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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城镇少数民族人 口 的

就业分布与特征
——

基于 ＣＨＥＳ２０ １ １ 数据 的分析

马辟

族 际就 业 差 异
一 直是政府和 学 界 关 注 的 热 点 ， 观察新 时 期少 数 民族 与 汉 族 的就 业分 布及其 特

征 ， 目 的 是 为 揭 示 民族地 区 经 济 社会发展现状 、 制 定政策预 案 提 供 主 要 依据 。 本文 利 用 ２ ０ １ １ 年 西

部 民族地 区 经 济社会状况家庭调 查 数据 （ＣＨＥＳ２ ０ １ １ ） ， 考察 了 少 数 民族 与 汉 族在 就业 分布 和就 业

特征方 面 的 异 同 ，发现 当 前 我 国 民 族地 区 城 镇少 数 民族 与 汉族 人 口 的 就 业 差 异逐渐 缩 小 ， 但 仍 然

存在
一 定 的 分割 痕迹

；
从就 业 特征看 ， 少 数 民族在 劳 动 收入 、 劳 动合 同 和社 会保 障 以 及职 业 流动 等

方 面 都 呈现 出 了 规律性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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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 ， 良好的就业格局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解决少数 民族就业问题、提高就

业质量是 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路径之
一

。 在此背景下 ，对 民族地区族际就业差

异展开分析 ，特别是对城镇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就业分布及特征现状进行系统梳理 ，对判定民

族地区社会发展状况与演变态势 ，进而理解西部地区 民族关系 ，寻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行路

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 此外 ，
对少数民族就业分布和就业质量的分析 ，还可以检验我国 的 民族政

策是否对少数民族就业起到 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 本 文利用 ２０ １ １ 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

况家庭调査数据 （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Ｈｏ ｕｓ ｅｈｏｌｄ Ｅｔｈｎ ｉ ｃｉ ｔ
ｙ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 １ １
，简称ＣＨＥＳ２０ １ １ ） ，从多个维度对

城镇少数民族与汉族就业差异展开 比较分析 ， 以期研究结论对制定相关政策具有
一

定 的参考

价值 。

一

、文献综述

我 国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形成的就业分布格局一直是国 内外学者们关注 的热点 。 在

新时期社会快速转型 、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日益 凸显的背景下 ，对于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

发展 ，尤其是城镇少数民族人 口就业机会获取及就业分布状况 的研究不断增加 ，并形成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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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一方面 ，有研究者认为少数 民族就业分布主要集 中于低端职业 ，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

地位 。 贝克林 （ Ｂｅｃｑｕ ｅ ｌ ｉｎ）研究发现 ，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就业分布方面的 职业层次差异非

常明显 。

？ 波文顿 （ Ｂｏ ｖｉｎｇｄｏｎ）认为 ，
这种就业分布的差异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 当地少数

民族青年而言 更为 突 出 ， 他们在 现实 中往 往被 排斥 在高 质量 的工作 岗 位之 外 。

？ 乔德里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研究了新疆各民族的就业分布状况 ，发现汉族 、 回族和蒙古族更 多地进人 了收人

较高的 国有企事业单位 ，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则大多从事农牧业 。

？
＊ （Ｙｅｈ）对西藏 的研究

发现 ，汉族在就业机会 的获取和职业地位的提升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

？ 臧小伟发现 ， 市场化改

革扩大了少数民族在获取髙层次 国有部门 岗位时与汉族的差距 ，从而使得少数 民族在劳动市

场上 的劣势地位愈加明显 。

？

另一方面 ，有学者研究发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就业机会方面并没有出 现上述

的 明显差异 ， 因而就业分布也不存在明显不 同 。 汉纳姆 （Ｈ ａｒｎ ｉｕｍ） 等人利用人 口普査数据分

析发现 ，新疆地区受过髙等教育的少数 民族与汉族在高层次职业获得过程中并无明显 的差距 ，

所谓族际就业机会的差距仅存在于中低端职业领域 。

？ 萨特曼 （ Ｓａｕ ｔｍａｎ ）等人对城镇地区的

研究也发现 ，藏族与汉族并不存在就业机会和分布方面明显的差距 ，在政府机构或者职级较高

的职位方面 ，
汉族人 口并不 占优势 ，他们往往更多地作为生产领域 的蓝领工人或专业技术人员

出现 。 具体而言 ，在西藏 自 治区 内的汉族暂住人 口 主要经营小规模商业或服务业 ，并没有对当

地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形成挤压 ，不存在就业分布的 明显差异 。 而在 自 治区就业分布格局 中 ，

党政部 门干部 中藏族 占 了绝大部分 ，而且商业中也不乏富裕的藏族人 口
，所以他们才是 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

？

最后 ，来 自 全 国的宏微观数据研究指出 ，总体上看 ，少数 民族群体与汉族 的就业机会和就

业分布中的职业等级层次有 明显差距 ，

？而且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而言 ，从他们 的流动特征

和就业质量来看还存在 明显 的部门 、行业和职业分割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布于中低端行业 。

？

总之 ，既有研究大多通过翔实的数据检验了我国 民族地 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就业分布方

面的异同 ，但 囿于所分析的民族区域往往过于狭小 ，仅针对某
一

个或某几个少数 民族的分析结

果 ， 很难从结论上准确描述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真实现状 。 基于此 ，本文将通过近年来在西

部民族地区 开展的微观调査数据 ，从更加直观的视角分析民族地区人 口就业分布及特征现状 ，

以期对这些地 区少数 民族就业的总体状况进行判定 ， 为政策预案提供线 索 。 本文将通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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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来揭示民族地区城镇少数民族人 口 的就业分布与特征 。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 自 ２０ １ １ 年西部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 （ ＣＨＥＳ２０１ １ ） 。 该调査

由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民族经 济研究室于 ２ ０１ ２

年 ６ 月共同 完成 ，共包含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 内蒙古 自 治区 、宁夏回族 自 治 区 、广西壮族 自 治

区 、青海省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 治州和湖南省等七个地区 。 调査采用 国家统计局的城乡

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 强调对各个地 区 主 体 民族 的家庭 调査 ，
问卷 内容包 含 了 就业等 信息 。

ＣＨＥＳ２０１ １ 数据覆盖 了我 国绝大部分民族地 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 ，样本分布面宽 ，代表性好 ，

能够为研究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充分的支撑 。 根据本文研究所需 ，笔者选择城镇地 区

的调査数据 ，总样本为 １ 〇
，
〇６ ２ 个 ，剔除部分无效样本后的有效样本为 ９ ９ ２１ 个。

（二 ）样本的统计描述

笔者对七省区城镇个人加户数据的统计进行了描述 。 表 １ 详细汇报了调査数据中各民族

样本的分布情况 。 本文数据的总样本为 ９ ９ ２ １ 个 ，其 中少数民 族为 ４ ４４３ 个 ， 占 比 ４４
．７８％ ；汉

族为 ５４ ７８ 个 ， 占 比 ５ ５
．２２％ 。 在少数 民族群体中 ， 回族 、苗族 、蒙古族 、维吾尔族、侗族 、壮族 、

土家族 、 哈萨克族 、瑶族 、 藏族样本 占比最多 ，其余少数 民族较少 ，与我 国民族人 口 的结构基本
一

致 。 性别方面 ，少数民族男性占 ５０ ．２７％ ， 女性 占 ４ ９ ．７ ３％
；
汉族男 性的 占 比为 ４８

．８７％ ， 略

低于女性的 ５ １
．
１ ３％ ，总体上性别 比平衡 。 另 外 ，非农业户籍 的少数 民族 占 ８６ ．６ ８％ ，农业户籍

的少数 民族占 １ ３
．３２％

；非农业户 籍的汉族 占 ８８
．２６％ ，农业户籍的 汉族 占 １ １

．
７４％ 。 可见 ，有

更高比例的少数民族人 口 从农村流动到城镇居 留就业 。

表 １ 样本统计描述
一

分类名 称样本置占 比 ％名 称样本置占 比 ％

少数民族蒙古族５７ １５
．
７ ６回 族９ ５４ ９ ．６ ２

藏 族１２ ７１ ． ２８维吾尔族５００ ５ ． ０ ４

苗 族７９ １７ ． ９７彝 族３０ ． ０ ３

壮 族３１ ９３ ． ２ ２布依族２ ８０
． ２８

朝鲜族２０
．
０ ２满 族３ ９ ０

．
３９

侗 族３７ ９３ ． ８ ２瑶 族１ ５０１
．
５ １

白 族９０
．
０ ９土家族２６ ８２

．
７０

哈尼族 ５０
．
０ ５哈萨克族 ２０４２

． ０ ６

傣 族 １〇？ ０１黎 族５０ ． ０ ５

傈僳族１０ ． ０ １畲 族６０． ０６

高山族７０ ． ０ ７东 乡族９０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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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颇族６０ ． ０ ６土 族２ ９０
． ２ ９

达斡尔族４０
．
０ ４仫佬族５０． ０ ５

撤拉族４０ ． ０ ４仡佬族２０
．
０２

锡伯族７０
．
０ ７乌孜别克族１０． ０ １

裕固族２０． ０２京 族４０． ０４

郓伦春族１〇
？ ０１合 计Ｍ４３４ ４．７ ８

汉 族５４ ７８ ５５ ． ２ ２

总 计９９ ２１１０ ０

少数民族男 性２ ７４ ９ ５０ ． ２７少数 民族女性２７ ２０４ ９ ． ７３

性 别

汉族男性２２ ３３４ ８ ． ８７汉族女性２３ ３６５ １ ． １ ３

少数 民族农户５ ６９１ ３ ． ３２少数民族非农户３７ ０３８ ６ ．６８

户 口

汉族农户６ １８１ １ ． ７４汉族非农户４６４ ７８８ ． ２６

表 ２ 样本统计描 述二

类 别样本置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年 龄少数 民族４ ５３ ３３３ ． ６ ９０ ７ ８０ ９９

汉 族５ ４３ ６ ３８ ． ４ ４６ ８４０９９

少数民族劳动年龄人口３ ３９ ２３８ ． ０ ３８ ６ ２１ ６６４

汉族劳动年龄人 口４ ２３０ ４０ ． ２ ３４ ７５１６６４

受教育年限少数 民族３ ４２８ ９ ． ９７ ５１ ４６０２５

汉 族４２０３１０． ０８ ４５ ６０２ ６

家庭规模少数民族３ ９５３４．
１ ５ ６０８ ４１８

汉 族５ １ ０ ３４．
２

１ ２２ ２８１８

表 ２ 进一步统计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规模变量特征 。 全体 口径的统计结果显示 ，少

数民族人 口 的平均年龄为 ３ ４ 岁 ， 比汉族的 ３８ 岁 小 ４ 岁 ；
对劳动年龄人 口 的统计分析则 发现 ，

该差距缩小为 ２ 岁 。 对数据的详细挖掘还发现 ， 与汉族相 比 ，
少数民族 １ ６ 岁 以下人 口 占 比更

高 ，
而且在绝对数量上超过汉族 ，表 明在城镇中少数 民族年龄较小的人 口更多 ； 同时 ，在城镇中

常住的少数民族农业户籍人 口 比例也更高 。 从劳动力工作搜寻的基本规律来看 ，从农村 向城

市流动的大多是较为年轻的劳动力及其所携带的子女 ，所 以我们可以判断 ，在城镇中常住 的少

数民族农业户籍人 口基本都处在相对较小的年龄阶段 ， 因而在总体上使得少数 民族群体的平

均年龄更低 。 少数 民族总体年龄结构偏小和农业户籍人 口 占 比较大的现实 ，
表 明在 民族地区

少数 民族的人 口流动逐渐趋于活跃 ，
政府应该对适龄人 口 的教育 、就业服务做出政策预案 ；而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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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推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角度出发 ，调整和制定新 的适应当前特点的民族人口城镇化策略 。

？

关于家庭规模的统计结果表 明 ，少数 民族与汉族在城镇中居留所形成的家庭结构基本相似 。

三 、就业分布比较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 的分割特点 ，本文从就业部 门 、行业 、职业 、单位规模四个方面

逐一分析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就业分布方面的差异 （见表 ３ ） 。

（

一

）就业部门 比较

从就业的部门来看 ，总体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就业的部门分布比较接近 ， 大部分人集中于国

有经济单位和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 ， 只有少部分人供职于城镇集体或其他经济单位 ，其他类型

就业者只 占总体的一小部分 。 具体来看 ，有 ５ ０
．９ ３％的少数民族在国有经济单位就业 ，高于汉

族的 ４３
．
３８％ ，而汉族在城镇集体 、其他单位 、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 的 比例略高于少数 民族 ，但

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 民族就业优惠政策在政府管控的 国有部门起到 了积极的效果 ，但在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个体和私营企业部 门吸纳少数 民族就业方面的影响效果不大 。 有研究发现 ，在

民族地 区 ，

一方面 ，少数 民族与汉族之间就业的不平等现象仅存在于私有部 门 ；另一方面 ，汉族

在国有企业单位就业机会上更有优势 。

？ 但本文的发现则证 明 了少数 民族在 国有部 门就业机

会获取上高于汉族的事实 ，进
一

步揭示 了民族政策的积极效应 。

（二 ）行业比较

在行业方面 ，笔者对问卷 中包含的所有 １ ９ 个行业类别都进行了 统计 ，结果发现少数 民族

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教育等行业的就业 比例 比汉族高 ，而在制造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业等领域低于汉族 。 在其他行业的分布情况是 ，少数 民族在农林牧渔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 ，住宿和餐饮业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的就业 比例略高 ；而汉族则在采矿业 ， 电力 、燃气及煤 的生产和供应业 ，批发和零售业 ， 居民服

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的 比例略高 。 总体上看 ， 民族地区就业人员 的行业分布平衡度较髙 ，没

有出现 民族之间 的明显差异 。 少数民族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教育等行业 就业 比例较高的

事实 ，说明在我 国民族地区城镇劳动力市场 中 ，
少数民族在体制 内单位的就业方面具有

一

定优

势 ，并没有 出现 比汉族就业分布更少的现象 。 笔者认为 ， 少数 民族人 口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

织 、教育行业就业 比例更高 ，不仅有利于劳动者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 和 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

更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 ， 还能够从教育 的代际传递过程 中 ， 更好地

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消除民族语言等因素带来的教育交流障碍 ，不断培养适应民族地 区

经济发展所需人才 。

（三 ）职业 比较

职业方面 ，从表 ３ 可知 ，少数民族人 口在劳动力市场中 的职业分布基本平衡 ， 除生产 、运输

①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内容是人的城镇化 ，
对于民族地区而言 ，还需要结合当地实际考虑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

２０１ ４年召

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 ，要
“

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民族问题 、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 ，让少数民

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

，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 参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 务院第六次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

行 》
，人民网 ： １１？口 ： ／／ ｛

）〇 １出（以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ｎ／ ２０ １ ４／０９ ３０／ ｃｌ ０２４
—

２ ５ ７６ ３３ ５９ ． ｈ ｔｍｌ
，
２ 〇 １５

年 
１０

月３０日 。

② 参见马忠才 ： 《中 国 西部劳动力 市场的民族分层 》 ， 《社会学评论 》 ２ ０１ ５ 年第 １ 期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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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比例低于汉族外 ，其他职业 占 比都略高于汉族 。 如果按照前述部分

学者认为的我 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
少数 民族人 口人力资本水平偏低 ，那么在职业分

布上必然会出现少数民族集中 于低端职业 的现实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 ，少数民

族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的 比例比汉族更高 ，这也再次佐证

了少数 民族的就业分布与汉族没有 明显差异 。

（四 ）不同规模单位的就业分布 比较

进一步地 ，笔者从单位规模的视角来考察少数 民族人 口 的就业分布 。 表 ３ 的分析结果说

明 ，少数民族与汉族就业人员主要分布于人数在 １ １ 人一 ５ ０ 人规模 的单位 ，其次是 １ ０ 人及 以

下 、 ５ １ 人一１ ０ ０人 以上的单位 ，
具有相似的分布规律 。 从具体 的 比例来看 ，少数 民族有４ ３

．４ ０％

的人在 １ １ 人
一

５０ 人的单位就业 ， 比汉族的 ３４ ．８４％更高 ，而在其他人数规模 的单位 中 ，少数 民

族则比汉族 占比低 。 事实上 ，我们已经在前文的分析 中发现汉族人口 在采矿业 ，制造业 ， 电力 、

燃气及煤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的就业比例高于少数民族 ，而从单

位就业人员数量来看 ，这些行业所对应的单位规模普遍比较大 ， 因而汉族在上述单位就业的人

数 比例会高于少数民族 。 究其原 因
，笔者认为 ，

一方面政府的就业优惠政策使得少数 民族人 口

更多地集中 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教育等规模相对较小的单位 ，因而可以说这种单位规模的

就业分布特征体现了政策的积极效应 ；
另 一方面 ，这一结果表明从不考虑政府干预下的劳动力

市场人才配置角度看 ，少数 民族人 口 在单位获取方面依然存在选择面相对汉族略窄 的 问题 。

因此 ，培养更多类型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并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 ，应该逐渐成为该群体今

后拓展择业范围 的新动力 。

表 ３ 少数 民族人 口就业 的分布

ＩＩ少数 民族

—

汉 族
胃



数置占 比 ％数置占 比 ％

部 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１ １ ８ ３５ ０． ９ ３ １ ２８ １４ ３
．
３ ８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６４２ ． ７６１ ２０４ ． ０６

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１ ３６５ ． ８５２ ２１７ ． ４ ８

城镇个体或私 营企业主３０４１ ３ ． ０ ９４ ７２１ ５ ． ９８

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被雇 者３ ４１１ ４．６８４ ７７１ ６ ． １ ５

其他就业者２ ９５１ ２
．
７０３ ８２１ ２ ． ９ ４

行 业农林牧渔业１ ３５５ ． ９ ６１ ５４５ ．２ ３

采矿业９０ ． ４ ０３ ９ １ ． ３３

制造业８ ５３ ． ７ ５１ ７０５ ． ７８

电力 、燃气及煤的生产和供应业５ ３２
． ３ ４１ ０ ６３ ． ６ ０

建筑业９ ７４ ． ２ ８１２ ８４ ．３ ５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１ ５０６
．
６ ２２ ６２８ ． ９ ０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４ ４１
．
９ ４５０１ ．７ ０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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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２ ６０１ １ ． ４ ７３ ７７１ ２ ． ８１

住宿和餐饮业９ ８４
．
３２１ ２２４ ． １ ５

金融业４ ５１ ． ９ ９７ ５２ ． ５ ５

房地产业１ ５０
． ６ ６２ １０

． ７ 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４ ３１ ． ９０５ ５１
． ８ ７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２ ８１
． ２４２ １〇 ■７ １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３ ２１
．

４ １４４１ ． ５ ０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２４ ３１ ０ ． ７ ２３２ ６１ １ ． ０８

教 育２２ ４９
． ８９２５ ５８ ． ６６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１ １ ５５ ． ０８１３ ９４ ．
７２

文 化 、体育和娱乐业４８２ ．
１ ２５ １１ ． ７３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５４ １２３ ． ８７ ５４ ８１８ ． ６２

职 业国家机关党 群组织 、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３０１０ ． １６ ２４ ９ ８ ． ４ ７

专业技术人员４ ９ ７２ １ ． ９５６ ０ ９２ ０ ． ７２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５９ ９ ２６ ． ４６７５ ５２ ５ ． ６ ９

商业３９ １１７ ．
２７４ ７ ９１ ６

．
３０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３９１ ．
７２５６１

． ９ １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１ ６ ７７ ． ３８３ ２７１ １ ． １ ３

军人６０ ． ２７ ３０ ．１ ０

不便分类 的其他从业人员３ ３５１４． ８０４ ６１１ ５
．
６ ９

单位规模１０ 人及 以下４ ０ １２ ０ ． ９２５ ２６２ １ ． ２ ４

１ １人
一

５０人８ ３２４ ３ ． ４ ０８６ ３３４ ． ８４

５ １人
一

１ ００人３０ ８１ ６ ． ０ ７４３ ４１７ ． ５２

１ ０ １人一 ２ ５０
人１ ９８１ ０

．
３ ３ ２９ ５１ １

．
９１

２５ １人
一

５ ００人８ ７４ ． ５４１ ４ ２５ ． ７３

５０１ 人
一

１ ０００人４８２ ． ５０７８３ ． １ ５

１０ ０ １人 以上４ ３２
．
２４１ ３９５

． ６ １

四 、就业特征比较分析

就业分布反映职业获取的可能情况 ，但劳动者在其工作过程 中 的处境还必须通过与具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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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关系更为密切的 就业特征来判断 。 因此下文将从工作时间 、劳动收入 、合 同类型和社会保

障及职业流动等方面进一步 比较少数 民族与 汉族的 就业 差异 ，并对其规律性 特点进行总结

分析 。

（
一

）工作时间特征

在平均意义上 ，少数民族劳动年龄人 口 的工作时间与汉族基本相 同 ，表明在民族地 区的劳

动参与方面 ，少数民族与汉族没有明显差别 （见表 ４ ） 。 在分性别 的统计分析结果中 ， 平均每天

工作时间少数民族男性为 ７
．２ 小时 ，

少数民族女性为 ６
．２ 小时 ；

汉族男 性为 ７
．６ 小时 ，汉族女

性为 ６
． ６ 小时 ，相差不大 ，考虑问卷设计 中包含了上下班途 中 的时间 ，所 以实际的参与工作时

间差异会更小 。 工作时间是反映劳动参与状况 的重要指标 ，
少数 民族人 口 的工作 时间与汉族

没有明显差别 ，表 明在我国民族地区的族际劳动参与基本趋 同 ，少数 民族人口 具有通过足够的

劳动参与获取劳动收入的机会 。 女性在总体工作时间上少于男 性 ，且 民族 内部性别之间 、 少数

民族与汉族女性之间的差别都与我国总体上劳动时间 的性别差异相近 ，没有出 现女性工作时

间过少 、女性工作时间超过男性等特殊现象 。

（二 ） 劳动收入特征

劳动收入是衡量就业状况的最重要 因素 。 根据调査数据 中 的劳动收入分类信息 ，笔者将

工资性收入汇总并分性别进行统计分析 （见表 ４）
。 在劳动 收人方面 ，少数 民族 （

３ ３８７ 元 ） 略低

于汉族 （ ４２２ ３ 元 ）
，
少数 民族男性的年工资性收人比汉族男性少 ３ １４ 元 ， 女性相 比少 ４９ ２ 元 ，可

见女性之间 的差距 比男性 明显 。 虽然这种劳动收人的差异平均到每个月 以后 ，并不十分可观 ，

但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讲 ，观察这种差异 的规律和原因是实施政策预案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的

必要前提 。 因此
，笔者还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收入分组的统计 ，结果发现 ，少数民族低收入组群

体所 占 比例更高 ，而汉族则在高收人组 中 占 比更髙 ；分性别 的结果也与此
一致 。 这就进

一

步证

明了在民族地区 的劳动力市场中 ，存在
一

定的收入分割现象 。 所以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考虑 ，实

施针对少数 民族 的就业优惠政策 ，帮助他们实现在政府管控部门 的就业 ，

一

方面是
一

种保护政

策 ，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同部门劳动群体的收入差异 。 今后应该更多地从提高

少数民族人 口教育质量 、拓展人才的专业种类 、提高技能水平等角 度入手 ，让他们获得更多在

市场中广泛择业的能力和机会 ，提高劳动的收益 。

表 ４ 工作 时间 、劳动收入 比较

类 别样本量均 值最小值最大值

每天工作时 间少数民族男性１２ ４ ５７ ． ２ ０７ ０６ ８０２ ０

少数 民族女性１ ２ ６ １６ ．
１ ５６ ３８４０１ ８

汉族男性１ ６ ３２７
．
６ ３ １ ７４０２ ０

汉族女性１ ５６ ８６ ． ５ ７８ ６１ ６０２０

年工资性收入少数 民族男性１ ６ ２６３ ７７ ２３ ． ６ ３０１８ ６４４ ８

少数民族女性１ ７ ６ １３ ７２ ６５ ． ７９０１ ５９ ２０ ９

汉族男 性２１ ０７３ ８０３ ７ ． ５２０９ ３３ ９４ ４

汉族女性２１ １ ６３ ７７５ ７ ． ８７０９ ３３ ９４ ４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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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特征

劳动合同是就业的重要特征 ，与就业稳定性和工作岗位质量有关 ， 同时还可以反映工作的

基本类型 。 从表 ５ 的统计结果来看 ，民族地 区人 口就业过程 中所签订 的合 同类型主要集 中于

固定职工和长期合同工 ， 占到总体的 多数 ，少数 民族有 ５ ３
．６ １ ％ 的人属于 国家干部和公务员 等

固定职工合同类型 ， 比汉族的 ４７ ．８５ ％更高 ，而在其他类型 的合 同类型中 ， 比汉族低 。 这
一

方

面表 明少数 民族更多地从事 比较稳定的工作 ， 另一方面表 明他们在就业分布方面还存在
一定

程度 的政策依赖 。 从签订劳动合同 的类型来看 ， 当前时期在我 国 民族地 区 的城镇就业 中少数

民族人 口 表现 出 了较好的受劳动合 同保护的新现状 ，不存在被汉族人 口挤压 的问题 ，而且在总

体上看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 比例也较低 。

社会保险方面 ，少数民族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 比例 比汉族高 ，而在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和

工伤保险方面的参保 比例 比汉族低 。 同时 ，大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尤其

是养老 、失业和工伤保险 。 考虑到城镇调查 中包含部分农业户 口在城镇 中居 留就业的人 口
，他

们大多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而不是城镇医疗保险 ，
所以实际上参加医疗保险的 总体 比例 比

表 ６ 中统计的结果高 。 具体来看 ，
少数 民族除了更高比例 的人 由单位负担城镇医疗保 险外 ， 自

己 购买医疗保险的人也很多 ，说明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人 口 的 医疗保险意识较强 ， 国家应该在 民

族地区提供更加充足的 医疗资源 ，保证民族地 区的就医需求 。

表 ５ 签订劳动合 同 的类型

少数 民 族汉 族

类 别

样本置 （ 个 ）占比 （％ ）样本置 （个 ）占 比 （％ ）

固定职工 （包括 国家干部 、公务员等 ）１ ０６ ２５ ３ ． ６ １ １ ２００４ ７
． ８ ５

长期合同工２８ ７１４ ． ４９４ ３６１ ７ ． ３８

短期或临 时合 同工１ ７ ９９
．
０４２８ １１ １ ． ２ ０

没有合 同 的员工２ １ ２１ ０ ． ７０２ ８６１ １ ． ４０

从事私营或个体 经营人员１ ２２６ ．
１ ６１ ６７６ ． ６６

其 他１ １ ９６ ．
０ １１ ３８５ ． ５０

表 ６ 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单 位

城镇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

参加类型

少数 民族 汉族 少数 民族 汉族少数 民族 汉族 少 数 民族 汉族

单位负担 ４
．
３６３

．３ ７７ ． ７ １８
．
４３４

． １ ８４
．
４ ２ ５ ．

９０６
．
０ ４

自 己 购买３ ５
．
４ ３３０ ． ８ １８

． ０ １１ １
．
５ ２１ ． ３２０ ．

９ ９０ ． ３ ５０ ．４ ８

单位与 自 己共付４
．
２７４ ． ７ ７１ １

．
５ ７１ ５

．
４ ２８

． ０ ５１ １
．
０ １３ ． ２ ７１ １ ． ０ ９

没 有５ ５ ． ０５６０ ． １１７２ ． １ ２６４ ．１ ３８ ５
．
３２８２ ． ７ ０ ８ ９

．
３ ８８８ ．

０ ６

不知道０
． ８ ９０ ． ９４０

．
５ ９０ ． ５ １１

．
１ ３０ ． ８８１ ．１ １０

．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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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职业流动特征

职业流动是劳动力市场不同群体就业特征的核心 内容 ，有研究发现 ，劳动力职业流动与其

经济地位的获得关系密切 ，

？所以分析少数 民族人 口 的职业流动特点 ， 并与汉族对 比 ， 可以更

加深入地 了解两类群体是否在经济地位获取方面存在差别 。 表 ７ 是基于少数 民族和汉族样本

合并的部 门流动关系分析结果 ，观察可知 ，处在对角线上的人数 占 了多数 ，表 明职业流 动的部

门依赖 比较 明显 。 例如 ，上一份工作是国有经济单位 ，那么其流动后依然在国有经济单位的可

能性更大 。 这
一

特征符合职业流动的基本规律 ， 由 于在原有部门 中所积累 的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 ，包括专用性人力资本 、 通用性人力资本 、在单位建立的社会网络和关系 ，只有在相 同或相

近部门求职或工作时才更容易得到有效利用和发挥 ，所 以劳动者考虑职业流动 的成本 和收益

后
，
往往选择与 自 己 圈 子接近 、更能发挥 自 身专业技能优势的部 门 ，

这就形成 了职业 流动的部

门依赖特征 。

？ 那么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这种路径依赖方面是否完全
一

样 ？ 笔者利用 Ｓｔａｔａ 统

计软件计算 了不同民族有工作变动经历 的劳动者的职业相关性 ，发现少数民族上
一

份职业与

最后一份职业的相关系 数为 〇
．７６８２

，汉族为 ０ ．６ １ ０２
，少数 民族相关性更高表 明其职业流动 的

路径依赖更强 。

表 ７ 部门 流动关 系分析单位 ：个



对应部 门 的代码


部 门名称及代码

１２３４５６

国有经济单位职工 （ １ ）６６４３５３５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 （ ２ ）２１ ９３４９１

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 （ ３ ）１０３０００

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主 （ ４ ）２００１ ０１１

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被雇 者 （ ５ ）１〇１１ ７３２２

其他就业者 （ ６ ）０２０１１２ ２

总 体７１２６９２ １３ １３ ２

这种较强依赖的职业流动路径特征 ，可能影 响少数 民族群体通过 自 由 的职业流动实现收

入改善的效果 ，因为有研究发现竞争充分的市场条件会使职业流动对劳动者收人获得的影 响

作用 凸显 ，而市场分割则使职业 流动对收入决定的影响作用受 到显著扭曲 。

？
目 前来看 ， 国有

垄断部门与其他部门间还存在诸多市场分割的 痕迹 ，尤其是体制性 的因 素使不 同层级间 的职

业流动不对称 ， 因而这种职业流动不能更好地发挥缩小行业间收人差距的作用 。 所 以 ，对于少

数民族群体而言 ，如何提高职业流动的 自 由度 ，更好地发挥职业流动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应

该成为未来 民族政策的着力点 。

① 参见吴愈晓 ：
《 劳动力市场分割 、 职业 流动与城市 劳动者经 济地位 获得 的二元路径模式 》 ， 《 中 国社会科学 》２ 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 。

② 本文所述少 数民族职业流动的路径依赖 ，可能更 多地发挥着社会 资本 的作用 。 这种社会资本对人 力资本的互补 或

替代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 人力资本的信号作用 ，进一步固化 其路 径依赖 ，并导致就业机会不公平现象产生 。

③ 参见 吕晓兰 ： 《 职业流动视角下 的收人 决定研究 》 ，浙 江大学博士论文 ， ２ ０ １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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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 １ １ 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査数据 （ ＣＨＥＳ２０ １ １ ）
，直观地分析了

城镇 中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就业分布 的差异 ，并厘定了 少数 民族人 口 目前所形成的 就业特征 。

基本结论如下 ：

第一 ，少数民族在 国有经济单位就业比例高于汉族 ，汉族则在其他部门就业 的比例略高于

少数民族 ，但差异并不 明显 。 行业分布平衡度较高 ， 民族之间 没有 出现明 显差异 ，少数 民族在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教育等行业就业 比例略高 。
少数 民族与汉族在劳动力市场 中 的职业分

布基本平衡 ，除生产 、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比例低于汉族外 ，其他职业 占 比都略高于汉族 。 在不

同规模单位就业中 ，少数民族与汉族具有相似的分布规律 ，但少数民族更趋向于在规模 中等偏

下的单位就业 。

第二 ，在平均意义上 ，少数民族萝动年龄人 口 的工作时间与汉族相近 ， 劳动参与趋 同 。 劳

动收人方面 ，少数民族略低于汉族 ，女性之间的差距 比男性明显 。 民族地 区人 口 的就业合同类

型主要集中于 固定职工和长期合 同工 。 少数民族参加城镇 医疗保险的 比例 比汉族高 ，而养老

保险 、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保比例比汉族低 。 民族地区人 口在职业流动过程中 的部 门依

赖比较明显 ，而少数 民族职业流动的路径依赖 比汉族更强 。

由 于新时期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 民族人 口 的就业选择 出现 了新的趋

势 ，形成了新 的特征 ， 而且有别于 国际国内学者既有研究 的观点 ， 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希望对

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新 的参考价值 。 政策建议如下 ：

第
一

，结合当前现状构筑新的 民族地区就业政策模式 。 政府要在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上关注民族因素 ，注重相对应的制度设计 ；
要注意对少数 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多元化就业

选择的引导 ，实现不同部门 、行业 、职业就业 的 自 由选择 。

第二 ，增进各 民族间经济互通 ，拓展少数 民族就业空间 。 少数民族在国有经济部门 以外 的

部门就业分布 比例较低 ，揭示了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择业 的能力不足 ，说明我 国 的民族优惠

政策必须逐步灵活化 ，
有区别地实行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人 口 的差异化政策 ，扩展就业 的空间 ，

让少数 民族有能力在不 同规模单位实现 自 愿就业 。

第三 ，从安置就业角度出发做好 民族地区 内部人 口 的城镇化工作 。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
，
城乡 劳动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必然首先在民族地区 内部流动 ，因而应该从安置就业 的角度出

发 ，将城镇化的工作重点放在民族地区 内部 ，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较为集 中的省 区 ，要有重点

地在流入城市做好政策预案 。

第四 ，继续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投人 ，提高民族人 口 的劳动技能 ，增加职业流动的 自 由

空 间 。 本文研究发现 ，少数民族职业流动的路径依赖更强 ，可能影响他们通过 自 由 的职业流动

实现提高收人的 目 标 ，所以要在提高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 同时 ，加大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 的

政策扶持力度 。 但 目前我 国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相对落后 ，教育等公共资源的配置也比较薄弱 ，

所 以要加强 民族地 区的教育投入 ，发展职业教育 ，
提高少数 民族人 口 的技能水平 ，增加在个体 、

私企等就业 岗位获取工作的能力 。

〔责任编 辑 贾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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