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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与适应：移民群体城市化的社会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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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进玉 

  曾经，我们满怀欣喜大谈特谈全球化带来的福祉和随之而来的便利，如交通、通讯以及社交

网络的立体化以及全球时尚、价值观的共享，却无意中忽略了全球化的另一负面危机——城市化

大潮及其影响。谈及全球化城市化发展趋势和移民群体城市化的话题时，我们可以预设这样一个

理论前提：城市化移民群体不仅面临社会认同与自我社会适应的问题，同时也必然要遭遇民族认

同与文化认同发生碰撞的尴尬处境。 
  从本期记者对在京俄罗斯族闫艳、王蔚的访谈中，我们同样可以想见上述的境遇，即作为少

数民族群体的在京俄罗斯族同胞因为人数较少，加之与主流的汉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他们

在京的生存处境便会遭遇很多尴尬、不适。这种不适除了饮食、习俗、工作、社会生活等方面以

外，还有归属、身份、文化心理等属于心理层面的不适，而且这种不适无论对个人或群体往往会

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如此而言，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城市化社会适应和自我调适便是移民群体城

市化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往往会潜伏下更深的社会问题，纠结出民

族关系不和谐的音符，甚而会危及和谐社会建设和和谐社区创建，对于处理国际化大都市中族际

关系以及社区发展工作会造成被动的局面。 
  近年来，关于城市化以及城市移民问题始终是社会学工作者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努力解决的社

会问题之一，其中关于城市务工人员的户籍、权益保护、社保福利和子女上学等问题已经引起了

广泛的社会关注。就此，笔者的观点是：移民群体城市化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研究课题，需要多

学科整合研究，以及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专家的密切配合。其中最重要

的一个问题便是，这些城市移民群体的“公民权”的获得和确保。以往的研究和讨论中我们往往

忽视了移民群体的公民身份以及公民权益的保障问题，确保城市移民群体作为公民的相关权益，

这是今后各级政府部门首要的工作。在政策制定和出台相关规章制度时，能否首先综合考量，就

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群体和城市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和社会调试工作而言，必须要认识到作为个体

的“公民权”的社会保障，少一点蛮干和粗放管理，更要杜绝地方性保护主义和画地为牢的做

法，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 
  少数移民群体城市化过程中往往也会面临认同和适应的危机，如何顺利解决民族身份与文化

认同的危机，如何处理好文化认同与群体自我社会化适应等问题，也是需要移民群体自身、政府

部门、研究群体和社会各界进行整合研究和综合考量，切忌主观、片面决策和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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