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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北京青海拉面企业商会为例,引入交易成本理论,在对交易成本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

市融入的理论分析下,从市场的角度讨论商会如何减少拉面企业的交易成本以保障少数民族拉面商人

群体收入促进其城市融入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商会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减少搜寻成本、调解纠纷减

少违约成本、以使拉面企业交易成本减少,衔接了商人与市场,保障了拉面企业经营,提高了少数民族拉

面商人收入,进而推动其城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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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Lamian Noodle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ijing and Qingha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under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into the cit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how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reduces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Lamian Noodles enterprises to ensure the income of minority 

Lamian Noodles businessmen to promot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ke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reduced the search cost by providing market information, reduced 

the default cost by mediating disputes, so as to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Lamian Noodles enterprises, 

connect merchants with the market, ensure the operation of Lamian Noodles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income 

of minority Lamian Noodles merchant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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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纵深推进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

得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特征之一。我国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迁移规模也日益扩大,特别是进入新世

纪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第七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比第三次人口普查增

长了近100倍,高于全国流动人口的增幅(5倍),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规模达到3371万人,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占比达到9%,甚至超

过了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大规模的少数民族

人口走出原住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不同文化的交流者与

民族之间经济互联互通的推动者,甚至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铸牢者。他们给流入地带来新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在多

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面临着虽然流动到城市,能够“进得来”,

“留得住”,但是却无法融入的困境。而部分少数民族流动者则

依靠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技艺在流动到城市后通过经营特色餐

饮店,形成了“族裔特色经济”,这群人相较于其他城市少数民

族流动者来说,经济收入更高、在社会交往等方面均有更好的融

入状况。对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融入程度更高的少数

民族群体是如何实现城市融入的,其中具有什么样的路径机制,

对该问题的讨论,能够为流动到城市的其他少数民族同胞提供

城市融入经验。 

1 问题的提出 

国家领导人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

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

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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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全方位嵌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做好城市民

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城市融入是个

多维度的概念[1],是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主流社会体系的融入

状况,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城市融入进行了考量,主要集中在

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在经济

生产水平、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在流入地往

往面临着就业质量不高、从业范围单一,劳动关系松散、劳动条

件差、工资待遇低、就业不稳定、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融

入问题[2][3]。但也有学者认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者依靠民族特

色文化和独特的生产技艺在流入地城市存在优势,例如回族的

“拉面经济”。但从事“拉面经济”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者目前

存在的问题是其经营单位仍然处于单打独斗的自发发展状态,

仅少数单位参与了商会等社会组织,整体抗风险能力有待加

强[4],因此社会组织需要发挥作用将其组织化,进一步促进其城

市融入。基于经济性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青海少数民族拉面商

人群体在异地运用经济性社会组织——商会这一平台促进了其

城市融入,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城市融入的典型代表,具有

学习借鉴意义。 

本文基于案例研究的方法,以北京青海拉面企业商会为例,

通过2023年3月至9月对北京青海拉面企业商会的调查,探讨商

会所发挥的减少企业交易成本的功能助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

市融入的内在机制。北京青海拉面企业商会是北京28家省级异

地商会之一的北京青海企业商会的专项分会,由从青海流动到

北京的回族和撒拉族商人所经营的拉面企业构成。这群少数民

族商人在北京的生产和生活均围绕着其拉面企业而展开,其作

为企业的代表人在商会进行活动。 

2 理论框架：交易成本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

入的机制 

2.1商会与交易成本 

商会的生成及企业加入商会的原因学者大多认为是对交易

成本的节约。商会的出现和兴起是企业适应市场变化、提升自

身发展阶段的需要,商会组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商会的产生是因为能够节约交易成本,

加入商会是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理性选择。正如McMillan和

Woodruff指出为节约各种因违约而引发的交易费用,需要通过

借助一种正式的组织,商会就是由市场交易人自愿组成的社会

组织[5]。Recanatini和Ryteman的研究同样也证明处于转型时期

的俄罗斯体制外生成的商会也是由于对交易成本的节约[6]。中

国的商会虽起源晚于西方,但中国学者同样将中国商会生成的

原因归结为交易成本的节约,并以天津商会、温州商会为例进行

了佐证[7][8]。 

2.2交易成本减少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商会是商人(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以及协调行业内生产经

营秩序,降低市场活动中各种交易成本而构建的组织[9]。商会为

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的,由企业根据一定的集体契约而成立,会

员企业也是参与市场竞争自负盈亏的经济性经营主体,因此,作

为集体性组织的商会在逻辑上要为企业会员减少资源配置成本

和交易成本,组织企业开展集体行动。首先,由于异地商会能

够嵌入当地市场化制度环境,异地商会对区域内市场化营商

环境具有替代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发挥出更明显的

资源配置功能。异地商会以籍贯对同籍商人进行组织化整合,

实现会员企业之间信息、技术、资金等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

和优化组合,降低交易成本[10],交易成本节约后能够促进企业

经营绩效提升。交易成本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

的影响。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企业要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生存和发展,必须减少资源的投入成本。交易成本的减少意味

着信息不对称的减少、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的减少。参与异

地商会的交易成本还体现在企业嵌入社会网络获取有利于企

业发展经营的社会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11]。企

业经营绩效的提高直接作用到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收入是个

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志,是流动人口立足流入地的基础,是

经济融入的关键和核心指标,经济融入直接作用于其他维度的

城市融入,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杨菊华,2011)。 

北京青海拉面企业商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均从事拉面行

业,经营餐饮企业,作为企业法人代表企业加入拉面商会进行活

动。因此因企业加入商会而减少的交易成本能够提升保障其拉

面企业经营,进而稳定个人经济收入。收入水平是流动人口经济

融入的首要问题,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

基础[12]。即个人收入越多则代表城市融入程度更高,所以商会

可以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经营绩效,进而使企业法人及

其个人收入增加助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3 案例证据 

收入是保障少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对于拉面

少数民族商人来说,拉面企业经营是其全部收入来源与经济基

础。他们的收入以及生活交往都是以拉面企业为中心而展开的,

所以说他们在异地所经营的拉面企业良好运转是其城市融入的

核心,企业在市场中的经营状况至关重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分

析北京青海拉面企业商会如何减少拉面企业的交易成本以保障

拉面商人的收入以促进其城市融入的具体机制。 

3.1拉面企业中的交易成本：选址租店面与搜寻和违约成本 

青海籍撒拉族与回族商人流动到城市后,首先面临的问题

就是找到一家能够进行经营的店面。搜寻房屋信息来源与签订

房租合同对于拉面企业经营来说至关重要。在一家拉面企业经

营中,店面位置对生意的好坏程度具有很大影响,对于北京的拉

面企业来说房租在一家拉面企业的经营中占比较大,因此长期

有效且稳定房屋租赁合同对于撒拉族和回族商人来说是拉面企

业运行的保障。青海籍少数民族拉面商人群体对店面信息的寻

找有几种方式,一是自己亲自寻找,二是通过亲属介绍、三是网

络信息等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通常是同时进行,但亲自寻找的

情况是在2000年左右,现在在寻找店面时,少数民族商人仍在采

取这三种方式,但是运用网络信息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北京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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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面企业的老板大多都是此种情况,下边以韩大发的例子作为

代表以说明拉面企业经营中面临的房屋搜寻成本。 

韩生利(男,撒拉族,店面位于朝阳区,姓名已做匿名化处

理)：我对北京太熟悉了,别说郊区,四环内,北京市里边基本上,

我跟地图一样。以前找地方(店址),电动车什么的都没有,我就

骑自行车,整个全北京市转呗。零几年的时候,最早前啊,没有手

机,也只能打电话,只能打电话发个信息什么的,骑自行车看哪

贴着转让。还有报纸,一三五出一次信息,主要还是骑自行车转,

我要是不熟悉,也有老乡熟呗,然后一家一家打听。那时候找地

方的人也多,我在找,别人也在找,晚上我们都在一起,看看都找

到哪了。比如说,我要稍微找一个大点的,转让费多少,要不你去

看一下,唉～我也提供你信息,你也给我提供信息,谁适合就推

荐给谁。不是骑自行车就是坐公交车,全北京市转。但是过了

2008年之后这个手机一发达之后,什么信息都在手机上或者网

上什么的,现在我都是在网上看,我现在这个店就是网上看

的,100多平,一年20万。 

寻找店面作为撒拉族和回族商人在城市扎根与落脚的第一

步,搜寻成本减少能够有效使拉面企业快速进入经营,进而使少

数民族流动者实现城市融入,在选定店面地址后,就要面临房屋

租赁合同的签署,在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中,则面临着违约风险,

存在着交易成本中的违约成本。如若发生少数民族拉面商人签

订合同后,又将房屋进行装修,花费了装修费用后,房东违约拉

面商人的权益则会受到侵害。因此,同样需要减少违约成本,以

便拉面企业的正常运转。 

3.2减少搜寻和违约成本 

3.2.1提供市场信息减少搜寻成本 

北京青海企业商会将信息咨询作为商会的重要工作,并将

向会员提供有益的政策、市场、投资、科技、培训等信息作为

商会的基本职责[北京青海企业商会商会章程]。商会是为会员

提供各项信息咨询服务的,而拉面分会作为北京青海企业商会

的专项分会,由于其企业规模较小,在其经营环节中,最需要的

信息则为市场信息中的店面转租信息,因为选址租店面是其经

营的第一步,也是立足城市的第一步。对于在北京经营拉面企业

的少数民族拉面商人来说,其以往通过自己在街上寻找店面信

息的方式明显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且如果只是通过朋友介

绍店面信息也会受到朋友数量有限的局限,所以拉面商会会长

牵头组织了“北漂兄弟”的微信群,群中的人员均为在经营拉面

企业的老板,将大家组织起来,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其中不仅包

括店面信息还提供员工招聘的市场信息,商会衔接了市场与商

人。在此情况下,青海籍少数民族拉面商人能够利用商会提供的

网络市场信息节省搜寻市场信息的搜寻成本,且突破了原有朋

友数量有限的局限性,为其立身于城市的第一步寻找店面打下

了坚实基础。 

3.2.2调解房租纠纷减少违约成本 

拉面企业选址后面临的重要的问题即房租合同的签署问题,

如若房东违约,会对撒拉族和回族拉面商人产生违约成本。对于

一家拉面企业来说,最重要的经营成本就是房租支出与人工支

出。北京与其他城市相比,店面租金更为高昂,100平方米的店面

租金由于区位差异每年租金从20万元人民币到60万元人民币不

等,大概占据经营成本的25%左右。(数据根据调研结果计算,以

一家在朝阳区十里河的店面为例,2022年—2023年一年营业额

为77万,房租20万元,店内员工5人,员工职责不同,工资不同,但

平均所有人一天需要1000元的成本,共36万元左右的成本。) 

面临房东真正违约的情况,青海籍的撒拉族和回族拉面商

人如若依靠自身力量很难维权,因此通过商会的力量调解此类

纠纷能够使拉面减少拉面企业所面临的违约交易成本减少。对

此,商会先是为拉面企业家进行培训,提高拉面企业家的法律意

识。拉面企业经营者普遍经营法律意识淡薄、欠缺法律知识。因

此商会曾在2020年起为在京拉面企业即拉面产业从业人员提供

法律援助,并与北京大成(西宁)律师事务所达成了合作。帮助青

海在京拉面从业人员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矛

盾纠纷,增强从业人员的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维护从业人员的

合法权益。在商会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下,拉面商会会员会在遇到

无法解决的房租法律纠纷时寻求商会帮助。在接到会员求助时,

会长会运用商会会长的身份以及调解员的身份出面协调,帮

助拉面企业商会会员与房东协商沟通,这一行为使拉面企业

减少了大部分违约交易成本,进而可以保障拉面企业的运营,

商会会长曾经就出面为韩大海这位企业会员进行过房屋合同

纠纷调解。 

韩大海是拉面企业商会的一名会员,在西城区火箭医院对

面的胡同里经营一家拉面店,由于店内面积不大,每年的房租是

18万元,花费了20天装修,满心欢喜准备开店,但装修刚结束,疫

情来临,会员面临企业无法进行正常营业的情况。此时已经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时长一年,每半年续交一次,已经交给房东9万

元。韩大海考虑到已经交完的房租,想等情况允许的时候继续开

张经营,但是该店的位置被选中拆迁,导致房东不愿意续约,但

是此时房租合同未到期,为让韩大海搬走,房东进行停水停电。但

此时,房租合同实际在有效期,无故停水停电已违反了法律,且

影响到了韩大海拉面店的正常经营。其经营受到冲击,考虑到前

期已投入了店面转租费、装修费,以及相关前期费用的支出,韩

大海自己首先向房东提出了52万元的赔偿诉求,但是遭到了房

东的拒绝,二者的沟通长达三个月,最后无果。因此,韩大海向商

会求助,找到商会的何会长,寻求拉面协会的帮助。何会长在了

解纠纷情况后,与房东进行交涉,运用自己商会会长和人民调解

员的身份,以商会作为背书,获取了房东的信任。因此梳理条款

后,协调双方诉求。了解到,其实韩大海本人有52万元的外债,

在得知房东的拆迁款有3亿元时,便提出了高额的赔偿费用。但

是房东也的确在房屋租赁期间,在寒冷的冬天非法停水停电,导

致韩大海生活保障受到了侵害。在协调时,会长秉持公正的原则,

批评了韩大海提出的无理赔偿,韩大海出于对会长的尊敬,将52

万元的赔偿诉求降至38万元。而房东也出于对商会的信任,从拒

绝赔偿到答应赔偿,赔偿金额由2.5万元增长至5万元最终至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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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圆满了解决二者的纠纷,减少了拉面企业会员韩大海的违约

交易成本。(韩大海,男,撒拉族,店面位于西城区,姓名已做匿名

化处理)。 

房租成本作为从事拉面经营的青海籍流动少数民族的大额

支出,商会在其面对此类纠纷时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有效减少了

违约成本,是对拉面企业经营交易成本的减少,从而衔接了商人

与市场,保障流动到城市的少数民族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以促

进其城市融入。 

4 结论与讨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省的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同

胞从青海走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走向省外大中城

市从事拉面企业经营活动。“拉面经济”的发展让近20万青海少

数民族务工经商人员扎根城市,他们“走出山门、跳出农门,跨

进城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城市融入的典型代表。在市

场中,商会组织以其拉面企业交易成本的节约,推动拉面企业经

营效益的提高,特别是对于拉面企业这种小微企业来说,其企业

效益的提高则代表商人个人的收入的增加,收入是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实现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商会减少交易成本的功能发

挥能够一定程度应对拉面店经营分散、良莠不齐等问题。能够

推动拉面产业向品牌化、数字化、标准化发展。比如拉面企业

商会为企业会员发放了“青海拉面”的标识牌,建立了青海拉面

标识和视觉识别系统；积极推动抖音等数字平台,利用网络平台

拓展营销方式和渠道,推动拉面企业经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推

动打造“云连锁”品牌。同时商会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减少搜寻

成本、调解纠纷减少违约成本以使拉面企业交易成本减少,衔接

了商人与市场,保障了拉面企业经营,逐渐使拉面企业经营具市

场化的管理和运行方式,提高了拉面商人收入,是促使拉面商人

群体融入城市的关键。 

但目前部分拉面企业商会会员对于商会的概念还不清晰,

导致对其功能发挥的认知产生偏差。很多拉面企业会员均参与

过商会的日常的联谊活动、包括节日聚会、慈善活动、联谊活

动等。但会员更认为只有会议才算作商会的活动,但实际情况是

这些日常的交往的活动形式同样是商会运行的组成部分。在拉

面企业商会中,举办的联谊活动、节日活动蕴含着会员之间的市

场合作。在这些联谊活动与聚会中,拉面企业商会会员相互之间

会交换市场信息,包括店面租赁价格、店面选址、产品定位、产

品原材料采购、员工管理等的企业经营信息。众多拉面企业商

会会员通过商会会长处理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意外死亡、慈

善救助等事件。其他拉面商人群体在异地生产和生活中遇到困

难,自己无法处理与解决的情况下均会向会长寻求帮助。但普通

会员仅将商会认知为会议召开的地方,忽略了商会其他形式的

活动。针对这一问题,要加大宣传,使拉面商会会员正确认知商

会的性质及其功能,进一步发挥商会促进其城市融入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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