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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及其调适研究
———以社会资本为视角

刘 莉

(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 民族关系调适的视角很多 , 但都不够全面 , 因为他们忽视了社会资本这个“无形”因素在民族关系调适中的作用 , 诸

如信任、社会网络、互惠规范等“无形”因素。本文就从社会资本理论与民族关系调适的结合出发 , 为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

的调适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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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Adjustment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LIU Li

Abstract: Adaptation of ethnic relations perspective many, but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Because they ignore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is "invisible" factors in ethnic relations adapt to the role, such as trust, social networks, norms of reciprocity "invisible"

factors. This paper from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ethnic relations with the adjustment, for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ethnic

relations coping with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ethnic relations; urbanization

收稿日期: 2007- 11- 24

作者简介: 刘莉(1983- ), 女 , 回族 , 陕西西安人 ,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05 级硕士研

究生 , 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一、社会资本的界定

社会资本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社会

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是一个与物质资

本和人力资本相对立的理论概念。第一个对社会

资本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科学家皮埃

尔·布迪厄 , 它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

的资源的集合 , 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

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

或少是制度化的。”[1]也就是说, 社会资本是一种在

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的资源。真正使社

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罗伯

特·普特南 , 他在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

一书中 , 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

特征 , 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 它们能够通过推动

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由此可见, 对社

会资本概念的讨论 , 大都集中体现在一个核心问

题上 , 即社会资本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社会关系 , 这

种社会关系体现出一种累积性特点 , 体现在人与

人的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互

惠和社会网络之上。从根本上说, 社会资本反映的

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互惠与合作关系的

程度高低 , 它对于社会发展与变迁有着巨大的作

用。因此, 寻求社会资本与民族关系调适的结合就

有着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和必需性。

二、城市化进程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

( 一)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加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大

量少数民族开始涌入城市务工、求学、创业 , 他们

大多都是临时性居住 , 没有常住户口 , 从而形成了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具有文化素质低、法制观

念淡薄、流动性强, 从业广泛等特点。另外, 流动人

口管理机制也不健全、不完善 , 如流动人口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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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子女教育、风俗习惯的尊重、经商活动中应

有的鼓励政策等 , 使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得不

到有效管理 , 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 这一系

列情况使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引发城市化

进程中民族关系不和谐的极活跃、极敏感的因素。

( 二) 民族居住格局的变化

民族居住格局是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在空间

上的排列与组合情况。它“可以反映一个民族所有

成员( 不分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等个人特征) 在

居住地点与另一个民族相互接触的机会”[3]。城市

化作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必然伴随着

民族人口传统居住格局的改变。一方面农村少数

民族人口由聚居走向散居 , 扩散到城市的各个角

落; 另一方面 , 城市世居的少数民族在城市发展

中 , 如城市改造、拆迁等原因 , 原先相对集中的居

住格局被打破。

( 三) 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差异

民族风俗习惯是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

和生活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

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汉族与少

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增多了 , 但

由于各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之间的差

异, 使得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化。少数民族群众对本

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 一旦在汉族

人口占多数的城市中受到不平等待遇 , 就容易被

认为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侮辱 , 因此城市

中杂散居少数民族对风俗习惯较为敏感。

( 四) 族际通婚现象增多

在现代的中国都市中 , 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少

数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屡见不鲜。且愈来愈多。有

跨地区的、跨省的 , 甚至是跨国界的异族通婚。我

们有必要分析和归纳影响异族通婚的一些因素 ,
也有必要总结异族通婚所带来的民族问题和社会

问题。因为异族通婚率是测量民族关系的最重要

的指标之一。

( 五) 民族意识逐渐增强

各 民 族 在 城 市 化 进 程 中 相 互 的 联 系 更 为 密

切 , 了解更为深入。同时 , 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

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意识也会增强 , 表现为更加

注重本民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对比 , 更加关注

本民族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 更加迫

切要求加快本民族的发展 , 强烈要求参政议政 , 尊

重本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历史 , 更加关

心本民族形象的维护 , 更加注意对各项合法权益

的保障等 , 特别是因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引起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 , 引起少数民族的强

烈不满。

( 六) 城市辐射功能的增强

城市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信息传播快、辐射

性强的特点, 为民族关系问题推波助澜。尤其是在

当前信息和传播媒介高度现代化的情况下更为明

显。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虽然还相对落

后 , 但交通、通讯设施条件比过去优越多了 , 加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意识的增强 , 有时某一地

区发生了影响民族关系的纠纷和磨擦 , 消息传播

非常迅速 , 影响涉及面大 , 往往引起一连串的反

响。

三、社会资本对城市化进程中

民族关系调适的作用

社会资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互惠、规范

与网络的关系 , 而民族关系的调适则追求的是民

族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 通过信任、社会网络、

互惠规范与社会信仰这四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可以

使城市化进程对民族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得到很好

的调适与治理。

( 一) 信任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调适的作

用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何谓信任?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 , 信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特征 ,
是人们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互惠的行为组成

的社区或群体中、从群体或组织内共有的规范和

价值观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期待。老摩根以一个商

人的智慧洞察到 :“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 , 即使他

以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 , 也不可能从我这里

借走一分钱。”这说明, 信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信任不仅是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前提和基础 , 而且

能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感情 , 它还是促进民族团结

的前提和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基础。

首先 , 信任是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前提和基础。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在交往中形成的 , 没有交往

就没有关系。而交往又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

上 , 没有信任作为基础的交往只能说是一种低水

平的交往。

其次, 信任能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各民族

之间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来就有的 , 它的形成有一

个培育和磨合的过程 , 而感情的培育主要是通过

各民族成员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实现的 ,
则信任就是这个过程的催化剂 , 各民族成员之间

以 及 各 民 族 之 间 的 交 往 尤 其 是 在 合 作 时 缺 乏 信

任 , 处处猜疑、处处提防、处处算计 , 其结果只能陷

入一种囚徒困境之中, 最终落得两败俱伤。

最后 , 信任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前提 , 是促进民

族关系和谐的重要基础。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是

实现民族和谐。民族团结既是民族和谐的一种表

现形式, 也是实现民族和谐的重要途径。民族团结

反映了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在共同利益基础

上结成的平等互助、友好合作的关系。而这种关系

的形成是以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信任关系

的建立为基础的。缺乏信任这一基础, 民族关系所

体现出来的将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猜疑与仇视 ,
从而导致民族隔阂、纷争与分裂等民族问题的不

断产生。因此, 信任是促进民族团结直至民族和谐

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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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社会网络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调适

的作用

社 会 网 络 是 一 个 先 于 社 会 资 本 而 存 在 的 概

念。它表现为一种关系的结构, 是社会资本理论中

的重要内容。民族关系调适也应当注重这一结构,
各民族成员之间、各民族群体之间应该结成一定

的社会网络 , 并在网络内部自主地解决各种问题。

确切来说 , 社会网络在民族关系调适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首先 , 社会网络是各民族交往和合作的重要

平台。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得以实现的一个基本

前提。民族交往过程也主要是各类信息的传递、接

受和互动的过程。通过社会网络各民族间可以自

主地交流、合作 , 使各民族间更加团结友爱 , 使政

治、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其次, 社会网络是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信息

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有掌握了基础信

息,人类才能对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做出正确的

判断。不同民族之间只有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交流

才能实现相互联系,民族之间信息交流是民族关系

发生的基础。同样, 民族关系的治理也离不开大量

的信息。信息的获取有很多的途径, 而社会网络则

是各民族获取信息的一个经常、可靠、快捷的途

径。各民族公民和群体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获取他

们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这必然会促

进各项民族事业的繁荣 , 也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三) 互惠规范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调适

的作用

互 惠 规 范 也 是 社 会 资 本 理 论 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互惠规范是一种对称性的关系, 规范向人们指

明了什么样的行动是符合传统或正确的 , 互惠规

范则是对互惠的一种规制和约束。通俗地讲即我

现在如何对你 , 希望你或者他人能够相应的回报

我。“互惠规范可以促进互利主义道德观念在群体

中的普及和发展。从而有效抑止自我主义和利己

主义道德观念。”[4]显然, 互惠规范对民族关系调适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因为每个人、每个群体都会有

各自的利益诉求 , 如果一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

利益交换过程中得不到利益 , 或者得到的利益很

少 , 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等关系 , 那么 , 这

种民族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必然不会长久。相应地,
民族之间必然矛盾丛生, 最终会走向破裂。

首先 , 互惠规范有助于实现各民族利益的协

调。民族利益是决定和影响民族关系的最重要的

因素。民族利益与民族关系, 在哲学的意义上属于

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范畴。民族利益与民族发

展密切相关, 与各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

各个民族在追求本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 总会

增加民族利益矛盾与民族利益冲 突 的 发 生 几 率 ,
从而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理论界

中 , 存在许多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 , 而社会资本理

论就是其中之一。互惠规范的特征决定了它是解

决民族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有效途径 , 它所提

倡的互利主义 , 以及它对自我主义、利己主义的抑

制, 毫无疑问能够能实现各民族利益的协调。

其次 , 互惠规范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和核心

内容之一, 也是和谐民族关系的基本保障。没有民

族团结, 就没有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互惠

规范是维护各民族间持久合作的重要保障 , 各民

族间的合作互惠是一个长久的持续的过程 , 如果

在一次的合作中造成一个民族利益的损失 , 那么

民族间的交往将很难维持下去 , 也会使民族间充

满不信任感, 这样必然不利于民族团结。

( 四) 社会信仰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调适

的作用

“社会信仰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主体基于一

定的生存环境和认同程度而产生的公共精神价值

领域 , 是对社会交往中合理性关系的情感认同和

神圣般的情怀”[5]。由此可见, 社会信仰是一种深入

到个体、群体思维深处的一种价值规范 , 它能够在

思维和心灵领域调节个体和群体的行为 , 对个体

和群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与引领作用。在民

族关系的调适中 , 建立一定的社会信仰同样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 社会信仰有助于民族关系的深化。社会

信仰是一种能深入到个体、群体思维深处的一种

价值规范 , 它能够在思维和心灵领域调节个体和

群体的行为 , 因而基于社会信仰的交往 , 有利于民

族之间深层次的交流 , 有利于民族之间信任的加

深, 有利于民族关系的稳定。

其次 , 社会信仰可以缓和各民族之间的信仰

冲突。每个民族都有各自民族的信仰, 其中最突出

的就是宗教信仰 , 由于民族之间宗教信仰的不同 ,
出现信仰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建立各民族

之间共同的社会信仰 , 可以缓和各民族因信仰差

异而产生的信仰冲突 , 从而在思想领域达成一种

共同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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