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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安置与经济发展的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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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安置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只有经

济发展, 才能使移民移得出、安得下、富得起;

只有安置好移民, 才有社会的稳定, 才有经济

的长足发展。三峡库区百万移民问题, 关系到

库区人民的安居乐业, 关系到库区的经济发

展, 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移民问题的

解决是三峡工程建设的关键。

从世界和中国历史上考察, 库区移民, 主

要是通过一次性赔偿式、包办式和开发性移

民的办法进行安置。我国的库区移民包括三

峡库区移民试点, 在开发性移民方面作了有

效的探索。

开发性移民所要达到的基本经济目标是

移民搬迁安置后的生产生活水平不低于原有

水平, 移民生产生活发展速度不能低于安置

区老居民的增长速度。正确认识这一目标必

须运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 必须考虑时间变

化对目标的影响。因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

随着时间推移是不断提高的。移民如果不因

水利水电工程兴建而搬迁, 继续在原有的自

然与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其生产生活水

平也是不断提高的。因此, 移民经济发展目标

确定的正确方法是: 按正常情况的经济发展

速度, 预测移民在不搬迁情况下的生产生活

水平发展状况, 以此作为移民经济发展目标

确定的基本依据。

同时, 移民经济发展目标的确定, 还必须

考虑移民经济发展水平与安置区经济发展水

平的协调。只有两者协调一致, 才能实现移民

安置区的长治久安, 移民与老居民和睦相处,

安居乐业, 共同发展。因此, 应将移民安置中

老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确定移民经济发

展目标的一个参照点, 以两者之间的较大协

调值作为移民经济发展目标确定的基本依

据, 这样才能妥善安置好移民。就三峡库区而

言, 移民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是较

高的, 一般高于安置区内老居民的经济发展

水平。这里我们假定: (1)在基年, 移民的经济

发展水平高于安置区老居民的经济发展水

平。(2)移民在不搬迁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安

置区老居民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在这样的

假定下, 移民经济发展目标就以移民在不搬

迁情况下的生产生活水平发展状况为依据来

确定。

从大的方面讲, 实现移民经济发展目标

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是在没有超前进行

移民系统经济开发的情况下安置移民: 二是

超前进行移民系统的经济开发, 然后搬迁、安

置移民。下面具体分析这两种方案下移民经

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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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没有超前进行移民系统经济开发

方案下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

在这种方案下, 移民经济发展过程一般

可分为搬迁阶段、恢复阶段、发展提高阶段。

图 1 简单描述了这一动态的移民经济发展过

程。

图 1

图 1 中, 曲线 Y′表示移民在不搬迁情况

下按照正常的经济发展速度增长时的人均经

济收入预测曲线; 曲线 Y 表示移民经济发展

曲线; X 表示移民在基年的人均经济收入; A

表示移民开始搬迁的年份; 阴影部分表示移

民搬迁后承担的相对经济损失 (即移民搬迁

后较之不搬迁情况下的经济损失。这部分损

失在到达C 点后得到补偿, C 点之后, 曲线 Y

和 Y′之间的部分表示移民搬迁后较之不搬

迁情况下的经济受益, 因而阴影部分所表示

的只是一种相对经济损失)。

在搬迁阶段 (图 1　AB 段所示) , 移民从

原居住区分批迁入安置区, 移民系统逐渐形

成。在这一阶段中, 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变, 搬

迁中家园重建所需各种投入大量增加, 移民

系统经济功能难以形成, 大部分移民的生产

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在恢复阶段 (图 1　BC 段所示) , 移民经

过调整, 逐渐适应安置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和

生产条件, 依靠国家的淹没补偿费用等资金

的投入, 移民系统的经济功能开始启动, 移民

人均经济收入逐渐上升到搬迁年的人均经济

收入水平。之后, 经济的恢复逐步强劲, 移民

系统的经济功能达到移民不搬迁情况下考虑

正常经济增长因素后应有的水平, 移民人均

经济收入恢复到移民不搬迁情况下正常年景

时的经济收入水平。

在发展提高阶段 (图 1　C 点以后的时

间段所示) , 由于国家和地方继续扶持移民,

移民系统内的生产力得到较充分的挖掘, 其

经济功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移民经济收入

不断得到提高。

21 超前进行移民系统的经济开发, 然后

搬迁、安置移民方案下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

在实践中, 由于政策目标的差异、具体操

作的不同以及各种经济变量的影响, 使得这

种方案下的移民经济发展曲线有不同的态

势。下面具体加以分析。

下列图式中的A ′表示移民系统经济开

发起始年, A 表示移民开始搬迁年, A ′A 段

为超前开发阶段,AB 段为搬迁阶段。

图 2 所描述的是移民系统经济功能相当

于移民原有系统经济功能情况下的移民经济

发展过程。因而B 点以后的 Y 曲线和 Y′曲

线是平行的。这种经济发展过程, 移民所遭受

的经济利益损失是绝对的, 因为移民虽然可

得到一定的超前经济补偿, 但移民最终所遭

受的经济利益损失 (曲线 Y 和 Y′之间的部

分)在量上是不断累积的。这种损失将抵消移

民所得到的超前经济补偿并永远得不到弥

补。图 2 所描述的经济发展过程不能够实现

移民的经济发展目标。

图 3 所描述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四

个阶段: 超前开发阶段、搬迁阶段、恢复阶段

(BC 段)、发展提高阶段 (C 点以后)。

从图 3 可以看出, 由于移民系统超前进

行经济开发, 移民在开始搬迁之年的经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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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比不搬迁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收入

要高, 又由于移民系统超前进行经济开发, 移

民搬迁之时, 移民系统经济功能已逐步形成

和开始发挥作用, 从而遏制了移民经济收入

水平的大幅下降, 使得搬迁阶段结束时移民

的经济收入水平一般不会降低到基年的水

平。

图 2

图 3

比较图 3 和图 1 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可

以看出, 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都能实现

移民的基本经济目标, 但图 3 所示的移民经

济发展过程无疑有它的优点, 具体表现在:

(1)移民经济收入水平始终高于基年的水平。

(2)移民系统超前得到开发, 移民获得了一定

的超前经济补偿, 这样移民的相对经济损失

在发展提高阶段到来之前就有所补偿或完全

得到补偿。(3)符合开发性移民方针精神的要

求, 能增强移民搬迁的主动性, 有利于移民安

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图 3 所描述的是移民系统经济功能略强

于移民原有系统经济功能情况下的移民经济

发展过程。这种经济发展过程, 移民所遭受的

经济损失最终会慢慢得到补偿, 移民经济发

展目标最终会实现。但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

恢复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 移民经济发展目

标不能尽快得到实现。

由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得出如下的结论:

移民系统的经济功能越强, 移民经济发展的

速度越快, 移民所遭受的经济利益损失越小,

移民恢复阶段的时间越短, 移民经济发展目

标实现得越快。

那么, 如何增强移民系统的经济功能, 尽

快实现移民经济发展目标呢? 我们认为: (1)

移民迁入地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基础、经济

发展条件要比较好, 这样移民在搬迁后才会

安于安置区的生产和生活, 才会形成移民系

统的经济功能。 (2)移民资金的使用, 不仅要

注重移民系统经济功能量的增强, 而且要注

重质的提高。这就要求必须突破移民原有系

统所局限的范围, 培育和改造移民经济发展

的支撑因素, 并要注意这些因素的协调配套,

使移民系统经济功能不仅在短期内具有一定

的扩张力, 而且长期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另

外, 移民资金的使用, 要轻重缓急, 分阶段, 有

重点, 尽快形成和启动移民系统的经济功能;

同时, 应注意投资开发的连续性。连续不断对

移民系统进行经济开发, 一方面可以蓄积和

保持前期开发的能量, 增强移民系统经济功

能的静态水平; 另一方面能利用累积能量更

大地发挥作用, 在螺旋型轨迹上不断推动移

民系统经济功能的健全和增强。(3)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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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依附心理。一般来讲, 移民搬迁后有一

种依附心理。这种心理以“移民感”为核心, 带

有浓厚的怀旧色彩, 移民一方面怀恋旧家园,

但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不满, 希望国家多追

加补偿、多救济、多贷款。“牺牲太大”的感觉

使移民对贫困心安理得, 并常常藉此说明他

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移民的进取精神, 形成一种社会依附心理, 并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行为,

成为移民社区的特殊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

产生不全是补偿不足造成的。事实上, 移民社

区组成后, 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变成了

依附援助的经济, 暂时的依附状态是难免的,

关键是如何将依附状态缩短, 防止它成为一

种社会经济和心理常态。依附状态的延长必

然赋予移民一种难以摆脱的依附心理, 它很

难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消失。不思进取的心理

会限制移民系统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 会限

制社区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在制订移民规划

方案和处理移民问题时, 在思想和文化教育

上多下功夫, 稳定移民的情绪, 消除潜在的不

安定因素, 尽快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扶

持他们发展生产, 走开发性的路子, 提高自身

发展能力。

从图 3 我们还可以发现, 在一定条件的

支持下, 移民经济发展的曲线可能呈图 4 甚

或图 5、图 6、图 7 所示。

图 4 表明, 当搬迁阶段结束时, 移民的经

济收入水平虽有降低但还是在 Y′曲线的上

方, 这样, 移民的经济发展过程就分为三个阶

段: A ′A 段为超前开发阶段、AB 段为搬迁阶

段、B 点以后的时间段为发展提高阶段, 从而

跳跃了图 3 所示的恢复阶段。这一经济发展

过程与图 3 所描述的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

优, 因为在图 4 中, 移民丝毫没有遭受经济利

益损失, 而且较之不搬迁情况始终获得经济

受益, 移民的经济发展目标能尽快得到实现。

这一移民经济发展过程实现的条件是: (1)移

民系统超前开发期较长, 这样移民开始搬迁

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从而搬迁阶段结束

时移民经济发展水平相应得到抬高。(2)超前

开发期较长, 各种投入较多, 移民系统经济功

能有所形成, 从而移民经济收入水平在搬迁

阶段下降得比较缓慢。于是, 在同样长的搬迁

时段内, 移民经济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要小

些。(3)搬迁阶段, 移民较主动, 地方政府组织

较得力, 搬迁阶段时间较短。以上三点因素的

作用使移民经济发展过程有可能跳跃恢复阶

段, 从搬迁阶段直接步入发展提高阶段, 呈现

出图 4 所示的状态。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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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图 5 所描述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不仅跳

跃了恢复阶段, 而且在搬迁阶段, 移民经济收

入水平没有下降, 处于一种持平状态 (图中表

现为Y 曲线的AB 段与时间轴平行)。图 6 与

图 5 所不同的是, 在搬迁阶段, 移民经济收入

水平既没有下降, 也不是处于一种持平状态,

而是缓慢地在提高。要使移民的经济收入水

平在搬迁阶段不下降甚或缓慢上升, 一般来

讲, 须具备以下条件: (1) 移民迁入地的经济

发展条件好, 经过超前开发, 移民系统的经济

功能比较健全并且具有进一步增强的潜力,

从而能承受起移民搬迁所导致的一定程度的

冲击。 (2)搬迁阶段, 正确处理了移民搬迁和

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 把移民搬迁给经济发

展带来的冲击降低到了最低限度。(3)移民搬

迁时间短, 这样缩短了移民搬迁对经济发展

影响的时间, 减弱了对正在形成的移民系统

经济功能的破坏程度。图 5、图 6 所描述的移

民经济发展过程无疑是很理想的, 移民的经

济发展目标在超前开发阶段就已实现, 移民

经济发展水平始终是不断提高的。当然, 实现

这两种经济发展过程所具备的条件是比较高

的。图 7 与图 6 所不同的一点在于, 在搬迁阶

段, 移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不是处于缓慢

上升, 而是仍以较高速度增长。这种移民经济

发展过程无疑是最理想的, 当然, 实现这种经

济发展过程所具备的条件是相当高的。但并

不是不能实现的。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移民经济发展目标

的实现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应选

择一条较优的途径, 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尽快实现移民的经济发展目标。从大的

方面讲, 超前开发移民系统、然后搬迁安置移

民方案下所形成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是可取

的。“先开发、后移民”方案要实现移民的经济

发展目标, 其前提条件是: 移民系统的经济功

能必须强于原有系统的经济功能。所以, 我们

应避免采取图 2 所示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基础、政策目标、具

体操作等方面的差异,“先开发、后移民”方案

下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条件下呈现出

不同的状态。上面图 3～ 7 所粗线条描述的只

是众多状态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 图 7 所描

述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是最理想的, 但所需

条件也是最高的。归根结底, 由于主客观条件

的差异, 不同地区的移民经济发展过程会呈

现出不同的状态。我们总的想法是, 国家、地

方政府、移民, 都积极创造条件, 向着最佳目

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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