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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为例，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

性现状及影响因素，结论如下: 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综合水平很低，“自我认同”因

子最低，“城市归宿”次之，“身份判断”最高; 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明显个体差

异，文化程度和家庭月经济收入对其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职业的影响不显著，年龄的影响

出现波动现象; 民族因素及文化认同是影响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深层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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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Urban Social Adaptation about Migrant Musl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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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Xiang1，ZHANG Yan1，YU Teng-fei2，SONG Xiang-kui1，

(1. School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2. Research School of Arid Environment ＆ Climate Change，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condition of social adap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tinerant Muslim cities，gradual regression analysis 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the factors of those citie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and conclude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Mobile Muslim
urban social adaptability is very low，and each factor of those the“self-identity”is the lowest，
“City-destination”followed by，and the“identity-determining”is the highest; The urban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Muslimshas obviou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ducation level and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omoting role; Career was not significant; And for the
age factor，it appeared volatility. Ethnic and cultural-identity factors are the deep-seated facto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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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daptation of the Itinerant Muslim.
Keywords: Itinerant Muslim; urban society adaptation;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Lanzhou city

一、问题的提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社会适应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地域和文化心理的障碍融入城市生

活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少数民族迁往城市中就业或创业的人口日益增

多。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由于加入了民族文化、民族传统

与民族意识的变量，其社会适应过程显得更复杂、更丰富，成为当前城市面临的焦点问题
［1 ～ 4］。尽管

部分学者对流动人口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
［5 ～ 7］，但针对少数民族人口特殊复杂社会适应过程的研究工

作尚显滞后，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进行民族迁移者社会适应的系统综合研究成果还较少。众多流动穆

斯林涌入城市，其城市生活能否适应问题成为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8 ～ 9］。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

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大多是对该群体社会适应状况的描述，缺乏定

量分析。本文通过对兰州市少数民族集中区发放问卷与访谈收集基础资料，分析与探讨了兰州市流动

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特点，兰州市是一个少数民族散杂居

的城市，有 37 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近 12. 5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 314 万的 3. 99%。其中回

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少数民族约 11 万人，占

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82. 44%。回族人口在兰州少数民族人口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使得兰

州市具有很好的“试管效应”，可以把兰州市当成观察西北地区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现状的

橱窗。
帕克认为城市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

［10］。流动穆斯林是一群特

殊的城市外来工群体，他们对“自我”和“认同”方面的认知及城市的归属感
［11］

将直接关系到他们

自身内心是否冲突及他们这一特殊群体的“边缘化”程度
［12］。本文将城市社会适应界定为个体在城

市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起来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将其操作化为流动穆斯林对

自我未来归宿的倾向、对自我身份的判断、对自我现状的感知及自我认同等几个维度，每一个维度设

计 3 ～ 5 个个人评价或感受作为指标，采用三点式量表进行测量。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由于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及调查人员相对较少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

无法进行概率抽样，而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同时考虑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地

区分布四个因素，还在样本上充分考虑了异质性、分析内容多寡、分析方法和经验性判断等
［13］。本

研究选取流动人口较多的西固区福利路、安宁区培黎广场、七里河区小西湖及上西园、城关区东部市

场 6 处作为集中调研区域。采用问卷发放与跟踪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总计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16 份，回收有效率 86%，其中流动穆斯林问卷 340 份，占有效问卷的 65. 9%。
在调查的流动穆斯林有效问卷中，男性占 60%，女性占 40% ; 已婚占 86. 5%，未婚占 13. 5% ; 年龄

跨度为 15 ～ 60 岁，平均年龄 35 岁，31 ～ 40 岁之间人口占调查总数的 40% ; 文化程度偏低，以初中和

小学为主; 职业构成以个体户为主，大多从事小商品买卖及服务业; 家庭收入也偏低，大多为500 ～
2000 元之间，占调查总数的 69. 4%。整体而言，这一群体文化程度偏低，职业升值空间较小，家庭

收入偏少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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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N = 340)

项目 频次 (人) 频率 (% ) 项目 频次 (人) 频率 (% )

性别 男性 204 60. 0
女性 136 40. 0

年龄 20 岁以下 48 14. 1
21 ～ 30 岁 40 11. 8
31 ～ 40 岁 136 40. 0
41 ～ 50 岁 110 32. 4
51 岁以上 6 1. 8

文化程度 不识字 23 6. 8
小学 90 26. 5
初中 139 40. 9
中专、高中或高职 67 19. 7
大专、本科及以上 21 6. 2

户口所在地 城市 28 8. 2
农村 312 91. 8

婚姻状况 已婚 294 86. 5
未婚 46 13. 5

职业 个体户 147 43. 2
建筑工人 17 5. 0
服务人员 57 16. 8
教师 2 0. 6
医生 2 0. 6
政府工作人员 13 3. 8
其他 102 30. 0

家庭月收入 500 元以下 50 14. 7
500 ～ 1000 元 149 43. 8
1000 ～ 2000 元 87 25. 6
2000 ～ 5000 元 44 12. 9
5000 元以上 10 2. 9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变量进行化简，并用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因子的筛选，建立“最优”回

归方程。

三、结果呈现与初步分析

1. 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现状

表 2 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量表 %
指标 符合 不清楚 不符合

1. 我很在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62. 94% 26. 18% 10. 88%
2. 我经常鼓励和关心别人 77. 35 20. 29 2. 35
3. 我觉得大家都愿意接近我 60. 00 34. 71 5. 29
4. 我觉得自己的烦恼无人可以倾诉 31. 76 27. 65 40. 59
5. 我曾经回避与他人交往 24. 12 27. 94 47. 94
6. 我经常感到害怕、紧张、担心 23. 82 20. 29 55. 88
7. 我经常被他人欺负 15. 00 15. 29 69. 71
8. 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72. 35 24. 41 3. 24
9.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65. 88 30. 88 3. 24
10. 我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43. 24 21. 18 35. 59
11. 感觉当地人对外地人有歧视 31. 18 41. 18 27. 65

表 2 中指标涉及流动穆斯林

城市的社会适应性。从表 2 中，

我们虽然可以看出被调查的流动

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大致倾

向，但指标较多，且相互之间存

在相关，造成信息重叠，无法行

进有效的分析，因此，我们采用

SPSS 17. 0 软件对各指标进行因

子分析。
指标 4、5、6、7、11 计 分

方向与整个量表相反，在分析前

先对其进行正向计分①。然后对这 11 个指标进行 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一般认为该值在

0. 5 以下就不 适 合 做 因 子 分 析，这 11 个 指 标 的 KMO 值 为 0. 726，巴 特 利 特 球 检 验 的 卡 方 值 为

345. 200，自由度为 55，在 0. 00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 11 个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采用主成分方法提取因子，然后对其进行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同

时选择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为研究所需要的因子，从而得到表 3 的结果。表 3 表明，11 个指标被

概括为三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内容，分别命名为“城市归属”、“身份判断”和“自

我认同”。
我们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 (见表 4) 为权数，计算因子得分; 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权数，计算城市社会适应的综合得分。本研究采用负值和正值赋分的方式，每一指标的分值是在

［－ 1， + 1］区间的取整变量，因子得分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为 + 1 分，最小值为 － 1 分。三

个因子共包含了 11 个指标，因子得分区间理论上应该为 ［－ 11， + 11］。城市社会适应包括三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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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因子摘要表

指标
提取因子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1. 我很在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 — 0. 605
2. 我经常鼓励和关心别人 — — 0. 629
3. 我觉得大家都愿意接近我 — — 0. 516
4. 我觉得自己的烦恼无人可以倾诉 0. 538 — —
5. 我曾经回避与他人交往 0. 711 — —
6. 我经常感到害怕、紧张、担心 0. 788 — —
7. 我经常被他人欺负 0. 551 — —
11. 感觉当地人对外地人有歧视 0. 587 — —
8. 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 0. 542 —
9.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 0. 711 —
10. 我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 0. 732 —
新因子命名 城市归属 身份判断 自我认同

特征值 2. 192 1. 603 1. 192
方差贡献率 19. 925 14. 574 10. 833
累计方差贡献率 19. 925 34. 499 45. 332

表 4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指标
提取因子

城市归属 身份判断 自我认同

1. 我很在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 0. 032 － 0. 166 0. 456
2. 我经常鼓励和关心别人 － 0. 018 0. 095 0. 425
3. 我觉得大家都愿意接近我 0. 075 0. 025 0. 355
4. 我觉得自己的烦恼无人可以倾诉 0. 252 0. 095 0. 041
5. 我曾经回避与他人交往 0. 359 0. 001 － 0. 206
6. 我经常感到害怕、紧张、担心 0. 403 － 0. 067 － 0. 080
7. 我经常被他人欺负 0. 297 － 0. 215 0. 246
8. 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 0. 058 0. 333 0. 169
9.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 0. 021 0. 457 0. 037
10. 我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 0. 015 0. 518 － 0. 244
11. 感觉当地人对外地人有歧视 0. 237 0. 013 0. 096

表 5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因子得分描述性统计

因子类型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自我认同 － 1. 486 1. 659 0. 407 0. 779 0. 607
城市归宿 － 1. 406 1. 851 0. 498 0. 554 0. 307
身份判断 － 1. 515 1. 867 0. 688 0. 588 0. 346

城市社会适应 － 0. 243 0. 593 0. 228 — 0. 380

子，综合得分区间也应该为 ［－
11， + 11］。因此，如果城市适

应的综合得分为正值，则表明流

动穆斯林适应了城市社会生活;

值越大，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越

高。如果得分值为负值，说明流

动穆 斯 林 不 适 应 城 市 的 社 会 生

活，绝 对 值 越 大，不 适 应 越 显

著。如果得分值为 0，则表明流

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

不明朗。本研究中，流动穆斯林

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各因子得分结

果见表 5。从表 5 中可以看出，

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综

合 得 分 区 间 为 ［－ 0. 243， +
0. 593］，均值为 0. 228，说明流

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整体表

现为适应，由于该值的绝对值偏

小且接近 0，说明流动穆斯林适

应城 市 社 会 生 活 但 适 应 水 平 偏

低。从分析中还知道城市社会适

应性综合得分小于 0 的有 43 人，

占总数的 12. 6%，说明调查中的

流动穆斯林里有 12. 6%的人不适

应城市的社会生活; 综合得分等

于 0 的仅有两人，这说明，适应

状况不明确的并不多; 综合得分

大于 0 的有 295 人，占调查总人

数的 86. 8%，但综合得分最大值

为 0. 593，也同样说明流动穆斯

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偏低。
就各因子来看，流动穆斯林的“自我认同”均值最小，说明在“认同”方面，他们对“城市认

同”、“群体认同”和“流动穆斯林身份认同”方面则表现出了最不适应，他们意识到了自身与“真

正”城市市民的差别及无法“真正”融入非本民族群体生活的独特性。在“城市归属感”方面，由

于流动穆斯林依旧具有较强的“打工心态”、“过客心态”，将兰州市看做是“他们的”，而不是“我

们的”，这种心态使他们中不少人对兰州市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保持一种“陌生人”的感

觉，导致了流动穆斯林城市归宿感均值虽然大于 0，但绝对值非常小，接近于 0，几乎处于不适应状

态。在“身份判断”方面，目前身份判断均值为 0. 688，大于 0，说明被调查的流动穆斯林在身份判

断上总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或“城市人”，该值的绝对值相对较小，倾向相对较弱。
2. 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与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在此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探讨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判定哪些因素是影响流动穆斯

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主要因素或者显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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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结果 (Beta 值)

自变量 自我认同 城市归属 身份判断 城市社会适应

性别 — — — —
年龄 0. 017 0. 008 — 0. 004

婚姻状况 — — — —
文化程度 — 0. 120 — 0. 032

职业 — — — —
家庭月收入 0. 421 — — 0. 116

与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 — 0. 115 0. 125* —
了解本民族的风俗习惯 — — — —

R2 0. 082 0. 088 0. 016 0. 133
F 15. 124 10. 771 4. 447* 16. 989

注:* P < 0. 05;P < 0. 01;P < 0. 001; 统计分析结果中检验不显著的 Beta 系数

均未列出。

逐步回归分析的主要的自变

量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 (X1 ); 文

化程度、家庭月收入、所从事职

业等经济地位特征 (X2); “与

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了解本

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特

征 (X3)。将这三类自变量分别

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性及因子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第一步自变

量为个体特征 (X1 )，以考察个

体特征对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影响。第二步加入了经济地位特征 (X2) 自变量，以考察经济地位特征

对城市社会生活适应性的影响。第三步加入了社会文化特征 (X3)，以考察社会文化交往特征对城市

社会适应性的影响。经过三步逐步回归得到一个拟合度较好的模型，其结果如表 6。
表 6 表明，逐步回归中自我认同、城市归属及身份判断的 R2

分别为 0. 085、0. 088 及 0. 016，说

明三个方程消减的误差都在 10% 以下，模型拟合度较差。城市社会适应的 R2
为 0. 133，F 统计量的

观察值为 16. 989，概率 ρ 值为 0. 000，表明在 0. 0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综

合来看，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性适应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分别是“家庭月收入” (0. 116)、“文化

程度”(0. 032) 和“年龄”(0. 004)。据以上分析可见，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具有如下特征。
(1) 年龄对流动穆斯林的自我认同、城市归宿和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明显的影响，其影响作用呈

现波动的现象。本次调查的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人口年龄在 15 到 60 岁之间，平均年龄 35 岁，年龄中

位数 38 岁，存在两个年龄峰值 (见图 1: 左): 第一个高峰主要以未婚的 20 岁左右的青年人为主，

从事的职业主要是服务业，文化程度以初中占多数; 第二个高峰主要以已婚的 40 岁左右的中年人为

主，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个体户，文化程度以初中占多数经。在这里笔者发现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即

少数民族人口年龄构成的两次高峰值与流动人口的职业与文化水平之间有种特殊的关系。初步分析认

为: 流动穆斯林人口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进城后主要以从事餐饮、服务业为主，这有可能是第一次年

龄峰值出现的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大必定面临娶妻生子的生活需求，以及结婚后生活所迫及奉养老人

及子女的需要，大部分劳动力又不得不重返城市，形成第二个流动穆斯林人口年龄高峰。

图 1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人口年龄结构 (左) 及城市适应性随着年龄的变化趋 (右)

若以流动穆斯林各年龄段城市适应综合得分均值为纵轴，各年龄段为横轴做出流动穆斯林城市适

应状况随着年龄的变化趋势 (见图 1: 右) (图 2、图 3 右图都是按照均值绘制)。随着年龄的变化，

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在 20 ～ 30 岁之间出现一个低值，在 30 ～ 50 之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城市

社会适应性水平随之提高，而 50 岁以后又呈现降低的趋势。笔者认为，之所以在 20 ～ 30 岁之间出现

了一个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降低，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年轻人面临的娶妻生子以及婚后生活及奉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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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女的生活压力，导致他们身份判断出现混乱，自我认同出现偏差，从而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降

低; 30 ～ 50 岁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不少流行穆斯林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经济收入水平也提高了，从

而增强了他们对城市的归宿感以及对自我身份和这个城市的认同，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也亦随之提

高; 随着年龄增大，50 岁以后老人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们觉得“落叶”总是需要“归根”的，

加之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思想更是根深蒂固
［14］，所以在 50 岁以后，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的归宿

及认同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从而出现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的降低。
(2) 文化程度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身份特征决定不同文化融

入群体与当地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决定其不同的文化认知和适应范式。流动穆斯林在进入

城市之后，在与城市异质文化的接触中，主体会对与自身文化差异明显的异质文化进行识别与认知，

这种文化认知与主体文化知识结构具有较大的关联，一般而言，主体文化知识结构越相近，对它文化

的接纳程度越高。本次调查的兰州市流动穆斯林文化程度 (见图 2: 左) 主要以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

为主，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 40. 9%和 26. 5%，大致有 3 /4 的人口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进而影响

了其在城市的就业与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较低的城市适应和社会适应性水平。从图 2 右可

知，文化程度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文化程度越高，调查对象越认

为自己有价值，是本地人或城市人，城市归属越显著，自我认同越强且越倾向于城市，城市社会适应

性亦越好。

图 2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文化程度结构 (左) 及不同文化程度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差异 (右)

不同文化程度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的显著差异具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兰州市流动穆斯

林来源主要以周边民族地区为主，这些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回族为主。回族群众长期以来形成

了浓厚的商品意识，有经商做买卖的传统，这种强烈的“重商”文化与伊斯兰教有很大的关系。穆

罕默德说过: “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这种文化特点决定了回

族教育呈现出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双重性特征。丁明俊
［15］

等人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文化

对民族教育的影响研究指出: 在历史上，穆斯林民间一直有“多读书即远教”的忧虑。对于当前来

讲，由于我国教育制度的不完善，就业难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回族家长及学生，使得“新读书无用

论”在西部穆斯林民族地区弥漫开来。这种文化的连带效应造成流动穆斯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

直接的后果就是就业程度低，且以从事服务和小商品经营为主，间接影响了其家庭经济状况及城市社

会适应，进而造成其城市社会适应能力这一现状。
(3) 家庭月收入对自我认同和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调研显

示，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家庭月收入水平集中在 500 ～ 1000 元及 1000 ～ 2000 元两个区间，比例分别为

43. 8%和 25. 6% (图 3: 左)。同时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家庭经济收入与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

具有正相关关系 (图 3: 右)，即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城市适应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说明经济条件

差 (家庭收入低) 是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但如果这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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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家庭月收入结构 (左) 及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差异 (右)

过大，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矛盾。2006 年 10 月，国家统计局曾发布城市农民

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生活质量比较差，居住、
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

［16］。同样，

流动穆斯林在城市适应中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从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城市适应社会适应性水平差异来

看 (图 3: 右)，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人口城市适应水平随家庭月收入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不

言而喻，稳定的收入是满足城市生活最低需求的基础，也是进行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休闲娱乐体

验的基础。同时收入水平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其社会适应能力也就越强。
(4) 民族因素及文化认同深层次地影响着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从模型来看，流动穆斯

林对目前的身份判断只受是否与不同信仰的人交往的影响，说明民族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自

我身份的判断，对自己是否适于城市群体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虽然“与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
并不是城市社会性适应的显著影响因素，却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和对目前的身份判

断，他们对“城市归宿”和“身份判断”方面的认知及城市自我认同感将关系到他们内心是否存在

冲突以及该群体的“边缘化”程度。笔者认为这是流动穆斯林与其他流迁人口城市社会适应性最显

著的不同———民族因素及文化认同深层次地影响着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性适应水平。
流动穆斯林是基于共同文化和族群认同之上适应城市生活的。在格尔兹看来，作为符号载体的宗

教是文化的基本质量，构成了文化的核心，宗教象征符号合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生活的格

调、特征和品质
［17］。流动穆斯林“围寺而居，依坊而守，倚坊而商”的生活模式形成了“大分散，

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如此广泛的、深层次的“接触”必然会产生流动穆斯林文化不适和文

化冲突。外来流动穆斯林在改善经济生活条件的同时，又努力传承和保持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精神

信仰，难以真正融入以汉文化的现代化为主题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之中，从而生活于城市的地域边

缘、文化边缘和心理边缘。只有当流动穆斯林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时，即只有当他们认

为自己是当地人时，他们才能真正融入流入地的主流社会。
从调查中发现，来兰州的外来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的归宿感和身份判断得分值相对较高。伯福德

(R. L . Burford) 提出，在决定迁移的因素中，心理的距离比地理上的距离更为重要
［18］。马戎

［19］
指

出: “(人口迁移) 一般会向自己所属族群人口较多、聚居程度较高的地点迁移，以求得族群和文化

归属感和语言习俗方面的便利”，“迁移后会自发形成本族人相对聚居的小社区，使本族的生活习俗、
宗教生活得以保持，生活上便于互助，也较易于集体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兰州市与周围民族地区之

间的主体少数民族成分一致性以及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具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区
［20］，这为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城市生活的相对同质性的聚居区，兰州市五个区有清真寺和拱北等伊斯兰教活动

场所 83 处，其中回族较多的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共 66 处
［21］; 所以笔者认为民族的同质性与相对的聚

居区以及与周围民族地区乡村之间在民族、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基本一致，文化、传统上的类同性

极大地拉近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心理距离，使其产生对城市的归宿感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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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是一个长期过程。流动穆斯林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加之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

的不同，地域、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其城市社会性适应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归根结底在

于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城市，导致流动穆斯林在思想观念、知识技

能方面难以应对城市社会带来的文化“震惊”冲击。本研究根据因子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

将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现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因子分析将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归纳为“城市归属”、“身份判断”、“自我认同”三

个因子。其中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总体适应水平偏低; “自我认同”均值最小，流动穆斯林

的“城市认同”、“群体认同”和“流动穆斯林身份认同”方面表现为最不适应; 在“城市归属感”
方面，流动穆斯林依旧具有较强的“打工心态”、“过客心态”; 流动穆斯林对目前身份判断总体倾向

于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或“城市人”，该值的绝对值相对较小，倾向相对较弱。
(2) 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社会的适应性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和年

龄等因素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重要影响。文化程度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明显的

正向促进作用; 具有较高家庭月经济收入的人城市社会适应性好于其他流动穆斯林; 职业在城市社会

适应性方面影响不显著; 年龄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的影响出现了波动的现象: 20 ～ 30
岁的年轻人城市适应水平有降低的趋势，30 ～ 50 岁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提高，50 岁以后城市社会适

应性水平又呈现降低的趋势。
(3) 民族因素及文化认同是影响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深层次因素。民族的同质性与相

对的聚居区以及与周围民族地区乡村之间在民族、宗教、生活习惯等文化和传统上的类同性极大地拉

近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心理距离，城市的归宿感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得到增强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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