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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进程加快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纷纷转移到城市就业和生活，与此相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

市融入问题日益突出且愈发受到社会关注。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和手段，

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解决路径存在契合之处。本文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视角出发，通

过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分析其城市融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解决对策。以期能

够积极探索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的对策，让社会各方组织力量参与，整合社会资源，

从而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序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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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prompte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move 
to cities for employment and life. Accordingly, the problem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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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social attention. As a way and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the develop-
ment-oriented social policy is in accord with the solution of the urban integration problem of the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theory, 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in its urban integr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actively explor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let all social organiza-
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so as to promote the orderly integration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into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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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转变，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剧烈

的变革。不少来自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贫困人口纷纷向城市流动[1]，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一个

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加入了此次浪潮，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从 1982 年

的 31 万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3371.30 万人，增长速度快于汉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人口中流动人口占比快速

增长，从 1982 年的 0.7%增长到 2020 年的 26.90% [2]。但受其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文化水平以及不

具竞争力的就业技能，使得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也增加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加大了城市民族工作的难度，对城市的运行发展带来了相应的社会问题，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入问题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出发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及其对策，对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序融入城市。 

2.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必要性 

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视角，王思斌先曾概述发展型社会政策涵盖了三个要素，总结来

讲就是助人自助、政府责任和必要保障。“政府责任”意在说明政府应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贫困负

责，起到相应的作用；“助人自助”指的是政府应当通过社会投资增强有劳动能力的群体的能力，创造

更有利于这些失业人群更好就业的内外部条件；而“必要保障”则指政府不仅应当关注有就业能力群体

的就业需求，也应当关注失去劳动能力，缺乏就业条件群体的合理诉求，对这部分群体的保障同样是政

府所要关注的[3]。也有学者通过这一视角对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

的同时要重视社会政策，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对于国民社会福利的跟进，注重制定预防性相关

政策。运用发展型视角来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多元困境，重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主能

动性，为其在城市融入提供发展的条件。 
首先，发展型社会政策干预可以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

种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摆脱传统的社会政策问题的一个系统，固化处理的困境，依靠社会政策发展的

特点来灵活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少数民族流动会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系统类型的政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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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用固有的模式来解决城市一体化的问题，落后于社会发展，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少数民族的特殊性，

基于理论研究有助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少数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开发灵活和有效。第二，面向

发展的社会政策关注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根据经济的发展，调整社会政策，政策将充分调动各种社会

资源，合理的再分配[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他们各方面能力不强，面对激烈的竞

争条件下的社会需要国家政策的合理再分配社会资源，面向发展的社会政策将是一个很好的弥补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的需求。面向发展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生产力，社会政策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经

济的迅速发展，有助于更好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5]。
最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指导没有面向发展的社会政策的概念，其理论促进了流

动人口的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加完善，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社会政策，根据经济的发展

不断完善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更新将促进流动人口政策的改进，改善流动人口政策有助于更全面、大

规模的解决问题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3.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及其缘由 

3.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现实困境 

3.1.1. 经济融入困难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形式集中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业，比如回族经营清真饭馆、维吾尔族的

羊肉烧烤等，这些职业受经济形式和经济环境影响较大，尤其是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餐饮业、商业

是疫情影响的重灾区，流动少数民族生存问题面临困境，同时，因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薪资水平偏

低、专业技能的缺失以及社会资源的缺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非常困难，出现经济融入困难，也就

更不容易融入城市生活。 

3.1.2. 文化融入困难 
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语言、饮食、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其他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

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交圈子主要以同乡为主，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社交行为。对于部分

少数民族而言，宗教活动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使得少数民族内部形成牢固的群内关系，者直接影

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正常有序融入城市生活[6]。 

3.1.3. 社会适应性差 
陌生的环境、生活饮食的不习惯、巨大的文化隔膜、语言不通等种种困境，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在其人际交往方面呈现同质化[7]，社交圈更多的依赖本民族成员，对其他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排斥心

理，他们对其他民族不信任，这使得他们的社交圈子及其狭窄；其次，对族际通婚的排斥，阻碍少数民

族通过婚姻实现社会融合的目标；三是在子女的学习教育上，少数民族小孩基本上来自农村农牧地区，

汉语文化基础差，使得少数民族人儿童成为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边缘人，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

融入生活上出现一定的问题[8]。 

3.2. 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缘由 

3.2.1. 宗教信仰 
受其宗教信仰的不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中主流文化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由于城市“他者”

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缺乏了解，可能无意识地忽略或冒犯，如汉族经营的清真食品不“清真”等，甚至

对宗教信仰干涉或对信仰者不尊重等。由此引发的宗教信仰问题强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抗拒心理，抵制

或排斥城市文化中主流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宗教信仰问题是严重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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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市文化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直接破坏城市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 

3.2.2. 社会交往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作性质、收入状况、文化程度、交际范围、语言交流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

差异，决定了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之外，很容易被城市居民所排斥。与城市居民的相对隔离，

他们的社交圈层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范围开展交往[9]，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交群体认同呈现

内卷化趋势，导致他们的圈层出去隔离状态，不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主流民族在经济、文化、

社会事务上的互动和沟通，也不利于相互理解和认知。相对隔离的生活使他们难以适应其他民族的社会

认知和行为的城市生活环境[10]。 
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大部分群体几乎没有任何的任人脉以及资源，而中国又是一个人情社

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遭受着社会排斥[11]，使得他们产生自卑心理，他们会

主动的进入自己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交网络，比较抵触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尤其是针对刚进入城市就业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之间的抱团现象更为严重。这种交往方式在一定程度情况下使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无法了解其他民族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使彼此间相互适应变得困难重重。 

4.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对策 

4.1. 关注人力资本投资 

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出发，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社会投资可以激发人的潜力，也是发展型社

会政策的核心[1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知识技能的匮乏与职业结构的不合理，只能从事比较劳累的体力工

作，使得在城市生活中竞争力比较低下。因此需要完善培训体系，提高知识技能，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能够争取更有保障的岗位，改善其就业环境，政府可以加强培训和教育相结合的形式，拓宽就业渠道，

完善多元化培训资金投入机制，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的竞争力。我们也要重视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环境普遍较差以及工作环境压力颇大，使得

很多人深受疾病困扰，高昂的医疗费用加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负担。因此，政府应该从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中提供救助和医疗服务的政策，包括定期免费日常体检、免费疫苗、常用药品和医

疗保险等，可以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医疗保险，从而减轻其经济负担。依据发展型

政策的理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义务教育也需政府重视，可以建立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随迁子女的经费投入的分担保障制度，可以适当减免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子女在学校的费用，通过人力资

本投资，从职业技能培训、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方面提供资源支持，减轻其家庭负担，解决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积极解决在城市融入中遇到的困难。 

4.2. 制定前瞻性政策 

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减少贫穷不平等、克服社会排斥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是比较重要的目

标[13]，社会政策的制定要从根源处解决问题出发，重视长期战略规划，政府必须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根

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合他们的政策，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

的待遇，满足他们的诉求。另外，政府部门需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财政补贴，丰富其资金来源，支

持生产加工民族特色产品，提高其收入水平。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创业，转变就业

结构单一化的形式，增强其职业结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4.3. 提高政府部门主导意识 

经过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分析，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出发，政府部门需要在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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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方面对流动少数民族人口进行扶持，完善就业补助机制、创业补贴政策、职业技能培训以外，政府

部门应该更加注重社会资源的调节，加大对流动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资本投入，保护流动少数民族人口

的劳动权、就业保障权以及其他的相关合法权益，消除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在就业中遇到因民族歧视和排

斥产生的限制。在保障流动少数民族人口的基本就业权益，保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政治与社会参与权，

拓宽职业岗位，积极承担政府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承担的重要责任，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的社会保护[14]。同时，必须将对边缘群体的支持从国家负担转移到社会大力的帮扶之中，形成用人单

位、社区组织、个人的多元化行动主体，政府扮演监督者和主导者的角色，积极协调社会力量，形成多

元化的治理结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进程。 

4.4. 发挥政府的引导功能 

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功能，可以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够有序融入城市生活。政府应该积极借助各

种宣传媒介，宣传少数民族基本知识以及特色领域，增强少数民族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的交流，从而形

成各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同体意识。同时，也及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保护少数民

族群众的利益，比如在流动少数民族子女入学教育问题、日常宗教场所等问题方面，政府能够及时有效

的解决相关问题，有助于家民族团结。同时政府也应当积极引导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学习相应的就业技能，

转变落后观念，掌握在城市生活的基本技能，从而减少城市居民的排斥和歧视，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5. 结论 

综上所述，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发展的路径较为广阔。完善

和跨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机制，需要结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发展困

境，实施一系列强化策略，逐步解决制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展的多重问题。同时，解决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融入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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