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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特征与转型

刘 敏

社 会转型是当今 中国社 会发展的普遍趋势
,

但由于各地 的转型要素不 同
,

社会转

型的起点
、

规模和力度也不尽相同
。

本 文从剖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全社会特征 出发
,

论

证 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结构性障碍
,

概括 了 目前和今后少数民族地区

社会转型的四 种趋向
:
一是差别发展 中的转折点趋近趋 向

; 二 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趋

向 ; 三是连片滚动趋向
; 四是单质突破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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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素有一部完整
“

社会发展史
”
之称的中国少数民族及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经

过 10 多年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
,

开始冲破了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藩篱
,

进入一个新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
。

但是
,

任何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都有一个演进过程
,

民族地 区更是如

此
。

因此
,

研究和探讨这一过程
,

揭示其发展趋向
,

对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一般特征

区域性的社会特征是社会转型的起点
。

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具有一般社会的特性外
,

在 自然

地域
、

经济社会
、

思想文化和 人口 发展等方面 又有许多区域性的特征
,

构成 了民族地 区社会发

展的特殊环境
。

1
.

地域特征— 广裹的疆域和狭小的生存空间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边疆
、

山区和牧区
.

多居大江大河的上游
,

地域辽阔
,

总面积

约 61 7 万平方公里
,

占全国总面积的 64
.

3弘
。

少数 民族 人 口 约 9 1 2 0 万人
,

占全 国总人 口的

8
.

04 %
,

每平方公里仅 24
.

8 人
,

比全国少 94 人
口

然而
,

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
.

山地
、

高原约占总面积的 “ %
.

其中的多数分布于少数民族

地 区
。

如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
、

世界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均集中于此
。

其它如黄土高原
、

云

贵高原等都主要聚居着少数民族
。

大 山
、

高原
、

沙漠
、

戈壁
、

裸岩
、

冰川以及永久性积雪的地域

等
,

构成 了民族地区复杂的地域特征和狭小的生存空间
。

同时
.

即使在能生存的部分空间里
,

其生态环境也相当恶 劣
,

大部分地 区属干旱半干旱地

区
,

西北地区年降水量在 40 0 毫米以 卜一部分地区不足
2 50 毫米

。

西部地区平均每年受灾面

积达 9 0 0 0 多万亩
,

约占耕地的 1 / 5
。

青海
、

新疆的草原有一半干旱缺水
,

受灾退 化
.

宁夏
、

新疆

的森林覆盖率都在 4 沁以下
。

从以上种种地域劣势不难看出
,

民族地 区就总体来说
,

虽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
,

但质量较
`

差
,

人迹罕至
,

开发难度大
。

虽然地下资源丰富
,

但与广大农牧民和地方经济直接相关的地表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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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源比较贫乏
。

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种具有平面性能的生存空间
.

其发展容量非常有限
。

2
.

社会关 系特征— 经济交往的亲缘性和社会交往的乡土性

由于社会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
,

所以经济活动的范围越大
、

内容越复杂
、

与之相适

位的社会关系也越广泛越紧密
。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人际关系
、

群际关系
,

总体上呈现出一种

血缘
、

姻缘
、

族缘
、

业缘
、

地缘关系以及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的复杂现象
。

一方面保持和发展家庭

间的合作
,

同时
,

又在谋求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 一方面在经济交往中需要发展

“

亲合力
” .

另一方

面又以经济利益关系抑制亲缘关系
,

甚至有一部分人已将 自己的视野投向外部世界
,

并在乡土

以外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

这无疑是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起点
。

但经过认真调

查不难 发现
.

少数民族地区不论是经济交往还是社会交往的范围还 比较狭窄
,

社会关系具有很

强的亲缘性和乡土性
。

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
,

农田庭院是农民交往的基本场所
,

亲属邻里是农民交往的主要对

象
。

即使是代表新型产业的乡镇企业
,

大都也是利用乡土关系起家的
,

仍然是离土不离 乡的作

业经营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实质上还是乡土关系的延伸
,

未能超越
“

初级社会

群体
”

这个范畴
。

从本质上说
,

乡土性的社会关系与商品经济所需要的社会关系是相互排斥的
,

因而它具有过渡性
。

3
.

思想文化特征—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既相互覆盖又相互碰撞

在人类历史 仁
,

任何一个社区的社会发展都是建立在该社区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
,

都离

不开它所依赖的历史文化背景
。

同样
,

每一次社会变迁
.

都伴随着新旧思想文化的强烈撞击
。

民

族地区之所以处于不发达状态
,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自身商品经济的文化传统的不发达
,

更多

的也因为有许 多被视 为正统的思想文化制约
。

如果分析民族地区历 史上的文化形态
,

可以认为

是本族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和延续
。

目前
,

虽然中华传统文化正在革新中趋弱
,

现代文

化正在输入
,

但本族文化作为本土文化却显得过于顽强
。

因此
,

在民族地区呈现出不同文化以

彼此分割 又相互覆盖的方式共处于一 种交织状态
。

从而既引起各式各样的思想文化冲突
,

给社

会转型与社会发展以种种障碍性制约
,

又碰撞 出各式 各祥的奇特效应
,

孕育着多种转换和发展

的生机
。

如在改革开放以 来
,

己有 20
.

3 % 的农民
,

特别是青年一代和 一部分乡镇企业家
,

在现 代思

想文化的薰陶下
.

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念座标和价值取 向
,

将 自己的经济行为向商品生产和市场

靠拢
。

在他们中间
、

开放改革的图新意识
,

正在取代闭关 自守的保守思想
; 敢于进取的竞争意

识
,

正在取代安贫乐道的无为心态
;
尊重科学文化的现代意识

,

正在取代愚昧无知的封闭观念
;

积极探索的主体意识
,

正在取代循规蹈矩的依附心理
。

但是
,

这种思想文化及观念的变化
,

还没有成为少数民族地 区的群体意识
。

传统思想文化

和观念的惯性作用
,

还在顽强地延续着
,

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
,

它仍然像一座殿堂
,

使人们在深

院中相安无事
,

自快自乐
; 又像一座迷宫

,

使人们无所适从
,

苦苦徘徊
。

4
.

人 口特征— 无节制的高生育与 日益下降的低素质循环往复

人口 的数量与质量同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

在我国
,

由于过去各少数民族人 口

相对比较少
,

因此
,

国家曾实行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生育政策
。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

少数民族的

人 口数量有了迅速增长
,

而且增长速 度大大超过汉族地区
,

并在一些地方超过 了资源承载能

力
,

加之人 口 素质 下降
,

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压力
。

据调查统计
,

1 9 5 3 年全国第一次人 口普查时
,

少数民族人 口 为 3 53 2 万
,

占全国总人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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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

到 9 9 1 0年
,

少数民族人 口增加到 9 1 2 0 万
,

占全国总人 口的 8
.

06 铸
。

特别在 60 年代以

后
,

少数民族地区 夕
、 口 出生率超常增长

,

1 96 4 至 1 982 年达到 68
.

1%
。

1 9 8 2 至 1 9 90 年汉族人

口年平均增长 10
.

8舟
,

少数民族人 口增长 35
.

52 份
。

但与此相反的是
,

全国文盲人 口 60 %集中

在少数民族地区
,

有的地区人口文盲率达 70 % 以上
,

其中女性高达 80 % 以上
。

而且
,

在一些地

区旧文盲没有减少
,

新文盲却在增多
; 一些地方不建学院建寺院

,

适龄 儿童
“

不进学堂进教堂
” 。

这种在人 口生产上的越穷越生
、

人 口越多素质越低的状况
,

造成了人 口
、

生态和经济社会的恶

性循环
,

削弱了少数民族社区和社会群体对新环境
、

新机遇
、

新观念的适应
、

接纳能力
。

二
、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踌
1

.

社会结构的同质性过强

人类社会发展实际上是社会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
,

社会结构愈趋复杂
.

社会的异质性程

度越高
。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 扣 %的人口生活在边远的山区
,

加之交通
、

通 讯落后和地理分割
,

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规模社会流动
。

因此
,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社区
,

单一民族孤岛

式聚居
,

种族同质性很强
,

强化了少数民族社区的同质性、

另外
,

我国由户籍决定的二元身份体制
、

城乡二元结构和封闭型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制约
,

也强化了少数 民族地 区的地域隔离
,

成为社区逾越和发展的障碍
。

2
.

社会经济结构的调适过慢

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合理
,

会极大地影响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
。

少数

民族地区与 自己的过去相 比
,

经济结构的调适明显加快
,

但与全国相比
,

调适速度仍然过慢
。

从产业结构来看
。

从事农业劳动 与其它劳动的劳动者构成之比
,

1 9 90 年全国为 3 : 1
,

少数

民族地 区为 4
: l ; 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

,

全国为 53
.

90
:

46
.

10
,

少数民族

地区为 23
.

66
:

76
.

34
,

传统农业依然占主导地位

从工业生产结构来看
,

存在着
“
三 个倾斜

” :

即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了6
.

越务
,

高

于全国 16 个百分点
,

倾斜于全民企业
; 轻重工业产值之比

,

全国为 50
.

63
:

49
.

37
,

民族 自治地

方的 为 47
.

37
:

53
.

63
,

倾斜于重工业
; 民族 自治地 方的大中型企业 虽 然只占企业总数 的

,
.

7 9%
,

而这些企业的工业产值却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4 5
.

9。务
,

倾斜于大中型企业 ;
从城乡经济结构看

,

一是在空间布局上
,

表现 为异常的集中
,

先进的生产力和工业大都集

中于少数大中城市
:

二是城市经济与地区内部产业的进化脱节
,

工业的优先增长未能有效牵动

乡村
、

县市的地域性经济发展
。

正由于城市经济的空间布局表现 为互相脱节的小区分割
,

加之

地域广裹
,

运距超长
,

各区域之间辐射半径难以衔接成网
,

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牵制
。

3
.

利益结构的差距过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建立在劳动差别
、

资源开发和社会开放程度差别上的收入
、

利益差别
,

在整体上是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的
。

但这种利益结构的差别过

大
,

显然有悖于共同富裕和民族繁荣的 目标
,

妨碍着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1 9 7 8 年
,

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 58 5
.

3 元
.

民族 自治地方 为 3 42
.

05 元
,

差距为 243
.

25

元
。

但经过 10 年之后
,

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 1 71 0
.

79 元
,

民族地区仅为 6 81
.

01 元
,

差距拉

大了 3
.

2 3 倍
。

与此同时
,

我 国的贫困地区己相对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
。

1 9 8 5 年
,

在国家重点扶

侍的 3 31 个贫困县中
,

农村人均纯收入 2 00 元以下的县有 1 81 个
,

其中少数民族有
.

90 个
,

占近
,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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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

到 1 9 8 8年
,

少数民族贫困县的比例上升到 74
·

5 %
。

在 14 1 个重点扶持的少数 民族贫困

县中
,

人均工农业产值仅 3 38 元
,

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 20
.

7 % ; 人均工业产值约 1 00 元
,

仅

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 7
.

5铸 ;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只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 14 多
。

上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

在许多地方表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
,

既影响着

少数民族地区同沿海内地的关系
,

也有碍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

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全局中至

关重要的间题
。

三
、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未来趋向

嗦

社会发展和转型
,

是我 国改革过程中社会分化和重组的一个普遍现象
。

在少数民族地区
,

由于其 自身各种因素的制约和阻抗
,

转型的起点低
、

范围小
、

力度弱
、

速度慢
,

但从实践来看
,

这

种趋势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逆转的
,

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差别发展中的转折点趋近趋向
。

差别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

主要指落

后地 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

尽管增长速度较快
,

甚至超过发达地 区的增 长速度
,

但 由于基数的

差距过大
,

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表现为立即缩小
,

而要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
。

换句话说
,

落

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
,

并不与发达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的缩小呈线性关系
,

而是表现为一

种指数增长形式
。

在落后地区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的情况下
,

差距扩大阶段是差距缩小阶段

的前期准备
。

没有这样一个准备时期
,

落后地区的发展就无法顺利通过转折点
,

而随着转折点

的趋近
,

差距缩小也就指 日可待了
。

用这一规律观察和解释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与其它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扩大现象和社 会转

型趋 向
,

就可清楚地看到
,

这种差距扩大的实质是地区间发展的客观过程
,

是差距缩小和社会

转型的前期准备阶段
,

而且 在社会转型的诸要素中有些要素已接近转折点
。

如
: “

六五
”

和
“

七

五
”
期 间

,

民族 自治地方的工 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9
.

4呢左右
,

比
“

一五
”
至

“

五五
”

期间更接

近全 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 1 98 6 年至 1 9 90 年

,

少数民族地区的钢
、

原煤
、

原油产量和发电量
,

年平均增长 9
.

7 %
、

6
.

9 %
、

10
.

3%和 13
.

6 %
,

均高于全国 7
.

2%
、

4
.

4%
、

2
.

1 %和 8
.

6 %的平均

增长率
; 1 9 9 0 年少数民族地 区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57 %

,

表明工业已成为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的主导力量
; 在农业 内部

,

农业的比重逐年 下降
,

其它各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

1 9 90 年
,

农业的比重 由 1 9 8 0 年的 65
.

94 呱下降到 59
.

6呢
。

与此同时
,

促进社会转型的社会要素也在增

长
,

其中有些要素也逐渐接近转折点
。

二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向
。

在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参数系统中
,

农村劳动力向工业
、

向城镇

转移是一个重要指标
。

在少数民族地区
,

尽管转移规模和速度慢于全国
,

但这种趋向已十分明

显
,

而且势头越来越强劲
。

1 9 8 7 年底
,

5 个民族 自治区和云南
、

贵州
、

甘肃
、

青海等多民族省区
,

从事 乡镇企业的人数 只有 4 70 万人
,

占总劳力的 5 %左右
,

到 1 9 9 0 年则达到 7 70 万人
,

3 年 中

将近翻了一番
。

另外
,

城镇功能的相对扩张也加速 了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向
。

相对扩张主要

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城市
.

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

逐步 同周围的城市
、

小城镇和广大农村有机

联系起来
,

通过城市的综合功能或单向功能的相对扩张
、

渗透
,

形成新的城镇密集群或新的经

济社会区域网络
,

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
,

这种趋向在云贵川
、

陕甘宁
、

青新藏等

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出现
。

如云南 的昆明城镇群
,

已有 4 区 8 县和 28 个县辖镇
,

人 口

。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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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已实施把昆明周围的个旧
、

曲靖
、

开远
、

玉溪
、

大理
、

楚雄
、

保山
、

昭通等市建成中等

城市
,

把安宁
、

晋宁
、

宜 良
、

禄丰
、

富民
、

宣威等县城建成小城市的计划
,

使昆明城镇群逐步扩展

为滇中地区城镇 乡一体化发展网络
。

在这些地区
,

城乡优势结合
、

相互扩张交融的趋势 日益强

化
,

为城 乡一体
、

工农一体
、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使少数民族地 区开始看到了城

乡分割隧道 尽头的亮光
,

看到了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未来趋向
。

三是连片滚动趋向
。 “

连 片滚动
”

是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城市
.

以发挥各地优势为基础
,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

以扬长避短
、

异质互补为特点而建立的多层次
、

多类型的区域经济联 合组

织和协作区
。

这种以区域协作为形式的联合
,

牵动了区域内城市之间
、

城 乡之间
、

工农之间以及

金融
、

物资
、

人才
、

文化的交往与结合
,

带动了社会转型要素的流动和重组
,

是少数民族地区社

会发展和转型的新趋向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相邻地 区
,

跨省 区
、

跨地区的区域合作和经济 网络组

织 已有东北经济区 (包括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
、

兴安盟
、

哲

里木盟
、

赤峰市等 )
、

西南五省 ( 区 )六方
一

经济协凋会 (包括 云南
、

贵州
、

广西
、

西藏和四 川省及重

庆市
,

少数民族人 口 占全国的 60 俗 )
、

佳西南经济
、

技术协作区 ( 包括南宁市
、

南宁地区和百色

地区 )
、

湘鄂川黔桂毗邻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 ( 民族 自治县占 1 13 个县的场多 )
、

滇桂黔边区四

地州经济协作区 (少数民族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38
.

6铸 )
、

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 (包括青海
、

甘肃
、

宁夏
、

内蒙古 4 省区 ) 等
。

这些区域联合和协作组织
,

虽以经济的交流与互补为目标
,

但它

们又是一个集聚城镇
、

人 口
、

工业和科技 人才的经济社会交流系统
。

通过这一系统的上伸下延
.

把区域
、

城镇群
、

企业群和广大农村连成 了一 片
,

促进区内的经济与社会
、

工业与农业
、

城市 与

乡村的滚动式发展
.

为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
。

四是单质突破趋向
“

单质突破
”

不是以往那种单项经济指标的超常发展
,

而是指少数民族

地区利用 自已的地理区位优势
,

实行沿边开放战略
.

从而带动整 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向
。

我国内陆边境线 长达 2
.

1 万公里
.

其中少数 民族地区占 1
.

9 万公里
.

分别与 1 5 个周边国

家接壤
。

在全国 13 8 个边境县中
.

1犯 个县属于少数民族地区 全国 3 2 个国家重点 口 岸中
.

少

数民族地区占 23 个 ; 18 。 个地 区 口 岸中
、

少数民族地区占有 1 2 。 个
。

但在过去由于开放程度

低
,

少数民族地区处在对内对外的双重封闭之中
。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
.

在边境地区 以边 民互市为先导逐渐形成 了一种新型发展战略
。

特别是 1 9 9 2 年以来
,

沿边开放

骤然升温
,

范围不断扩大
、

贸易额急剧增 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迅速致富一批边境城镇拔地而
起 昔日落后封闭的边境民族地区很快进入 了高分化

、

高流动的转型过程

实践表明
.

从边民互市
、

易货贸易到 多形式
、

多层次
、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

从活跃经济
、

兴边

富民到推进 区域性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
,

从一县 市的兴边计划到沿边开放型战略的确定
,

标

志着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
。

沿边开放这一单 质突破
.

不仅像一台巨大的发动

机
.

使民族地区经济有了新的启动力 ;而且 又像一块 巨 大的滋石
.

吸引
、

集聚着社会转型的多种

要素
。

现实已表明
,

随着沿边开放的进一步深 入和扩 大
.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分化整合
、

社

会运行机制的转轨
、

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
、

社 会观念的变 化更新都将不断加快
,

社会转型的演

进过程将随之出现质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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