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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最终归宿是增进人民的福利

———评《工程性移民安置理论与实践》

卫　山　陈华龙

　　工程性移民是由于国家或社区政府兴建某种工程而征

用土地、房屋及土地附着物 ,使得这些被征用土地和财产的

所有者或使用者被迫进行迁移的一种人口流动形式 ,人们通

常称之为非自愿性移民。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大规模基础设

施建设导致工程性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 ,但同时由

于征地拆迁也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纠纷。根据国家信访办的

统计 ,2000年以来的几年里 ,反映工程建设特别是征地拆迁

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拆迁投诉信件看 ,2003

年 8 月底与 2002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50.34%; 从拆迁户上访

人数看 ,2002年比 2001年增长 64186%, 到 2003年 8 月底 ,又

同比增长47.19% 。

为什么以社会公共利益和发展为目的而进行的工程建

设 ,在实践中反而常常损害人们的利益呢 ? 如何体现发展的

宗旨 ,让工程性移民做到可持续安置和发展呢 ? 由科学出版

社出版的钟水映等同志撰写的《工程性移民安置理论与实

践》(以下简称《理论与实践》)一书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回答。

《理论与实践》一书结合作者在转轨时期进行工程性移

民安置规划和监测的长期实践 ,进行了全流程的梳理 ,从理

论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上探索了立足于市场经济进行工程

性移民安置 ,实现移民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思路。通观全

书 ,它具有如下突出特点 :

第一 ,《理论与实践》结合世界银行贷款建设项目移民安

置工作的实践 ,立足于国情、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来

探讨移民安置的规律和实践方法 ,具有极其鲜明的理论联系

实践的特点。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工程性移民的安置工作在

20世纪 80 年代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对工

程受影响人口安置不成功的实例很多。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由于世界银行的参与和推动 ,也由于各国对于移民可持

续发展的认识不断加深 ,工程性移民的安置工作逐步在一些

国家和地区得到加强。世界银行作为一个主要为不发达国

家经济开发提供帮助的国际性组织 ,参与了大量发展中国家

的工程建设 ,对非自愿性移民安置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先后

出台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涉及的非自愿性移民社会问

题》(1980) 、《实施政策说明》(1986) 、《开发项目中的非自愿性

移民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政策指南》(1988) 、《世界银行

4·30导则 :非自愿性移民》(1990) ,《非自愿性移民业务政策

OP4.12》和《非自愿性移民世界银行程序 BP4.12》(2001) 等文

件和政策 ,这些文件标志着世界银行在长期的非自愿性移民

安置实践中 ,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为工程性移民

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奠定了框架基础。在中国 ,长期以来 ,

我们强调工程建设给国家、集体和受影响人口可能带来的正

面效益 ,要求受影响人口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 ,而对受影响

人口的社会、经济利益重视不够 ,对工程性移民的特点及安

置工作的内在规律认识不深 ,以致在工程性移民的安置工作

中出现了许多失误。作者参与了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规划的

一些实地调查研究工作 ,又先后承担了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

贷款的多个重大建设工程移民安置的规划设计或外部监测

工作 ,深刻体会到工程性移民安置工作的综合性和复杂性。

在此基础上 ,作者结合具体项目的移民安置工作 ,集中分析

了工程性移民安置工作的性质 ,探讨了中国国情下 (如土地

国有和集体所有) 移民安置工作的特点 ,剖析了过去以行政

手段为中心移民安置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总结了转轨时期的

移民安置工作 ,比较了各种移民安置方式的利弊及其适合条

件 ,设计出了既满足世界银行关于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政策要

求 ,又切合中国实际的模式和框架。从该著作的内容及其构

架来看 ,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工程性移民安置的业务介

绍 ,而是立足于移民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 ,从理论的高度总

结了移民安置的特点和规律 ,以求真正实现世界银行所要求

的“使受影响人口的生产生活尽快得到恢复并有所提高”的

目标。

第二 ,《理论与实践》是一部移民安置工作实践者可以直

接借鉴和参考的手册式著作 ,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理论

与实践》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其实用性。从第六章开始 ,该

书用了 7 个章节的篇幅 ,结合移民安置工作的整个流程 ,对

如何进行工程性移民的安置工作进行了详细阐述。主要内

容包括 : (1) 如何进行工程性移民的安置调查工作 ; (2) 如何

进行工程性移民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 ; (3) 如何编制工程性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 ; (4) 如何进行工程性移民的安置监测工

作 ; (5)如何进行工程性移民安置效果的评价。各个章节中

都提供了一些实例、式样和作者长期从事工程性移民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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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的方案。例如 ,如何通过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 ,详

尽地掌握工程性移民安置过程中的征地拆迁以及相应的受

影响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 ,反映移民安置工作的进程 ,这是

做好工程性移民安置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工作 ,也是世界银行

移民安置专家在中国大力推广而始终难以取得令人满意效

果的一个方面。在本著作里 ,作者利用丰富的社会调查研究

经验和信息管理知识 ,提出了系统的结构化社会经济调查方

案 ,以及对调查资料进行动态管理的移民安置信息管理系统

的构建思路和方法。任何一个从事工程性移民安置的实践

工作者 ,基本上都可以以拿来主义的方式 ,借鉴该著作提供

的调查方案和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方法 ,建立自己的移民安置

信息管理系统 ,这将大大提高工程性移民安置的管理水平。

该著作提供的案例和实施方案 ,是作者总结长期实践工作的

经验而得出的 ,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也得到世

界银行移民安置专家的称赞 ,是弥足珍贵的。

第三 ,《理论与实践》并没有简单满足于提供一套移民安

置的工作解决方案 ,而是对工程性移民安置进一步进行了有

价值的研究 ,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提供了有益借

鉴。例如 ,对农村土地征用后农业人口安置补助费的计算问

题 ,作者在深刻分析国家土地法有关条例的基础上 ,比较分

析现行不同操作方式 ,指出了一些研究者对现行法律条文理

解的偏差和实践操作上的失误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操作方

法 ;又如 ,对移民安置工作进行监测 ,特别是外部独立监测 ,

在国内的工程性移民安置项目中还不多见 ,如何进行外部监

测 ,采取哪些手段和方式 ,本书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有助于

相关专家和学者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 ,在如何进行工

程性移民安置的社会经济效果评价问题上 ,作者比较了一些

同行专家的方案 ,综合其优点 ,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方法和指

标体系。这些探讨 ,不仅丰富了工程性移民安置工作的手段

和方法 ,也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总之 ,就工程性移民安置的研究而言 ,国外 (尤其是世界

银行)已经有一些研究 ,国内针对某一重大工程的移民安置

规划和研究 (如三峡工程移民研究、丹江口水库移民研究等)

也有若干成果 ,但突破某一具体工程约束 ,把工程性移民安

置作为一门专门科学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见 ,《理论与实践》在

这方面的开拓性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 　武汉 　430072
江西省泰赣高速公路移民安置办 　南昌 　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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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6 页) 的显现形式 ,如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等。同

样的 ,作者根据通货紧缩及其形成原因也将其细分为需求拉

下型通货紧缩、供给过剩型通货紧缩、成本推下型通货紧缩、

结构性通货紧缩、输入型通货紧缩、预期型通货紧缩、政策性

通货紧缩、体制性通货紧缩和资产替代型通货紧缩。这种对

比的方法可以使读者很清晰地看出二者的不同 ,加深其对二

者的理解。

第四 ,该书对一些敏感问题并没有回避 ,而是深入进行

了分析 ,力图使之清晰 ,易于被人接受 ,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

价值。如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 ,作者根据中国和世界范围内

的资料 ,进行详尽的分析 ,得出结论 :居民收入应该有差距 ,

但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拉大的危险。这样 ,一方面使

政府意识到收入差距过大的危害 ,一方面让长期在计划经济

下习惯于绝对平均的人们对此有理性的认识 ,从而为社会发

展创造和谐的环境 ,并最终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其中作者

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并仔

细分析了每种政策建议的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其中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 ,作者在论述引起贫富差距的原因、消除贫富差

距的对策中均提出了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 = 资产收入 +

转移性收入 = (利息收入 + 金融投资溢价收入 + 租金收入 +

出卖收入) + (盈利机构和非盈利机构对居民个人的转移性

收入 + 居民个人对居民个人的转移性收入) ], 并且认为其中

的依靠非劳动收入是解决贫富收入差距的一个积极的措施。

这在同类教材中也是一种较新的观点。

第五 ,该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对外开放的内容也给予了

较大的篇幅来论述 ,这是中国现实经济形势的反映 ,也是适

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开放

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但如何搞好开放以便求得中国利益的最

大化仍是需要慎重对待的战略问题。作者在这里介绍了开

放经济、外向型经济、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替代战略等 ,并详

细说明了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

不能完全依赖某一种的战略 ,而是要综合多种战略的优势 ,

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开放、发展。而且 ,开放对中国的经济体

制的转轨以及和国际惯例接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此外 ,

更有现实意义的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可以利用发达

国家的资金、技术来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 ,如德国就是一

个成功的典范 ,中国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了这

一点。

该书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领域中的一部具有鲜明

特色的理论著作 ,它弥补了中国同类教材的某些方面的不

足 ,为读者理解、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全面系统

的理论工具。可以预料 ,它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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