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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互嵌式社区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形态，亦是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基础。本

文通过探索成都市浆洗街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路径的研究，应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把握民族社区的

形成逻辑；以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现代化为导向，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理念；以“五位一体”为指引，
塑造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善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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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practice to forge the conscious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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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also the practical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ident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ethnic interwoven communities in Chengdu City.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formation logic of ethnic communities, and oriented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a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concept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the “Five-in-one” is the 
guide to shape the path of good governance of interwoven ethnic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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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嵌式民族社区概述 

1.1. 互嵌式民族社区理念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立足于我国独特国情，多次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指导我国民族工作深入基层。从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再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谈第四次会议，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不断升华，作为新时代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精髓。社区作为现代社会基本构

成单位，将民族互嵌与社区相融合是学术界目前研究前沿与热点。国内外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角度对民

族互嵌式社区进行内涵解读，但综观当前学术成果还存在以下不足：1) 研究成果落地缺乏实践基础。根

据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数据显示。2014 至 2017 年，有关民族互嵌式社区成果发表明显增多，但大多

集中在概念解析，政策分析等方面，在宏观上对民族互嵌式社区这一概念从各角度进行拆解，缺乏一定

针对性。2) 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结合程度不深。纵观国内学者研究，定量研究主要采用熵权法或调查问

卷，该类方法明显直观，便于读者理解，但从定量与定性结合角度成果还存在缺失之处。对此，本文从

一代表性社区入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出发，宏观微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分

析民族互嵌式社区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路径。 

1.2. 互嵌式民族社区研究现状 

互嵌式民族社区作为当下多民族问题与社区研究交叉的议题，自第一次提出便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

探讨。事实上，关于互嵌式社区研究，许多学者基于自身学科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方面探讨。

来仪探讨的来自美国学者阿历翰德鲁·波特提出的“民族经济聚集区经济模式”观点，便是从经济与文

化两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试图创造一个多民族混合居住模式的社区[1]。新加坡“居者有其屋”模式则从

居住地出发，通过相关住房法来设定社区中居民必须按照各族人口比例入住，也形成一定种族混居模式。

无论是国外理论或是实践，都为我国互嵌式民族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意义。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

果更加丰富且契合国情。郝亚明认为民族式互嵌式社区目的是为了构筑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宏观上建

立一个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微观上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环境[2]。除探讨民族互嵌式社区理论逻辑

之外，还有学者从互嵌式民族社区所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出发，马晓玲认为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建设应从

政府、社会、公共等多元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开始，优化公共服务[3]。而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

的研究，多以社区个案研究为主。如李伟以湖北省为例，挖掘民族文化与荆楚文化相融合构建互嵌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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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社区的可行性[4]；蒋慧以南宁市为例，提出建设“民族情深党旗红”社区治理模式[5]。可见有关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建设，多以微观个案研究为主。而对于宏观视角下，互嵌式

民族社区的内涵理解并未进行针对性的解读。如刘莹以空间视域一类宏大理论基础下，切入民族互嵌式

社区建设，应以公共服务、空间、精神、秩序为精髓进行构建[6]。杨鹍飞则疏理了近年来学界各流派关

于国内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概念，并指出未来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应加强理论体系的构筑及环境变量的实

证分析[7]。姜永志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认可从群际接触视角与社会互动促进民族

交往行为转化[8]。平维彬则认为民族互嵌式社区需打破西方隔离主张，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

[9]。张康之认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需要确立“他在性原则”[10]。陈纪同样持有

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社区工作者的帮扶作用等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

[11]。李修远从构建各民族群众集中认同意识出发，发挥社区的社会互动作用[12]。杨军等则以从党的领

导、制度之基等五个角度以广西万秀村为例进行社区现实探索[13]。张少春认为推动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

与社区环境是巩固民族团结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措施[14]。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学术探讨，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结合国内外各类社区理

论进行探讨，但总体而言并为深入提出带有我国特色的针对性研究，结合实际案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提

出建设措施方面，在落地实践方面措施不足。 

2. 成都市武侯区民族社区概况研究 

2.1. 民族社区现状 

2.1.1. 社区概况 
成都市是西南民族区域的中心城市，是四川省的省会，覆盖了 56 个民族。根据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

局的统计，成都市少数民族人口 126939 人，占总人口 0.9%。武侯区是成都市的主要城区，常住人口 582,000
余人，其中有 25639 个少数民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 8%。每年有 170 万名流动人口。浆洗街是武侯区

最古老的一条街，它由洗面桥、蜀汉街、洗面桥、横街、大石东路、凉水井街五个社区组成。同时，由

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本课题所辖民族的分布呈“树型”，即以浆水街为主要支撑点，民族商品

经营商户遍布，四面八方分散开来。整体格局表现为多民族事务机构、多民族家庭、多个少数民族商家、

多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2.1.2. 社区居民基本情况 
从民族构成、家庭收入、教育水平、人口流动频率等维度归纳浆洗街道居民特点。 
民族结构：藏族占比最高。根据所回收的有效问卷，共 506 份问卷，其中少数族群的 380 份，占总

问卷的 75%。在调查的少数民族中，74%的人是藏族人，5%的人是回族人。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
占 65%，外来人口占 32%，包括西藏，青海，甘肃等省。 

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据统计，65.7%的家庭年平均总收入接近 90,000，38.5%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低于

50,000，属于低收入阶层；21.4%的家庭平均总收入在 12~150,000 之间，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只有 7.4%
的高收入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了 200,000。由此可以看出，近 87.1%的被调查者的收入普遍偏低，与成都

市其它地区相比，属于中等偏上的人群。 
学历水平：初中及以下学历普遍。据统计，受调查者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只有 16.7%；

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具有高中或以下的文化程度。调查发现，大部分高中及以下的学

生都是个体工商户，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大部分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员工。总的来说，教育程度和

所从事工作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 
人口流动频率：人口流动性较大。从整体来看，71.7%的居民在社区生活超过 1 年，28.3%的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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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内。在调查对象中，拥有成都户籍的居民只占 20.2%，而非成都户籍的居民中，有 68.2%的居民没

有取得居住证和暂住证。无居住证的居民中，45.3%是工作人员，12.4%是治病和休养，15.2%是为了孩

子上学，12.2%是为了上学，6.7%是为了旅行，这些人合计占了 45.2%，几乎占据了所有被调查对象的一半。

当病人痊愈或学习或旅行期满后，他们的长期居留可能会大幅减少。由此可以看出，浆洗街道的人口流

动和人员组成较为复杂，其中以“候鸟”为主的居民居多，使得社区工作人员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15]。 

2.2. 问题溯源 

2.2.1. 语言交流障碍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语言沟通是制约少数民族群众获取生活信息、参与社区治理、培育共同价值观

的最主要的障碍。同时，伴随着新兴社交媒体与电子产品普及，普通公众获取信息方式与媒介随之更新，

但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少数民族居民独有的文字与语言交流方式成为与大众脱轨主要原因。调查发现，

有 19.9%的人希望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获得公共服务信息；17.2%的受访者希望通过传统媒介如电

视和广播获取资讯；51.8%的人想要从不同的传播途径获得资讯。 

2.2.2. 公共服务需求迫切 
在少数民族居民中，25%的人说从未经历过公共服务，对于已经经历的公共服务，他们的满意度仅

为 51.8%，48.7%的人说他们想要改善，甚至 11%的人说他们不想再经历。根据调查结果，浆洗街道公共

设施及相关服务普及率仍低于成都市较低水平，大部分居民对于浆洗社区公共服务及设施等了解不足。

同时少数民族居民接受调查显示对特色经营、治安管理、文娱特色活动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需求，包括希

望新增民族特色歌舞场地、就业技能培训班、治安亭与治安常态化巡逻项目，同时个体户经营商家希望

与周边特色景点(如武侯祠、锦里)等形成联动，助力客流量增长，形成规模效应。 

2.2.3. 参与社区共治主体单一 
根据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规定，社区自治的主体是当地广大居民。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是反映自

身现实需要及表达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意愿、意见、建议的重要渠道。然而，在民族社区中因少数居民自

身知识水平及政治素养导致的参政水平低下，导致其诸多公共服务需要未能及时被社区党委接受，或未

能正确表达，最后导致社区居民产生社会疏离感或城市孤岛效应。但根据调查结果，浆洗街道目前社区

管理主体仍以社区党委为主，辅以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基层管理工作，呈现社区管理主体单一，居民意愿

体现不足，监管机制存在漏洞等问题。 

3. 浆洗街道民族互嵌式社区优化路径探索 

3.1. 推广普及双语服务，培养双语素质人才 

语言交流困难作为少数民族居民融入社区首要挑战，因此推广普及双语服务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

其重要，可以通过包括公共服务场所使用双语宣传，汉语下户宣传活动，及社区工作人员藏语学习交流

活动等。同时，在少数民族事务处理机构中存在一批优秀民族人才，充分利用其对本民族文化及汉族熟

悉度，在协调社区居民关系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社区过程中发挥其黏合剂作用。而培养双语素质人

才路径，包括促进民族院校与社区深入合作，以为民族院校优秀师生提供实习、调研场地为契机，促进

学生下沉至基层社区，激发学生内在奉献动力，形成长效的双向优秀民族人才合作培养机制。浆洗街道

以自身社区实际为出发点，结合本社区居民不同民族特点，联合民族院校进行社区–院校实践基地试点，

一方面为院校提供实践基地，发挥社会责任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双语人才优势为社区服务，为吸

引双语学生就业与社区、扎根与各族群众之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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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针对性公共服务需求监测与供应机制 

一般而言，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是一个通过构建各民族成员在地缘、业缘等层面上的“社会保

障机制”，来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有机过程。而对于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由于其独特性产生的差异化需求，

如针对浆洗街道居民开展个体商业活动(民族用品经营)等服务型产业，社会回报率较低，经济地位差距大，

对社区居民长期融入生活造成了一定阻碍，产生一定程度心理失衡问题，城市孤岛产生风险激增。因此，

提供公共服务需求监测机制以少数民族居民自身特点需求为主，时时监测，动态变化守护。同时通过日

常公共服务的完善，使社区居民交流顺畅，建立互信互助社区精神家园共同体，将公共服务机制的建立

与居民认同感归属感相挂钩。以社区居民个性化需求为靶点的监测与供应机制，是以不同民族居民精神

需求与实际生活需求为核心指引，将多元主体下的“自我”链接成互嵌式社区的“共我”，以此培育成

维护社区团结的共同思想基础。而思想基础的培育首先离不开基础社区各层级各部门，尤其是基层网格

员联系实际，在日常工作中下沉居民日常、链接居民情感，洞察不同民族居民需求、畅通居民表达需求

通道，为公共服务需求监测与供应机制奠定良好实践基础。 

3.3. 共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构建多元主体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形成社区党委为核心，各居委会、辖区各企事业

单位为支点，社区服务人员、志愿者、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模式。而治理模式的构建以群体认同为

精神内核，促进各民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机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互动产生链接。社区

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各族文化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区治理难度，要求搭建社区平台，以“共建、

共享、共学”为核心，从社区文化教育、活动等角度出发，依托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发展社区互嵌式

优势，从而为形成基层社区共同体意识激发内生创造力。城市社区作为融入全国各地居民最基层堡垒，

其涉及主体多元、多样、多类，而作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武侯社区更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

社区街道中心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社区事务提供参与平台。推进社区日常活动由社区居民参与，规范自

治活动组织阵地，打通社区居民自我管理沟通处理渠道。链接居民情感的同时，成为了成都市打造多民

族互嵌式社区模板。 

4. 结论 

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合，而不应该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更不应

该把少数民族嵌入到汉族社会之中。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民族间嵌社区的集体认同感，为建立一个统

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意识基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城市多民族互嵌

式社区的治理工作，促进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使各民族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产生获得感和归属感，

对政府城市管理规律和社区治理也是有益探索。而“互嵌式”的意义在于，向下可以透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向上又可以观察宏观的多元体系的结构和全过程。本文通过研究成都市基

层民族社区内部的逻辑和问题成因之间，探讨怎样将多民族居民通过社区这一基层单元联系在一个统一

整体中，作为深化民族团结意识的、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种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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