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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从在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状况看汉藏民族关系1 

——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例 

 

仁真洛色2 

   

    一、中外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 

国际上经常能听到的是：“中国政府的西藏移民政策鼓励汉族人单向大量涌入西藏，强制同

化藏人，抢夺西藏的资源和人民的工作机会，对藏族文化构成严重威胁。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

限制汉族人进入西藏”。 

国际上鲜闻的是（对这些事实，有些人是故意回避）：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公

民在中国境内的自由迁徙权利得到释放和法律保障，中国内地的许多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形

形色色、自由穿行的少数民族身影，其中藏族人以其鲜明的文化特点，作为内地城市中最活跃的

一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加引人注目。 

为了填补相关学术空白，也为了客观的将当前中国境内汉藏民族人口间的“双向或多向流

动”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世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于 2011 年 6 月展开了内地藏族流动

人口课题研究。4个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调查小组在具有典型性的成都市以及附近的双流县、郫

县、都江堰市进行了 6个月的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对当地藏族流动人口人数、分布、人员结构

及来源，藏族流动人口从业状况以及生活、思想状况，地方政府对藏族流动人口政策，藏族流动

人口与当地社会关系，当地民众对于藏族流动人口的认识和评价等进行了问卷和入户调查，在数

据和个案实证支撑下，运用现代的人类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做出现状及趋势的研判。 

二、中国各民族人口流动呈现“双向或多向”趋势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封建政治作用力下的自我族籍观念和排外思想藩篱被逐渐破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间平等、团结成为主导各民族交流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政

策实施的 30 多年来，西藏和其他藏区经济快速发展，长期以来限制各民族人民自由交往和经济

互惠互利的地域屏障被越来越便捷的交通、通讯、网络和日益宽松的民族包容大环境打破，在市

场经济原则驱动和受法律保护的公民自由迁徙和自主择业权力作用下，整个中国的人口、包括少

数民族人口呈现大范围、跨区域地自由“趋利”和“趋舒适”流动趋势。各民族间事实上正在逐

步形成正常、健康的双向或多向互动、互利、互补关系。 

据初步调查统计，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宁、兰州、昆明等中国内地大城市

都有为数不等的各阶层藏族人口流动或定居生活。如北京市常住藏族人口就有 1 万多人 ，像北

京市的 798 艺术区等知名地方都能找得到纯正的藏族文化展示，北京的玛吉阿米藏餐厅成为中外

游客在北京品尝藏族饮食和文化特色的首选餐厅。  

三、汉藏民族关系在成都谱写出新的篇章 

                                                        
1 来源：中国西藏网，发布日期：2012-03-19。 
2 

 
作者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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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青藏高原和平原结合部的四川省省会城市成都，以其“天府之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舒

适的生活条件被古往今来的藏族人青睐。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成都市以其开放、包容的大都

市风范，吸引着全国民众自由来往，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藏人也大量涌入成都求学、经商、求职、

购房或颐养天年，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和公民权利。 

目前，成都市区有户籍藏族人口 3万多人，常年无户籍常住性藏族流动人口在 15至 20万间，

每年约有 100多万人次来自西藏和其他 4省藏区的藏族人口在成都市区流动，在成都市区南边的

武侯区和西面的金牛区分别形成了 2 个具备相当规模的“藏族聚居区”和“藏族特色商品一条

街”的商业区（仅在武侯祠横街这条近 200 米的街道上就有藏族人经营的宗教用品商铺 120 多

户）；在成都市管辖的双流县、郫县和都江堰市，分别定居着从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迁居此处经商以及购买商品房定居的数万藏族人（每逢年节更有多达 10 万以上的藏族人

涌至这些城镇），藏族歌舞已成为主导这些城镇民众休闲锻炼的主流文化。以致于西藏民众将成

都市誉称为“西藏的后花园”，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众将双流县戏称为“甘孜州的第 19个县”（甘

孜州由 18个县组成），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众将郫县、都江堰市戏称为“阿坝州的附属县”。 

有“美人谷”誉称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全县人口 5万多，仅在成都等内地城市从事

民族歌舞演艺活动的就有 3000 人以上，当地人戏称“美人都到内地挣钱去了，当地只剩下美人

的妈妈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全县人口 7万多，但在以成都为代表的全国各城市

经商、就读的就有 1万多人；同处该州偏北并以纯牧业为主营的阿坝县，全县总人口 7万多，在

成都及全国各地从事经营商务活动的也有 1 万多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量藏人涌入内地都市，

不仅丰富了内地文化，也给各自家庭和家乡的经济改善、观念改变等带来积极影响。 

成都市政府和市民在接纳与包容藏族等少数民族来成都生活的同时，还积极想办法为藏族等

少数民族在内地谋生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平台：距成都市 22公里的郫县安德镇，2006年被四川省

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为“四川省安德民族贸易市场”和“四川省安德民族工业园区”，吸引了大

量少数民族群众在此兴家置业，同汉民族和睦共处。郫县政府选派了藏族干部高建伦去担任安德

镇镇党委书记，以便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和服务好少数民族民众。目前，该镇有上千户经营

民族商品贸易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商家，成为川西最重要的跨区域、多民族的商贸物资集散地

之一。每年有以藏族为主的 3 0 多万人次在该镇流动。如阿坝州金川籍藏族企业家杜玉华在安德

投资兴建了成都最大的高原牦牛交易市场，每天都有几十辆从藏区运出的牦牛在交易，年交易额

超过 1亿元，不仅解决了四川藏区民众产品的市场销路，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为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资供应和销售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作为中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和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

市人民政府，正式颁布实施《成都市居住证管理规定》，实行以居住状态重新界定“居民”身份，

所有流动人口都有平等权利在市政府申办有效期为 5年的《成都市居住证》和有效期为 1年的《成

都市临时居住证》，凡是持有居住证的人都可以与成都市民一样分享医疗卫生、教育、机动车驾

驶执照申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法律援助、劳动就业、参与社区管理等 12 个方面公共资源的

权益。持一年期《成都市临时居住证》流动人口也可以在医疗卫生、子女接受当地义务教育、机

动车驾驶执照申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法律援助、劳动就业、参与社区管理等 8个方面享有与

成都户籍人口同等的权益。为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流动人口、包括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在内的公民权益受到政府和法律保障，流动人口能够与当地市民一道平等共享改革发展的

成果。  

四、汉藏民族间的“双向或多向自主流动”趋势不可逆转 

透过对成都藏族流动人口的实地调研（详见课题组成都小组的系列调研报告），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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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进步的政策显现实效。特别是改革开

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宪法和法律允许并保障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合法流动，包括汉族在内的

各民族民众自由迁徙、自主择业等基本权力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 

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间友好交往、和谐共处的根基是平等、公平、自由等权益保障。少数民

族个体能在主体民族聚居区自主流动、经商、置业、安居养老，不仅体现了国家公民基本权益的

整体认同和法律保障下的公民迁徙择业安全感，更反映出当地社会提供给外来流动人口的平等机

遇和市民同等公共服务程度。成都市藏族（包括其他民族）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说明藏族及其

他少数民族民众对成都市社会体系相对平等和社会包容度的认同，直接反映出，在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环境下，各民族相互来往，相互包容、相互认同、和谐共处已经成为一个潜移默化了的

共识和发展趋势，这种民族和谐的融合趋势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主流。 

五、汉藏民族关系进入历史以来最好时期 

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呈现受法律保护的自由迁徙中，汉藏民族之间也呈现“自

主性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态势。在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人员到西藏经商、打工、交流、朝佛、旅

游的同时，也有大量藏族从西藏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的藏族自治州乡镇涌入汉人密

集的内地大都市经商、打工、求学、谋职、交流、旅游。这些藏族也将不同地域的藏族宗教、文

化、餐饮、风俗习惯等带到汉族地区，具有鲜明、浓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职业特点，极大地

丰富了内地城市的多元化文化及市场需求，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由

于“趋利”和“舒适”规律使然，绝大多数从内地到西藏自治区经商务工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季

节性和临时性特点，很少有人考虑长期滞留或者在当地购房退休养老。而大多数在内地城市中的

藏族流动人口则选择长期留在内地城市，许多还在内地购房置业，将家属和亲属都搬迁动员到内

地定居或退休养老，导致内地的“藏族聚居区”增多，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 

开放与包容是人类进步与和谐的重要标志。通过 60多年的努力，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开放和

汉、藏民族间的相互认同、接纳程度都已今非昔比，在人口稠密、寸土寸金的天府之国能出现数

个“藏人聚居区”，包容大量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藏民谋生和安居，大量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藏族民

众敢于在汉人密集的成都市经商、买房置产、安居养老的客观现象，本身就说明当前的汉藏民族

的相互认同和族际关系是历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学者访谈】 

美国种族主义：传统观念的消除仍需时间 
——访美国三一学院历史学教授葛榭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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