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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
象，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就成为“城乡之间”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包括三大类：有组织性的规模化移民、城
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迁移以及自发性的人口流动。通过这个过
程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少数民族人口“进城”也为其本身的
意识改变和价值观转变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1 　湘西北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原因较多，影响因素复杂，既包

括城市发展的“拉力”，同时也有民族地区的“推力”，具体而言，
与民族自身的实际情况有关。可以说，人口移动既受到社会大环境
的影响，同时也与民族地区的文化因素等密切相关。湘西北少数民
族大部分居住于偏僻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交通运输条件等各种原
因，形成了相对狭小的生活圈，以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为主。在改
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发生
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人口流动开始形成规
模，其产生的原因包括改革开放的政策大环境以及全国人口大流
动的趋势，还包括民族自身的一些特有因素。在改革开放以后，许
多湘西北少数民族成员开始走进大中城市，读书、参观、旅游、探
亲等，增强了与外界各种形式的联系。在此过程中，也更加认识到
自身的落后，为有效改变这种局面，谋求更美好的生活，他们走出
民族地区，走进大城市，成为一个特殊的移动群体。

2 　湘西北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产生的积极影响
2.1 改变农业经营的单一化，增强经济活动的丰富性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湘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形态主要

局限在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模式相对单一，整体经济收入极为
有限，许多地区没有摆脱贫困的状态。随着流动人口的出现以及
非农经济的发展，有效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局面。在人口流动的过
程中，许多人口走进城市经商、务工、求学，在各自的发展领域
得到更好的发展，也产生了更可观的经济效益。从某个层面而
言，民族人口的流动改变了湘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与收入结
构，缓解了地区落后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许多民族地
区相对贫困的实际问题。

2.2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增强现代化的发展意识
民主人口的高频次流动打破了湘西北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

使得许多民族成员能够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中走出来，
改变传统的、落后的观念与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走出村寨
大门，进入大城市，接受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在市场经济的影
响下，在全新的城市生活模式中，他们不断增强现代发展的意
识，努力遵守各项公众道德，积极改变陋习，走出自然经济的各
种影响，学会新的生存技能，努力适应新社会文化。在这个长期
的适应过程中，他们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冲击
与熏陶，促进更多民族成员现代发展意识的增强，为民族地区的
现代化发展带来更多新思想。

2.3有效加强民族自我意识，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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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推进了民族地区各类优质资源的开发步伐，也吸引了更多外地“淘金者”走进民族地区，

也推动了少数民族人口开始向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流动。本文以湘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为案例展开论述，分析少

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原因，以及人口流动对城市与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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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流动”之前，民族成员生活在同一民族，在区域之
间的日常交往中，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民族亲切感，但仅限于本民
族之间的认同感。也就是说，只有在同他民族反复接触过程中才
能有效增强民族意识，当大量的民族人口走进城市后，在汉族人
口占据绝大多数的现代城市中，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其民族特
点，但在主观上却会增强流动人口之间的亲切感，进而增强民族
自我意识。在生活方式被逐渐同化的过程中，他们也更加珍视自
己民族的传统，尊重文化的独特性，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
豪感。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成员在城市文化的洗礼下，文明综合
素质得到显著提高，这将更大程度上促进与汉族之间的接触与联
系，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技能，加深不同民族之间文
化、习惯的了解和融合，更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及交流，实现民
族大团结。

2.4外出打工与返乡创业相融合，促进民族地区获得现代化发展
在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越是落后的地方外出打工的人对于

原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大。他们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通过
汇款模式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其家庭的生计问题和生产问题，同时
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尤其是返乡创业的
兴起，外出打工者带回先进的技术和资金资源，支持家乡的现代
化建设，也带来了最新的为城市文明与新价值观，将对当地人们
的思想意识起到积极的影响。在许多地区，也已经充分认识到通
过劳务输出的模式能够实现人才培养，大量返乡打工者能够为农
村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大的支持。

3　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大部分地处相对偏僻，经

济发展不平衡，且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外界联系较少，在
长期闭塞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简单的经济模式，在生活上自给自
足为主，在思想观念上相对落后，形成了固化的思维定势。在改
革开放的过程中，民族地区的沉寂与闭塞被打破，也为地区对外
交流和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而人口流动就是实现民族地区与外
界接触和交流的重要方法之一，给民族地区以及城市地区的社会
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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