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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对社会学的呼唤

赵 宜 胜

三峡工程移民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

而是个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错综复杂

的社会问题群
。

移 民动迁的动力问题
、

迁出地与迁入地群体之间交互作用关系问题
、

移民对 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转换的适应问题
、

移 民的心理问题
,

以及改革与社会变

迁对移民在动迁中较大期待值 的制约问题等
,

大量的移 民问题不仅在近期对社会的

稳定协调发展造成 了影响
,

而且还存在着继发社会 问题的潜在 因素
,

单纯依靠行政

的力量难以解决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
,

它呼唤着社会学的积极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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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一项举世瞩 目的跨世纪工程
,

它具有防洪
、

发电
、

航运
、

调水等综

合效益
,

对长江流域的开放开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具有战略性影响
。

然而
,

因

它的兴建而引起的移民问题
,

也成为这项工程能否顺利兴建
、

能否很好地发挥效益的关键问

题之一
。

移民问题既是历史上频繁出现的老间题
,

也是不断出现新的特点的现实问题
,

它是社会

学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
。

笔者根据 1 9 8 6年以来对三峡地区的多次实地调查撰成此文
,

以期引

起社会学界对这一间题的关注
。

一
、

三峡工程移民问题概述

按照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报送的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

行性研究报告》 的意见
,

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为 17 5米
,

回水淹没区涉及四川
、

湖北两 省 的

19 个县市
,

全部或部分淹没 2 个县级市
、

n 个县城
、

1 40 个集镇
、

3 26 个乡
、

1 3 5 1个村
,

需要

迁移人口 将超过 10 0万人
。

按照 1 9 8 5年底的统计
,

在淹没区需直接迁移的人 口 (不含安 置 区

二次征地移民 ) 72
.

5 5万中
,

农村人口 3 3
.

2 6万人
,

占46 %
,

城市
、

集 镇 人 口 3 9
.

2 9万人
,

占

5 4%
。

就农村淹没区而言
,

农村移民在移民总数中所 占不到一半
。

而由于水库是沿峡谷干支流

延伸的河道型水库
,

使淹没区呈带条状
,

移民分布在 自干流湖北宜 昌三斗坪镇 (坝址 ) 至重

庆附近的巴县木洞镇之间 5 66 公里的狭长地带
, 3 9

.

2 9万农村移民则分散在 19 个县市所属的 32 6

个乡
,

1 3 5 3个村
, 5 2 6 9个村民组

。

统计结果表明
:

在库区各县市
,

移民人数在 1 万人以下的

县市占一半以上
,

一般均未超过 3 万人
;
受淹耕地 占各县市耕地的比率

, 1 % 以下的有 7 个

县市
,

其余各县市一般未超过 5 %
。

基于这种移民相对分散
、

全部被淹的村组极少
、

移民在各

县市人口 中所 占比重不大的分布特点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
,

移民规划先后提出了
“ 就近安

置
” 、 “

就地后靠
” 、 “

离土不离乡
” 、 “

发展大农业
”
等原则性意见

。



鉴于过去水库移民以一次性经济补偿为主的做法不能根本解决移民安置问题
,

从而遗留

下许多后遗症的教训
,

中央提出三峡工程实行
“ 开发型移民

” 的方针
,

即 “ 利用必要的移民

投资
,

帮助移民开发本地的丰富资源
,

创造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出路
。 ”

正是在上述原则性意见和
“
开发型移民

”
方针的指导下

,

库区各县市做了大量移民前期

工作
,

逐步形成 了库区各县市的移民初步设计规划和一批移民开发试点
。

二
、

移民试点提出的问题

提出
“
开发型移民

”
方针

,

改变过去单一性
、

补助性
、

一次性的包干 方 法 为 现在整体

性
、

增殖性
、

滚动性的开发办法
,

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

三峡工程移 民 虽 然 有 了

“
开发型移民

” 的提法
,

但其内涵并非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

甚至到今天
,

这个问题并未彻底

在认识上得到解决
。

回顾三峡工程开发型移民试点
,

不妨将其实施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1 9 8 5年一 1 9 8 6年

,

这是在与三峡工程相关省的筹 备 工 作期间
,

用中央划拨

的 2 0 0 0万元试点经费在库区各县市办了一批移民试点项目
,

主要是工业项 目
。

对经济发展条

件极差的三峡地区来说
,

这笔资金的注入无疑是有诱惑力的
。

当时人们一般认为只要能上项

目就能实现资金的积累和财政收入的增加
,

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移民安置就业间题的解决
。

有的地方在缺乏必要的论证和相应的生产经营条件或措施的情况下
,

上了诸如酒厂
、

丝绸厂

等工业项 目
,

提出
“
离土不离乡

,

进厂不进城
” 的方针

。

这些项目后来均未得到 很 好 的 发

展
,

有的甚至跨掉了
。

当然
,

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上得准经营得好的项 目
,

如万县市 日用化

妆品厂
、

云阳县摩托车配件厂
、

巫山卷烟厂
。

第二阶段
: 1 9 8 6年一 1 9 9 1年

,

这是在三峡工程转入重新论证阶段
,

由三峡省筹备组改组

的 “
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

”
继续组织实施移民试点工作

,

将中央划拨的每年 2 0 。。

万元经费继续在各县市兴办试点项目
。

在这一阶段
,

第一阶段工业试点的一些问题 已经反映

出来
,

开始把试点的重点转向农业安置方向
,

提出
“ 以农为本

,

多种经营
” 的方针

。

此间还

展开了三峡地区移民安置环境容量的研究和讨论
。

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受到来 自自然

生态方面的制约
,

认识到
“
办工业的风险性

” ,

由于移民文化科技素质差
、

项 目选择不准
、

管理不善可能导致工业项 目的失败
。

在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举

” 思想的指导下
,

一批柑

枯园和茶园在峡江两岸的荒山上诞生了
,

比较出色的有云阳县宝坪乡移民联办果园场
、

巴东

县雷家坪移民柑桔园
、

稀归县水田坝乡移民试点果园和宜昌县太平溪移民试点茶园
、

长寿县

长寿沙田抽园等
。

单从项 目本身看
,

这些项 目的兴办使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开

发利用
,

促进了科学文化知识在农民中的传播和农 民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
,

同时
,

这些分布

于长江干支流两岸的果园
,

有效地防治了水土流失
,

成为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 的 组 成 部

分
。

但是
,

若从
“
开发型移民

” 的 目标来看
,

这些项目仍然停留在以经济办法解决移民问题

的认识阶段
,

尽管比起第一阶段
,

比较能注意到经济项目的直接制约因素
,

但总不能突破单

一经济思路的局限
。

譬如
:

认识到要发展柑桔生产
,

就必须加强对移民的柑桔栽培技术培训

(如 巴东县开办了移民柑桔技术培训中心 )
,
但对于从柑桔生产到移民安置这个复杂链条中的

若干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 又如奉节县分户饲养奶牛试点问题
,

在试

点前看来收益很高的奶牛饲养业
,

到试点后却因牛奶产量陡增使销售遇到困难
,

组织者没有

认识到这一经济项目的开发受到当地消费水平
、

饮食结构
、

生活习惯和食品加工业状况等因

素的制约
。



第三阶段
: 19 91年一现在

,

随着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的完成
,

人们对于工程效益和移

民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深化
,

认识到三峡工程的兴建应该促进三峡地区的经济与社会

的协调发展
,

而这种促进是以
“ 开发型移民

”
为契机的

。

换句话说
,

三峡工程除了其诸项工

程效益外
,

还应有一项
“ 移民效益

” 。

而
“
移民效益

” 的实现
,

有赖于工程移民问题被作为

三峡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的重要影响因素纳入经济社会系统总体观划之中
。

这种认识不

仅见于这一时期的领导人讲话
、

移民文件
、

研究论文
,

也在库区某些县市 的
“ 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计划
”
和国土规划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

甚至在移民群体中也 出现了这样沟认识
。

云阳县宝坪乡移民联办果园场一位农民谈道
:

果园在我们这偏僻山乡兴建
,

使全乡农 民从果

园兴建工程获得了工副业机会
,

还学会 了柑桔的科学栽培技术
。

他甚至使用
“
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 的词汇作为谈话的总结

。

然而
,

关于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的认识只能停 留在总体的重要性和被动的效益评价上
,

用科学的社会理论和方法指导移民规划及其实施
,

不仅在实践上还没有开始
,

甚至在认识上

也是远远不够的
。

三
、

社会学的任务

以上陈述和分析业已表明
:

移民过程应该是移民经济系统 和移民社会系统的功能机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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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资源 (人能 ) 人能

移民经济系统以
“
物

”
为目标组织起来

,

输出
“
物质资源

” ,

其中一部分供给移民社会

系统
,

如移民规划在经济方面必须考虑许多非生产性投资和非赔偿性投资 , 另一部分用于移

民经济系统本身维持自身的发展
,

如移民规划在经济方面所主要考虑的生产设施的恢复
、

产

业项 目的安排等
。

移民经济系统以
“
物

”
为中心组织起来

,

输出
“
人文资源

” ,

其中一部分供给移民经济

系统
,

如移民的价值观
、

知识
、

风俗等人文因素对产业安排的制约和影响
; 另一部分用于移

民社会系统本身维持其 自身的发展
,

如价值观
、

知识
、

风俗等人文因素对移出居民与移居地

居民的融合产生影响
。

由此看来
,

不仅过去以离散式一次性经济赔偿办法解决移民问题是单纯的经 济 解 决 办

法
,

而且目前这种在没有科学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方法参与的情况下进行
“ 区域经济规划

”
和

移民试点
,

也仍然是偏重于经济方面而缺乏综合整体性特征的
。

尽管如此
,

我们还是从一些成功的移民试点中看到一些社会方法的不 自觉的运用
,

从一

些重要的现象中看到移民社会系统对移民过程的基础性影响
,

科学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方法之

引入
,
已作为紧迫的任务摆在社会学界的面前

。

1
.

寻找移民动迁的动 力

说服或促使移民搬迁
,

是移民工作的基本任务
,

但从来都是移民工作最困难的环节
。

无



论是否有细致周密的安置规划
,

是否有打动人心的前景承诺
,

对于三峡库区的移民来说
,

使

他们答应搬迁绝非易事
。

在三峡坝址附近
,

有一个叫东岳庙的村
,

有部分村民被要求搬往未

米跨江大桥桥头附近
,

以便使那里形成集镇
,

但无论移民干部如何说明安置区的前景
,

村民

们就是不愿搬迁
。

这些村民不愿搬迁的原因当然很复杂
,

但不可能等找出这些原因并一一找到解决办法后

再行动员搬迁
。

必须超出这些原因寻找一个现实的办法
,

即找到移民动迁的 动 力
。

换 句 话

说
,

对于水库移民这类非自愿移民
,

不可能将其完全转化为自愿移民后再行动迁
,

而要寻找

一个外在的动力促使其动迁
。

例如
,

当年葛洲坝工程移民动迁的动力来 自于意识形态的力量

和社会组织 (农村社队 ) 的强大作用
; 我国北方曾有利用农村遗存的宗族力量促使水库移民

动迁的例子
;
另一种曾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

“
蓄水一到

,

水撵人走
” 的被动动迁

。

然而
,

对

于今天三峡库区的移民群体而言
,

既缺乏当年那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
,

也没有人 民公社时

期的社队组织作用
,

至于宗族力量
,

也趋于衰微
,

而
“
水撵人走

” 更是应避免出现的
。

那么
,

那些对移民动迁显得力不从心的乡镇组织
,

可以到哪里寻找到可资促使移民动迁的力量呢 ?

巴东县在雷家坪村以贷款建立移民柑桔园试点之初
,

村民们并不很积极
,

但随着该村一

组几位农民从新开田里逐渐得到收益
,

特别是当一位柑桔能手的柑桔获得丰收并获得明显经

济效益的时候
,

村 民们禁不住争着向移 民局要贷款
,

甚至四处集资到移民安置区开荒建园
。

随着柑桔园生产管理任务的加重和经济条件的改善
,

有些移 民主动把新房盖到地处淹没线上

的柑桔园附近
,

以方便对柑桔园的管理
。

目前
,

该村一组的大部分家庭都已在淹没线以上盖

了新房
。

显然
,

他们的搬迁完全出于 自愿
,

是搬迁与致富的一致
。

认识到这种一致
,

不是移

民干部苦口婆心的劝说
,

也不是移民理解了移民规划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设想
,

而主要是群体

中有影响力的致富能手的示范
。

在这里
,

应该为三峡工程作贡献的要求与移民的致富需要相一

致
,

所以社会组织的 目标通过社会群体内部的运行得以实现
。

这对于离蓄水尚有十余年的三

峡工程移民来说
,

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

2
.

移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

按照开发型移民以贷款投资兴办产业实现滚动增殖的设想
,

生产的集约化将是移民生产

安置的主要方 向
,

如在试点中看到的各种种植业
、

养殖业基地和工厂
,

但在这个方 向上可能

会遇到困难和阻力
。

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

这一带的农民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合当地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

济状况的
“
庭院经济

”
模式

。

农民们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
,

独门独户在包给 自己的耕地
、

山地和房前屋后种植适宜的粮食作物
、

经济作物和各种果树
,

并配套发展家畜和水产 品
。

这

种模式曾被作为川东鄂西农民致富的有效模式加以总结和推广
。

显然
,

在部分耕地和山地被

淹
,

人均占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
,

继续发展
“
庭院经济

”
受到条件的限制

,

那么
,

多年形成

的独特的生产方式
,

能在短期内得到转换吗 ? 从 目前大多数移民的心态看
,

他们是不愿改变这

种生产方式而被抛向集体生产单位的
。

在距三峡坝址下游不远的抖船沱
,

有一排新建的移民住宅
。

按计划要在这里示不居民
- - - - -

一
点

,

现已建一处
,

系二层楼公寓式
, 4 户一组

,

每户设内楼梯
,

占两层楼
,

户 户 相 连
。

目

前
,

拟迁往此地的移民大都表示不满意
,

除因目前位置较偏
、

山高路远
,

交通不便 (这些将

随着工程的兴建和移民开发全面铺开而改观 )等原因外
,

这种户户相连的公寓式住宅
,

很不符

合当地居民单家独户
、

自成体系的居住习惯
,

也不利于他们在住房周围开辟属王自家的不易



受侵扰的菜园子
、

果园
、

鸡圈
、

猪圈
、

鱼塘等设施
。

所以
,

生产安置规划不单是产业项 目设置等经济学的事情
,

应让社会学参与对移民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研究
,

也就是不言而喻的
。

3
.

移 民心理 问题

伴随着移民工作的展开
,

在移民群体中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心理现象
。

在这些 现 象 的 后

面
,

隐藏着这一地区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

对移民心理现象进行必要的归纳和分析
,

从而对

那些影响移民动迁和移民安置的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
,

是库区各地各级实施移民计划的干部

共同的呼声
。

关于移民心理现象
,

这里仅举如下三例
:

( 1 ) 远迁恐惧心理

三峡坝区一带离葛洲坝很近
,

葛洲坝库区移民时
,

这一 带曾有部分移民远 迁 到 100 多公

里以外的枝江县董市镇
。

如今
,

三峡工程淹没线又涉及到这一带剩下的居 民
,

在他们中间
,

仍对当年葛洲坝库区移民远迁枝江心怀恐俱
。

株归县茅坪镇一位青年农民说
: “ 我们这一带

是山区
,

适于柑桔
、

茶叶
、

草药等作物的生长
,

远迁枝江
,

会不适应当地 以水稻
、

小麦
、

棉

花为主要作物的大田耕作
,

也不习惯那种因缺木柴而以稻草
、

棉 梗
、

麦 梗 为 薪柴的生活方

式
。 ”
甚至从三峡坝址迁往下游仅 10 公里远的地方

,

移民都不愿意
。

然而
,

形成这种远迁恐惧

心理的原因不只是上述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因素
,

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
,

如
“ 留恋故土

”

的信念等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

( 2 )
“ 三峡情结

”

这是三峡的移民们对三峡工程的一种矛盾心理
,

以坝区一带 (如三 斗 坪
、

茅 坪 ) 为 最

甚
。

一方面
,

移 民们热情欢迎三峡工程上马
,

盼望三峡工程早 日动工
。

作为将蒙受搬迁之苦

的移民
,

却以令人难 以置信的热诚欢迎工程的上马
,

这在世界水库建设史上都是罕见的
,

正

如三斗坪镇一位中年农妇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所说
: “ 我们欢迎工程在这里兴建

,

因为工

程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 ”

但另一方面
,

移民们对于向远离坝址的高处搬迁
,

又是很不

情愿的
,

一句流传很广的歌谣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心理
: “ 想三峡

,

盼三峡
,

三峡 来 了 要 搬

家! ”

( 3 ) 期待失衡

在坝 区一带还流行着另一句歌谣
: “ 想三峡

,

盼三峡
,

三峡来了还种田 ! ” 这反映了坝

区移民们在盼望 三峡工程时所积压的一股强大的命运变迁期望
,

一遇三峡移民关于
“ 就近后

靠
,

以农为本
” 的计划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失落

。

例如
,

按照移民规划
,

秘归县城将搬往茅坪

镇
,

这使不知详情的农 民兴奋了好一阵
,

但冷静下来后发现
,

在随着迁城而大量涌入的城镇

人口 中
,

自己可能仍将是个农民
,

不仅不能从本地地位的提升中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
,

反而可

能使昔 日平静的生活被人们的排挤和歧视搅乱
。

如何才能使移民们走出期待失衡的困境呢 ?

4
。

社会转型与移 民适应的问题

宜昌县太平溪移民试点茶园在成立初期曾接受移民开发资金 4
.

5万元
,

经过几年的开发
,

已迅速发展为省级先进乡镇企业
,

接收安置的移民数 己大大超过移民局下达的指标
。

但是
,

该公司经理谈到了他今天面临的困惑
:

从移民生产安置的角度看
,

移民在土地被淹的情况下

被招工进厂
,

工厂应保证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

但企业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
,

又不得不对内

强化管理
、

精减人员
,

连茶场原有的普通职工都面临着打破
“ 三铁 ” 的可能

,

那么
,

移民工

为什么不能与普通职工一样
,

承受被解雇的风险呢 ?



从当前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的客观环境来看
,

各种关系和政策都处于不断变化与调整

中
,

我们无法使移民群体孤立于这个环境之外而不受关系调整与政策变化的影响
。

农村的改

革与发展程度在不同地区之间很不平衡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的 自觉
。

对处于因工

程兴建这一外来因素冲击而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中的三峡移民而言
,

社会变迁的希望更多的是

在三峡工程带来的
“
好处

” ,

那就是
“
农转非

” 、 “ 正式职工
” 之类可以使社会地位及生活

境况得到提升的机会
,

然而
,

面对正在飞速变革的劳动人事制度
、

城市价格体系和社会福利

政策
,

移民们即使实现了
“
农转非

” 、 “ 正式工
”
的愿望

, “
好处

”
还会不会如当初想象的

呢 ?

如果移民不再被分给土地而进厂当工人
,

移民的安置工作是否一劳永逸地不再出现
“
遗

留问题
”
了呢 ?

5
.

新老居民融合与社 区重建问题

在库区各县进行垦荒造田移民的过程中
,

移民干部们都感到土地归属问题 的 难 解
。

因

为
,

垦荒是在原归淹没线以上乡
、

村
、

组所有的荒山上进行
,

而开好后是为了安置淹没线以

下的移民
,

这意味着
“ 山下的人来占山上的地

” ,

为了宝贵的生产资料
,

许多试点都不同程

度地发生了争吵和纠纷
。

移民干部仍担心随着移民计划的实施
,

类似于此的诸如灌溉
、

生活

设施的共用等间题都会遇到麻烦
。

土地之争
,

不过是试点中所发出的一个信号
。

随着移民更多地进入移入地
,

文化心理方

面的碰撞
,

人际关系的震荡
,

社会群体的瓦解
,

社会组织的重组
,

家庭的结构与功能的调整
,

一系列间题的出现将谏社区重建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

四
、

结 语

从移民试点和移民前期工作的情况看来
, “ 开发型移民

”
在经济上达到一定的水平不是

不可能的
,

许多成功的移民试点正不断向我们证明这一点
,

但移民间题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问题
,

即使在经济上高度发达的地区
,

也不能避免社会震荡的发生
。

三峡地区经济的发展
,

不等于三峡地区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
,

更不等于移民问题的解决
。

当年
,

社会在评价葛洲坝工程的效益时
,

曾把工程所在的湖北宜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

的提高作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论据
。

同样在几年前关于三峡工程利弊之争 中
,

工程所引起的移

民问题也曾被作为一个难办的社会间题而引为反对工程兴建的一条重要质疑
。

可以预见
,

在

未来关于三峡工程效益的评价中
,

工程的社会影响尤其是移民安置的情 况也将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
。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
,

对于长期因工程悬而不决而忍受社会发展的缓慢
,

而今天又因工程

上马不得不作出经济的和人文的牺牲的三峡地区
,

若不能赋予一定的社会发展能力和较优越

的社会发展指标
,

于情于理也是说不过去的
。

社会学理应 以科学的社会理论和方法为三峡地 区的发展 和三峡移民问题的圆满解决作出

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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