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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资源竞争与族群冲突

左法愿

西北师范大学 ，
甘肃 兰 州

摘 要 ： 不 管是 国 家整合过程 中的政策性移民 还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 自发性移 民 ， 多数族群向 少数族

群聚居区的 迁移对该地区 的影响是十分 巨大的 。 这一过程不仅会带来他们在 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的冲 突 ，
而

且会导致资源的再分配 、产生资源竞争并可能诱发族群冲突 ， 由此 引 发重大的社会问题 甚至是政治 问题 。 因

此 每一个具有移 民现象的 国 家 政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并在尊重 当地文化、情 感和需要的基袖上 采取

积极 、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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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城市化的加速 ， 必然会出现人 口流动和迁移
根 、现代化进程中的移民与族群互动

的增长 。 从族群的角度来看 ， 不同的地理经济差

人 口迁移现象 自古有之 。 赫尔德指 出 ：

“

在这 异 造就了不同的族群文化生态 而族群间的经济

些迁移的背后 ，存在着许多推动的因素 ：贏得胜利 交往活动的增多 ， 是由社会化为不同族裔身份的

的军队和帝国 占领新的领地 ； 被击败的和被逐出 人 口深入到对方的居住 区域来实现的 ，
迁移人 口

的人们则逃到可防御的地带以及更安全的地方 ；
使不同族裔身份的人之间常态化的经济交往成为

被奴役的人们被剥夺了 自 己 的家园 ， 然后被重新 必然 。 因此 ，在不同族裔身份的人群之间经济交往

安置在奴役者的领土上 ； 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寻找 的过程中 ， 由迁移人 口带来的群体间经济的竞争 、

工作 ；被迫害的人寻求避难所 ；充满好奇心的人以 合作 、 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影响以族裔划界的群

及充满冒险精神的人的旅行 、漂流和探险。

”

嚇尔 体关系最普遍的内容 。 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中 ，

德的分析基本简明地列出了人类社会各种迁移 的 影响族群关系并可能造成群体冲突的人口迁移属

基本动因 。所谓人 口迁移 ，

一般指的是人 口在两个 于族裔型人口迁移 。 所谓族裔人口迁移 是将同质

地区之间的空 间移动 ， 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 口居 化和均值化的
“

人 口
”

这一概念具体化 意指人 口

住地 由迁出地到迁人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 迁移不仅是人口在地域性上的空间移动 ， 也是社

变 。 人口迁移往往被看成是
“

推
”

和
“

拉
”

两种 因素 会建构为某一族群身份的人群进入其他族群的生

混合作用的结果 。

“

推
”

的因素是指促使人们离开 存空间的移动过程 。 族裔迁移是不同族群的成员

原居住地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力量 ，
而

“

拉
”

的 因素 在地域空间上的移动和变化 ， 因此不仅是
一种地

是指迁移 目标地区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 因此 ，人 口 理空间的迁移 ，
也是

一

种文化性迁移和社会性迁

迁移的根本动因在于基于生存和发展机会的理性 移 。

巾也就是说 ，人 口的迁移不仅仅是人群在物理

选择 ， 即生活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人群 不管是 自愿 空 间上的移动 ， 更是作为价值和文化载体的人的

还是被强制 为了生存或发展 ，进行地域性的迁移 。 流动 ， 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文化和价值层

从世界各国 的情况来看 伴随着现代化 、市场 面的冲突与调适 。 当然 对于社会秩序来说 ，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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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会直接导致当地族群人 口 比例的变化 ， 增加 衡性 ， 但无疑会带来新的市场和机遇 。 在此过程

对迁入地区资源再分配的压力 ， 导致一种竞争关 中 ， 那些低收益的族群也相应地会增加动员的能

系 ， 而这种竞争关系往往与族群文化冲突关系叠 力 。 如果真的动员起来 ，
势必也会对其他族群造成

合在
一起

， 增加 了族群冲突
——即群体冲突沿着 一定的威胁 ， 从而使得族群间都采取社会闭合的

族裔标识展开并族裔化的可能性 。

②
手段 这样族群之间的不平等缺少了缓和的机制 ，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 ，
如果数量 却又明显地提高 了族群边界的重要性 ， 造成族际

上的多数族群居住在人口密度很高的 中心地区 ， 关系的紧张状态 。蔡美儿通过研究发现 ，
经济市场

而少数族群居住在相对贫瘠的边缘地区 ， 那么就 化和全球化对那些
“

主导市场型
”

的族群更为有

会形成一个中心 边缘的结构 。 由于社会发展的 利 与其他族群相比 ，他们更容易从市场中获得丰

推进和国家经济
一

体化的需要 ， 政府必然会在边 厚的利益 ，而其他族群要么获益不多 ，要么很大程

缘地区大量投资和建设 ，
以改善那些原先比较贫 度上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 。 这种相对剥夺必然

瘠的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 随着这种计划的 会引起其他族群深深的不满 ，
并有可能导致族群

展开 新的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机遇开始出现 。 这 暴动和杀害的族裔化 。
【 】

个时候 ，

一

方面 ， 基于政治整合和经济增长的需
一 法态欲 络 奋鱼

要 ， 国家会积极引导和鼓励发达地区的人口去边
、肤雌氏 起跡货源克争

缘地区创业 ；
另一方面 ， 市场机制本身使得核心地 马戎认为 ， 伴随着人 口迁移流动会有三组矛 乏

区 、 尤其是那些人 口密度高的地区的人口也开始 盾相互交织 、相互重合存在 人 口迁移导致迁入地

主动和 自愿地向这些边缘地区流动和迁移 ，
以寻 的资源再分配 会使移民和本地人产生矛盾 ； 由于

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这些规模小 、零星分散的 移民与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 、宗教信仰 、生活习惯

少量移民的到来 ， 在初期可能只是引起部分边缘 等不同 ，
会使移民与本地人产生矛盾

；
由于移民与

地区原住族群的差异化认知 ，

一般不足以引发群 当地民族 或群体 具有不同的传统经济活动 ，也

体冲突沿着族裔标识展开 ， 但随着人口流动的加 会因此产生矛盾 。 更进一步讲 ，第一 ，人 口迁移会

快和迁移者的增加 ， 原先的那些边缘地区的人 口 导致一个地区族群人口数量发生变化 ；第二 ，外来

构成在族裔人 口 统计学的意义上将发生很大变 的移 民很可能被本地族群视为
“

闯人者
”

而产生排

化 ，多数族群开始在边缘地区 占有优势地位 ，这个 外心理 ；第三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族群之间在 自然

时候 会导致少数族群生存压力增大 ，也会导致他 资源 、经济利益 、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竞争和矛盾 。

们文化压力增大 ，
从而使他们可能将这种现象视 对边缘地区经济的开发政策必然带来大量移

作是对土地和家园的侵占 ， 于是出现部分少数族 民的出现 。
一般情况下 ， 为了国家的政治整合和统

群开始攻击和侵害多数族群的现象 。 例如 ， 美国
一

，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现代民族国家必然

世纪的西部开发就遭到 了原住民的抵制和攻 要对少数族群的边缘地区进行开发 ，
加快其经济

击 发生了大量的冲突 。 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向东部 发展和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 在这一过程中 ，
由

和北部传统的泰米尔人聚居区移民也出现了类似 于发达地区的人 口压力 ， 边缘地区新的生存和发

的冲突 。 孟加拉吉大港的恰克马冲突 印度东北部 展机会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等因素 ， 会导致人 口

的那加人 、菲律宾的摩罗族 、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等 从发达地区流向少数族群聚居的边缘地区 ， 或者

问题都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 是由经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 。例如 很多东南

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 ， 不同的族群生活在不 亚国家在建国后一直面临着族裔地域型的国家边

同的地域之上 ， 不同的族群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 疆问题。 而对于这样
一个问题 这些国家最直接的

的距离不同 ，进人市场的时间序列不同 ，
从客观角 方式 ，便是在发展的名义下 鼓励向这些边缘地区

度来看
，
有些族群比其他族群更能从资本市场中 进行大量移民 。 例如 ，泰国在对泰南穆斯林诸府

获益 。 虽然这种不平等其实大多是地域性的 ，并非 的经济开发中 ，大约有 万佛教徒从泰国的中部

完全是族群性的 但只要族群之间存在着不平等 ， 到南方移民定居 ； 在其他国家也有着 同样的移民

就具有了族群动员的基础以及发生群体冲突族裔 浪潮 。在越南 ，南北统
一后的 年间

，
有 多万

化的可能性 。 虽然市场化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 越南人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 ， 从城市及平原地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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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迁往越中 、 越老 、 越柬等边境少数族群聚居地 十分丰富 ， 但原住族群并没有享受到资源开发所

区 。 在印度尼西亚 ，政府
一

直鼓励爪哇和马都拉岛 带来的利益 ，
经济开发成果大多落人外来族群的

稠密的人 口迁移到苏门答腊 、加里曼丹 、苏拉威西 手中 ，他们掌握了 当地经济命脉 ，成为当地的富裕

等人 口稀少和欠发达的地区 。 加里曼丹岛在政府 阶层 ，
而当地少数族群的生活出现了相对贫困化 ，

推动和个人 自发的人口 迁移过程中 ， 极大地改变 从而引起原住族群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怨恨 。

了当地的人 口 比例 。 在 年 ，迁移人 口仅占整 —

个省总人 年 就已经增
： 、■ 与族群冲突

长了 个百分点 ， 截止 年 ， 总共有 的人 （

一 族际资源竞争强化族群认同

口 属于外来移民 。 截止 年人 口迁移计划结 社会认同给人们提供了
一种社会身份感 。 对

束 ，
加里曼丹中心区的移民人 口 占 。 由于移民 于一个群体而言 ， 只有 当它与其他群体相互接触

定居者具有语言和教育优势 ， 很快便主导了主要 并在接触过程 中鲜 明地感觉到彼此之间存在着差

部门 的就业 而
“

达雅克认为在他们的土地上却被 异和利益冲突时 才会产生去强化
“

本群体
”

的意

大量的外来移民挤到了边缘
”

。 因此 ，这种人口迁 识。 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正是在需要明确区分本

移 不管是在政府政策支持下进行的 还是移民的 群体与外族群这样的客观要求下产生的 。 只有遇

嚐 自愿行为 ， 都增加了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对于土 到与 自 己群体不同 的另外
一个群体之后 ， 人们才

地和资源的竞争 。 从战后东南亚
一

些 国家的情况 会意识到需要对两者进行区别并给予不同的名

看 ，导致二者冲突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 称 ，才会出现两个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与调适 ， 才

第
一

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与区隔 。 外来族群 会经 由凸显出来的差异构成族群内部的亲和力并

由于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 ， 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 导致族群认同的强化 。 卢森斯 ￡ 枕 指

力 使得当地族群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 。 如在泰南 出 ：

“

如果不是涉及到具体存在的族群 ， 族群认同

诸府的经济开发过程 中 ， 基础设施 、水坝 、发电厂 、 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 因为其本身是
一

个关系的

工厂等建设项 目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 然而 ， 由 建构⋯⋯最孤立隔绝的传统群体 ， 可能是在 自我

于该地区教育水平低下 ，
马来穆斯林人缺少必要 族群意识上最弱的群体 。

”

这就是说 ，只有当不同

的现代知识与技能 ，
往往很难在这些项 目 中谋到 族群之间的互动成为常态

， 原先相对隔离的族群

职业
，而大部分新创造的就业机会 ，被外来佛教徒 共同处于同样的经济和政治体系 ， 并与个体的 日

所获得 。 这一状况引起穆斯林人的极度不满 ，他们 常生活发生关联时 ，差异可视化和平面化 ，族群之

把失业归咎于佛教徒 ， 认为是佛教徒抢去了应属 间的比较才成为可能。 而当诸如工作 、居住空间 、

于他们的就业机会。 政治权力等稀缺资源的竞争又加深这
一认识时 ，

第二 ，
土地资源竞争引发的矛盾 。 外来移民及 族群认同作为集体感知和集体行动的基础的重要

各种开发项 目 占用了当地族群的大量土地 ， 当地 性也更加凸显出来 。

族群感到 自 己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到严重威 在 世纪初期 ，美国著名 的芝加哥学派社会

胁。 例如 世纪 年代 ， 泰国政府在穆斯林诸 学家罗伯特 帕克在研究群际关系时也强调了竞

府实施了
“

土地拓居计划
”

， 把
一

些土地分配给从 争的重要性 。 帕克认为 ，竞争是社会组织化的重要

外省来的无地移民 ，这项计划
“

被大多数穆斯林马 过程 ， 决定着人们如何在地域上分布以及从事什

来人看作是领土入侵
”

，他们认为政府实施这项计 么样的职业 。 就族际关系而言 帕克认为 人口流

划的 目的是企图降低马来人的人 口 比例 ， 使南部 动和迁移使得以前隔离的人群开始互相接触 ， 继

也成为一个由泰人占优势的泰人地区 。 在越南 ，越 之而起的便是对于土地与资源的群际竞争的 出

京 ） 族移民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区建立农林场 、经 现 。 但是帕克认为 竞争将会使得个体获得基于能

济区和水电站 ， 占用了大量的土地 。 当地少数族群 力的合理位置 ， 这个过程会减少群体之间的文化

本来耕地就不多 ，
这更增加了土地资源的紧张 。 差异 ，最终会导致族群类别失去重要性

，
而族群认

第三 贫富差距悬殊引起的社会怨恨 。 如前所 同也将随之慢慢消失 。接触 竞争 适应 同化 ，

述 无论在就业竞争上 ，
还是在土地争夺上 ，少数 是种族与族群关系递进的 、不可逆转的趋势。

族群始终处于弱势 。 因此 尽管有些地区 自然资源 而 近期的
一

些研究却得出 了相反的结论 ， 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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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冲突不但没有使得族群认同式微 ，
而且强化了 政治学家戴维 雷克和唐纳德 罗斯柴尔德指

先前的族裔边界和族群认同 。 有学者指出 ：

“

在现 出 ：

“

资源竞争占据着族群冲突的核心 。

”

在大致

代社会的条件下 ，
无论是市场经济体系还是民族 相同的意义上 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 斯坦伯格也

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 竞争是强化族群认同 、构建 曾指出 ：

“

如果说存在族群问题的铁律 ， 那就是当

族群组织 、刺激产生族群间的对抗关系 ，
以及形成 各个族群处在权力 、财富和地位的不同等级时 ， 冲

族群运动的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

”

呷艮多实例也 突就不可避免。

”

彻此看来 在各个群体共处在

表明 群体竞争的加剧 ，

一方面使各个族群强烈地 权力 、财富和资源上差别较小的多族群社会中 ，族

意识到 自 己的差异性 ， 明确 了群体之间的边界 ，在 群关系最可能呈现出合作和稳定的特征 ，
而在现

群体内部强化了共同意识 增强了认同感 另一方 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 相反 ，

面由于树立了
一个强大的反面参照群体 ， 使得群 显著的经济不平等是大多数社会的特征 ， 不管是

体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同一性 ， 而这种物质利 从什么角度去看 。 马克斯 韦伯曾经用
“

社会壁垒
”

益的竞争关系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结合在一 （ 这个概念指称社会中的
一

些群体

起 往往会进一步强化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 。 通过限制其他人获取稀缺资源和机遇的渠道 ，排

二 族群竞争诱发族群冲突 除其他人对这些权利和资源的誤觎 ，
达到内群体

一

些研究者认为 ， 族群冲突在根本上就是经 报酬的最大化 。 其实 ，群体壁垒的社会现象存在 凊

济利益的冲突 ， 即对经济资源的竞争而产生的矛 于任何社会中 ，只是排斥 的社会标识不同而 巳 。 在 乏

盾和冲突 。 这些研究往往被认为是忘却了族群冲 社会现实中 ，种族和族群的标识由于其在体貌 、 口

突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 属于所谓的经济决定论 音 、服饰和行为上的可分辨性较强 ，当然既有利于

者 。 但毋庸置疑 族群冲突既是认同冲突 ，也是利 社会动员 ，
又有利于社会壁垒的构建 。 因此 资源

益冲突 ， 两者之间不但不相互排斥 ， 而且相互强 竞争导致的社会壁垒更易于沿着族裔标识展开 ，

化。资源竞争在族群冲突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并导致族群边界的强化和再生 。

而正是由于资源竞争的加剧 ， 导致产生 了 比族群 因此
，
需要指 出的是 ，引发族群冲突的这种不

文化差异更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分裂 。 有研究发现 ’ 平等不一定是最严重的 ’ 甚至也不一定是最明显

资源竞争导致的较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主要发生在 的 。 但引发族群冲突的
一

个很重要的条件 ，是社会

少数族群聚居的边缘地区 。 费伦等人通过
一

项对 成员对不平等在认知上的族裔化 ， 对祖居地族裔

到 年的 起族群冲突的研究发现 ， 人 口数量变化的态度 ，
以及在此基础上以族裔为

的族群冲突和暴力发生在地区性聚居族群与 标 只进行的集体行动动员 。 有研究表明 ，
当少数族

国家中其他地区的新近移民之间 ， 而此类冲突在 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上升和逐步改善的阶段

亚洲更为多见 。 事实上 ，早在 多年以前 ，维纳 时 ，他们的怨恨情绪有可能变得更为强烈 。 由于情

就在其研究印度族群冲突的名著《土地之子》

一

书 况好转 ， 他们对于未来改善的期望和要求都在增

中指出 ， 极具爆炸性的族群冲突主要来 自于新近 加 。 如果这些期望和要求没有在预期内实现 少数

的移民定居者和原住民之间 。他指出
“

不平等 ，不 族群就可能只盯着那些没有达到的 目标 ， 而无视

管是真实的还是感知的 ， 是族群冲突产生的
一

个 以往已经得到改善的情况 。 例如 ，美国社会学家奥

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还必须存在对于经济资源 、政 扎克通过研究发现 ， 当族群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降

治权力或者社会地位的竞争 。

”

此外 关键问题 低时 ， 由于继之而起的族群竞争加剧 ，
以及弱势群

在于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认为他们才是这块土地 体的动员资源的增加 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冲突 。

上的主人 而这块土地是他们不可侵犯的家园 。 许 虽然有学者认为 ， 只要不同族群长时间生活

多少数族群都认为 ， 是其他的移民族群占据了本 在同一地域 ，就必然会推动族群的融合和同化 。 然

属于他们的土地 糟塌 了这块土地 ，使他们在 自 己 而事实上 ，
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族群

的土地上成为了二等公民 ，并造成他们的贫困 。 而 特征以及各族群互动的质量 。具有族群多样化 即

相反 ，许多移民当然不会这样认为 ，
对于一个主权 异质性 的边缘地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 形式上

国家 内部进行的人口 迁移 ， 公民身份使他们具有 可能是多族群共处的 ， 即属于多族群共居的结构 ，

足够的理据 ，
或者常常根本就不需要理据 。 在长期的互动和交流中经历了族群融合 。 但如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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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群在社会交往中通常只与本族成员交往 、局 ，
。

限于族内社会网络的话 ， 那么在他们的实际交往

中仍然体现了族群隔离 。 在这种实际交往彼雌
体制 变革 、 人 口流动与 文化 — 个革原牧业 区

离的环境 中 ， 各族成员所经历到的仍然是族群分 的 历 丈变 迁
、
社区研 究与 社会发展 夭幸 ：

天 津人民 出 版社
，

化 ，而不是族群之间的有机整合 。 在这种情况下 ，

族群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弱甚至没有关联 ， 那么族

群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将变得更高 。

综合上述 ，
不管是政治整合过程中的政府推

￡

动型移民 ，还是现代化 、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中产
“

生的 自愿性移民 ， 对少数族群聚居区的影响都是

十分巨大的 。 这一过程不仅会带来边缘地区少数

族群和移民族群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的变

化 ， 而且必然会导致资源的再分配 、 产生资源竞
界历 史

一

争 并有可能使得这种竞争族裔化 ， 由此引发严重
， ， 二即 自 马戎

辟

民

的社会问题 ， 甚至是政治问题。 这虽然不是斯蒂 族社会学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芬 斯坦伯格所断目的铁律 ，但每一个具有这个现 ￡

象的国家 、政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
并在尊重

本地人的文化 、情感和需要的基础上 协调和平衡

各方的利益 ，
采取积极 、有效的政策■。

研究工
会竟争与族群建构 反思西万料 竞争理棚 民族

注释 ： ：

①从方向上来说 ， 这种人 口 洗动应该是双 向的 ，即从 国 家整

体意义上 来看 ，
晚有 多数族群向 少数族群聚居的人 口流动 ，

又有

少数族群聚居地人口 的 向外流动 ，
但本文主要是从理论上 对一个

国 家 内部 多 數族輝向少數族群聚居地的迁移 ？
丨
发族群冲 突的机 丨

制进行一个切 步的理论分析 。

②这里之所以将族群冲 突界定为群体 冲突沿着族余标识展
：

开
，
是因 为这些冲 突并不是与其他群体冲突完全不 同 的 冲突类

型
，
而是将冲突的族余化过程。 在现实 中 ，

只要这些冲突的群体碰

巧可以归属为不 同 的两 个族群 ， 那 么普通人 、媒体甚 至学者的分

析都有将这些冲突简单化为族群之间冲突的趋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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