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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
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
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这一重要讲话揭示了民族空间互嵌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随着我
国进入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的活跃期，人口流动对民族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愈加显著
。

那么，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发生了什么变化？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情况如何？人口流动
怎样形塑民族空间互嵌格局，又带来了什么机遇和挑战？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学专家段成荣教授接受“道中华”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记者：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从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
，我国人口的流动性较以往有怎样的显著变化？

段成荣：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深刻的社会变迁，人口
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整体来看，我国人口流动延续了改革开放
以来从低流动性向高流动性的转变，流动人口的规模迅速扩大。1982年，我国流动
人口仅600多万人，人口流动参与度（人口参与流动的比重）仅0.7%；2020年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达到3.76亿人之巨，人口流动参
与度也攀升至26.6%。也就是说，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人参与到人口流动中。

2010年汉族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跨省流向。（受访者 供图）

记者：各民族的跨区域大流动给民族空间互嵌格局带来了什么影响？

段成荣：人口流动对民族空间互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流动使部分民族人口的省际空间分布更为均匀。若各民族人口分别集中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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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不同省份，在一个省份内难以接触到其他民族，那么民族空间互嵌便无从谈起
。换言之，相对于完全不均匀的情况，分布的均匀化有助于提高各民族在地理空间
上相互接触的概率。据统计，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流动分别使18个、
17个、18个民族的省际空间分布更为均匀。

二是人口流动使大部分省份的民族构成多样性指数趋近于全国水平。实际上，各省
的民族构成与各民族的省际空间分布是一体两面，当各民族的省际空间分布更为均
匀时，各省的民族构成也将更接近于全国的民族构成。在1990年、2000年和2010
年三个时点上，人口流动使21个省份（京、津、冀、晋、沪、苏、浙、皖、闽、赣
、鲁、豫、湘、粤、渝、川、陕、内蒙古、辽、云、宁）的民族构成多样性指数趋
近于全国水平。

三是人口流动提高了部分民族的族际空间接触概率。这是民族空间互嵌最重要的方
面，因为民族空间互嵌的意义在于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
础条件或机会。据样本量较多的19个民族的统计，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
口流动分别提高了16个、18个、19个民族的族际空间接触概率。

综合来看，人口流动使民族空间互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提供了绝佳机遇。

记者：这种人口流动对民族空间互嵌的影响，对于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带来怎样
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以促进民族互嵌格局的深化和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建设？

段成荣：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低空间流动性无疑是
不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各民族人口流
动愈加活跃。一方面，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向非传统聚居区；另一方面，不少汉
族人口亦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这种“双向流动”为各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物理意
义上的空间基础，这种跨区域人口大流动带来了促进民族互嵌的机遇。同时，我们
也应看到，空间互嵌仅仅是民族互嵌的基础性维度，如何进一步在文化、经济、社
会和心理上推进互嵌，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因此，如何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已成为民族互嵌重要场域的流入地实现“进得来
、留得住、有发展”，是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兼具“流动人口
”和“少数民族”两重身份。这意味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除了会遭遇流动人口一
般会遇到的问题外，还可能存在着与流入地文化习俗有些许差异、语言沟通不畅等
问题，而且流动距离越远，这些社会融入的障碍可能会更为突出。对此，应推进城
市民族工作和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的有机融合，特别是在已成为重要流入地甚至是
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场域的广东、浙江、北京、新疆等地，应创造条件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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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各民族流动人口，以实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从而促进各民族在
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上进一步相互嵌入，进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推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段成荣 黄凡 采写丨王涛
段成荣教授的博士生黄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受访者简介：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华民族共同体
研究基地主任，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人
口学会会长，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国家儿童智库”专家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长期开展人口迁移流动和民族人口研究，成果获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
果奖、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多项。黄凡，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人口和人口迁移流动研究。在《民族研
究》《人口研究》发表“中国大陆1982—2010年各民族人口转变研究”“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等文章。曾获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费
孝通田野调查奖”、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论坛一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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