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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问题在整个世界上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然而，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最多的地
区，共有52个民族，他们却彼此相安无事，这其中的缘由和经验值得我们归纳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各个民族中原有的
些传统社会运行机制模式已经削弱，但是其所具有的惯性仍在发挥着作用。
如何在此基础上，找到一种合理的社会管理方式来促进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切实符合当前社
会生活并与社会发展趋势吻合的社会管理的权威结构，走向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的共
构模式是本书探讨的要点所在。

　　本书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权威理念从传统向现
代的转变、社会管理权威主体从一元向多元发展的可能性、社会管理方式从单向度的由上而下转变为
多向度的民主平等协商的现实性，尤其注意在边疆多民族地区通过发展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和社区组
织促进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
书中通过对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利益的协调机制、阶层的流动机制、秩序的控制机制以及矛盾的调
处机制等方面的论述，探讨了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如何建立一种具有现代社会秩序特点的社会机制体
系这一基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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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支持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正式支持是指国家或政府提供或干预的社会保障支持，非
正式支持是指由亲属、邻居、朋友等构成的初级群体提供的经济、劳务、精神等方面的支持。
”就正式的社会支持而言，由于社会管理体制的滞后，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
存在着缺位的现象，无法有效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城市中的二元社会体系，仅因为户籍身份的差异，在就业机会、享受社会保障制度
的机会、福利待遇、受教育权利、社会参与权利等方面被排除在社会制度之外，处于社会边缘状态，
从而不能按照常规的方式去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
这种社会筛选机制是有制度作为保障的，作为流动中的个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或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就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而言，主要是围绕流动人口中的个人而形成的社会网络，这一资源在流动人口获
得精神慰藉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于身处异乡的人群来说，来自家庭方面的社会支持会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而削弱了。
从调查资料来看，通过朋友、老乡介绍而外出打工的比例占到53.2%（样本数为1137份），自己外出的
为30.7%。
可见，流动人口中的个人更多依赖的是与自己具有很强同质性的邻居、朋友及亲属。
他们的交往范围比较狭窄、交往的对象也仅限于同乡或同族人，因而，流动人口在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网络中获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
农村居民流入到城市后，社会身份无法得到相应的改变，他们在城市中处于被隔离状况，无法真正融
入到城市生活中；虽然生活的社区形态发生了改变，但生活方式仍然是农村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中获
得的社会支持机会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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