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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生存环境恶劣的喀斯特地区

    移民意愿与扶贫思考
    ——以紫云麻山地区为例睾

1 环境移民

    容  丽

(贵州师范大学，贵阳 550001)

摘 要 通过对紫云县麻山地区移民意愿的典型调查研究提出：生存

条件恶劣的喀斯特少数民族移民区要从根本上达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持续发展目标，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综合考虑协调人与环境的“共

生”关系；立足开发式扶贫，健全“造血”功能；实施适合 民族心态、符合

生态要求、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扶贫项目作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和

脱贫“曙光”；建立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的生态经济系统，促进农村经济

的有序发展和动 态平衡 。

关键词  喀斯特  少数民族 移民意愿  扶贫

    贵州喀斯特强烈发育，虽然有一定的自然资源，但因人口多、经济水平低，以及农村少数民

族地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而成为全国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1998 年

全省少数民族聚居的喀斯特地区共有农村贫困人口274 万，其中约有 20 万人缺乏基本的生存

条件，一方水土养活不了j 方人，成为必须经过移民才能根本摆脱贫困的典型。消除贫困是我

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地方政府的一项历史责任。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对极少数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贫困人口可以有计划地实行移民开发”。从而，一个涉及 20 万

人之多的环境移民已成为贵州扶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任务。

    环境移民是由于资源匮乏、生存条件恶劣、生活贫困和现有生产力诸要素不能合理结合，

无法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引发的人口迁移。对生存条件极恶劣的地区，只有通过移民，才能

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目标。尽管 90 年代我国在部分喀斯特地区进行过指令性

环境移民，但多属经济导向型的政府行为，对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非经济制约因素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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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后的收效不明显，甚至产生了相应的负面效应。其主要表现在移民过程中，政府包揽过多，

移民大多是被动地接受，缺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等、靠、要”的思想较严重；政府也较多考虑

和采用国家和地方加大投资扶贫力度的“输血”模式，资金主要用于住房建设，移民的生产生活

方式依然落后，脱贫致富缺乏必要的基础和后劲。有些地方即使脱贫，也属暂时性的“机遇性脱

贫”、“救济性脱贫”，返贫率高，返贫现象相当严重，极不利于这些地区的脱贫致富，更不利于脱

贫后的可持续发展 。

2 环境移民意愿调查

    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属国家重点扶持的 26 个贫困县之一，其中苗族聚居的麻山峰

丛洼地区是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条件下极贫区的典型代表。根据县人口环境移民规划，计划用

3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将 3．5 万极贫人口搬迁到县境内耕地和非耕地资源较为丰富、生产和生

活条件较好的地方居住，以移民促开发，以开发促脱贫，进而达到致富奔小康的持续发展目标。

为此，我们设计了反映少数民族心理意识和移民意愿的问卷式调查表 500 份，分别于 1997 年

7～9 月和 1998 年 7～8 月对隶属麻山地区的宗地、水塘和大营等交通不便的村寨进行野外考

察和随机抽样调查，共取得有效资料 478 份。兹根据调查结果对环境移民意愿及扶贫方式作一

初步探讨。

2．1 乡土观与移民意愿

    人们对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映象，不同的人对相同的环境也有不同的映象。少数民族对喀

斯特环境的认识、映象，即是对其自身生产、生活环境的总体认识和映象，它决定了他们对土地

依赖性的强弱和对土地的眷恋程度。据调查，峰丛洼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山里“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地辛若了· 辈子，但由于从山坡开垦耕地，土质贫瘠，广种薄收的粗放式耕作占相当比重，

至今连温饱都未解决，因此多数人对依靠这块土地种粮致富的传统农业思想已丧失信心，缺乏

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念，思想甚为消极。这部分人普遍认为家乡山水不好或家乡山水一般，

愿意移民。而认为家乡山水很好的人为数也不少，但其中愿意移民的人却仍占很大比例，说明

政府行为(宣传)效果显著。大多数文盲和小孩因没踏出过大山，在小范围内认为家乡好，而老

年人因为在家乡住了一辈子，在感情上眷恋家乡，“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麻窝”。据统计，文盲、

小孩、老人中分别有 22．3％、20．8％和 32．7％的人不愿意移民(表 1)。

2．2 土地利用观与移民后从业意愿

    喀斯特地区少数民族对家乡的总体映象，一方面来自于他们长期的实际体验与感受，另一

方面也是他们对外界有限的了解后比较的结果，使得对家乡土地资源利用方面产生了积极与

消极等不同态度，进而形成移民后对生活的不同打算。调查表明：小孩与外界交往少，经验只能

从父辈实际生活中得到，答案无疑受视野的限制。而仅从事农业，文化层次较低父辈们，尤其是

文盲或老人，一切按传统经验办事，“土地是财富之母”，“以粮为纲”，在利用资源的途径方面，

认识较局限，认为家乡土地只能种粮，对于移民后的打算，这部分多达 80％以上的人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务农(表 2)；一部分干部和文化层次稍高的中青年人与外交往多，对外界文化接受较

多，在家乡参与扶贫项目的过程中所得的经验多，故而认识到家乡山水能发展多种经营，虽然

选择种粮的人数也不少，但移民后想经商的人达到 20％以上；另一部分人在长期的生活、生产

实践中屡遭失败后产生了惧怕厌倦心理，除慨叹家乡山水无用之外，也叹惜自己命苦，想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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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

    表 1 对家乡的总体映象及移民意愿

T ab．1 O verall im pressions of hom eland and em igrational aspirataion

民族构成    总人数
    映 象    意 愿

很 好    一 般    不 好    不愿意    无所谓    愿 意

职业  农民    234    79／33．8    53／22．6  102／43．6  29／12．4    32／13．7  173／73．9

    学生  141    27119．1 49／34．8    65／46．1    16／11．3    9／6．4    116／82．3

    干部  103    1019．7    24／23．3    69／67．0    1／1．0    1／1．o    101／98．0

文化  文盲  215    98／45．6    32／14．9 85／39．5 48／22．3    30／14．0  137／63．7

    小学  156    36／23．1 40／25．6 80／51．3    18／11．5    17／11．0  121／77．5

    初中    107    24／22．5    30／28．0    53／49．5    2／1．9    3／2．8    102／95．3

  年龄  老年    110    55／50．0    20／18．2    35／31．8    36／32．7    5／4．5    69162．8

    中年  112 40／35．7    23／20．5 49／43．8    19／17．o    16／14．3    77／68．7

    青年  136    30122．1    34／25．0    72／52．9    7／5．1    6／4．4    123／90．5

    少年    120    53／44．2    28／23．3    39／32．5    25／20．8    917．5 86171．7

  注；分子为人数；分母为所占的百分数。

    表 2 对家乡山水的利用方式与移民后的生活打算

    T ab．2 Land—use w ays on hom eland and life plan after em igration

民族构成    总人数
利  用  方  式    生 活 打 算

种粮    多种经营  没有用途    务农    经商    打工

  职业  农民    234  145／62．0  53／22．6    36／15．4    190／81．2    16／6．8    28／12．0

    学生    141    72／51．I    36／25．5    33／23．4 87／61．7    32／22．7    22／15．6

    干部  103    29／28．2    61／59．2    13／12．6    61／59．2    34／33．0 8／7．8

文化  文盲  215  144／67．0  37／17．2    34／15．8  177182．3    18／8．4    20／9．3

    小学  156 85／54．5    30／19．2 41／26．3  107／68．6  33／21．2    16／10．2

    初中    107    51／47．7    33／30．8    23／21．5    66／61．7    32／29．9    9／8．4

年龄  老年    110    77／70．0    20／18．2    13／11．8    94185．5    10／9．1    6／5．4

    中年    112    38／33．9 40／35．7    34／30．4    68／60．7    24／21．4    20／17．9

    青年    136 44／32．4 43／31．6 49／36．0 82／60．3    34／25．0    20／14．7
    ●    ●

    少年  120    72／60．0    24／20．0    24／20．0    92／76．7    18／15．0    10／8．3

  注：分子为人效，分母为所占的百分数。

2．3 生存观与移民后发展意愿

    贫困落后的喀期特地区解决人民生活更是头等大事，少数民族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感必然

会影响他们移民后对自己、对政府的希望和遇见困难后对问题的解决方式。调查表明：随着文

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向往外界生活和城市生活成为必然，干部、学生和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青少年约有近so％的人(表3)认为只要能致富，愿意辛苦一点，对家乡也充



第18卷 第2期    容 丽；贵州生存环境恶劣的喀斯特地区移民意愿与扶贫思考    193

满信心；而大多数农民和其他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人(包括老人)，约近 50％的人对现实生活

最大愿望只是解决温饱，有吃有穿就满足；中青年人承担家庭生活重担，辛苦半辈子，到头来却

老也穷，小也穷，虽不安心也无法，只有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甚至贫不思进，贫不思改。但无论

何种职业、文化和年龄结构，几乎 70％以上的人认为移民后遇见困难解决的办法是靠政府，在

心理上对外界依赖性过强，解决问题不是靠自己，却寄希望于外界的赐与。甚至部分人遇见困

难后还想搬回原住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移民对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缺乏自信一5-。

    表 3 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与移民后解决困难的办法

T ab．3 Satisfaction at present life and the w ays solving problem s after em igration

民族构成    总人数
生活态度    解决困难办法

能致富愿辛苦 不安心也无法 有吃穿就满足    靠自己    靠政府    回原住地

88／37．6

 3 1／22．0

 24／23．3

101／47．0

 64／41．0

11／10．3

53／48．2

2 8／25．0

29／21．3

27／22．5

30／12．8

3 2／22．7

21／20．4

28／13．0

17／10．9

25／23．4

 4／3．6

12／10．7

22／16．2

18／15．0

180／76．9

 97／68．8

 78／75．7

1 54／7 1．6

119／76．3

 70／65．4

80／72．8

 82／73．2

 95／69．8

84／70．0

注：分子为人数，分母为所占的百分数。

3 环境移民扶贫思考

    在贵州生存环境恶劣的喀斯特地区，对少数民族移民意愿调查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如不采

取措施，环境移民即使能解决温饱问题，其稳定脱贫奔小康的目标也只会成为良好愿望。因为

落后的心理意识使得他们在思想上安贫守旧，缺乏开拓与进取精神，很可能会出现随着人口迁

移将贫穷由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再带回原住地的“贫困迁移”现象。为此，提出解决

这一问题的几点意见 ：

3．1 树立正确的人地观，既看到喀斯特环境不利的一面，又看到它的优势和长处，使人与环境

协调共生、共同发展

    生存条件恶劣的喀斯特地区少数民族大多数人有“家乡不好”、“家乡一般”的总体映象。这

既有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影响，又有他们长期在生产生活的实际中屡遭失败的烙印，

当然也不乏与外部环境比较后的感受。这一总体印象，必然导致他们的种种心理和意识负担，

家乡山水“没有用途”，只能“种粮”。林、牧、副业发展不起来，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无法改变。而

喀斯特环境本身就比较脆弱，近几十年的严重破坏，对其单一的利甩势必产生很大的难度，无

法满足生存与温饱的要求，这一切更加助长消极心态，疯狂地向大自然索取，形成恶性循环。因

2 4／10．3

1218．5

 4／3．9

33／15．4

20／12．8

12／11．2

26／23．6

1 8 1 16．1

19／14．0

18／15．0

职业  农民  234 87／37．2    59／25．2

    学生    141    65／46．1 45／31．9

    干部    103 46／44．7    33／32．0

文化  文盲  215 45／20．9    69／32．1

    小学    156    53／34．0    39／25．0

    初中    i07    50／46．7 46／43．0

年龄  老年  110    35／31．8    22／20．0

    中年  、112    35／31．2 49／43．8

    青年    136 46／33．8    61／44．9

    少年    120    57／47．5    3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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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移民区要切实做到脱贫致富奔小康，改变少数民族这种错误的资源观、环境观、人地观，就

必须加强对喀斯特地区环境详细的资源调查，摸清家底，搞清祖祖辈辈赖以生产生活的这块土

地有什么、缺什么，解决长期以来环境带给人们的那种带有偏见的、落后的心理意识，正确地认

识环境，从心理上摆脱恶劣环境的阴影，认识到环境的有利因素，树立起与环境一道协调发展

的信心，才会使人们热爱家乡，为扶贫、脱贫打好心理基础。

3．2 加大内外界物质、能量、信息的输人、输出力度，立足开发式扶贫，健全少数民族自身的

“造血”功能    +

    生存条件恶劣的喀斯特环境以及少数民族落后的习俗无疑为消极心理意识和不正确的人

地观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落后的传统观念是几十年、几代人逐步形成的，长期以来

牢牢禁锢着人们的进取心和积极性。要打破这种由几代人惰性所形成的异乎寻常的“超稳定结

构”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非加大内外界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输出力度，使原来较为

稳定的传统心理、习惯和人地系统发生熵变，使人的意识水平提高，观念改变，环境的危机感增

强，行为也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逐步形成新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心理意识，彻底摒弃落后

的资源观、环境观和人地观，进入一个更高的稳定状态，形成意识一行为一环境一经济发展的

良性循环。否则，不仅扶贫得不到落实，扶贫项目无法实施，而且还会助长那种“等、靠、要”的懒

惰思想，甚至会给今后的扶贫工作增加难度。试想，一个靠“输血”维持生命的人，又有多强壮的

肌体呢? 因此，要从根本上把国家、省的扶持同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结合起

来，立足开发式扶贫。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家政府的帮助下，通过社会各界的支持，调动积极性，

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正确的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

3．3 实施适合民族心态、符合生态要求、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扶贫项目，作为经济增长的突破

口，使少数民族从身边的事上看到脱贫的曙光

    摆脱贫困必须有一种“最小临界作用力”突破落后经济的“超稳定结构”。在实现经济“起

飞”的各因素中，找准地区经济增长点非常重要。要结合人们已形成的心态和环境特点，用他们

能够接受的方式、乐于采纳的办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兼顾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以适宜喀

斯特环境发展并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的扶贫项目作为突破I：1，并产生突破效应，从而达到逐步改

变环境留给他们负面影响的目的，改变“听天由命”的落后心理，增强脱贫致富的自信心。通过

近几年的实践发现，种植岩生、旱生、喜钙的经济林木、果树、中草药、香料，发展以市场导向为

主的特色养殖业和畜牧业，建立种、养相结合的庭园经济，开发喀斯特生态旅游和民族风情旅

游资源等，均可作为地区经济“起飞”的增长点加以大力扶持。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并有一定资本

积累后，再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逐步向外推广、层层传递，步步深入，以加快脱贫的步伐。

3．4 建立结构合理、功能齐全、优势明显的生态经济系统，促进农村经济的有序发展和动态平

衡

    喀斯特地区山多、坡陡，地表水资源缺乏，地少人多，森林覆盖率极低，交通不畅，种种因素

共同制约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移民开发时，要利用喀斯特地区特有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着

眼于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建立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的生态农业细胞——生态经济

村，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这就必须做到调整种植业结构，打破单一粮食生产，进行多种经营，

根据不同的土地生态环境和市场需要调整粮、经作物的合理比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逐步缩

小第一产业经济比重，扩大和加强第二和第三产业经济比重，发展农业产前、产后的延伸产业，

以缓和喀斯特环境低容量(承载力)的人地矛盾、人El与粮食的尖锐矛盾；开发农业资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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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层次物质循环综合利用，以提高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的效率，发展商品生产，改变单一粗加

工、高消耗、低效益、不顾生态环境的陈旧生产模式，依靠科学技术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

的道路；实施科技兴农，以市场为导向，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开发有竞争力的名特稀新产品和

依托当地资源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逐步实现“公司+ 农户”的经营方式，将农村经济纳入市场

经济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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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IG R A T IO N  T H IN K IN G  A N D  P o V E R T Y

A L L E V IA T Io N  IN  K A R S T  A R E A S W IT H

H A R D  L IV IN G  C O N D IT Io N S IN  G U IZ H O U

—W ith a Special R eference to the M ashan A rea of Z iyun C ounty

    R ong L i

(G uizhou N orm al U niversity ，G ulyang 550001)

A b stra ct

    W ith a very fragile karst eco—environm ent，G uizhou province is poor in econom y and

backw ard in social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a great extent and high degree of rural poverty．In

these areas，there are about 200000 people w ithout basic living conditions，and needing to

em igrate for basic poverty alleviation．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em igration consciousness

in the M ashan region of Ziyun county，this paper suggests that，for the aim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based on porverty alleivation and becom ing rich in the karst areas

inhabited by the m inority nationalities，it is necessary to have correct hum an—land view point

for the coexistence betw een hum an and karst environm ent．to m ake up local people’S healthy

“blood—m aking”func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 ent—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carry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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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le econim ic projects for both the ideas of the m 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eco—environm ent

as a_new  developm ent field of the regional econom y，and to set up an eco—econom ical system

w ith rational structure and com plete funtions to prom ote the rural econom ic developm ent．

K ey words K arst M inority nationalities Em igration consciousnes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