large-scale population flow between Chengd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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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and working. Among them, the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groups of minorities become the groups need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due to its 
unique na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 and beliefs, compared with other general floating population, 
certain difficulties still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city, therefore, aiming at urban 
ethnic manage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crack the plight of the population into the c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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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中央作出成渝经济圈总体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涵盖的城市作为研究区域，包括重庆、成都、

绵阳、宜宾、南充、达州、泸州、乐山、德阳、遂宁、自贡、内江、眉山、广安、雅安、资阳共计 16 个

城市[1]。在此背景之下，城市民族流动人口为推动城市的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例已达 9.41%，占全部流动人口的将近十分之一[2]。成都少数

民族人口众多，2020 年全市少数民族户籍人口达 20.23 万人，还有外地来蓉少数民族人员 29.86 万人。[3]
全国流动数据充分显示随着地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自发地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进行

迁移甚至落户，数据显示在 2015 年，重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比达到 9.2%，远超于湖北等长江中游

地区的 3.98%。如此大规模增长的城市民族流动人口在建设城市中贡献了巨大的能力，同时也为城市民

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了困难。就成渝经济圈研究领域，研究文献集中出现在 2020 年直至 2022 年处于

高速增长阶段，但是其中以经济圈的经济建设为主，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立足城市民族

流动人口的一般困境与成渝经济圈的背景通过优化维护该群体的权益、社区治理、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

为促进成渝经济圈背景下民族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相互交流交往交融以及共同繁荣提供了更大的可

能，同时也是实践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基本要义。 

2. 促进成渝经济圈内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的意义 

近年来，成渝经济圈的出台，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成渝两座城市的民族流动人口相互交往交

流交融的关键性问题，成渝经济圈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在疏通西南城市民族流动人口的关键

作用，处理好成渝经济圈下的民族三交问题即有助于稳定西南地区的民族管理工作，并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2.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 2021 年 8 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新时代

的民族工作主线，推动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

度认同”[4]，在城市内部做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促进民族流动人口在文化、经济、教育等各方面

的融入有助于帮助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内稳定生活，更是帮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一步，作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69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文艺 
 

 

DOI: 10.12677/ass.2022.1112692 5077 社会科学前沿 
 

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圈，成渝两地每年的民族流动人口数量逐年上升，已经成为了城市建设中的一大助力。 

2.2. 让民族流动人口共享经济繁荣 

随着新时代的经济新常态，成渝经济圈的设立吸引更多民族流动人口出于工作、定居、升学的目的

来到城市生活，这一切都帮助城市增加了不少的劳动力和消费力，进而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响应城市民族管理政策，更应在政策方面落实对民族流动人口的保护，维护他们的权益，进而体现出

社会的公平。在成渝经济圈内落实好城市民族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并解决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为建设

成渝经济圈做好人口对接工作。同时改变了少数民族单一的就业模式，经济活动丰富了起来。通过成渝

经济圈的建立，加快两城之间的民族人口流动，打破传统的观念，促进两地之间民族人口的交往交流交

融。 

3. 促进成渝经济圈内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的现有困境 

3.1. 成渝经济圈民族管理一体化建设机制尚未完善 

3.1.1. 权益得不到维护 
在成渝经济圈范围内，城市之间的民族管理政策之间存有异同，即城市之间关于城市民族流动人

口流动以及基本权益的相关政策还未进行统一并制定相应的条例。相对于定居当地的公民，民族流动

人口绝大多数没有户籍证明，意味着在两城流动之间，相关权益比如教育、医疗保障、养老、经济就

业、住房等是困扰着城市民族流动人口的主要问题[5]。教育方面，因为没有户籍证明，无法享受与同

城居民同等的教育水平。在就业方面，城市民族流动人口鉴于其语言、学历、技能以及身份认同等原

因，就业选择范围较之其他流动人口更小。住房方面目前开放了居住证办理，但是对于流动于成渝经

济圈中求学、工作的人，申请居住证办理的时间比较长，不利于成渝经济圈中的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

和工作。 

3.1.2. 民族管理工作的制度性障碍 
针对成渝经济圈内的民族流动人口，还未建立起成渝同城化的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导致民族流

动人口在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时，更多面临部门之间互相推诿，难以寻求到切实的帮助。成渝经济圈内

的区域民族管理制度不明，互相之间还未达成协同管理的需求，导致相关部门之间权责不明，分工内容

不明，也是导致各个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原因。居住于城市内的民族人口可以分为世居和流动两种，但

是成渝经济圈内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使得在其中一个城市中有户籍但是流动至经济圈内其他城市的世

居民族人口依然面临着与流动民族人口相同的问题。 

3.2. 信息平台不完善 

在成渝经济圈内城市的民族流动人口信息来源在当地都存在着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

象，即对城市内的民族流动人口的动态信息掌握不够全面[6]。没有做好基本的信息登记和录入，不利于

之后后续的一系列工作，无法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进而导致很多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无法跟踪到

流动人口的情况。基层数据录入方面，是指流动人口的基本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在流入地的居住信息和

工作信息等，但围绕流动人口的权益以及其他方面的部门非常多，而城市之间、以及各市政府各部门对

于数据的采集方式和口径也都不一样，导致各部门之间数据有相当大的差异；同时成都和重庆两城之间

针对于流动人口的信息平台还并未完全建设起来。成渝之间信息平台建设中的网办项目目前更多注重在

企业营业执照办理，对于经济圈内城市民族流动人口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流动人口在上面无法完全办理

基本的个人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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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区管理困难 

3.3.1. 社区工作难度增加 
作为城市民族人口的第一落脚点，社区承担着很大的工作挑战。成渝经济圈的建立，城市民族流动

人口的分散性增强、主动接受管理意识较弱，其跨域流动的规模为城市之中的社区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

带来了挑战[7]。也对以成都和重庆两座核心城市为主的城市公共区域以及其社区内的公共资源配置形成

了压力。目前社区更多由单一管理主体即政府下派机构–街道办事处进行管理，而以往的管理方式和观

念在这里需要进行一定的变通，以此解决群体之间出现的问题，其中更多可能是调节工作，而将其全部

承担起来势必会大大降低其工作效率。 

3.3.2. 社区实际管理复杂 
民族流动群体常见问题是普遍法治观念较为淡薄，更倾向于向同族亲友寻求帮助，可能存在对社区

管理有抵抗情绪和沟通障碍问题。相较于其他一般本地居民社区，民族社区数量和范围并不大，但是在

实际基层工作角度看，事情的处理更加相对复杂和敏感，对于岗位上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更加高，需要其

具备一定的工作素养来协调民族关系中的冲突，运用法治观念帮助解决问题，引导社区居民共同构建一

个和谐团结的民族社区。 

4. 促进成渝经济圈内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的对策 

有关成渝经济圈内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应坚持党政府牵头，当地民宗委主导，其他相关部门协同，

同时寻求社会中的自治组织力量共同支持。做好基层民族管理工作，优化城市民族管理工作，做好权益

保障基础关，创新城市民族管理工作。并加快形成成渝经济圈内民族管理工作机制与规章的统一，加快

建立成渝同城化民族流动人口信息平台。 

4.1. 完善成渝经济圈民族管理一体化的建设 

4.1.1. 维护基本权益 
随着成渝经济圈的成立，对应的民族管理工作难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变化、新的需求。目前

有建议指出，认为应该对现有的城市传统管理模式，即以户籍民族为管理对象的属地化管理需要改变[3]，
而针对流动人口的防范型管理方式也应该适当向参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职能，以做到更好的服务

于城市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保障需求。就教育、医疗、养老、经济、住房等五个基本权益方面，建

立一个完善的社会支持机制[6]，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以赋权增能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人口自我能力的

提升，拓宽其就业领域[8]。在医疗方面，重庆市经过民宗委批准作出建设，在大渡口区重庆万家燕医院

试点建立首个“重庆市少数民族医疗健康服务基地”，为有困难、有需求的群众提供优质、便捷、实惠

的医疗健康服务，同样在成都的武侯区浆洗街道，建有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为浆洗街的民族群众提供

医疗服务，可见在成渝中心城市，民族的基础医疗工作都做的比较完善，需要更进一步做好医疗保障的

落地实施，加大对其的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管理工作简化行动，使得暂住证、居住证

等办理更加便捷。在经济圈整体范围内积极推广重庆市江北区“1 + 4 + N 维权服务保障体系”的成功实

践，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 

4.1.2. 完善成渝经济圈民族管理制度体系 
在成渝经济圈内，建立规则统一的民族管理制度体系。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落实服务管理工作责任

制，在横向权责分布上，建立以党组织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力量从旁协助的多元主体治理

格局。目前川渝联席会议制度每年轮流在成渝两城举办，目的是商讨在成渝经济圈下的民族管理各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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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并在休会期间指定专人落实两地协作机制，加强工作交流，可在此专人考察队伍中增添经济圈内高

等院校该领域的学者，在增进学术交流的同时，也可以为彼此提供更多科学的借鉴。重点完善当地的流

动人口服务管理法规，其中内容应以户籍制度为主，记录流动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居住证管理和服务制

度等内容，对其理应承担责任的制度主体分化清楚，好使得民族管理工作更加清楚、职责权限一一分明。

目前人口数据中记录都是根据季度或者年份的静态数据，依法建立当地的流动人口信息登记机制和动态

信息研判机制。 

4.2. 完善信息平台 

加快建立成渝经济圈内的民族流动人口信息共享数据平台，保证彼此间基本信息共享。成渝经济圈

内城市民族人口流动，相比一般的民族人口第一次流入城市，在信息录入方面存有很大的基础优势，流

动人口中更多是城市之中世居型民族人口，其基本信息等都已经在当地城市信息平台系统中登记，也就

不再需要流入地再一次的进行人口信息采集和录入。针对流动型民族流动人口群体依旧需要做好流出地

与流入地之间的信息对接，通过基层政府督促相关流动人员在进入跨域流动以后在规定时间内去流动人

口登记处进行报道，对各种数据进行核验，包括身份证信息、居住信息、工作情况等等。目前成渝地区

跨区域建立了线上通川渝快办服务平台，通办范围从四川各市县直达重庆各市县，里面涵盖了各种基本

公共服务，真正实现了线上办事的愿景，十分便民，有助于解放线下办事处窗口办事效率以及实现办事

群众零跑腿。在成渝信息共享数据平台下，各部门应该不定时的组织进行相关数据比对，核对流动人口

数据信息，为之后的跟踪服务与有效管理提供基本信息保障。 

4.3. 社区治理 

4.3.1. 多方协同治理 
鉴于成渝经济圈的建设，城市之间民族人口的跨域流动给社区带来了较重的工作负担，积极发挥社

区居民的主动性，在政府领导下，建立社区服务平台，并向社会购买社区公共管理服务项目，使社区内

的民族流动人口享受到均等化基本服务，以达到减轻基层社区工作压力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9]。在

社区治理方面，坚持社区党组织核心领导，与社会组织、志愿组织、驻社区单位形成共同参与的社区治

理机制。 

4.3.2. 创新社区治理社会化工作方法 
加快构建城市内的互嵌式民族社区[10]，比如重庆市江北区成功试点的一库二访三到四结合社区管理

办法，做到团结各族群众，促进彼此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成都洗面桥社区的民族–高校模式的互嵌式社

区治理，由市民宗局领头，带领成渝两城之间的示范性成功社区案例互相进行实地交流与学习，建立良

好的学习交流氛围，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针对社区内族际文化差异问题，鉴于在少数民族观念中，

族群关系深刻且重要，除了政府的派出组织–街道办事处之外，通过联系民族群体中有威望的“调节人

士”，并将其吸纳到社区的调节队伍中，使其成为基层工作者在与群众沟通中的桥梁。民族社区人员集

中，所拥有的信仰、文化存在差异，相较于其他当地居民的社区更需要对应更高水平的治理。在治理语

境下，情况更加复杂的民族社区需要更关注治理主体的结构，不再是以前单一政府主体管理的情景[11]。 

4.3.3. 增进法治宣传 
社区党组织领导，通过基层法治思想宣传提高民族流动人口的法治思维，在社区多引进法治讲座，

同时在社会上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组织法律援助进社区[12]，培养遇到问题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法治思

维。同时积极发动社区内教育素养较高的年轻一辈民族群众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主动承担起社区基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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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运用他们的网络能力和法律维权意识帮助完成基层普法。 

5.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流交往交融。更要充分考虑不

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总书记的讲话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为推进民族流动人口融入

城市指明了方向。成渝经济圈建设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伴随着流动人口的不可逆转，更需做好城市民

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破除民族之间交往的障碍。 
成渝经济圈的建设下，各民族自由流动是公民的正当权力，也是各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其

伴随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趋势不可逆转。要以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深化民族工作合作，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争取川渝两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化。积极

探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川渝两地的服务管理，共享基础信息、对接各项服务，使城市散居少数民族工

作更上新台阶。目前，成渝经济圈的线上建设川渝办一站式服务，已经为促进两城之间信息交流和个人、

企业事宜办理打下了平台基础，对于大规模流动人口，其基本权益和社区治理都以信息平台为媒介，能

更加方便成渝两城之间民族流动人口的跨域生活、工作等。在社区治理方面，结合线上线下两种管理方

式把控好社会治理的基石，多联系民族群体中的“沟通者”，协同民族内部的力量共同治理社区，创新

社区治理的方式方法，依法治理使城市民族工作制度化，继续优化成渝两城之间城市民族流动人口融入

城市机制，加深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进一步促进各族群众之间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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