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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5月16日至17日，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基地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
究中心在兰州大学联合召开“跨国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郭卫平教授和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韩国庆北大学、蒙古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
、延边大学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收到论文22篇。
　　经《民族、国家与边界：跨国民族文化发展研究研论会论文集》编委会筛选，论文集收录文章
近20篇，分为“现代社会与跨国战略”、“跨国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跨国民族与多元文化”、
“跨国民族与文化认同”和“跨国民族与社会现实”5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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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辞跨国民族问题是关系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大议题跨国民族文化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文化主题
现代社会与跨国战略现代社会中的移民与包容性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移民过程：社会一民族观点少数民
族的跨国战略反思美国例外主义——美国霸权的理论基础及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跨国民族问题与国
家安全从文化视角看当代跨国民族问题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开发与边疆安全对
策研究——以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为例论跨国民族问题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影响跨国民族与多
元文化论海外藏人社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其特点论延边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跨国民族文化心理分
析——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及其民族心理夏尔巴——一个亟待识别的南亚跨国民族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
特蒙古与中国西藏联系述考跨国民族与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兼谈东干人的“文化中介
”意义跨国境遇下民族认同的讨论——以“东干”和回族为个案跨国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之互动——以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朝鲜族女性为个案研究跨国文化认同与地缘政治博弈——构建2l世纪
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新思路跨国民族与社会现实俄罗斯各民族的驯鹿饲养业制度变革与民族
社会文化变迁——关于西双版纳傣族的实证研究跨国劳动力流动与中国朝鲜族的全球性社会网络——
兼论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及跨国民族的含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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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流动是现代迁移进程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一部分群体为获得更高的收入或
是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进行人口流动，他们暂时（或是永远）要告别自己长期以来居住的地方。
与留下来的部分群体不同，人口流动群体的类型具有明显的经济特点。
吉尔吉斯斯坦的居民大多数移民至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打工。
出于不同目的出国的移民人数为50-60万人，其中仅有15％的流动人员作为劳务出口人员在国家出入境
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其他人则是非法移民。
吉尔吉斯斯坦是输往其他国家劳动力资源的“供血者”：基本上是1人迁入，3人迁出，在俄罗斯人和
乌克兰人中间的这个比例为1：4。
移民者中的84％去了独联体国家，其中，去俄罗斯的占91％，去哈萨克斯坦的占5％，16％的人去了除
独联体以外的其他国家，去德国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最多，达到了80％。
　　如果在20世纪末的移民迁出者中，说俄语的居民占多数，那么在现在的移民者中吉尔吉斯人的比
重在加大。
据国民统计委员会的资料表明，2007年大约有4.4万人从吉尔吉斯斯坦迁出，迁入者仅有4000人左右，
迁出者大多数为吉尔吉斯人。
而2007年在国外居住的吉尔吉斯人是迁出者总数的6.2倍，在近7年（200l一2007）时间里，吉尔吉斯移
民的增长速度成为从共和国迁出的所有民族中最高的。
　　在后苏联时期，不仅是向境外大量移民，境内的人口流动进程也在不断加快。
如果境外接受吉尔吉斯斯坦移民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那么国内（州际间）人口流动大多涌向了邱亚
州和比什凯克市。
由于国内人口流动的规模很大，比什凯克市的人口数量逐年递增。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流动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人变成了劳动能力强和年轻的居民--他们为了找工作和
获得文凭来到首都和某些地区。
今天，我们观察到有一种摆针式的（穿梭的）人口流动，即居民在一地生活却到另一地工作。
　　据2007年的资料显示，由于国内人口流动较快，大约有3.6万人改变了居住地。
大量的居民从纳伦州、贾拉拉巴德州、奥什州迁出，而前往发达的邱亚州和比什凯克市的人数越来越
多。
　　国内人口流动的规模是较大的，并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地区居民的生活水
平仍在继续下降。
某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依旧很严峻，推动了国内人口流动的进程。
这些现状，导致一系列负面现象的产生：　　首先，反映在农村居民的劳动能力、农村发展前景上。
　　其次，国家与民族安全受到威胁。
因为荒凉的家园和土地不断被邻国迁入者占用，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居民。
　　第三，都市化进程无人管理。
1991-2007年间，大约100万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镇居民，从而加重了城市的社会经济负担。
　　第四，村落、地区经济两极分化严重。
在苏联时期，因为一些地方经济还处于封闭状态，在国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下，地区间的贫富分
化显得尤为突出，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逐年下降。
　　第五，从总体上看，国内的人口流动和移民出国促使在比什凯克市、奥什市、贾拉拉巴德市、巴
尔克钦市、秋尔鲍阿特市、邱亚州的一些城市和村庄的居民比例增加。
共和国的各个区域的民众在这些城市和村庄混杂交融。
可见，这种迁移不仅仅是在共和国的区域间流动，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种族和族群的流动融合。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吉尔吉斯斯坦人的种族和族群分化。
　　学者和专家们建议，必须制定调整国内人口流动进程的国家规划，同时应考虑到地区发展的特殊
性、人口状况以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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