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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 

新疆维汉关系的变迁及症结 
       

吐尔文江·吐尔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刊于《阳光时务》54 期 

 

新疆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是族群关系，而在族群关系中影响新疆的核心又是维吾尔族和汉

族的关系。维汉关系基本决定了新疆的社会发展走向，新疆其他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彼此之

间的关系对新疆政治、社会的影响不说是可以忽略不计也是影响甚微。正因为如此，新疆的维汉

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新疆维汉关系概况 

新疆的维汉关系之所以在新疆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与维吾尔族、汉族在新疆的地位有重要

关系。从人口数量来看，2010 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疆总人口约为 2200 万，其

中维吾尔族约为 1000 万，汉族约为 880 万，如果算上在新疆的汉族流动人口，两者数量差不多。

从分布上来看，维吾尔族、汉族是在全疆几乎任何一个县都有人口分布的两个民族，而新疆的其

他民族基本上都是聚居或散居在若干个地方。维汉之间在教育、就业、商业、行政等各方面都存

在着广泛的接触。从政治因素来看，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国家从法律上保障了维吾尔族的政治

权益，自治区主席、6 个地区（市）的专员（市长）、近一半的县长是维吾尔族，在自治区各厅

局、地县的各部门中有大量的维吾尔族官员和干部；而汉族作为国家主体民族，在政治上具有统

治地位，新疆从自治区到各地县的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各级党委、政府中的要害部门如组织部、

发改委、财政、公安等的正职也都由汉族来担任，维汉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权益上的博弈。从

社会矛盾来看，新疆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发生的大小数十起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事件中，当事双

方基本上都是部分维吾尔族和汉族主导的政府。 

认识新疆的维汉关系必须要从多元、多维的视角去看。新疆的维汉关系存在着地域、阶层、

语言背景、交流程度等的差别。地域上，哈密、吐鲁番、昌吉等地的维汉关系与喀什、和田、阿

克苏等地有很大的不同，这与每个地区维汉人口数量有关，也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有关；

阶层上，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商贩等不同身份的群体无论是在维吾尔族中还是在汉族中对于

维汉民众的认识都有差别，与维汉的交往关系也不一样。事实上，维汉关系比较疏远的并不是农

民而是维汉中的精英群体——干部和知识分子；维吾尔族中有部分人员自小学起在汉语言学校接

受教育，在新疆俗称他们为“民考汉”。由于他们精通汉语，了解汉族文化，在受教育过程中与

汉族接触多，有许多汉族朋友，因此与汉族的关系比较理性和平和；维汉之间的交流程度也对彼

此关系有很多影响，许多对维吾尔族或者汉族持严重负面偏见者其实和对方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也根本不了解对方。而许多维汉混居社区的民众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双方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了

解对方的习俗、想法等，因此不仅彼此关系较为融洽，而且对整体的维汉关系认识比较客观。 

维汉关系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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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维汉关系在时间跨度上有明显的不同。从建国到现在，新疆维汉关系存在明显的变迁

过程。从大的方面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 年至 1979 年。现在许多人包括不少专家都认为这个时期是新疆维汉关系最

好的时期，认为那时民风淳朴，维汉关系融洽，族际冲突和暴力事件罕有。应该说，这个时期维

汉关系是许多特殊因素造成的。首先，1949 年后，维汉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维吾尔贫苦阶层普

遍获得较多权利和利益，对汉人新政府充满好感。其次，民族政策的效应。49 年后，国家开始

在新疆实施民族政策，包括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培养维吾尔族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促进经

济发展，建立一系列工厂、企业，培养大批维吾尔族工人，促进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第三，

当时阶级斗争的政策强化了身份的阶级属性，淡化了民族身份属性，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阶级间

或政治立场间的争斗，而不是民族间。第四，当时新疆的汉族人口数量并不多，兵团的屯垦地都

远离维吾尔社区。第五，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下，宗教被作为“封建迷信”、“四旧”而被禁

止。伊斯兰教对于维汉的民族分界功能被限制。第六，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在平均主义和计划经

济的作用下，在维汉民族间表现出的是“贫穷的平等”，维汉间不存在利益和分配上的不平等与

争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维汉关系比较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并不具备广泛

的借鉴意义。 

第二阶段，1980 年至 1989 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的时期，步入改革开放时代。我个人认为这

一时期也是新疆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的维汉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总的态势是“维

强汉弱”。汉族民众普遍害怕与维吾尔族发生冲突，如果维汉冲突，在行政措施上会偏向维吾尔

族。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的因素首先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重新落实了民族政策。其次，政策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压制的维吾尔人表现出补偿性，维吾尔族在教育、就业、干部任用等方面受到

优惠。第三，宗教全面恢复，到 1989 年，新疆拥有的清真寺数量已经超过中东任何一个国家，

这一点对以后的新疆维汉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个阶段维汉关系虽然开始出现裂痕和冲突，

但总体还是不错的，维汉之间的交流包括私人间的交流都不少，对于对方的印象基本属于中性偏

正面。 

第三阶段，1990 年至 2009 年。1990 年 4 月在新疆发生了巴仁乡暴乱事件，这是新疆民族关

系史上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新疆维汉关系开始进入紧张、割裂、冲突的时代，一直到 7.5 事件

发生。这一时期当局对维吾尔人开始采取强硬态度，总的态势改变为“汉强维弱”。在维汉冲突

中，行政措施开始偏向汉族。维吾尔族在许多方面受到来自政策的压制。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

的因素包括，首先，在政治上维吾尔族不被信任，许多重要部门的领导都换成了汉族干部，维吾

尔族在办理护照、加入军队等方面面临有形或无形限制。其次，经济上国家进入市场经济时期，

新疆的大量国有、集体企业破产，其中的大量维吾尔族工人下岗失业。第三，维吾尔族的国内形

象发生改变，在汉族民众中被污名化，在国内旅行、求学、经商包括机场安检等都受到歧视性待

遇。第四，国内人员和经济流动增强，大批汉族居民进入新疆，在经济利益上与维吾尔族产生竞

争，挤压了维吾尔族的生计空间。第五，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就业模式，而

新疆的经济发展又落后，加之新疆的教育水平不高以及维吾尔族在语言、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所限，

维吾尔族从普通青年到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和汉族相比处于劣势，失业率很高。第六，在维吾尔社

会面临限制和不平等的现实下，宗教的精神救济影响开始凸显。伊斯兰教及其思潮对于维吾尔族

的影响越来越大，强化了民族边界。这个阶段维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双方的心理距离愈来愈

大，物理距离也开始变化，在一些维汉混居城市，双方都在离开对方占多数的居住区，向本民族

居住区集中。维汉私人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在部分地区或领域私人交流很罕见，对于对方的印象

普遍归于负面。 

第四阶段，2010 年以后。中共中央在新疆召开工作座谈会。新疆新的领导人以及新的政策

的实施，遭到严重破坏的维汉关系逐步修复。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的因素有：首先，在政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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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对维吾尔族的强硬态度在改变，倡导的原则是“汉维平等”，提出尊重差异，更加强调讲

法制。其次，新疆出台一系列民生政策，解决维吾尔社会的困难和诉求。 

新疆民族政策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民族政策在新疆的实践过程中，对于促进维吾尔族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

一些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在： 

政治上，对维吾尔族缺乏信任。首先，目前新疆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

乡党委书记也是寥如晨星。重要的部门的正职如组织部长、公安局长、财政局长、发改委主任从

自治区到县一级没有一个维吾尔族。其次，维吾尔族即使被任命为为主要领导，但是缺乏实际权

力。使得维吾尔族感觉游离于权力之外，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比如所有维吾尔族担任县长的政府

里都有一位汉族的常务副县长，县政府的行政大权基本都在他的手里。在重要政策的决策过程中，

维吾尔族干部很难参与，更不用说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三，存在着显形或者隐形的针对维吾

尔族的不公平政策或规定。如重要岗位的领导任用和要害单位的人员录用不敢用维吾尔族，办理

护照时，出国旅行时维吾尔族比汉族居民需要面临更多的审核以及提供更多的资料。第四，缺乏

倾听维吾尔族声音，民主协商的机制，压制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对于

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关于本民族的发展、权益的正当要求以及对于政策的不同看法，往往扣

上一个“有民族情绪”的帽子，造成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要么说一些套话、空话，

要么就不说话。 

社会管理方面，维稳政策缺乏法制基础，往往采取违法的手段去打击维吾尔群众并不违法的

行为。如喀什、和田对于留大胡须、妇女蒙面纱采取办学习班、罚款、取消低保、收回承办地等

强制性的措施，虽然解决了表面现象，但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群众并不信服，认为我又没有犯

法，凭什么处理我？有些地方甚至将不允许蒙面扩大到不允许妇女戴头巾，引起维吾尔族群众的

强烈不满。 

经济上，缺乏有针对性的增进维吾尔族经济活动参与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政策推进措施。

造成维吾尔族整体经济参与程度较低，就业率低，收入水平低。对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

发力度不足，缺乏全面、系统适应市场和产业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缺乏鼓励企业吸纳少数民族

劳动力的导向政策，大量的维吾尔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向城市、向产业充分转移，导致维吾尔

族中缺乏产业工人阶层，无法分享工业化发展的成果。 

文化上，汉文化的自大和傲慢思想严重，对维吾尔族的文化缺乏尊重，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支

持。维吾尔族文化由于人口数量以及经济和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很难完全自我发展繁荣，必须

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目前的现状是政府没有去支持，如维吾尔族中现代通俗文化类型严重不

足，没有有影响力的唱片公司，流行歌手小打小闹，电视台节目单一，十几年没有一部反映维吾

尔族社会生活的连续剧等，造成维吾尔族文化无法向现代化发展。双语教育是维吾尔族社会现在

最为关注的问题，维吾尔族并不反对学习汉语，只是担心现在的教学模式会造成民族文化的消亡，

希望能对教学方式调整。但是当局不愿理解维吾尔族的忧虑，认为民族文化是保守、落后，使用

民族语言不利于社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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