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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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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专题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赵志研 

 
 
 
      7月28日，由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和国家民委政法司举办、上海市民宗委承办的“城市化进程

中的民族关系”专题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牟本理、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会长伍精

华、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北京、上海、武汉、南京、成都、深圳、青岛等

地民委、民宗委领导及民族理论专家近40人参加了专题研讨会。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约有1000多万人口分布在城市和散居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

然趋势。正确认识和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对于完善民族政策机制和工作机制、构建和

谐社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民委副主任牟本理在会上分析了深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的意义，他说：继

去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最近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之后举行此次研讨会，其目的在于认真总

结和借鉴国内外城市化进程中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我国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构建城市和谐社会的有效机制和办法，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城市民族工作

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今年10月将要召开的全国城市民族工作会议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和对策建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这一主题，就目前各个城市中民族关

系的现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好影响民族关系的矛盾和纠纷等问题，纷纷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上海市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刘建平：多年来，上海逐渐形成了“领导干部重视、各级部

门落实、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民族工作”的良好局面。由于城市发展中民族关系调控手段相对滞

后，城市服务管理难以满足来沪人员需求等原因，上海的城市民族关系中也存在着计划经济下制

定的民族优惠政策难以兑现、涉及到来沪少数民族人员矛盾增多等问题。针对上述情况，上海市

民宗委的对策是：扩大宣传教育，使更多群众掌握民族知识、尊重民族习惯；把社区作为开展城

市民族工作的基础平台；积极支持少数民族群众社团的工作，完善自我管理。 

 
      辽宁省民委副主任赵佐贤：城市民族关系的整体态势是好的，但在城市民族关系中还存在

着不协调的因素，如自治县撤县建市后能否继续享受自治县待遇等。这就要求我们针对城市化进

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调整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办法和思路，如对撤县建市的民族地方给予特殊支

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民族地方输出了大量丰富的资源，希望通过立法能够建立起明确的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补偿、环境保护补偿机制。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希恩：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各类矛盾

纠纷，一方面可以归结为现有的城市环境不利于少数民族的融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自身

对既有的城市环境不适应。前者涉及到现代城市建设的模式问题，后者涉及到少数民族城市化进

程中的素质准备问题。因此在少数民族的城市化进程中，建议城市为适应这一进程设定以下目

标：建立一定数量的与少数民族传统相衔接的现代经济形式和产业结构；建设和完善能够表达少

数民族意愿的政治形式和民间途径；建设和完善能够满足多民族文化需求的社会机制和相应场

所；营造宽松的有助于民族团结的社会氛围等。此外，少数民族也要做好知识、技能、现代城市

文明素养、民族文化与普同文化对接中的心理转变等准备。 

 
      南开大学教授高永久：城市生活的各种力量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总体来看是具有

瓦解性的。少数民族成员移居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从农村移居到城市，有的从城市一个社区移

居到另一个社区。虽然移居带来了对移居者自身文化结构的破坏，但是同时移居会改变另一个文

化结构，在动荡中重塑新的结构。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主

要内容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突出地表现为以本民族的现状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对比的现

象，更加注重对各项合法权益的维护。 

 
      城市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城市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只有根据城市民

族关系发展的规律来做工作，才能使城市民族关系适应多元复杂的城市发展现状与未来的趋势。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院长南文渊：各个学科对城市化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

为城市化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其居民的谋生方式。城市化是人类居住方式的变化，又是人们生活

方式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将城市化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它是指少数民族从封

闭、贫困、落后的乡村社会向开放、富裕、文明与和谐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过程。东北、内蒙

古地区的4个人口较少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与俄罗斯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城镇人口

比例和城市化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这些民族人口基数低、所在地区经济水平发展较

高有一定关系，但距离小康社会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政府要正确引导人口较少民族的

城市化进程，实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在研讨会闭幕式上，国家民委政法司司长毛公宁作了总结，他指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



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是世界上多民族国家和各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也不例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大批少数民族进入城市，但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发展方面的

差距仍长期存在，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是城市发展、民族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关键是我们应如

何面对、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提高对城市民族工作的认识、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立法、继续

加深对城市民族关系理论的研究、提高城市自身接纳的素质等措施，必然会建立起健康发展的城

市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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