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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可持续发展和

非自愿性移民能力建设的新探索
———杨云彦教授等著《外力冲击与内源发展》评介

刘传江　李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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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工程项目的规划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进行战略投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同时也对区
域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由于大型项目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 ,是一种强力度的外力冲击 ,如何解决
好外力冲击条件下的利益相关方协调问题和实现包括工程型非自愿性移民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应该是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当前学术界、政策决策部门非常关注 ,共同研究探讨的重大问题。

由科学出版社 2008年 9月出版 ,杨云彦、徐映梅等著的《外力冲击与内源发展》一书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
的研究和有益探讨。该书是杨云彦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与
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编号 : 05JZD00017)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该书将外力冲击和内源发展作为研究主
题 ,以南水北调工程为案例 ,利用相关区域的实证材料 (包括库区农户调查数据 ) ,提出以能力损失和重建为核
心的分析框架 ,重点分析了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移民能力建设、利益相关协调机制和管理创新等内容。

该书在有关大型项目建设与区域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开创性地构建了外力冲击和内源发展的理论与
分析框架。理论分析部分 ,作者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评价方法、国内外水源区发展、国内外调水工程对比
分析三个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论述。实证分析部分 ,作者基于对库区移民问卷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 ,
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定量分析了库区移民的人口特征、农户生活满意度、能力受损与贫困的特征等
问题 ,研究了库区非自愿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决定因素。应用要素分析部分 ,作者从社会经
济、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等方面探讨水源区和相关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上分析南水北调工
程对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重点探讨了调水工程的社会经济效应综合评估、利益协调机制和管理机制创
新。政策建议部分 ,作者通过深入而系统的分析 ,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思路、新方法以及新的结论。
综观全书 ,我们可以看出 ,该书较为鲜明的特点和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立论新颖 ,视角独特

在已有的研究中 ,学者们和政府部门对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价主要强调的是其宏大的建设规模所展现出的
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物的成就等等。而该书独辟蹊径 ,作者认为 :我国正在经历重要的社会转型 ,大型项
目的建设 ,改变了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格局 ,并直接造成了大量的非自愿移民 ,如水库移民等。这
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 ,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作者提出 ,解决外
力冲击条件下的利益相关方协调问题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应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 ,
该书的研究视角是在外力冲击下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上 ,在追求社会公平、和谐的重要目标上 ,研究如何实现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综合效应的最大化 ,并促进社会经济和人的可持续发展。该书是国内首次将外力冲击和内源
发展作为研究的主题 ,以南水北调工程为案例 ,来分析相关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移民能力建设的力作。这将
有利于其他学者运用这一思维和研究方法研究其他问题 ,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观点创新 ,理论突破

深品细读的作者不难感觉到该书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提出了大型工程项目对区域发展的综合效应、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作者弥补了已往研究

的不足 ,提出应该考虑工程的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应 ,考虑到对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影响。认为解决外力冲
击条件下的利益相关方协调问题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 ,作者构
建了一个从微观 (库区移民 )、中观 (水源区和相关区域 )、宏观 (经济社会的综合效应评估与利益分配 )三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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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 ,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成就。
2.首创性界定“介入型贫困”这一概念 ,丰富和发展了福利经济学中贫困的含义。作者将大型工程非自愿

移民的贫困 ,各种类型失地农民的贫困等归纳为介入型贫困。介入型贫困来自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由政府
介入和主导的资源的重新配置 ,使移民这一脆弱群体的能力受损 ,包括资产受损、应付风险能力受损以及人力
资本积累能力受损 ,并且受损者无法得到他所损失的资源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超额收益。介入型贫困还具
有原生性 ,从原生的贫困中又衍生出文化贫困、权力贫困等 ,这些衍生的贫困又使他们在面对介入贫困时处于
绝对弱势地位。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人们研究移民的贫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是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突破。

3.论述了基于微观个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理论 ,构建了以能力损失和重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已有的
文献和理论认为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区域内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是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作者认
为 :外力冲击、社会变迁会影响到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 ,但主要是影响到微观个人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作者提出 :移民搬迁 ,将破坏移民在一个相对稳态的传统社会网络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以及运用这些资本的能力。因为社会资本等绝大多数都是不可搬迁的沉没性资本 ,随着社会网络瓦解 ,很多传
统的知识和技能在新环境中可能不再适用 ,只有部分人力资本和动产是可以移动的。一旦传统社会网络瓦解 ,
而又不能有效过渡到新的社会网络 ,将直接影响移民的能力再造和移民社会的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该书还
论述了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 ,为人的发展提供支持与空间 ,这应是大型工程建设从以物为中心
到以人为中心理念转变的重要内容 ,移民能力再造和社会重构就成为增强和保证移民社会持续性的重要途径。
将社会资本的分析引入非自愿性移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丰富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涵义 ,也为其
他学者和政府思考库区和移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4.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方法。基于利益相关方的分析要求我们跳出大型项目建设传统的评价理念和
方法 ,更加全面关注相关区域和相关人群的绝对影响和相对影响 ,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
作者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 ,对南水北调工程施工中及建成后所涉及到的各利益主体进行了界定 ,并就各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综合管理及整个流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这一
理论的引入将为研究国家实施大型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效应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也不失为是该书的一
个学术贡献。

三、体系完整 ,逻辑性强

该书以外力冲击和内源发展作为研究主题 ,以南水北调工程为案例 ,以相关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移民能
力建设为重点 ,进行了多层次和多角度的研究。既从微观上研究了库区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也从中观上研
究了水源区和相关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上研究了调水工程的经济社会效应综合评估、利益分配
与多区域协调发展、利益相关分析与管理协调补偿机制创新等。第一、二章是理论部分 ,第三、四、五、六、七章
是实践分析部分 ,第八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全书结构安排合理、有序 ,内容全面翔实 ,逻辑性强。

当然 ,由于大型项目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一本专著不可能穷其尽 ,如政府主导的大
型项目如何带动地区的均衡发展 ,外力如何转变为内源发展的机制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 ,研究方法
方面 ,主要是实证研究 ,在规范和模型方面也有待深化等。这些都有待于作者继续努力 ,加以完善。

总体来看 ,该书是一部选题独到、视野宽阔、观点创新、内容丰富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移民能力建设研究
领域有创见性的佳作。对国内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决策者、政策研究者和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而言 ,是一本
具有很强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特此向广大读者推荐。

(责任编辑 :彭爽 )

简　讯

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出版社 )显示 ,在全国前 20种综合性经济科学类核心期刊
的定量评价排名中 ,《经济评论》位居第五。

该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等主编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图书馆共
26个相关单位的百余名期刊文献专家参与研究 ,全国各地 5529位学科专家参与期刊评审。据悉 , 2008版《中文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采用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奖或被重
要检索系统收录、基金论文比、W eb下载量共 9个评价指标 ,选作评价指标统计源的数据库及文摘刊物达 81
种 ,共评出核心期刊 1983种。《经济评论》在综合性经济科学类核心期刊的排名由 2004年的第 12位上升至
2008年的第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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