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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政府自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为了使中国社会经济在21世纪不断
深化改革开放、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近20年来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不仅严重影响了
国内各区域间的社会整合和经济整合，并且引发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已经弓1起中央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高度重视。

2004年课题组申请到教育部“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
重大招标项目。
2005年先后在西部六个重要城市（乌鲁木齐、拉萨、兰州、银川、西宁、格尔木）组织了流动人口的
大规模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12239份。
马戎等编著的《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是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
本书的主要内容除“导言”外，共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2005年秋季展开的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各城市一篇加上汇总研
究报告共有七篇。
第二部分是各地课题组成员对于当地流动人口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

在专题调研报告中，拉萨出租车行业流动人口调查的对象是拉萨城关区流动人口的一个特殊群体“出
租车司机”。
自我国城市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并开放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后，我国各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发展迅
猛。
拉萨城关区的出租车司机分为外省汉族农民工和本区藏族司机两大群体，调研报告对拉萨出租车行业
的发展历史、管理办法、实际运行规则，以及出租车司机队伍的来源、构成等都做了具体详细介绍与
分析。
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谋生的过程中，由于与城市常住居民在户籍身份、政策差异以及他们在原居住地
（地缘网络）、语言（方言）、生活习俗、宗教等方面的特点，在许多城市里出现了以某地区外来人
口相对聚居的现象，成为城市管理中需要给予特殊关注的问题。
本书另一篇专题调研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兰州的“东乡村”
，对东乡族进城人员的城市适应与文化调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主要聚居于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族，是我国在语言和宗教等方面具有自己特点的一个人口较
少民族，历史上撒拉族有长途经商传统，所以撒拉族的人口流动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迁移现象。
目前在北京和沿海大城市中的许多“穆斯林餐厅”都是由撒拉族开设和经营。
新疆石河子是一个以生产建设兵团为核心在新疆戈壁滩上建立起来的一座新城市，由于石河子市以汉
族人口为主并在管理体制上具有特殊性，这一城市的流动人口也具有与新疆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石
河子市流动人口调研报告可与乌鲁木齐的调查报告等结合起来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在新疆不同类型
的城市中流动人口具有的共性与特性。

大多数迁移调查都是在“迁入地”开展，主要调查迁入者的迁移史、迁入后的居住、就业和消费情况
以及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他们的迁移对当地的资源（住房、就业、基础设施、福利项目等）带来
了什么影响。
同时，把移民群体与本地居民群体进行的比较研究（受教育结构、行业与职业结构、收入与消费水平
、居住模式等）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人们迁移的目的和迁移后的生活状况。
但是，在“迁出地”的调查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同样十分重要，在移民迁出的社区，研究者可以分析
“迁移者选择性”的专题，分析在当地居民中，是哪些人更倾向于外迁并实施了迁移行动，他们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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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活动对当地居民和社区带来了哪些影响，如是否增加了人均土地资源和就业机会等，他们是否给留
居的亲属汇款并切实提高了家庭收入。
所以，本书中最后两篇调查报告就是作者分别在内蒙古赤峰土地资源相对紧缺的半农半牧区和新疆喀
什维吾尔聚居区开展的“迁出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

《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在2008年在西藏自治区的拉萨、日喀则、泽当3城市开展了
第二次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
463份。
这次调查的结果与2005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西藏的外来流动人口规模仍在继续增加，而且
汉藏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及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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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随着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与项目投资，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规模将扩大，行业职业
结构将改变（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所占比例将增加，农牧业比例减少，劳动力的就业与管理形式
也将转变（从计划体制转为市场体制）；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也将进一步吸引其他地区的剩余劳
动力进入西部地区； 3.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自东部、中部汉族地区的流动人口将使当地的
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大幅增加；西部开发不仅将扩大族际交流与合作的空间，也将突显民族之间的
文化宗教差异、就业和资源的激烈竞争，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
在21世纪之初组织开展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流动人口调查，无论在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迁移、民族关
系等许多方面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4.课题组在2005年开展的拉萨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在学术上
具有历史延续性。
首先，课题组主要成员自1988年开始长期在西藏和拉萨开展社会调查，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和丰富的
调查经验，这次选用的调查员都是藏族，熟悉当地社会；其次，课题组比较熟悉国外的人口迁移和族
群关系研究文献，努力把拉萨社会变迁和族际交往与国内外其他研究文献进行比较，因而具有比较开
阔的国际学术视野； 5.流动人口不同于常住居民，居住和就业十分分散并具有很高的不稳定性，因此
调查抽样工作困难很大。
2005年拉萨调查通过了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配合，摸清了拉萨流动人口的职业分
布特点和居住分布情况，选定了“目标群体”和“重点访谈”区域，在抽样中尽可能涵盖全市区的主
要流动人口群体。
与公安部门登记的暂住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人数分布进行比较，说明这次调查样本的结构与政府
统计十分接近，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这从方法论上支持了数据分析结果具有的价值； 6.2005年调查的
对象是拉萨城关区居住和就业的流动人口，通过问卷访谈调查了这一群体的人口特征（性别结构、年
龄结构、民族构成、婚姻状况、教育背景）、迁移特征（迁移时间、迁出地、计划居留时间、未来潜
在迁往地）、就业情况（就业渠道、工作稳定性和满意度、迁移前后职业变化）、收入与消费（收入
、支出及构成）、居住情况（住所性质、居住条件）、与政府管理机构关系等，这些信息勾勒出了这
一群体的基本社会经济图像，通过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还讨论了在这些方面的民族差异和影响
收入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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