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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人口不断涌入沿海地区，形成城市

新移民群体，少数民族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特殊的组成部

分。由于不同的民族背景、民俗特色、语言文字，因此有城市

适应和融入过程，本文旨在研究民族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

的种种问题，揭示这个特殊群体在移民大潮中的适应和改

变现象。
少数民族群体一直是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各学科

研究热点。国外对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 方面：移民动

因、移民延续和移民融合，新古典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

论、连锁因果说、移民文化说、熔炉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

是主要的理论[1]。国内关于少数民族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各方面权益的保障[2-3]和管理[4-5]、民族移

动人口社会适应问题[6-7]等方面。
一、广州市回族新移民概括

广州市回族人口数量仅次于汉、蒙古族，居第三位。他

们先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阿拉伯穆斯林，及元明时期

的入迁回族。不同地区的城市民族新移民因不同的文化背

景、政策法规、经济条件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广州市的回

族新移民有以下特点：

———散居。尽管回族先民在广州已有很久居住历史，且

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回民社区，但随着城市化推进，使集中聚

居的回族社区呈现出散居的特点。明清时期，回族聚居在

“四回营”：大东营、小东营、西营和竹筒营。清朝后，聚居在

“四坊”：光塔路、南胜里、小北湛家园及濠畔寺一带。如今散

居在小北、三元里、陈田、海珠路和站西路等区域。
———以清真寺为依托，宗教信仰为纽带，建立起内部的

关系，定期的宗教活动加强了外来各地回民的联系，怀圣

寺、濠畔寺、先贤古墓寺和小东营寺都是回民周五进行礼拜

的地方。
———向多元族群演变。由于有同样宗教信仰，外籍穆斯

林大量参与了回民穆斯林的各种礼拜，经常出入清真寺、清
真餐厅，这种现象区别于中西部单一的回民聚落。

———依托族群关系网络，发展起了具有特色的民族经

济产业（清真饮食业）[8]。清真饭店遍布广州城，除了穆斯林

外，其他人士也乐于前往品尝清真风味的美食。
二、回族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现状

广州回民以工作种类可以分为：特色餐饮经营业者；外

贸交易或做阿拉伯语翻译业者；大学毕业留居工作者。
（一）高学历者

这类回民人数不多、分散、高学历，来自全国各省均有，

年龄不大，大多 25 岁以下。他们的民族身份对其融入广州

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较适应广州的城市生活。
通过调查，他们的平均基本月工资 4000 元左右，较满

意自己的工作、经济状况。90%都认为他们的经济消费能力

与大多数广州白领没有区别。大多住在公司提供的单身宿

舍，大多拥有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住院看病不成问题。都

表示会与同民族的人交往，会给予经济和精神上的帮助，但

他们朋友圈大多是汉族，节假日外出游玩也多是汉族同伴，

不觉得遭到排斥或者歧视，除了饮食和别人有所不同外，不

觉得自己难以融入，他们周末生活丰富，很适应广州的生活

方式和节奏。就文化适应来说，100%的人都表示会在广州

进行开斋节和宰牲节，并不觉得与在家乡过节有太大区别。
另外，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在广州或者家乡都很少穿民族

的服装，但过节会穿上。
（二）经营饮食业者

经营清真饮食业的回族在广州回族新移民中占很大比

例，广州有 2000 多家清真饭店，几乎都是回族经营，主要来

自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饭店有相同的经营模式———“一

店一家人”，即一家之主先到广州，一切办妥之后家人也来

到广州，再把亲戚和熟识老乡请到饭店帮忙。他们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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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饭店老板和饭店雇员，虽然他们是亲戚或熟人，但在

经济和交往上还是存在着不同。
就饭店老板来说，月收入 5000 元以上，生活没有问题，

但一家人的消费能力还较有限。几乎全部是租房居住，环境

和价格都有所差异，低至 300，高至 800。没有医保也没有户

口，子女只能上民办学校，很多回民子女来到广州后便不再

上学，尽管老板收入不低，但感到负担很大，消费能力低。对

于饭店雇员来说，月工资大都 800 以下，包吃但部分不包

住，并不满意经济和居住状况，房价太高、空间拥挤、卫生不

好，他们大都还发生过由于医院收费太高而不能及时医治

的情况，感到很难融入广州富裕的生活。清真饭店的经营者

和雇员都有着一样的保守的消费方式，极少将收入用于穿

着和娱乐上，大部分收入都存起来寄回家乡或者存下来以

备不时之需。
清真饭店业者的社交圈比较狭窄，很少有汉族朋友，大

多时候只与回族来往，没有休息日，一年 365 天都是工作

日，除了礼拜，他们几乎没有社交活动，看电视是主要消遣

方式，觉得难以融入这个城市。
（三）阿拉伯语翻译和外贸交易业者

从事了一段时间翻译工作后，工作经历较长、经济资本

较雄厚的人便会拥有自己的商贸交易。在进行贸易活动中，

大部分人为了提高竞争力，利用闲暇时间培训了电脑、英
语。从事贸易的回族在陈田村等城中村聚集。先期创业者能

够为新来的回族贸易者提供生活保障、从业经验和社会关

系网络，他们的收入较可观，有些人家是举家迁移到广州，

有些只是单个人到广州打拼，每逢夜晚或空闲时，他们会在

一起吃饭、聊天，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
对他们来说，广州城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水平，也提

高了他们的精神水平，拓宽了他们的交往圈子，给予了他们

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机会。
三、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回民社会融入的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制度政策、城
市包容和民族风俗；主观因素：经济条件、职业类型、社会关

系和宗教信仰。
———制度政策。除高学历白领回族外，其他回民都没有

户口，与此直接联系的就是医疗、教育得不到解决，无户籍

回民认为子女上学是最大的问题，必须缴纳高昂的“借读

费”，交纳比地段生高数倍的学杂费。户籍制度也造成了他

们的心理障碍，认为“非广州人”的地位要低一些，无形之中

减少了与广州本地人的沟通。
———包容度。由于回民人数较多，移民历史较久，加上

回民礼拜场所和遍布广州的清真餐厅，及专门的穆斯林墓

葬地，所以广州居民对回民并不陌生和敌视，回族新移民也

没有因他们的身份而遭到排斥或贬损，进行宗教活动时也

不拘束和变扭。
———民族风俗。几千年来，回族禁食猪肉，由于特殊的

饮食习惯，饮食成为融入的一个阻碍，尽管清真饭店不难找

到，但数量有限，选择性小，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便利性，也

影响他们的社交。此外，族内通婚使他们寻找配偶变成了一

大难题。

———职业类型。职业类型直接影响着社交、经济条件和

宗教信仰。白领和翻译贸易业者由于工作关系大部分时间

都与非回民接触，而与饮食业者较少联系，他们这两个群体

之间也没有过多的接触。而饮食业者则不同，他们大多跟自

家人或同乡回民接触较多，相对“隔离”。
———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他们的巨大精神支撑，也是

寻求帮助的纽带，通过民族网络迅速地加入礼拜的队伍，每

个星期五会参加怀圣寺或濠畔寺礼拜，参加各种穆斯林文

化的学习交流。对于回民新移民来说，影响他们归属感程度

的并不是经济适应，而是城市对他们宗教活动的包容、理解

和支持。
———地域性。老乡在移民的朋友圈里占着很重要的地

位，他们乐于同老乡交往。老乡不仅是他们移民后的一个接

触者，也是他们平时生活中交往最多的人群，老乡圈子的大

小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归属感。
四、结论

在移民的大浪里不乏少数民族新移民，他们有的单身

闯天下，有的与好友结伴同行，有的举家迁移，他们都面临

着能否融入城市的疑问。能否融入社会对他们自身的发展、
对民族的发展、对广州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广州回族新移

民类型并不单一，可以根据职业的不同划分为：高学历白领

者、特色民族饮食业经营者、翻译外贸业者。他们的经济、社
交及文化适应状态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社会融入也有

不一样的感受和融入程度。
城市回族新移民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受到客观因素和主

观因素影响，客观因素包括制度政策、城市包容、民族风俗，

主观因素包括经济条件、职业类型、社会关系、宗教信仰。不

同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的人来说影响程度不同。因此，他们

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社交和文化适应状况。少数民族新移民

能否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不仅对他们自身而言，对城市发展

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城市与少数民族新移民都要进

行相互调试来使其很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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