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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部地区城市穆斯林流动
人口制度融入状况

＊

———基于武汉、广州、杭州、宁波的调查

□李吉和，卢时秀

［摘　要］　中、东部地区的武汉、广州、杭州、宁波４城市调查问卷表明，在穆斯林流动人口的重要输

出地的西北诸省区，出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需要，输出地政府对穆斯林外出人员提供贷款支持、展 开

技术培训、设立外派机构维护权益；输入地城市则着重从就业、文化生活需求、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大 力

支持和帮助，为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城市生存、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在制度融入

方面，输入地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还存在子女入学困难、参加城市社会保险率低、城市管理不到位、文 化

生活需求缺口大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提升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水 平，要 解 决 好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子女入学困难问题，保障穆斯林流动 人 口 的 合 法 权 益，做 好 文 化 教 育 及 多 元 技 术 培 训 工 作 以 及 加 强 法

规教育，促进城市管理与流动人口经营双向适应等。

［关键词］　穆斯林流动人口；教育制度；权益保障；社会保障；制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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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城市化步

伐加快，人 口 在 全 国 流 动 尤 其 是 流 入 中、东

部地区城市 已 成 为 常 态。在 全 国 两 亿 多 流

动人口大军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穆斯林流动人口是少数民族流动 人 口 的 重 要 部 分，

特别是穆斯林流动人口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与城市

的差异，其在城市的生存 状 况、适 应、融 入 等 所 面 临

的问题更多，对其融入状况更需要作深入调查研究。

目前学界对“社会融入”有 不 同 的 解 释，本 文 借

鉴国内外有关融入的概念，认为城 市 融 入 是 指 穆 斯

林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面对与流 出 地 不 同 的 社 会

环境，为了能够在城市生存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社

会行为，调适自己的心理及态度，在与城市居民发生

交往中，建立新的社会关 系，享 受 均 等 化 社 会 服 务，

并能在保持本民族文化基础上，接纳城市主流文化，

城市居民也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过程和结果。

在衡量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城 市 融 入 的 诸 项 指 标

中，制度因素是穆斯林流动人口能否适应、融入城市

社会很重要的外在条件。“制度融 合 是 指 对 流 动 人

口社会融合产生持续影响力的政 策、制 度 等 客 观 的

社会因素。合理的社会体 制 和 制 度，或 者 恰 当 的 体

制制度引导机制有利于促进社会 融 合，制 度 隔 离 则

制约社会融合的顺利实现，强化了社会隔离。”［１］（Ｐ９６）

在制度融 入 指 标 设 计 中，有 的 从 社 会 政 策、政 治 参

与、社区服务以及其子女就学问题，考察流动人口制

度融入的情况。［２］《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 告２０１４》则

从政策上研究流动人口的融入问 题，认 为 政 策 指 标

着重判断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是否具

备包容接纳的基本精神，是否具有正向的、促进融合

的趋势，是否兼顾推进融合的各项要素，是否关注推

进融合的可能性与执行力，并提出 了 流 动 人 口 市 民

化政策指标体系，涵盖劳 动 就 业、社 会 保 障、子 女 教

育、卫计服务、社区接纳、入籍资格６个维度，每个维

度下辖１８个 二 级 指 标。［３］（Ｐ４０～４１）由 此 可 见，穆 斯 林 流

动人口城市融入制度层面与全国流动人口面临的问

题有的是相同的，如户籍制度对流 动 人 口 的 制 度 障

碍等，而这方面的融入有赖于全国 流 动 人 口 体 制 机

制的变革。

本文是在对中、东部地区的武汉、广州、杭州、宁

波４城市通过偶遇或滚 雪 球 的 方 法，对９３６位 穆 斯

林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的 基 础 上，主 要 从 输

出、输入地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制度支持、子女在输

入地城市教育制度的制 约、社 会 保 障、城 市 管 理、基

本文化需求等方面来分析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的状况。

一、政府制度支持力度在逐步加大

流动人口制度 顶 层 设 计 重 在 政 府，政 府 能 够 为

穆斯林流动人口提供什么样的 政 策 支 持，是 他 们 在

输入地适应、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

１．提供贷款支持，奠定务工的基础。由于历史、

自然条件、社会原因，穆斯林流动人口重要输出地的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牧民收入低，流动人

口外出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根据４城市穆斯林

流动人口问卷调查，４２％的 调 查 对 象 外 出 前 的 收 入

在７５０元以 下，还 有１８．３％的 没 有 收 入。此 外，收

入在７５１～２　０００元的占２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元的占

１０．８％，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元和６　００１元以上的分别各占

３．４％和２．２％，在１００００元以上的寥寥无几。基于

这种贫困状况，如果单靠穆斯林流动人口自身力量，

即使有能力走出乡村，也无法在城市立足，更谈不上

创业发展，因此，输出地政府从资金贷款方面的支持

必不可少。各地政府在 政 策 上 千 方 百 计 筹 措 资 金，

为穆斯林流动人口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如甘肃省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曾为１　９９８户餐饮经营者发放担

保贷款９　３６２万元，其中１　７３２户群众利用贷款创办

清真 餐 饮 店１　７００家。［４］青 海 化 隆 回 族 自 治 县 从

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２年，县财政先后贴息近７３２万元，争

取省、地融 资 平 台 担 保 贷 款７　１００多 万 元，为２　３００

多户急需资金支持的群众发放“拉面经济”担保贷款

近１亿多元，从而有效解决了外 出 人 员 因 缺 乏 资 金

而无法外出发展“拉面经济”的实际问题①。利用贷

款的农户，经过艰苦创 业，绝 大 多 数 人 摆 脱 了 贫 困，

并且这些人又通过亲帮亲、邻帮邻，带动一批又一批

人外出务工，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收入。

２．展开技术培训，提升外出人员自身素质。除

了资金支持，进行技术培训，使穆斯林流动人口掌握

一门以上技术，对其未 来 发 展 尤 为 重 要。穆 斯 林 群

众有善于经商的传统，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只要其有

一定的技术专长，就能 够 在 城 市 立 足 发 展。在 这 方

面，除了个人层面的师 徒 传 承、家 庭 传 承，还 需 要 政

府组织专门的技术培训。由于穆斯林流动人口受教

育程 度 较 低，太 高 的 技 术 培 训 也 不 切 合 实 际。从４

城市调查问卷统计，穆斯林流动人口中，不识字或识

字很少的达２６．２％，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多数，有

６０．９％，高中或中专以上的只有８．４％，大专以上的

４．５％。基于这种教育基础，输出地政府结合穆斯林

流动人口有从事拉面、烧烤等餐饮业的传统特点，有

组织地进行集中技术 培 训，取 得 了 良 好 的 效 果。如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免费开展“伊香拉面师”劳

① 根据２０１４年８月化隆县就业局汇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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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品牌技能培训，共举办培训班１　２００期，免费培训

１．２万人，为 五 千 余 人 发 放 了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通过培训而掌握拉面技术的人员，年 收 入 在 五 万 元

以上，独自创办餐饮店的年收入在十万元以上［４］。

３．设立外派机 构，为 外 出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提 供

帮助。穆斯林流动人口进 入 中、东 部 地 区 城 市 后 如

何尽快适应城市社会和文化环境，更 好 更 快 地 在 城

市立足发展，需要输出地政府将服务延伸到输入地，

主动与城市政府有关部门对接沟 通，在 城 市 适 应 与

融入上 再 送 一 程。为 了 维 护 在 外 地 流 动 人 口 的 权

益、协调纠纷、反馈信息等，青 海 省 化 隆 回 族 自 治 县

选派了８８名干部在全国５２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办事

处，为外来穆斯林群众提供了一个由政府牵头的、全

体穆斯林自愿参与的沟通平台，通 过 与 输 入 地 政 府

的协调，维护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权益，推动穆斯林流

动人口在城市更好地生 存、发 展，逐 渐 适 应、融 入 城

市。化隆县在江苏省８个 城 市 设 立 办 事 处，处 理 纠

纷３００多起，维护 合 法 权 益７０多 起，挽 回 经 济 损 失

３０多万元。［５］

４．输入地城市主动开展宣传教育咨询服务。穆

斯林流动人口大多来自边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

城乡文化、民族文化差异大，对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

意识淡薄，加上流动的盲目性以及存在的语言障碍，

他们对城市社会不适应现象表现尤为突出，因此，一

定的入城教育引导和咨询服务是必需的。如武汉市

免费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赠送５万 册 汉、维 语 两 种

文字的《武汉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手册》，宣 传 武

汉市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和城市管理等政策法规。

佛山市禅城区编印了《办理营业执照简明 指 南》，图

文并茂、简明扼要地告知如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卫

生许可证、税务登记、消防 安 全 检 查 手 续 等，解 决 了

外来穆斯林群众由于文化水平低，想 办 证 却 又 不 知

道如何办的问题，深受穆斯林群众的欢迎。

５．城市政府为穆斯林流动人口提供贴身贴心的

服务。为外来穆斯林提供服务是城市政府的职能所

在。众多穆斯林流动人口大多从事具有民族特色的

经营活动，更需要当地城市的有关 部 门 提 供 优 惠 政

策，使他们能够在城市生活下去，促进城市民族关系

和谐，保持社会稳定。为此，广东省东莞等市开通穆

斯林办证绿色通道，保障 他 们 正 常 开 业 经 营。武 汉

市城管委在炭烧烤整治工作中，充 分 考 虑 新 疆 籍 烧

烤人员的生存实际，在取缔炭烧烤的专项整治中，采

取无偿置换炭烤炉、定摊 点 数 量、定 摊 点 位 置、鼓 励

进店经营等多种人性化措施，赢得 了 多 数 新 疆 籍 务

工人员的支持。

６．保障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穆斯林流

动人口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与输入地存在较大差

异，而城市 对 此 的 应 对 功 能 缺 失，如 在 穆 斯 林 群 众

“入口、入寺、入土”等方面，面对 蜂 拥 而 至 的 流 动 人

口，城市社会显 然 准 备 不 足。因 此，本 着 尊 重 差 异、

包容多样的服务理念，城市需要 完 善 这 方 面 的 服 务

功能。武汉市商务局为了解决穆斯林的清真饮食问

题，在全市设立一百多个清真食品网点，较好地解决

了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入口”难问题；市 回 民 公 墓 在

穆斯林流动人口亡人的安葬方面为困难群众减免有

关费用；武汉市还划拨八千多万元资金，改扩建４座

清真寺，保证了穆斯林 流 动 人 口 的 宗 教 生 活。针 对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存在的语言 障 碍，常 年 聘 请 维 吾

尔语翻译，为有需求的少数民族 流 动 人 口 免 费 提 供

服务。［６］例如，新疆来汉的维吾尔族人员毛拉等人因

语言障碍，在申领驾驶证过程中 遇 到 交 通 法 规 考 试

困难，市民宗委及时出面协调市交管局，帮助提供翻

译，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７．流出地与流 入 地 对 接，共 同 促 进 穆 斯 林 流 动

人口融入。输出地政府 与 输 入 地 政 府 主 动 对 接、沟

通，相互提供信息，协力调解矛盾纠纷。如青海省化

隆回族自治县多次邀请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苏州

等市相关部门来化隆县调研走访，互通情况，同时组

织化隆县人大、政协等部门人员到上海、苏州等地考

察取经，协调解决矛盾纠纷。［５］武汉市与新疆、青海、

甘肃等地签订了《共同做好到武汉经商 务 工 少 数 民

族人员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合作协议》，探索跨地域协

同共管机 制。２０１４年，又 设 立“新 疆 少 数 民 族 人 员

服务管理湖北（武汉）工作站”，由新疆派出维吾尔族

干部挂职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 委 员 会，协 助 服 务 新

疆籍少数民族群众。

由于输入地城市政府尽力为穆斯林流动人口服

务，博 得 了 大 多 数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的 认 同。４城 市

问卷调查表明，穆斯林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工作“非

常满意”的占２１．１％，“比 较 满 意”的 占４７．５％，“满

意”的占８．３％，满 意 率 达７６．９％。当 然，也 有２１．

４％对民族工作“不太满意”、１．７％的“非常不满意”，

主要是有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初来乍到，找不到工作，

尤其是合适的经营场所难寻。并且各城市对开设餐

饮饭馆有所限制，如在居民区、大街、露天不能开设餐

馆和烧烤，引起部分群众的不理解。同时还存在部分

市政管理人员粗暴 执 法 等 问 题。但 总 体 上 看，穆 斯

林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工作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二、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

融入的主要障碍因素

１．输入地城市教育制度支持力度不够。在社会

均等化服务子女入学教育方面，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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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流动人口面临同样 的 问 题。有 数 据 显 示，全 国

义务教育阶段 流 动 人 口 随 迁 子 女 已 达１　１６７万，使

得流入地政府教育经费的筹措、公 办 学 校 的 接 受 能

力、进城 务 工 人 员 子 弟 学 校 的 教 学 质 量 等 问 题 凸

显。［７］但由于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的 生 活 习 俗 与 城 市 居

民差异大，以及子女文化教育基础薄弱，其子女在输

入地的入园、入学问题面临的困难更为突出，对其融

入城市的影响更大。对４城市有子女穆斯林流动人

口问卷调查统计说明，穆斯林流动人口适龄子女中，

２１．６％未上学，３０．１％子女无奈被送回老家上学，成

为留守儿童，其他子女有学上，但只有３３．２％子女就

读于公办学校，能与城市户籍居民孩子享受同等的义

务教育，其他在民族学校的占３．６％、农民工学校的占

２．８％和私立学校就读的占８．７％。穆斯林流动人口

子女教育问题很重要，解决得好，可以为他们解除后

顾之忧，安心工作，增强对城市社会的认同。

问卷调查和访 谈 表 明，这 些 大 多 来 自 西 北 地 区

的穆斯林流动人口是重视子女教 育 的，特 别 他 们 是

经过多年城市生活、工作 的 洗 礼、磨 炼，认 识 到 没 有

文化知识对自身发展带来的限制。不能入学主要是

城市教育制度不完善，限制过多。如有的城市规定，

流动人口所有证件齐全，子女才能在当地入学等。

（１）当地学校不愿接受流动人 口 特 别 是 具 有 特

殊文化习俗的穆斯林孩子。４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

有关子女入学困难中，４９．３％的人选择“外来人口学

校不接收”，特 别 是 他 们 在 语 言、学 习 环 境、学 习 基

础、生活等方面比城市居民甚至比 汉 族 流 动 人 口 子

女差异性大。尽管国家和当地城市政府有政策规定

可以在当地入 学，如《Ｗ 市 少 数 民 族 流 动 人 口 服 务

指南》中指出：“按照国 家 规 定，外 地 来 Ｗ 市 居 住 的

孩子有在 Ｗ 市 接 受 义 务 教 育 的 权 利，而 且 与 Ｗ 市

本地的孩子享受同等待 遇，不 收 取 借 读 费。你 可 以

办好就业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向所住地区教育局提

出申请，教育局会安排你的娃娃到 指 定 的 学 校 去 读

书，不收取借读费。如果你不去指定的学校，自己选

择其他的学校，那就要收取借读费。”但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有的学校以各种理由不接 纳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子女，使他们难以享受到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

（２）“赞助费”增加了群众的 经 济 负 担。对４城

市穆斯林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表明，选择“学费太高无

钱支付”造成入学困难的占２４％。中国实行九年制

义务教育，在此期间是免费的教育，但是在不少城市

的流动人口子女要接受教育，因户 籍 原 因 需 承 担 数

万元的“赞助费”，这是一般常年在外打拼 的 流 动 人

口无法承担的。据２０１２年 本 课 题 组 对 南 方 某 市 穆

斯林流动人口的调查，非本市户籍 子 女 在 公 办 学 校

上学一律收取“赞助费”，且赞助金额较大，由前几年

的３万元涨到了５万 元，一 般 家 庭 难 以 承 受。即 便

能有幸进入当地学校，他们也会 因 为 子 女 是 借 读 生

或插班生的身份感到低人一等，孩 子 容 易 造 成 心 理

阴影，对孩子的学习不利。所以，对于正规的公办学

校，低收入的穆斯林流动人口普遍反映“上不起”；而

民办私立“贵族”学校对穆斯林流动人 口 来 说，更 是

高不可攀。

（３）存在饮食困难，就 学 不 便。选 择“学 校 离 家

太远”的占１２．６％。许多流动人口子女不能就近入

学，有的托关系才能进入公办学校，但能否就近进入

有关系的学校，则很难说，这主要牵扯到穆斯林流动

人口子女的生活习俗 饮 食 问 题。在 中、东 部 地 区 城

市的幼儿园和学校，普遍缺少清真食堂，所以许多穆

斯林流动人口的孩子不得不回 老 家 上 学，这 一 比 例

高达３０．１％。这就造成了父母与子女分离，家庭离

散，许多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对孩子的成长和将来的

发展是不利的。

其他问题如“读书没有什么用”的占３．２％、“孩

子自己不愿意学”的占４．８％、“留在店里帮忙”的占

３．３％、“学 习 宗 教 知 识”的 占６．４％，“其 他”的 占

１．４％，但有这些观 念 的 非 常 少，说 明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是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只是 城 乡 二 元 结 构 限 制

了穆斯林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机会。所以穆斯林流

动人口在子女教育层面的融入上是非常低的。

２．社会保障融入低。当前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的差异性是户籍制度城乡差异、地 域 分 割 的 主 要 内

核，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 流 动 人 口 能 享 受 与

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重要标志。社会保障是弥补市

场原则的缺陷、对社会财富进行 再 分 配 从 而 实 现 相

对的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最重要

的制度手段。［８］由社会保障织就的这种“安全网”，能

够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提 供 最 低 的 生 活 保 障，

帮助他们规避经济市场、社会风 险 或 自 己 生 命 历 程

中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并能够 帮 助 他 们 克 服 制 度

壁垒带来的障碍，在劳动力就业 市 场 及 其 他 社 会 经

济生活领域中享有相对公平的 待 遇，使 流 动 人 口 能

免除最基本的威胁，并最终推动 社 会 公 平 与 社 会 和

谐，促进流动人口顺利地融入流 入 地 城 市 的 社 会 经

济生活中。因此，流动人 口 社 会 保 障 的 享 有 程 度 对

于流动人口顺利、成功地融入城 市 社 会 有 着 不 可 小

觑的积极意义。

但是，中国流动人口的总体保障水平依旧低下。

在一段时期内，城市流动人口参 与 社 会 保 险 的 比 例

维持在 一 个 较 低 的 水 平。２０１２年，农 民 工 养 老 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 育 保 险 的 参 与 率 分 别 为

１４．３％、１６．９％、８．４％、６．１％，而同期城镇人口的参

与率 分 别 为４２．７５％、７５．３６％、２１．３９％、２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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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距 很 大，前 者 与 后 者 的 比 值 分 别 为 ３３．４５％、

２２．４３％、３９．２７％、２８．１４％。［９］２０１１年，少 数 民 族 流

动人 口 在 现 居 住 地 未 参 加 任 何 保 险 的 比 例 达 到

６８．９％。［１０］（Ｐ６０）对北京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显

示，４０．３８％的被调查者参加了养老保险，２３．４０％的

被调查者享有失业保险，５７．６９％的被调查者享有医

疗保险，享有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的 被 调 查 者 分 别

占３４．０９％和１９．１５％，而享有住房补贴的仅占被调

查者的１２．５％。［１１］（Ｐ１７５）

从４城市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看，高达９２．３％的

人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参加社会保险的只有７．７％。

从调查中了解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养老、医疗保险

基本上都 在 流 出 地 老 家 办 理 的，这 样，如 果 生 病 住

院，即使参加了医疗保险，但按规定住院治疗必须在

流出地，这样使穆斯林流动人口很 难 在 城 市 享 有 医

疗保障。失业保 险、工 伤 保 险、生 育 保 险，穆 斯 林 流

动人口缺少这种意识，有的甚至没有听说过，因此办

理的很 少。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没 有 参 加 城 市 社 会 保

险，除了宣传原因，主要还 是 经 济 收 入 低，没 有 多 余

的钱用于购买保险。另外，思想观念跟不上，也是重

要原因。所以，从参加社会保险方面看，穆斯林流动

人口参与率极低，社会保障制度层 面 上 的 融 入 程 度

低。

３．穆斯林流动流动人口的经营方式与城市管理

相互不适应。由于穆斯林 流 动 人 口 主 要 来 自 农 村，

加上其从业以餐饮业为主，在摆摊 设 点 等 经 营 方 式

方面与城市管理存在一定冲突。而有的城市在对穆

斯林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往往出现 两 种 极 端 的 表 现。

一种是因为怕引起民族 矛 盾，不 愿 管 不 敢 管。一 些

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违规经

营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绕道而行，致使流动经商处于

放任自流，无人管理的状 况。另 一 种 是 不 考 虑 穆 斯

林流动人口特点，以管理一般流动 人 口 的 方 式 去 应

对穆斯林流动人口问题，这种方式 极 易 使 矛 盾 和 纠

纷激化，从而引起其串联、上访及群体性事件等情况

的发生。

４．城市原有的文化生活设施不能满足穆斯林流

动人口 的 需 求。（１）宗 教 活 动 场 所 不 能 满 足 需 要。

对于广大穆斯林来说，民族传统文 化 与 伊 斯 兰 教 文

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穆斯林民族具有特色鲜明

的民族传统节如开斋节、古 尔 邦 节、圣 纪 节 等，都 是

在清真寺举行，每到这些节日，各民族穆斯林云集清

真寺，参加民族宗教活动。随 着 大 量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进入，城市中的清真寺成为外来 穆 斯 林 宗 教 活 动

和交流的重要场所，但宗教场所明显不足，尤其是民

族节日，人满为患，如深圳 市，每 逢 开 斋 节 和 古 尔 邦

节，到清真寺参加节日会礼的穆斯 林 人 数 都 会 超 过

万人，但因没有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清真寺，所以礼

拜的穆斯林只能占用清真寺周 围 的 马 路，在 马 路 上

礼拜，这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影响到一些居民的正

常出行，可能会招致一部分非穆斯林的不满和误解。

同时由于宗教场所数量少，空间分布不合理，距离经

营场所比 较 远，流 动 穆 斯 林 的 宗 教 生 活 受 到 影 响。

（２）流动穆斯林安葬难。城市的穆斯林 墓 地 是 按 照

户籍穆斯林的人口规划的，没有 考 虑 外 来 穆 斯 林 的

安葬问题。如 某 市 只 有８　０００个 墓 穴，仅 能 勉 强 满

足现有户籍 穆 斯 林 的 殡 葬 需 要，最 多 能 维 持２～３

年。一旦有穆斯林流动 人 口 去 世，或 者 就 近 在 穆 斯

林专用墓场速葬，但需要出不菲的费用；或者只能运

回原籍安葬。（３）城市清真食品问题较多。中、东部

地区城市清真网点较少，而且清真牛肉价格高，清真

食品企业规模小、档次 低、经 济 实 力 弱，还 存 在 清 真

“不真”的现象。

三、推进穆斯林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对策

尽管输出地、输 入 地 政 府 对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在

做好服务管理方面采取许多正 式 支 持 手 段，为 他 们

走出家门、在城市就业提供了制度援助。但是，由于

社会体制因素的制约，加上穆斯 林 流 动 人 口 特 殊 生

活习俗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不 足，城 市 社 会 在 制 度

层面缺乏应对准备，造成穆斯林 流 动 人 口 在 子 女 入

学、入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比 其 他 流 动 人 口 遭 遇

更多更大的困难，制度层面的支持明显缺失。因此，

政府在制度设计上，逐步改变目 前 的 应 对 为 主 和 前

瞻性不足状况，秉承以 人 为 本、服 务 为 先 的 理 念，多

为穆斯林流动人口办实事，把管 理 服 务 做 到 穆 斯 林

流动人口身边和心里，让 他 们 看 得 见、摸 得 着，深 切

感受到输入地党和政府对他们 的 温 暖，感 受 到 民 族

大家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有序 有 效 地 推 进 穆 斯 林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１．在教育制度 层 面，解 决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子 女

入学困难问题。从调查 情 况 看，城 市 少 数 民 族 流 动

人口子女 教 育 是 最 急 迫 的 民 生 问 题。２０１４年９月

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 紧 扣 民 生，抓 发

展。重点抓好就业和教育”。［１２］这些子女既是民族的

未来，更是祖国的未来。如 果 他 们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今天仍然不能接受良好的教 育，将 对 民 族 地 区 和

少数民族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输入地城市政

府和学校要按照义务教育法要 求，无 条 件 接 收 穆 斯

林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教育，并在收费、管理等方面与

本地学生同等对待，不得违规向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子

女加收各种费用，并要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实施救助。

在这方面，城市中的“民族学校”应有更大的作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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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穆斯林流动人口对子 女 教 育 的 迫 切 需 求。同 时，

教育部、国家民委关于在各级各类 学 校 设 置 清 真 食

堂、清真灶的规定需要执行，解决好穆斯林流动人口

在学校的清真饮食问题，有清真饮 食 习 俗 的 学 生 达

到一定比例的学校，必须设清真食堂，政府可给予适

当的补贴。也可鼓励穆斯林群众在有清真习俗学生

多的学校经营清真食堂。城市从制度层面上解决穆

斯林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后顾之 忧，有 利 于 其 进 一

步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

２．保障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针对穆斯

林流动人口宗教生活中存在的问 题，一 方 面 相 关 政

府部门要 高 度 重 视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的 宗 教 生 活 需

求，合理规划宗教场所。当前中、东部地区城市普遍

存在现有的宗教场所不能完全满足穆斯林的宗教生

活需求的情况，给穆斯林流动人口 的 宗 教 生 活 带 来

了极大的不便。因此，要适 当 增 加 穆 斯 林 进 行 宗 教

生活场所 的 数 量，为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提 供 方 便、合

理、设施齐全的宗教场所。另一方面，针对穆斯林流

动人口普遍反映的清真饮食不便 的 问 题，政 府 要 提

高清真肉食、饮食、副食的 供 给，增 加 清 真 食 品 供 应

网点，加强清真饮食供应网点的合理布局，加大对清

真食品企业的扶持力度；同时加大 清 真 食 品 的 监 管

力度，可制定和完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等 类 似 的

政策法规，以法律手段来对清真食品进行监管，同时

加大对市场上仿冒清真食品等行 为 的 打 击 力 度，整

顿和规范清真食品的市场秩序，确 保 流 动 穆 斯 林 正

常的生活需求。

３．继续加强文化教育及多元技术培训工作，提

升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穆斯林流动人口融

入城市难与其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劳动技能、缺

乏竞争力有关。因此，继续 不 懈 地 抓 好 输 出 地 基 础

教育，提升自身文化素质是今天乃 至 未 来 穆 斯 林 流

动人口融入城市、融入社会的基础。从长远看，融入

要从娃娃抓起。但就目前 而 言，应 该 多 做 一 些 劳 动

技能培训，政府在这方面 应 起 主 导 作 用。除 了 对 自

谋职业穆斯林群众进行培训外，输 出 地 政 府 可 以 与

需要劳动力的企业签订劳务输出 合 同，并 根 据 企 业

对劳务的需求组织培训，由无序盲 目 到 有 组 织 外 出

务工。通过这些初步的培 训，为 穆 斯 林 流 动 人 口 提

供基本的技能，为他们适应并融入 当 地 社 会 提 供 一

定的条件。

４．穆斯林 流 动 人 口 经 营 方 式 必 须 适 应 城 市 管

理。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生产经营有相当一部分没有

“三证”，卫生状况堪忧，违章占道 经 营，这 种 情 况 在

不少地方仍然存在。面对 这 些 情 况，管 理 者 必 须 树

立正确的工作态度，讲究工作方法。粗暴执法、野蛮

执法不仅难以解决问题，还会引起民族对立情绪，甚

至演变为民族纠纷。当 然，对 违 反 城 市 管 理 规 定 的

情况也不能视而不见，要 晓 之 以 理，动 之 以 情，多 沟

通、交流，依法依 规 办 事。有 关 部 门 要 协 同 管 理，对

穆斯林流 动 人 员 的 不 当 经 营 行 为，不 仅 要 劝 阻、制

止，而且要 疏 导，为 他 们 的 合 法 经 营 创 造 必 要 的 条

件，“引导流入城市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

少数民族更好融入城市”。［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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