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绪论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

利益格局差距加深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伴随而来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

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去，在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长期处于自给自足和男耕女织的

封闭性自然经济社会之中，农耕和狩猎文化主导着社会生活，人们养成了悠闲自在、安逸稳

定的生活方式。当前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少数民族生活与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在

创造机遇的同时，也给少数民族的心理带来了冲击和震撼，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的社

会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给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现代化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和阻力。如何有效地去应对这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

也是我党执政为民的重要内容。如何有效地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帮助解决各种社

会心理问题，则是我国学术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关系到整个

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国外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研究领域众多，研究成果丰富，如心理健

康和幸福感研究(Diener，1999；Ryff，1995)、社会偏见和歧视研究(Williams，1982)、文化

和心理适应研究(Berry，1997)等。以少数民族文化和心理适应研究为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阿德勒曾提出文化和心理适应的五阶段模式假说(1982)，Berry(1997)从文化抉择的角度提出

了文化与心理适应的四种模式，并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国外少数民族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

为我国本土化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指导和借鉴。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居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如王曲元(2009)对中

国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实证研究；史慧颖

(2007)进行了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族认同心理与行为适应研究；植凤英(2009)开展了西

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研究；王亚鹏(2002)、万明钢(2004)对藏族等几个民族的民族认

同研究；张进辅(2005)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建设和谐社会进

程中西南地区民族心理研究”。以上研究多是涉及少数民族社会心理问题的某一方面或某一

群体，缺乏对少数民族社会心理问题的系统研究，特别是针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居民社会心理

问题的研究多是理论与思辨类研究，实证和实践关怀乏力。 

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按省区来分，主要包括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贵州、云南、

青海等省(区)，按民族自治地方来分，包括 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改革

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得到明显

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同时存在着

多种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问题。例如云南大学杨先明教授在其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预警机制与社会稳定研究”中指出：“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社会稳定程度弱，历史条件与环境基础较差，经济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难以缓解，

文化冲突与宗教问题交织，跨境民族问题与境外势力渗透并存，区域性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紧

张，外源式毒品艾滋病问题突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较弱；历史条件与人文背景特殊，文化

差异性巨大，文化冲突凸显，内在结构不稳定，已经演化为影响广泛的社会危机；人口资源

环境关系紧张，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大，人地矛盾突出，存在以生态换生存、生态恶化进一

步导致贫困的现象；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业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资源利益不均

衡已经向社会、民族冲突模式转化，并侵蚀到社会稳定的基础性结构”杨先明.“中国西部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预警机制与社会稳定研究”成果简介［EB/OL］.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网站 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506/14588239.html，2011  05

 09.。杨先明教授的研究成果凸显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这种现象

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外，全省共分布有 54种民族，少数



民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36  11%贵州省有 54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居全国第四

［ EB/OL ］ . 贵 州 省 民 族 宗 教 事 务 委 员 会 网 站 ，

http://www.gzmw.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9&id=8933,2011 

12 06.，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 55 5%。与周边省份相比，贵州省经济和社会发

展相对落后。因此，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心理问题在我国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书

以贵州省为例，对其少数民族居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心理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深入

理解少数民族居民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提供借鉴和指导。 

我们将本书的关键变量“社会心态”定义为“少数民族居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社会适

应、文化冲突等多种社会性问题而可能会出现的心理压力、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心理感受与社

会态度”。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人、观念、情境或事件等)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这

种心理倾向蕴含着个体的主观评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倾向性俞国良.社会心理学［M］.2

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