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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峡库 区 移 民人 口 心理状况介 析

朱 农

水库移民是受行政干预的政策性移民
,

就移民本身来说是被动的
。

移民工程的主体是移民

人 口 ,

因而移民工作的重点也应是人
,

为此
,

首先必须了解移民人 口 心理状况
。

本文将利用笔者

在四川省奉节县农村的问卷调查资料
,

对库区农村移民的搬迁意愿及要求
,

对安置环境的估计

与期望
,

对就业的取向以及对开发性移民的理解等思想倾向进行分析
。

本次调查在奉节选择两个典型村 永安镇的校场村与康乐镇的平皋村
。

校场村作为城郊农

村的代表
,

以种植蔬菜和其它一些农副产品为主
,

村民主要是菜农
,

村民生活方式非常接近城

镇居民
。

平皋村则作为山区农村的代表
,

以产粮为主
,

另有少量的果园与桑园
,

该村村民绝大部

分都是务农为生
。

从收入构成来看
,

两个村均以种植业为主
,

但校场村的非农业收入的比重远

高于平皋村
。

从收入的绝对数来看
,

校场村 年人均收入为 元
,

而平皋村仅为 元
。

校场村与平皋村在地理环境
、

经济结构
、

收入水平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不同
,

因而这两个村

的移民人 口对搬迁的心理反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

本次问卷调查的 目的在于通过对校场与

平皋两村移民面对面访谈
,

深入了解移民的心态
、

意愿和要求
,

为移民规划的科学制订提供依

据
,

提高移民安置规划的社会效益
,

实现移民人 口的长治久安
。

一
、

移民人 口 的搬迁意愿

首先必须了解移民对搬迁的意愿
。

调查结果表明
,

山区农村的移民 表示愿意搬迁
,

而城郊农村正好相反
,

的移民不愿意搬迁
。

城郊农村与山区农村在移民搬迁意愿上的差

异与这两村的移民所处的地位和他们对搬迁的估计是密切相关的
。

城郊农村移民主要是菜农
,

另有少数人从事商业活动和简单的食品加工
,

收入水平较高
,

根据笔者的访问调查
,

一般家庭

年人均收入都在 元以上
。

由于现在生活水平普遍较高
,

而且收入来源比较稳定
,

生活方

便
,

因此村民大部分不愿意搬迁
。

从表 中可见
,

大部分城郊农村的移民对搬迁后的生产及生

活条件持悲观态度
,

普遍认为搬迁的地方肯定没有现在好
。

城郊农村移民中也有一部分愿意搬

迁的 主要是一部分年轻人
,

希望通过搬迁进城进厂
,

转入非农行业
。

与城郊农村相反
,

山区农

村的受淹户大部分表示愿意搬迁
,

进一步间“
为什么愿意搬迁

” ,

则回答主要是两类
,

一是政府

要求搬
,

修三峡只会对人 民有好处
,

搬迁会带动村经济发展
,

提供致富机会 二是山区农村 目前

自然环境较差
、

生活水平低
,

搬迁可改变生活环境 山区农村移民中相当一部分相信搬迁后生

活条件会有所改善
,

认为国家会给予支持
,

生活水平不会低于 目前的状况
。

但对于搬迁后生产

条件的估计方面
,

移民的信心要差一些
,

因为沿江沿河的好田将被淹没
,

再分配的土地土质肯

定没有现在好
。

同城郊农村相比
,

山区农村移民对未来生活
、

生产条件的估计中
“
不知道

”

的比

例较高
,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考虑
,

认为国家会给予适当的安排
。

山区农村移民对于现有生

活环境的留恋倾向比城郊农村移民要弱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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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移民人口 的对徽迁后条件的估计 单位

城城城郊农村村 山区农村村

您您认为搬迁后的生活条件会怎样样
。

比比现在好好
。 。

比比现在差差
。 。

不不知道道

您您认为搬迁后的生产条件会怎样样

比比现在好好

比比现在差差差差

不不知道道道道

二
、

移民人 口 对安置方式的选择

移民人 口 本身非常复杂
,

在社会背景
、

价值观念
、

文化素质
、

经济条件
、

生活需求诸方面都

是千差万别
,

因而移 民个体对搬迁方式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

此次调查从两个方面来划分搬迁方

式
,

一是按搬迁距离 即相对于原居住地的距离 分为就近后靠与异地安置 二是按安置方式分

为按村
、

组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
。

表 为移民人 口的对搬迁方式的选择
。

表 移民人口 的对徽迁方式的选择 单位

城城城郊农村村 山区农村村

搬迁距离离
。

村村内就近后靠靠
。

县县内外村安置置

县县外安置置
。

无无所谓谓

安置方式式
。

整整村集中安置置
。

按按组分散安置置置
。

分分户插队安置置置置

自自己投靠亲友友友友

无无所谓谓谓谓

表 表明
,

城郊农村一半以上的人选择
“
村内就近后靠

” ,

山区农村该比例也占 写
,

这

反映了农村移民人 口 留恋故土的心理
。

对于移民来说
,

村
、

组内上 山后靠
,

因 自然景观
、

土壤性

状
、

生产习惯
、

耕作方式均与原住地差别不大
,

故能较快地适应新的生产与生活环境
。

尤其是城

郊农村的村民
,

由于他们的生存条件与城镇息息相关
,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非常接近城镇居民
,

因此他们大都有一个基本愿望 —
“
随城走

” ,

回答
“
无所谓

”一项的人也大都基于这个愿望
,

即

只要住在县城郊区或进城
,

迁到哪里都可以
。

山区农村的移民中
,

县内外村安置较多
,

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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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皋村地处河谷地带
,

质量较高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水位线下
,

如就近后靠
,

随着山地垂直

高度增加
,

地形更复杂
,

土质也更差
,

移民也意识到这一点
,

所以很多人认为出村安置是不可避

免的
,

但对于迁往何处则心中无数
,

而认为这将由国家安排
。

至于安置方式
,

两个村均有 以上的人选择整村集中安置
,

或者按组分散安置
,

无人愿

意分户插队安置
,

这反映了移民人 口对于原有社区传统人缘关系的留恋
。

三峡库区基本上还属

于一种 比较典型的农业社会
,

由于世代居住
,

共同生产和生活
,

农村中形成了一种较牢固的社

会关系网络
,

形成了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
、

价值观念
。

而搬迁不仅会打乱原有的生产方式
,

还会

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业 已形成并维持已久的传统地缘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
。

对于移民来说
,

他们

在选择迁入地时
,

不仅会考虑经济因素
,

还会考虑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

他们不仅希望能恢复

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水平
,

还希望能尽量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和 人际关系网络
,

这样在新环境中

就 比较容易适应
。

对于安置方式的选择
,

城郊农村移民中
“ 无所谓 ”一项比例占

,

远高于

山区农村
,

这大抵是 由于城郊农村的城镇特性比较明显
,

村 民的传统观念 比较淡薄一些
。

三
、

移民人 口对搬迁过程的估计

离开祖辈生活的故土
,

搬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

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

尤其是

对于非 自愿性的水库移 民来说更是如此
。

以往水库移民工作中的教训之一便是片面强调水利

工程建设的效益而忽视移民本身付出的代价和损失
,

从而造成诸多遗留问题
。

因此要使移民搬

迁后能长期安居乐业
,

在制订移民安置规划时就应充分考虑移民面临的困难与要求
。

在问及移民认为搬迁过程中生活上将会遇到的主要困难
,

最普遍的回答是资金
,

经济困难

是农村移民在搬迁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其次为建房
,

住房是 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条件
,

又是农

户最重要的家庭财产
,

因而也是移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

许多移民担心住房不能得到合理的补

偿
,

搬迁后的住房质量达不到现有水平 再次为财产搬迁
,

对这个问题存有顾虑的比例
,

城郊农

村高于 山区农村 第四为 口 粮
,

城郊农村的菜农基本上都从集贸市场上购粮
,

目前由于菜农收

入较高
,

因此可以承受
,

但移民担心搬迁后收入下降物价上涨
,

会造成 口粮紧张
,

山区农村移民

也担心搬迁后生产条件变差
,
口粮无法 自给

。

此外
,

山区农村由于可能采取向上后靠的安置方

式
,

所以一部分移民比较担心将来饮水
、

交通与子女上学等问题 移民对于搬迁中可能遇到的

困难的估计
,

反映了他们对于安置环境的疑虑心理
,

以及他们对于将来恢复现有生活水平的信

心程度
。

移民人 口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对于 山区农村移民来说
,

最普遍担心的是补偿标准太低

占
,

不足以弥补淹没造成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损失 其次为生产条件不好
,

因为靠近

河边的好 田基本上都被淹掉了
,

剩余的高山地带土地资源开发难度较大 再次为生活水平降

低
。

对于城郊农村移 民来说
,

最普遍担心的问题是
“

就业困难 ,’占“
,

这乃是由于城郊农

村地势低
,

整个村将全部被淹
,

移民对于周围的土地资源环境比较了解
,

许多人意识到搬迁后

很难再有 目前这样的平地种植蔬菜
,

而他们一般又不愿意成为粮农
,

也不愿意离开城郊
,

所以

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将放弃以种菜为生
,

而转向其它非农行业
,

同时城郊农村菜农 目前收入

相对较高
,

许多人并不太愿意成为城镇职工
,

因此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将来从事何种职业 其次

为
“
生产条件不好

” ,

对于城郊农村移民来说“ 生产条件不好
”
不仅含有他们对土地资源的担心

,

还包括他们对于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前途的担忧
。

总体上来看
,

城郊农村移民对于搬迁的顾虑要 比山区农村深得多
,

这是由于一方面城郊农

村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都比较好
,

移民对于未来能否达到现有水平普遍缺乏信心 , 而山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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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起点较低
,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搬迁抱有一定的期望
。

另一方面校场村紧傍城关镇
,

交

通便利
、

信息灵通
,

移民对于搬迁的动态相对比较了解
,

因而各种考虑也较多 平皋村则相对 比

较闭塞
,

该村移民对搬迁工作了解甚少
,

对未来许多问题无法形成认识
,

因而很多人抱“ 听从国

家安排
”的态度

。

四
、

移民人 口 对未来的期望与要求

移民人 口基于 目前所处的状况环境
,

对于未来安置区的环境抱有各种期望
。

城郊农村移民

最主要的要求便是
“ 离县城近

” ,

即跟着城关镇走
,

这是 由于他们的生产
、

生活均与城镇紧密相

关
,

他们将来也只能在城镇附近或城里种菜
、

做生意
。

在
“
跟城走

”

这个前提下
,

其它要求都属 比

较次要的了
。

城郊农村移民另一个 比较突出的要求是“
住房条件好

” ,

这乃是由于 目前他们的住

宅条件基本上都属上乘水平
,

房屋的结构大都为砖混结构
,

所以他们比较担心将来能否按原面

积及原造价予以补偿 与城郊农村相比
,

山区农村移民的要求要广泛
、

具体一些
。

比较普遍的

要求是土地资源充足 最好是水田
,

山区农村移民基本上都是纯农户
,

他们今后大都也只能依

靠土地
,

务农为生
。

另一个突出要求是交通条件好
,

移民希望在安置区能先将公路修通
。

第三

是用水
、

用电方便
,

山区农村移民比较担心将来如上 山后靠
,

抽水会比较困难
,

不仅生活上不方

便
,

生产也会受到很大局限 在调查中
,

城郊农村与山区农村的移民均希望将来的环境
“ 至少不

低于 目前状况 ” 。

为了研究移民人 口对未来安置区发展的深层次考虑
,

在调查中
,

向移 民提出了“您认为将

来致富主要依靠什么
”

的间题
,

从回答来看
,

无论是城郊农村还是 山区农村
,

选择“
依靠国家补

偿
”
的比例均较高

,

这反映了移民的一种依赖心理
,

这种心理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
,

一是

认为
“ 国家肯定不会让移民吃亏 ” ,

搬迁后的条件应该 比现在好 二是认为 自己为了三峡工程的

建设离开了祖辈居住的土地
,

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家园
,

是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
,

政

府理应在经济上给予足够的补偿
,

城郊农村移民多半存有这种想法
。

由于农业
,

尤其是粮食种

植业的比较利益低
,

一家一户依靠
、

亩地
,

单纯种粮很难致富
,

因此许多移民寄希望于发展

二
、

三产业
,

尤其是平皋村的农民更是如此
。

至于农业的发展
,

山区农村移民一个较普遍的希望

是依靠科学种田
,

发展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
,

而对于开荒
、

坡改梯则缺乏信心
。

城郊农村则由于

耕地全被淹没
,

而且几乎没有后备土地资源
,

所以移民对于依靠农业致富不抱太大的希望
。

在间到“您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帮助您
” ,

回答结果表明
, “
资金支持

”是最普遍
、

最强烈的

愿望
。

其次为“招工优先 ” ,

对于年轻人来说
,

是希望通过非农业安置进城进厂
,

对于年龄较大的

来说则是希望子女藉此机会跳出
“

农门
” 。 “

保证子女教育
”

也是移民提得较多的要求
,

具体来

说
,

移民希望学校招生能优先安排移 民子弟
,

另外由于 目前学费 日益上涨
,

移民希望其子女上

学能够免费或得到一定的补助
。

移民对于“
提供 良好的生活环境

”一项也提得较多
,

而且较具

体
,

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住房要不低于现在水平 二是水
、

电
、

路三通
,

基础设施完备
,

要能满足

基本生活上的需求
。

山区农村移民由于意识到搬迁后土地条件将发生改变
,

其耕作方式也会相

应变化
,

他们又希望通过发展经济作物以提高收入
,

所以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农业技术培训的要

求
。

此外
,

值得提出来的是城郊农村与山区农村均有相当一部分移民希望政府能
“

保证社会安

定
” ,

他们担心搬迁后安置不当
,

社会上“游 民
”

增多
,

人心不稳
,

产生不安定的因素
,

从而影响正

常的生活秩序
,

他们提出了这样较深层次的要求就必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
,

这一点应引起政府

部门的高度重视
。

由于淹没区人多地少
,

土地容量有限
,

必然有一批农村移民要通过非农行业安置
。

笔者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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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移民人 口对于离开土地从事非农职业的态度
。

结果表明
,

一 的移民表示愿意进城

或进厂务工经商
,

少数老年人虽然认为 自己不行
,

但也大都希望子女能转入非农行业
。

山区农

村移民的想法是 目前耕地少
,

收益差
,

经济水平低下
,

进城进厂从事二
、

三产业
,

可望致富
,

同时

他们也大都相信搬迁后国家会对此作出安排
。

城郊农村移民则考虑更复杂一些
,

在他们看来现

在的收入并不差
,

而一些“
铁饭碗 ”的企业 目前效益都不好

,

所以他们宁愿种菜
、

做生意
,

但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本村耕地本来就少
,

库区形成后原来的菜地将淹没殆尽
,

搬迁后可能必须进厂或

经商
。

因此他们一方面表示希望进城进厂
,

同时也表示担心 奉节资源贫乏
,

以后移民搬迁

后需建较多的工厂才能妥善安置
,

但如新建的厂效益不好
,

则生活水平会大不如现在
。

如不

能进厂而必须经商
,

移民则顾虑两方面向题
,

一是资金不足 二是风险太大
。

无论是山区农村还

是城郊农村
,

愿意进厂做工的比例均高于愿意经商的比例
,

这乃是因为移民认为“进厂有人管
,

自己只干活就行
” ,

收入 比较固定
,

生活有基本保障
。

而经商尽管收入可望较高
,

但怕 自己缺乏

经营才能
,

有失败的风险
。

关于是否愿意去县外工作和生活
,

大部分移民表示不愿意
,

因为移民

对外地情况完全不了解
,

由此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

而且农村移民一般适应环境的能力都比较

差
,

所以 自然对外迁产生抵触情绪
。

五
、

结论

三峡库区经济一直比较落后
,

大部分农村基本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

境内交通闭塞
,

人 口

文化素质低
,

移民区农民的传统观念浓厚
,

思想意识陈旧
。

而水库移民这种大规模
、

强制性的迁

移
,

将彻底改变移 民世代沿袭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
,

破坏原有的生产关系与社区环境
,

这无

疑给长期处于相对稳定
、

封闭状态下的库区农民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
,

面对即将来临的搬迁
,

处于不同的经济水平
、

不同的思想基础和不同的生活环境下的移民
,

均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

方式在思考
,

对移民搬迁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
。

根据本次对奉节县农村移民面对面的访谈
,

笔

者认为移民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种是服从型
,

其基本想法是
“ 一切听从国家安排

” ,

这类移民主要是经济落后地区的纯

农户
,

他们 目前还尚未摆脱贫困
,

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均较差
,

因而对搬迁的顾虑较少
,

他们对

未来的要求是“ 只要生活过得去
,

有事情干
,

够吃就行
” ,

他们对于政府比较信赖
,

深信国家会作

出妥当安排
,

所以对未来相对考虑较少
。

山区农村许多移民均属此类
。

第二种是希望型
,

他们对未来境况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
,

对搬迁寄予厚望
。

这类移民中
,

一

部分人考虑较抽象
,

其想法是三峡工程的兴建将会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

国家的补偿投资将会

保证移民生活水平比现在有较大的提高 另一部分人 主要是年轻人 则考虑较具体
,

其想法是

希望今后能进厂当工人
,

脱离农村
,

或转为城镇居 民等
。

第三种是担优型
,

他们对于未来非常优虑
,

对搬迁持 比较悲观的态度
,

城郊农村许多移民

便属此类
。

这类移民 目前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

生产条件较好
,

因此一般都不愿意离开现住地
,

他

们判断搬迁后的境况肯定不如现在
,

因而牢骚满腹
,

优心忡忡
,

认为 自己损失太大
,

强烈希望国

家追加补偿
。

在三种类型移民中
,

他们是对搬迁最关心
、

考虑最多的一类
。

综合三类移民目前的思想状况
,

移民对搬迁的心态大致有如下几种
。

期待心理
。

库区经济一直比较落后
,

国家对这里投资较少
,

并且限制其发展
,

三峡工程

是地区发展的唯一契机
,

因此移民中无论是持乐观态度还是持悲观态度都对三峡工程寄予厚

望
,

希望藉此良机摆脱贫困
,

走上致富之路
,

移民大都希望早 日搬迁 移民的这种希望应当说与

国家开发性移民的基本方针大体上符合
,

如果能因势利导
,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但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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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查中
,

我们发现奉节县农村移民工作起步较晚
,

而且宣传不够
,

移民一方面表示希望早点

搬
,

另一方面也表示对搬迁去向
、

具体政策
、

移民进程等事项一无所知
,

在期待的同时又感到茫

然
。

笔者在调查中曾向移民提出“您知道开发性移民是什么意思 ” ,

城郊农村和 山区农村分别有

与 的移民回答
“
不知道

” 。

移民本身对这种状况也比较担心
,

在调查中
,

许多移民反映
“

要搬就早点搬
” ,

他们的想法是迟早要搬
,

晚搬不如早搬
,

早搬可以保证对土地先期投入
,

使搬

迁后生活水平不致下降
,

迟搬则可能会陷于“ 欲搬不满意
,

不搬又不行 ”的困境
。

笔者认为移民

部门应充分利用移民这种求富
、

求早的心理
,

加强宣传
,

加快农村移民安置工作的步伐
,

将工作

重点放到 引导农村移民发展安置区上
,

使移民的希望逐步具体化
,

而不致成为一种盲 目
、

抽象

的期待
。

依附心理
。

许多移民认为他们为了三峡工程的建设
,

放弃了祖辈经营多年的家园
,

迁往

陌生的环境
,

这是为国家
、

为社会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

于是认定国家应在经济上给予补偿
,

从而对国家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
。

这种心理内在地支配着移民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

不仅在

一般移民中较普遍
,

而且一些地方干部也不同程度地有类似想法
,

如认为库区经济长期处于落

后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三峡工程不上不下
。

这种想法的产生
,

尽管有一定的理 由
,

但其负

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

首先是对国家补偿期望过高
,

认为一切问题都应该由国家来解决 其次是

对贫困心安理得
,

认为贫穷的原因在于三峡工程迟迟不上马
,

并将脱贫致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

国家的投入上
,

因而不思进取
,

坐待国家援助 第三是对近期利益考虑多
,

对长远利益考虑少
,

目前主要考虑如何尽可能多地争取补偿
,

而很少考虑如何量入为出用好国家投资
。

库区 目前仍

处于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

国家对三峡工程的投入使库区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援助
,

库区移

民由此而产生依附感也是比较 自然的
,

但如果这种依附感形成了思维定势
,

将来即使经济发展

了
,

移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

也很难消除
,

从而仍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
。

恋土心理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

在间到“如果有合适的

非农职业
,

您是否愿将土地完全转包出去
”
这个间题时

,

城郊农村与 山区农村分别有 “ 与

的移民表示不愿意
,

这反映农民的一种恋土心理
,

在原有土地被淹没后
,

在新环境下
,

即使

有可能进城进厂务工经商
,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仍然不希望完全脱离土地
,

而希望保留一块 田
,

作为自己的退路和生活来源的补充
。

在农村移民看来
,

土地才是最可靠的保障
。

疑虑心理
。

搬迁对于移民来说是当前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
,

是移民关注的焦点
,

移民均

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
、

思考搬迁与自己的关系
,

从而产生一种担优心理
。

从本次调查来看
,

移民

最担心的是搬迁后是否有田种
,

或有工作做
,

即未来的就业
,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移民将来的

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
。

移民另一个普遍担心的间题是“
移民资金能否落实到移民头上

” ,

农村移

民一般认为
“ 国家建三峡工程绝不会让百姓吃亏 ” ,

但担心的是由于上上下下各种因素的影响
,

致使经费无法落实到移民
,

尤其是在确定了“
分省包干

”
的方式以后

,

移民的担心更加严重
。

在

这种心理的作用下
,

政府任何有关移民安置的举措都会在移民中激起波澜
,

特别是城郊农村
,

由于信息相对灵通
,

移民的心理非常敏感
。

而移民工作中的一些偶然失误
,

又会在移 民心理中

投下阴影
。

移 民的疑虑心理的产生
,

部分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机构对国家有关移民政策
、

措施宣

传不够
,

移民在对未来搬迁事项一无所知或了解甚少的情况下
,

自然会产生各种猜测
。

因此有

关部门必须重视农村移民的思想工作
,

对移民所关心的
、

涉及移民切身利益的间题要做具体
、

深入的宣传和解释
,

如安置去向
、

就业门路
、

补偿标准
、

优惠政策等
,

特别是要提高移民经费使

用的透明度
,

使移民对 自己前途心中有数 责任编样 王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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