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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移民的社会学分析

贾 征 张乾元

水利移民是人类因水利活动而引起的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
,

它是移民现象中的

一种特殊类型
。

水利移民在现代水利工程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

本文在初步分析了

水利移民在社会学中的学科方位的基础上
,

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水利移民的诸要素

及其相互作用
,

得 出了关于水利移民的三个墓本结论
,

以此为理论前提
,

又对水利移

民中存在的移民返迁 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水利移民问题 的相应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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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移民是水利活动中必然遇到的社会问题
。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水利移民的迁移
、

稳定

和发展
,

既是社会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

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

本文拟用社会学的分析

方法来研究一下水利移民的迁移及移民返迁问题
,

以期对影响现代水利工程的一个重要间题

作出社会学理论回答
,

为解决水利移民问题提供新的思维方式
。

一
、

水利移民及其社会学学科方位

1
.

移民与水利移民

社会学中的
“
移民

”
是指

“
相当规模的人口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位迁居到相距较远的地方

定居
” 。 ① 移民的标志是社区的改变

,

这是它区别于游牧
、

劳动力的季节性移动
、

长距离的

工作旅程及旅游等类型人 口异动的根本所在
。

水利移民是诸多移民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

它是指人类因水利活动而引起的一定规模

的人口迁移
。

水利活动是人类基本实践活动
,

而且是以
“
群的形式

”
进行的实践活动

,

因而

它具有社会性的特点
。

水利移民是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
。

从古至今
,

人类的水利活动因时因

地有所不同
,

其迁移形式也不尽相同
。

在现代社会里
,

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为一

项系统工程
,

其中既有技术的使用与开发
,

又有社会政治
、

经济利益方面的开发
。

与此相适

应
,

水利移民既有由于水利工程建设活动所造成的大规模库区移民
,

又有水利施工和管理队

伍的迁移活动
,

还包括因水利灌溉不足或缺水等自然条件的恶劣而引起的大规模人 口迁移
。

在上述三种水利移民类型中
,

我们根据移民迁移的社会性质和组织形式② 而把水利移民区分

为四种迁移方式
: 一是自发自愿型

,

如古代传说中的
“
大禹治水

” , 二是自发强制型
,

如水

① 衰方主编
: 《社会学百科辞典》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
,

第197 页
。

营 迁移的社会性质指强制译移和自厚承移
;
迁移的社会组织形式指计划迁移和自发迁移

,



灾所引起的移民大多属于此列 ; 三是计划强制型
,

如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
“ 三西 ”

移民 , 四

是计劝自愿型
。

上述四种迁移方式虽可能在现代水利移民中同时存在
,

但其迁移效果是完全

不 同的
。

一般而言
,

自愿性愈强则迁移愈主动
,

计划性愈大则迁移行动愈周密
,

而迁移效果

相对而言要积极得多
。

水利移民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群体利益关系
。

人类因水利活动而生存
,

又因水利活动而发

展
。

在水利活动中
,

人类因水资源的条件和环境不断地选择 自身的栖身之所
,

发展社 区的经

济和文化
,

扩大社区的活动范围
。

人类因水利活动不断形成对水资源的分配和占有关系
,

并

由此而形成水利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

水利移民既体现了水利活动中人与自然的

利益分配关系
,

又体现了人与人的利益交换与组合关系
。

2
.

水利移民的社会学学科方位

水利移民必然伴随社区的改变
。

社区行动是水利移民的基本社会行为
,

因此水利移民要

研究社区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分化与整合及社区发展间题
。

水利移民的另一伴生现象是社会流动
。

因为水利活动大多集中在社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

区
,

移民从一个社区迁移到另一个社区既发生结构性社会流动又发生非结构性社会流动
,

既

发生水平流动又发生垂直流动
。

水利移民应该研究选择何种社会流动方式最有利于社区的发

展以及如何改变社会分层最有利于移民的稳定
。

水利移民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
,

而是与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的社 会 互 动 现

象
。

这种社会互动现象既有移民迁移区的移民互动
,

又有迁移区的非迁移人 口互动
,

更有迁

移区与迁入区的社会联动
。

水利移 民中的社会群体关系是水利移民社会互动的基础
,

因此
,

水利移民要研究社会群体利益变动基础上的社会变迁和发展间琴
。 一 `

总之
,

水利移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

它既要静态地研究水利移民的社会群体利益
,

又要动态地研究因社会群体利益的变化而引起的社区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 区发展

乃至社会变迁间题
。

基于这种认识
,

我们认为水利移民是社会学中具有较强综合性的研究内

容
,

在水利社会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

二
、

影响水利移民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水利活动是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进行的水利开发的实践活动
。

这种活动包括两个

大的系统
,

即人与自然关系系统和人与人及社会的关系系统
。

前者考虑的是水利活动中生态

环境及环境人口容量问题
,

后者考虑的是水利活动中人们的经济
、

政治和文化心理的问题
。

水利移民作为水利活动中的一种社会现象
,

自然也脱离不了上述两大系统
。

从人与自然
、

人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两大系统来分析水利移民
,

我们发现影响水利移 民的

基本因素包括以下几种
。

’

1
.

经济因素
。

经济因素是水利移民最重要最根本的影响因素
。

从经济因素来考虑
,

水

利移民的实质是一定地域内因水利活动而造成的人们经济利益的分割与组合
。

其中包括
:
移

民迁出地的经济条件
,

移 民迁出前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潜力及迁移后移 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能否保持或超过迁移前的生活水平 ) , 迁入地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就业机会的多

少
,

迁入地潜在的经济发展能力 (如住房和居住环境
,

有无充足的土地资源 )
,

等等
。

’

在农

耕时代或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
,

土地资源及其肥效价值是移民考虑的首要经济因素
,

, 么尽
,



_

2
.

政治因素
。

政治因素是水利移民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
。

它包括
:

国家的政治稳定程

度和移民迁移的政治目的和意图
,

国家对移民的基本政策及对移民合理要求的解决能力 , 移

民迁入地和移民迁出地地方政府对遣返移民和接受移民的基本政策及实施措施 ; 国家和政府

对移民安置的计划和规划
; 移民迁移过程中政治影响力的控制

,

甚室还包括移民政策的舆论

导尚
,

玲譬二
_

.

在现代社会里
,

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一起构成了移民迁移及其稳定的两根支柱
。

.

3沁 心理文化因素
。

水利移民是将一个处于稳态系统的村庄
、

城镇中的人口迁居到另一

稳态系统石从两个稳态系统来看
,
影响水利移民的文化心理因素包括被迁出系统是否具有较

强的文化心理适应和调节功能及迁入系统是否具有吸纳异地文化的心理和调节功能
。

若从单
一稳态系统看

,

影响水利移民的文化心理因素有思旧情感
、

心理定势
、

攀比心理
、

文化情结

(主要是渗音真有个性的村社文化 ) 及心理调适能力等
。

一

.4 : 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
。

这里的 自然资源是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及

二 旅游资源的总和
,

自然环境是指非资源性的生存环境
,

如城镇环境与乡村环境
,

前者较为拥

挤护后者较为清静
。

一般地讲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水利移民的影响是可 以用资源人口容量和环

境人口容量来核定的
。

水利移民是包含上述四个基本要素的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

即移民迁出系统

( S
,

) 和迁入系统 ( S
琴
) 的相互作用

。

对于社会有机体而言
,

社会的每一个系统都作为社会

系统的子系统而存在
,
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就使得社会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之中
。

水利移民作为 , 种特定的社会现象
,

在尚未实施之前
,

、

S ,
是

二

户乍稳定的子系统
,

而一

旦迁移
,

S ;
系统就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介入而发生 由有序向无序的转化

。

这时 S :系统会调适

内部各要素的行为
,

使之在新的条件下雾新稗于稗定状态
, 以便融于社会新环境之中

·

其中

S :

系统内的每一
“
元素

”
(作为个体的移民 ) 必须要适应新的系统 S : ,

同 S :
发生一定的联

系
。 只有S 、

系统纳各个 “ 元素
”
介入 s

:
系统后

,

不破坏而且融于 S :
系统之中

,

社会才不致于

形成动荡
。

于是我们便可得出两个基本子系统 (匆和 S : ) 相互作用的图式
。

(见下页 ) 一

。
母示表明

:

气系统和 S :

系统都录处于稳定状态的辊合系统
,

即阮和 S :
系统内部的各要素

C
、

E
、

P和 N是互相调节的
,

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功能恰好是另外要素存在的条件
,

它们之间是

自适应的过程
。

现在因为 S
:

系统所在地域要进行水利开发
,

就使得 S :
系统濒临解体

,

这时 S:

系统内的 C , 、 P。
’

E么和 N f 各要索通过其自适应能力进行调节
,

使S :
系统在由有序向无序运

动的过程中保持其相对稳定状态
,

如果乖们把 5 1
系统部分或全部地迁移到 s : 系统时

,
S ,系统

与 s
:

系
一

统桃凉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

共影响和作用包括 S
,
适应爪的过程和 s ,挤受 s :

的过

程
。 _

只有当S ;
系统内q

、

玖
、 ,

P :

和从与 S :
系统内相应元素分别接近或一致时

,
或者 S :

系统

内弓卜 E : 、 P : 和 N : 之功能不小于 S :
_

系统相应元素之功能时
,

S 、 才能被 S : 同杨 这是水利移

民的基本条件
。
当 S : 系统内某一示素的功熊小于5 1

系统相应元素之功能
.

,

或 S ,系统的整体功

能小于 S: 系统整体功能时
,

水利移民就会发生无序的运动
,

形成不稳定状态
,

引起诸如移居
-

返迁
、

生活困难
、

发展后劲不足等社会问题
。
根据上面的分析

,

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水利移民

的三个基本结论
:

_

①作为与移民相关的两个系统 S
:
和 S ,

必须是相对稳定的 自组织系统
,

即其

内部各要素是可 以相互作用
、

相互适应和相互调节的
,

这是保证水利移民顺利进行的基本前

提 ;
`

② S :
和 S :

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
, 一

职S ,和 S:
是具有同化能力的系统

; ③ S : 系统的备要幸

C
么、

P
: 、

E : 和 N :
的功能及 S: 系统的整体功能不小于 S

,系统内相应要素及 S : 系统的整体功能
,

这是水利移民能够发生并且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

很显然
,

无论是 S :
系统还是 S :

系统都是影响



水利移民的条件
。

. -. 1111. 1
.

。..

…
,J .!

:

内内内内
J

内 环 境境环环 稗稗稗稗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___一

瑙
…………………

, _ _

瓷
一 `̀

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政政政政政政政
___

二二
」」」

治治治治治
`

诊诊诊

一一一
才才才才才 ·

Plllllllll 节222222222

..... ,,,,,,,,,,,

内内 环 境境境 内 环 境境

气气气气 洲洲

、、、、 以以

七 一 “
扁 、 一 、 ,

、

一 一 _ _ , 洲 _ ~ , , , 一 ! .

-
一 一 一 , . 一 . 一 - -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三
、

移民返迁
、

一

水利移民的社会学实例分析

前面我们对影响水利移
一

民的基本要素及其柑互作用的
、

分析
,

是把移民当作利益群体来对

待的
。

通过分析奋我们得出了三个重要绪论
。 ,

这些结论能否成立
,

我们只有用水利移民的实

际情况来验证
。

移民返迁是困扰水利移铃上作的十个重大社会向题
,
对它进行分析具有重要

时理论和实践意义矛
·

一
`

1
.

移民返迁的原因
_

.

`

水利移民返迁的原因在于 s ,系统和凡索玩的功能调节发生障碍
,

实际情形中表现如下
。

.

第一
,

经济因素的作用
。

经济因素的感响是在移民迁出之后
,

在新的移民居住点里生活

水平不能得到提高甚至降低时而发生的
。
生活水平状祝何攀比心

一

理相联系就构成了复杂的返

迁动机
。
如丹江口库区后靠移民

,

由于长期过着 “小山淹到顶
,
大山淹到腰

,

吃的供应粮
,

住的茅草房
”
的清舍日子

,

酿成多次移民上访事件
,

补迁移民也因某些生活间题形成多次返
迁事件

,

砍伐山林
、

抢收庄檬
、

·

打人闹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

产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袂序和

生产狄序
。

,

。
·

}

一
·

第二
,

政治因素的影响
。

一些水利工握过去因在
,

“
左街的思想指导下兴建

, 4重工穆建

设轻移民安置
” ,

造成移民心理失衡形成返迅
卜

有些返迁事件甚至与迁入地领导对移民政寮

的不落实情况有关
,

一

如 “ 三西夕 移民过程中
,
让“ 赤金镇主动接收的29 8名移民

,

年把功夫2乃
以上的全部跑掉了

” ,

其原因是该镇领导
“

抓镇上的大事
”

·

而把移民的具体事情
“
分给冬下

0 稗属编撼小组铆
:

姆落口市赘尽本》 (1卿年}
,

苹裘风
,

,

名乡
`

.



窗俞人曾
,

在
“
移民前来

”
时

, “ 乡长书记们要去跑年货
” , 一 “

迎送上级或上上级的各色检

查领导
” 丫 冷漠地对待移民

,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
“
置之死地而后生分 的情况

。
。

第三
,

系统的封闭性
。

水利移民特别是散居的或与世隔绝的村居移民长期处于与外界信

怠
“
截流冲

几

状态
,

`

不与外界进行物质
、

文化和信息的交换断造成了其特有的 必自尊感
”

与
,
优

越感
” ,

因而一旦迁移就难以与迁入地系统同化
,

或是生产与生活方式不适应
,

或是心理状
-

态的失调
,

而造成移民返迁
。

如从广东石灰岩地区迁到海丰的移民有的因不堪忍受
“
平原地

区每天 10 多个小时的强体力耕作” 而退回原地
,

过着
’

“
在石缝中补点主米分 的半原始的刀神

火种生括
。

匆从甘肃渭源干早地区庄浪迁到玉 门花海的 名如 移民由于
“
一场三四十年不遇的

黑风” , ` 3 天
一

内返迁260 人
,

二位长者充满哲理的话道出了失调的移民心态
: “

人能算计人
,

’

人算计不了天
,

别跟天耍性了
,

你想着河西好
,

弄不好一场黄风把你也卷走了呢 ! 你说这庄
浪不好

,

走了
,

弄不准明年一场透雨
,

收上茬予也能过两年呢
” 沙

.

儿
一

。 ” ⑧

`

第西犷文化因素的影响
、
移民返迁乃至迁移过程中

,

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很大的
。 ~

曾震憾

宽城护影响全国的潘家 口水库 “ 蓝旗地村事件” 就是因为满旗 , 、旗之场赌旗人对
“ 从祖宗那

垦延袭下来的部落整体文化
”

一

的眷恋
。 ④ “

三西
”
移民也有很多因留恋

“
三亲六散

” 、 “
韶

里关系
” 、

嗽土亲情
” 、 “ 西石草木 , 、 `

乡土民风 ” 、 “
生命之根 ” 等地域性的村社文花

而返回故里的
。

⑥ 在大量的水利移民返迁现象中
,

由于文死素质时不同
, “
年青人乐于走向

撇截
而老年人却困守大ht,, 是有一定规律性的

,

一
`

二 八 “在上述移民返迁瘫
因中

,
一

我
做注意了单个因素肺用

,
`

其寒移属返迁附
亩
料因

素而引起
,

又可由多十复咨因素而劫汹
`食舰瞥移决挂出絮阮s :

肴炙
,

文写迁入系统 S
:

的各个因

素有关
,

还与
“ S :

# S : ”
的相互作用有关

。

同水利移民迁移一样
,

’

移民返迁的原因和动机也

是复杂的
。

正如一位水利学家所言
, ` 水利移良` 一不仅摧毁了原来的生产

、
、

生活
、

·

家族和

家庭体系
,

并使一些社区解琳
卜

造成长期建立起来的政冻 经济
、

贸易
、

父化联系中断
,

而

且
,

、

:强制性搬迁会加重心理和社会压力并增加发病率和宛亡率
”

一

, “
这是一个带有巨大破坏

性的痛舍过程
” 。

⑥ 一旦移民在* 定的时间里尔能弥补由于搬迁所造成的
一

巨大痛苦
,

返迁就

不可避免
。 L

.

“
一

L ·

犷
.

` - - .
一

丁
1

,

2一水利移民返迁的社会对策
.

·
`

一

概览水利移民返迁的原因
,

我们发现有一只
“
无形的手` 在躯使移民迁移与返迁

,

即社

会利益的再分配间题
。

造成水利移民返迁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利益再汾配的不平衡
。

这种不
平衡表现在水利移民迁移者身上是利益如巍

与索取的矛盾
,

~

表规在移民安置区是利益的保

护与分割的矛盾
,

表现在水利移民迁移动力上是利益的期望值与实际值的矛盾
,

表现在水利
移民的影响因素上是移民区与安置区两个系统 ( s :

和 s :
) 及其内在要素的复合矛盾

。

这些矛

参薰夔l嚣翡游黯;i彝巍曝笔
①

②

麦天枢
: 《西部在移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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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新华文摘》 1988 年第 1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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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之坦
、

彭纪宁
: 《跨越世纪的迁移》 ,

羊城晚报 1 992 年 2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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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⑥

甲⑥

麦天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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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 《 新华文摘》 1988 年第10 期
,

第 11介一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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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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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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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珍麟迁移系统乳与安置荞统s谋二因杯能同
化

、

同构或彼民在新建移民点内迁移系统s `

内各要素致使其功能不肩哪食时卜移民今返诲 这四种慎形即使在单个移民身上出现也会酸

成群体移民返迁事件或祛拿动荡
。

一
:

_
、 -

、

基于上面的分析和认识
,

_

乖们认为解决水利移民迁移原返迁的矛盾在对策上需实现三个

锥变
只

. · 、

第一是改变利益分配方术即我们现有的科益分配方式 是一 种
“
捆住搬

”
的

“
输血

”
方

式、 即恨据一定他冬的生产和华括水平发展状琴
, 州定的标准给予移民一定的生产和生

活补偿
,

口容量”

以保证 “ 移民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
” 种利益分配方式的前提是基于 邵环雄人

按撰
。

这种

的木小
, “ 合浮利甩牢区资源卜雄地每靠热

,
些没有后靠安置条性的

,

可 以采用开

发落今
、调剂再地

, _

外迁等形式安置
”

一 。

母这是宁种较保守的利益分配方式
。

因为 “
愉血

”

只能
“
维持

”
原有生活水平或略有提高二面要

“ 大
娜过冬毓栩

脱贫困有很大困难
,

在

替民气夕嚼卒啊哟麟不越比较
,

屏弓礴移民心理失衡
。 造成矛

`

盾啼点
,

影响移民安建
。

哪峨是在商品经钱水潮电祥担住搬
”
不利于移民从事商品斗产和开发

。

水利移民的利益分配

友式应由 卒捆住丝
”

的拘率方式向
“

自愿搬 ,, 的造血方式铃孪
`

在纷济上打破移民二元瞬济
和社今维钩

;

卯及农衬移民和城镇移民的显眸2鱼璧垒 i还些里登鱼鱼鱼叁旦理登鱼的发星丝力
,

如科技培训
、

,

第二三产业开耸豢
\

把大部分移民推向商品肾济浪潮中去
。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特别是粮食供销体制改革的深入
,

选择一定的具有龙展商品经济条件的巾月
、
墉 市

一

女 伪

托
,

一

拟移屏推向枣熬、
.

晕熊够解决好水利移民迁移及其返迁的问题灼
,

_

第二是改变水利移民迁移动力模式
,

`

变 t’ 农业擎源沃攀竺大
“
商品经济

” 和 “
农业科技

邓仄
几 r

. .

, ; 苹 一他脚岁然
一

尸
一

议腮?lJ 咫
~

L

“ ,

水到诊因庄移附叨刀足利血冉分附四头际但小小

于期鼻值
。

实际井移民神会科益再分配的期望傅是与移民原有和益的实际值及非移民现有利

益实际值相珑较而得半的
,

是尸个不稳考的值域
、

_

乖们现有的稗民返移动力模式是围绳
“农

业资源开辈
”

的
.

“
生产拿救型

” ,
是在半 自然经济状高下生存而与商品经济生产处于半隔绝牌

和 寒使替民最多也尽熊过上略高于
“

厚有生活本平哭
:

的生活
,

其发展后劲不足
,

这也是我

国水利移民遗留间题存在的症结
。

解开这个症结的关键是对移民
“
分流

” ,

即依靠科技开发发

展商品生产
,

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来称把初级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的

商品
,

参与市场竞争
,
这样移民就有两条路可走

,

或者走依靠科技的大农业资源经济开发
,

笑攒蒸媲嘿嚣羚然攀
置规划依然要肉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

, “

烤照工程建设进度组织搬迁
,

_

妥善

安排移序半产和生活
” 。③ 这种铂国家和政府组织水利移民晕下列两种生产方式的观念产物

:

“
水

” _

是 衬
资源

” 而不是
“

商品
”

,

只水利
”
是

“
事业

”
而不是

“
产业

” 。

这势必导致国家

和政府因水利工程郎越多
,

斧民包袱越沉熏
,

甚至出现 照定指标” 、 “
下任务

” 的 “ 强迫

命令
”
的迁移方式

。

这种移民方式承袭了农耕经济时代的特点而没有与商品经济时代接壤
,

只发挥了国家和政府的行政职能
,

没有发挥其经济职能
,

更没有依靠商品经济的大市场发挥

①③

。
,

a o

《大中型水利水电土程建设征地争畔和移民岩置条例》 `

马克移: 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 《马克忠思格斯选集》 第 2卷

,

第64 页
。



社会和企业的经济及社会职能
,

使得本已处子自然经济状态卞的水利移民依然徘徊在商品经

济的大门之外
,

因而一方面库区在半封闭状态中延续
、

渐变
,

另一方面工程受益区在 巨大的
“
能源

”
动力冲击下滚雪球式地超速发展

。

现有的水利移民迁移方式应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

需要
,

变国家
、

政府移民为社会资助移民已是大势所趋
。

国家和政府在水利移民工作中的职

能应向下列方何转变言根据国土规解和水利开发计划参制定水利土程建设的中长期规划
,

建

立水利移民的社会发展基金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

通过社会各企业的
“
自愿联合

,,
办

“
水利

移民开发企业” ,

国家和政府只负责对企业实施移民规划的监督工作
,

采用
“
一步跨越式

”

的移民方式把水利移民推向商品经济大市场
。

最后需要说明的
,

我们上面主要讨论了水利移民迁移的社会对策
,

事实上移民返迁正是

移民迁移禅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特殊的迁移
,

因此
,

水利移民迁移的社会对策对于移民返迁也

是同样适用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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