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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 文 在 人 口 迁 移

的概念和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

上 , 分析 了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迁移在年龄上具有较高的选择

性 , 女性通婚的迁移几率较高、

受教育程 度 高 、发 生 迁 移 的 可

能性大、职 业 和 社 会 阶 层 也 具

有较高的选择性。并根据第五

次人口普查资料研究了中国少

数民族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

素有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社会

文化、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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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迁移意味着社会的

生 存 和 进 步 。 改 革 开 放 29 年

来 ,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

进 , 人口 迁 徙 从 规 模 和 强 度 呈

现出一种强势状态。空间属性

是人口迁 移 的 本 质 属 性 , 除 此

之外还应 该 加 上 时 间 属 性 , 在

这双重属性的限定下人口迁移

是指“人 口 常 住 地 区 发 生 跨 越

某一层次 行 政 区 的 改 变 , 且 持

续 时 间 达 一 年 以 上 的 空 间 移

动”。人口迁移指以改变居住地

为目的 , 跨越一定 地 区( 地 界)

的人口移 动 行 为 ; 而 人 口 流 动

则是指不改变常居住地为目的

的跨越一定地区的人口迁移行

为。一般分类是从迁移的地区差异、时间差异以及迁移的主

体和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来划分的。这一定义强调了迁移的目

的属性与空间属性 , 同时与人口流动进行了对比。

一、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选择性

( 一) 年龄选择性。人口迁移在年龄上具有很高的选择

性。事实表明: 20~30 岁年龄段的人最具流动性 , 在 60~70 岁

年龄段的人口迁移率还会微弱上升。人口迁移的年龄选择性

与个人生理、心理以及职业发展过程相关。迁移人口一般是

在 20~30 岁之间青壮年人口。20~30 岁恰好是个人进入职业

发展活跃期的年龄段 , 对于事业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大

多数人在 30 岁之后 , 随着年龄的增长事业逐渐定型 , 追求相

对安稳的生活 , 往往被固定在定居地 , 迁移也就逐渐减少。少

数民族地区除了有极少数民族由于民族生活习惯 , 一般情况

下 , 人口迁移在年龄上也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少数民族地区

大多经济相对落后 , 青壮年外出就学或务工 , 具有明显的迁

移倾向 , 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 15～35 岁年龄。

( 二) 性别选择性。现代西方有关迁移的研究表明 , 男性

比女性更易于迁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

越活跃 , 则迁移性别选择性更加不明显。原因在于 , 女性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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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传统产业 ,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中 , 农业产业结

构的调整 , 应按照产业化的要求 , 以建立特色农业基地和培

育龙头加工企业为突破口 , 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

的。工业结构的调整应改变原来重型化、初级化的结构 , 通

过资产重组加快对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机械装备等行业的

组织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改造 , 推动产品更新换代和工业

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应在继续发展运输、商贸

流通等产业的同时 , 大力发展信息、金融、旅游、房地产、中

介服务等新兴产业 , 尽快把旅游业发展成为甘肃新的经济

增长点。

( 二)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 提高市场开放度。甘肃经济环

境的优化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 实现跳跃式发展 , 提

高经济水平 , 从而缩小与东部其他省份的差距。一是在思想

上要打破传统的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观念 , 破 除

对旧体制的依赖 , 强化市场竞争意识 , 用发展的眼光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 打开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改组的新思路 ; 二是

大力研究开发、引进、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 借当今高 新 技

术迅速发展之机 , 适时、适地地建立起高生产率的新兴产

业 , 形成新产业群 ; 三是加快所有制改革调整 , 建立多 元 化

的所有制结构 ; 四是提高市场开放度 , 针对不同个体市场的

缺陷 , 实行不同的举措来弥补和完善 ; 五是根据国民经济发

展战略的要求和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 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 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 , 引导产业结

构不断向高级阶段升级 , 继续优化产业结构 ; 六是制定优惠

政策时 , 应充分考虑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的统一性和

协调性。根据优惠政策对投资者吸引力的强弱 , 重点抓好税

收、土地和进出口优惠政策 , 同时也要制定、落实其它 的 优

惠政策 , 形成一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优惠政策体系并保持

政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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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依赖和受亲友的影响更大 , 迁移

对于她们来说容易造成心理压力。在

中国 , 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

的性质而变化 , 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

别的选择性很明显 , 如婚姻迁移。由于

中国人婚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

响 , 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我国

少数民族人口迁移中 , 男性迁移有一

定数量 , 但大多因为外出务工。由于民

族 地 区 相 对 落 后 以 及 生 活 观 念 等 影

响 , 外出务工妇女人口数量较少 , 婚姻

迁移的数量就相对多一些。有通婚现

象 存 在 的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迁 移 几 率 较

高 , 而有特定民族生活习惯的少数民

族大多有自己的聚居地 , 迁移的几率

相对较低。

( 三) 教育程度选择性。移民教育

程 度 与 迁 移 的 关 系 , 也 是 迁 移 选 择 性

中的重要方面。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在

向城市的迁移中更加容易被选择。一

个 地 区 向 外 的 迁 移 率 , 会 因 为 地 区 教

育 程 度 总 体 水 平 的 不 同 而 有 很 大 差

异 。 人 们 的 教 育 水 平 越 高 , 迁 移 的 概

率就越高。一个人受教育程度与其要

从 农 村 迁 移 到 城 市 的 倾 向 之 间 存 在

关 系 , 具 有 较 高 教 育 水 平 的 人 将 获 得

的 农 村 与 城 市 之 间 实 际 收 入 的 差 额

比 教 育 水 平 低 的 人 要 大 , 获 得 现 代 部

门职业的机会也比较多。随着我国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发 展 , 受 教 育 人 口 越 来

越 多 , 教 育 程 度 选 择 性 将 会 日 益 明

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由于长期发展

相 对 滞 后 , 部 分 少 数 民 族 青 年 在 就 学

机 会 中 经 过 自 身 努 力 , 离 开 生 长 地 区

外 出 求 学 , 并 在 受 教 育 后 选 择 不 返 回

生 长 地 区 而 在 外 务 工 , 最 终 形 成 长 期

迁移。

( 四) 职业和社会阶层选择性。西

方 学 者 认 为 , 处 于 较 低 社 会 层 次 的

人 , 只 稍 做 流 动 就 能 达 到 生 活 目 标 ,

或 者 比 较 高 层 次 的 人 在 较 小 年 龄 就

能 达 到 生 活 目 标 , 因 而 迁 移 选 择 性

小。较高层次的人在漫长的事业生涯

里 随 时 可 能 发 生 迁 移 。 我 国 研 究 表

明 , 不 同 职 业 对 人 口 的 迁 移 选 择 性 也

有 很 大 影 响 , 很 多 迁 移 是 由 于 工 作 性

质决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迁移人口

中 , 能 够 在 当 地 获 得 较 理 想 社 会 地 位

和 工 作 职 位 的 人 很 少 发 生 迁 移 , 而 选

择 外 出 务 工 而 形 成 迁 移 的 人 口 大 多

职业缺乏固定性。

二、影响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

的主要因素

( 一) 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各地区

之间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 , 往往成为

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在生产力

水平较低的条件下 , 自然生态环境对

于人口迁移的影响更为明显。人们往

往倾向于集中到气候温和、土壤肥沃、

水草丰茂、宜于农耕的平原、河谷地

带。各种自然灾害常常造成大规模的

人口迁移。此外 , 由于生产对自然生态

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也会促使人口发

生迁移。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东

北 、西 北 、西 南 以 及 边 疆 地 区 , 其 中 有

大部分地区是高原、山区 , 还有大面积

的 冻 土 、戈 壁 、荒 漠 地 区 , 这 些 地 区 的

自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 也是造成少

数民族迁移的原因之一。

( 二)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不平衡

是构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 经济因

素对人口迁移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

包 括 社 会 发 展 阶 段 和 生 产 力 发 展 水

平 、就 业 机 会 、收 入 水 平 、住 房 条 件 以

及交通通讯条件等。人们为了追求经

济利益 , 从谋生较难、收入较低的地

方 , 向谋生较易、收入较高的地方移

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利于人

们生存和发展 , 人口迁入率也较高 ; 反

之 , 经济落后的地区迁出率高。少数民

族 人 口 聚 居 地 区 大 多 经 济 相 对 落 后 ,

就业机会比较少。为了谋求更好的就

业机会和收入水平 , 外出务工的少数

民 族 人 口 也 形 成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迁 移 。

此外 , 有一些经济性迁移是受推动的 ,

主要是在政府计划和组织下进行的移

民 , 比如我国政府于 1983 年开始实施

的甘肃定西、河西地区 , 以及回族人口

聚 居 的 宁 夏 西 海 固 地 区( 简 称“ 三 西 ”

地区) 开发扶贫移民。

( 三) 社会文化因素。人口迁移是

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 各种社会文化

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 其中文化

教育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越来越明

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生

活态度和生活期望, 也改变了人们认识

外部世界的态度, 从而促使外迁。由于

文化动因而引发的人口迁移, 随着社会

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人们为了自己或子

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 总是从文化水平

低、教育设施落后的地区迁往文化教育

中心地区。迁入地也愿意接受具有较高

文化素养的人才, 这往往导致欠发达地

区人才流失。宗教因素所引起的人口迁

移, 一般规模较小。

( 四)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是造成

人口迁移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因素。人

口迁移的政治动因有很多 , 一国的政

权 性 质 、国 家 政 策 、行 政 措 施 等 , 都 可

以影响人口迁移。这类迁移并不经常

发生 , 但一次事件往往造成大规模的

国际或国内人口迁移。政治因素对人

口迁移有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

国政府通常制定一定的经济和人口政

策以限制或鼓励人口迁移。例如我国

历史上清朝的建立 , 就曾形成大量满

族人口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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