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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 , 我国正经历着和平时期最频繁、最大规

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 , 预计在未来还将更加活跃 , 这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学界对人口流动问题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深

入系统的研究 , 但是新时期以来民族地区人口迁移问题至却今

未得到足够重视。如何协调和正确处理好民族地区人口迁移过

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 , 实现各民族的共

同发展 , 是一个值得我们关心和深入思考的课题。

一、新世纪民族地区人口迁移的现状与主要特点

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布在广西等 5 个 自 治 区 和 云

南、贵州、四川等 11 个省。总体而言 , 21 世纪之初民族地区人口

迁移主要有如下特点 :

1.民族地区人口迁移规模持续增长 , 迁移流向主要为乡村

向城镇流动。1990 年 7 月 1 日到 2000 年 11 月 1 日 , 民族地区

人口迁移总量呈现增长的趋势。1990 年内蒙古人口迁移总量为

84.33 万人 , 到 2000 年该自治区人口迁移流动总量达到 433.24

万人 ; 广西 1990 年人口迁移总规模为 120.53 万人 , 2000 年为

567.64 万人。另外 , 省内迁移规模远远大于省际迁移规模 , 例

如 , 2000 年内蒙古自治区外省迁入人口 54.79 万人 , 迁出人口

50.46 万人 , 迁入明显大于迁出 , 与 1990 年的“流出 大 于 流 入 ”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流向类型看 , 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主要从

乡村流向城镇。2000 年内蒙迁移流动人口中 , 现住地类型市、

镇、乡的比重分别为 39.26%、37.22%、23.52%, 市镇比重达到了

76.48%。从内蒙古迁移流动到其他省区的 50.46 万人中 , 现住地

为 市 、镇 、乡 的 人 口 比 重 分 别 为 34.10%、40.99%、24.91%, 市 镇

比重达到 75.09%。从省外迁移流动到内蒙古的 54.79 万人中 ,

市镇比例也高达 69.08%。

2. 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在民族地区的省内和省际迁移中所

占比例不高。例如 , 2000 年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省内迁

移 15.04 万人 , 仅占本区省内迁移总数的 5%, 这与该地区少数

民族人口存量直接相关 ; 广西的少数民族人口省内迁移比重稍

高 , 达到 10.78%; 由于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在本省人口比重

高 , 因而少数民族人口省内迁移比重达到 39.45%; 宁夏和新疆

少数民族人口省内流动人口比重分别为 10.38%和 14.15%。由

此看出 , 民族地区的人口迁移仍然是以汉族人口迁移为主 , 迁

入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高。除西藏以外 , 其他 4 个

民族地区迁入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迁入人口比例都不到 10%,

西藏也仅为 12.22%。

3.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仍以省内迁移为主 , 距离是影响省际

迁移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的人口迁移以省内迁移为主。例如 ,

1990 年 7 月 1 日至 2000 年 11 月 1 日 , 内蒙古区内迁移流动人

口为 327.99 万人 , 年平均迁移率为 1.41%, 按此迁移率计算 , 每

年实际迁移流动人口为 32.80 万人 , 与 1990 年相比 , 每年实际

迁移流动人口增长速度为 184.23%。2000 年内蒙、广西、新疆、

西藏和宁夏的省内迁移总量占迁移总量一半以上。在省际迁移

流动人口中 , 迁入内蒙人口主要来自于黑龙江、河北、山西和陕

西等省份 , 总量达到 46.16 万人 , 占全部迁入人口的 84.24%; 迁

入广西的则主要来源于湖南、广东和贵州等省份。同样 , 少数民

族地区人口也主要迁往与本地区邻近的省份 , 内蒙古外迁人口

主 要 分 布 在 山 西 、陕 西 、辽 宁 、北 京 、河 北 、黑 龙 江 和 吉 林 等 省

市 , 总量达到了 45.28 万人 , 占全部迁出人口的 89.73%, 其中与

内蒙古毗邻的省市就有山西、辽宁、河北、黑龙江、吉林和山西

六省份 , 总量达到 32.19 万人 , 占到总迁出人口的 63.79%。广西

迁出人口主要流向广东、云南、福建和浙江等省 , 这些省都是和

民族地区邻近或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

4.省际和省内迁移人口文化程度极大相似 , 迁入民族地区

的人口文化程度较低。民族地区迁移人口的文化程度不高 , 大

多数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 , 但省内迁移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明

显高于省外流入人口。比如 , 内蒙古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迁移

人 口 占 省 内 迁 移 总 量 60.20%, 大 专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人 口 仅 占

12.17%; 而从省外流入本省人口中 , 80.18%的人口为初中以下

文化程度 , 仅 5.18%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广西省内迁移人口

中 , 初 中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的 人 口 占 59%, 而 流 入 广 西 人 口 中 ,

70.51%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 远远低于省内迁移人口的文化

程度。新疆、宁夏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类似情况 , 迁移人

口文化程度低以及主要是文化程度低的人口向民族地区 迁 移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5.经济型迁移人口仍然是民族地区人口迁移的主体。在民

族地区迁移人口中, 为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是人口迁移的直接

主要动因。因务工经商而迁移的比例高, 内蒙为 17.77%, 宁夏为

17.73%, 广西壮族自治区为 21.30%, 新疆更是高达 29%。随迁家

属的流动也成为民族地区迁移人口的主体 , 内蒙随迁家属比例

达到 18.46%, 民族地区随迁家属比重都达到 15%以上。相比之

下 , 由于工作调动、分配录用、投亲靠友等原因而迁移的人口占

民族地区人口迁移比重小, 所占比例几乎都没达到 0.1%。

6.青壮年在迁移人口中占绝对优势 , 不同省区迁移人口性

别差异性大。青壮年在民族地区迁移人口占绝对优势 , 年龄分

布集中于 15～40 岁 , 70%以上的迁移人口居于该年龄段 , 0～14

岁人口在民族地区迁移人口中占一定比重 , 而 35 岁以上特别

是 45 岁以上的迁移人口则很少。民族地区的省内迁移人口中 ,

一般男性多于女性 , 但在广西和宁夏两地省内迁移表现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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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人口大于男性的现象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性别分布与迁

移动因、职业、年龄以及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极为密

切的关系。

7.民族地区迁移人口职业构成存在差异 , 也具有一定共性。

内蒙和新疆的省内迁移人口主要从事生产运输业、商业以及服

务业; 广西是农业大省, 迁移人口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以及农林

牧渔水利生产; 西藏和宁夏的迁移人口则主要从事专业技术和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而从外省迁入到内蒙和新疆的人口主要从

事农林牧渔水利和生产运输业; 广西、西藏和宁夏迁入人口从事

的职业具有共性, 主要从事商业服务和生产运输业。

二、目前民族地区人口迁移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大规模人口迁移导致民族地区内部人口分布不平衡。民

族地区的人口主要由乡村向城镇迁移 , 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民族

地区城镇人口过度增长 , 民族地区人口分布不平衡加剧。民族

地区虽然拥有广阔的地域空间、资源丰富 , 但能够为生产、生活

利用的有效空间极为有限 , 而且资源的优势 , 只是潜在的优势 ,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 这些潜在的优势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变成

现实的经济优势。民族地区有相当比例为生态脆弱区 , 如果民

族地区人口向城镇过度迁移流动 , 超过其承受能力 , 将直接影

响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

2.迁移人口以初中程度为主 , 延缓了民族地区受高等教育

比重的提高速度。目前虽然各地大幅增加了教育投资, 全面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 许多区域把普及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作

为发展目标, 努力提高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人口比重 , 但民族地

区一方面存在大量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迁移人口 , 另一方面还

有大量较低文化程度的人口迁入, 这样不仅延缓了民族地区总

人口平均受高等教育比重的提高速度 , 而且限制了民族地区人

力资本的提高, 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3.青壮年人口是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主体 , 造成了迁出地人

口老龄化趋势严峻。民族地区几乎 80%的迁移人口是青壮年 ,

以青壮年劳动人口为主的人口迁移 , 使迁入和迁出地人口结构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 , 大量青壮年人口的迁入直接导致

迁入地劳动和就业等方面的压力 ; 另一方面 , 大量青壮年从迁

出地流出加速了迁出地老龄化的进程 , 使迁出地面临严峻的养

老形势 , 而且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更为滞后 , 养老制度还

没有建立 , 必然给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峻考验。

4.少数民族人口在民族地区人口迁移流量少 , 不利于本民

族在区域内的发展。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和宗教 ,

内部环境的相对独立大大加剧了本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隔膜 ,

少数民族人口的迁移人数少 , 直接导致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

经验极为有限 , 长期看 , 不仅不利于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和传播 , 而且阻碍了民族地区的深入融合和发展。

5.民族地区的民族特殊性加大了人口管理的难度。不同的

民族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 , 有着不同的教义、教规和宗教 , 不同

民族在婚嫁、服饰、饮食和卫生等方面有着不同习惯。如果各民

族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对其他民族相关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不 了

解 , 必然会危及到地区的民族关系 , 而且一些民族地区流动人

口由于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较差 , 不履行有关区域管理的规

定 , 不服从有关部门的管理 , 从而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和群体

性事件 , 更是加大人口管理的难度。

三、解决新时期民族地区人口迁移问题的对策建议

1.积极探索适合民族区域发展的户籍管理制度。“人户分

离”是民族地区迁移人口普遍存在的现象 , 由于“脚踏两地”, 既

给民族地区带来了诸多管理上的不便 , 也给自身的生产、生活

造成困难。民族地区必须根据本民族地区人口迁移特点 , 在全

国改革户籍制度的宏观背景下 , 积极探索适合本民族区域发展

的户籍管理制度 , 为民族地区的人口迁移提供良好的制 度 供

给。民族地区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 制定以居住时间、相

对固定的职业、经济基础等要素为主要条件的管理方法。

2.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 改善人口文化素质依然是应对人口

迁移问题采取的必然措施。目前 , 较低文化素质的人口是迁移

人口的主体 , 民族地区应根据本区发展的现实 , 大力发展民族

教育 , 提高迁移人口的文化素质 , 而且教育发展的重点应首先

着重解决教育经费问题 , 建议政府加大民族地区教育投入 , 切

实帮助和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在提高民族地区常住人口文

化素质的同时 , 提高迁移人口文化素质 , 促进民族地区人力资

本的全面提升。

3.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 , 提高城市的容纳量。由于长期的

城乡户籍壁垒 , 人口的正常迁移被阻断 , 造成不发达民族地区

省内迁移现象异常突出。但如果户籍制度一旦全面放开 , 民族

地区省内迁移步伐将加大 , 将可能导致民族地区大城市无法承

受。因此 , 加快民族地区中小城市的发展 , 分流迁移人口 , 形成

人口迁移的合理分布 , 是引导民族地区人口合理迁移的有效途

径之一。

4.积极协调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张采取“截流”

与“ 疏 解 ”相 结 合 的 对 策 引 导 民 族 地 区 的 合 理 迁 移 。 所 谓“ 截

流”, 就是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 引导民族地

区剩余劳动力在本县范围内迁移流动 , 鼓励他们到小城 镇 投

资 , 加快城镇建设 , 保证城镇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所谓“疏解”就是通过组织、协调、引导人口有序流动迁移 , 减少

民族地区人口的盲目流动。

5.加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步伐。我国的民族地区多为

农业省份 , 而且绝大多数在西部地区 , 经济发展条件薄弱。因

此 , 增加民族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双向农村土

地经营权的转移和流通 , 加速民族地区农业经营的集约化、农

业生产的机械化 , 提高农产品的生产率 , 大幅增加民族地区农

民收入 , 吸引农民留在农村 , 甚至吸引某些城市居民转向农村 ,

也是促进民族地区人口合理流动 , 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迁移问题

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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