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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2008,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implemented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project. 
Immigration is a new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immigration villager’s age, ımmigration 
policy, ınfrastructure and so on,we made the age structure of immigrantion village. We want to 
through the age structure diagram to analyze the local economy, environment, family planning,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issues. This article also makes a description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for immigration.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process, we have 
taken a sample survey, random sampling mode. We found that the immigration age structure is 
growth, many policies may not be implemented, and migrant village situation must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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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夏回族自治区从2008年开始实行了生态移民政策，移民是一个新的种群，本文根据调研移民村村民的

年龄、移民政策、基础设施等项目，做出了移民村的年龄结构图，通过移民村年龄结构分析移民村未来

环境、经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这些方面将要遇到的问题，本文也对移民村现在的发展状况以及政策

落实情况做出了描述。整个调研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抽样调查，随机采样的方式。发现移民村的整体年龄

结构为增长型，而且很多政策落实不到位，移民村的情况还有待改善。  
 
关键词 

移民村，发展，年龄结构，调研 

 
 

1. 引言 

生态移民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自 2008 年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实行了生态移民工程，将居住在宁夏

中南部常年雨水稀少，土地贫瘠地区例如宁夏固原、海原、泾源等地区的人们搬迁到土地肥沃，交通便

利，例如宁夏中卫市、银川市、吴忠市、灵武市等地区，涉及到全区 23 万人。是从根本上解决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南部地区贫困问题的战略决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小

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移民村经济发展状况、政策落实情况、基本设施的保障等是否完善，

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为此，我们团队对这项工程进行了调研，本次调研采取了实地考

察、调查问卷、抽样调查的形式重点对移民区现状及移民区的年龄结构进行了调研，涉及到全区三个市，

五个县共计 9 个村庄，收集到了大量的数据，本文将根据这些数据来探讨宁夏生态移民区建设和发展现

状及其问题和对策。 

2. 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活动我们采取了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的方式。 

2.1.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的种类很多，依据问卷的填写方式，可分为代填式和自填式两大类型。其中使用代填式问

卷常见的有访谈调查和电话调查 2 种。代填式问卷是指在征询受访者意见之后，由调查人员代为填写的

问卷。根据问卷的有无，访谈调查也分为 2 种形式[1]。 
本次调研活动我们考虑到需要实地了解当地移民村的基本情况以及有些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我

们所有的问卷调查均采用代填式，运用了由我们小组成员按照调查问卷进行提问，由被调查者针对这些

问题进行回答，再由我们小组成员填写问卷调查的方式，保证了我们调查问卷的回收率以及数据的真实

性。 

调查问卷内容 
本次调研活动涉及移民村范围很广，为保证能够获得大量的有用的信息，我们小组成员也精心设计

了调查问卷的内容。调查问卷总体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移民的基本信息，包括，受访者的年龄、

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工作类型、享有的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能够了解移民村的基础信息。第二部

分为移民村的概况，包括，何时从何地搬迁而来、搬迁时政府的补助情况、政策落实情况等。便于我们

了解移民村整体的请况。第三部分为移民村生活现状，包括，村民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及与迁出地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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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由于各地区政策根据实际情况略有不同，所以在不同的地区，我们调查问卷的设计也不尽相同，但

基本所有的调查问卷都基于这三个部分，在调研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也拓展性展开一些问题的探究，对

我们深入地了解移民村有很大的帮助。 
移民村的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疗条件、环境卫生，均由调研小组进行观察、调研，并自行填

写调研报告。 

2.2. 抽样调查 

调查方式分为普遍调查和抽样调查。全体范围的调查通常称为普遍调查，简称普查。比如人口普查、

经济普查等。因为普查工作量大、调查成本和代价高，所以大范围实施比较困难。但在小范围的情形下，

如村镇规划、历史街区保护等方面，还是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相比之下， 抽样调查的应用更为广泛。

抽样调查是指从全体被研究对象(总体)之中，按照一定的方法抽取一部分对象作为代表(样本)，并以对样

本调查的结果来推论全体被研究对象的一种调查方法[1]。 
宁夏移民村一般为政府统一规划搬迁，不同的移民村中村民有 1000~5000 人不等，为保证取得数据

的精确性，在每个移民村中样本数根据实际情况控制在 10%~30%之间。 

3. 移民区的现状 

在我们调研的移民村中，所有的村庄都是政府统一建造的房屋，村落规划整齐，街道平整，卫生所、

学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有不少移民房屋靠近街道，便将房子改造成商铺，移民村都是一派欣欣向荣

的景象，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3.1. 基础设施情况 

每个移民村有 1~4 个卫生所不等，但有 80%卫生所处于关闭状态，且卫生所内的医生有 40%都为赤

脚医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村民有除发烧感冒之外的疾病基本上都要到银川市或者就近的市

区医治，就医情况十分不便，卫生所形同虚设。 
每个移民村都有小学，有 20%移民村内有中学，保证了移民村内孩子的上学问题。 
95%的移民村都交通便利，有直达县(市、区)的公交车，村民出行方便。 

3.2. 政策落实情况 

根据宁夏《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若干政策意见》(后文统一简称为《意见》)移民享

有的政策涉及到住房、农业、户籍、土地等方方面面，保障移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

发现，100%的农户户籍都在搬迁到居住地之后三个月之内都得了妥善的解决，并且都居住到了政府提前

建造的房屋内。《意见》规定生态移民每户 54 平方米的住房，建房自筹资金每户一律按 1.28 万元标准

由迁出县(区)负责收缴，在我们调研的移民当中，100%的农户居住的房屋面积均为 54 平方米，但在各地，

农户所缴纳的建房自筹资金都有不同程度的高于 1.28 万元，有 38%的农户缴纳的为规定的 1.28 万元，其

余的农户都缴纳了 1.28~1.33 万元不等。此外，《意见》中提及的给与农户补贴政策也均已落实，根据移

民地区不同，各区或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本地的移民政策进行了调整，移民村总体规模完善，发展

良好，卫生、医疗、上学等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村民们都说搬迁之后的生活比在迁入地好很多。 

4. 移民村年龄结构 

本次调研涉及到全区三个市，五个县共计 9 个村庄，现将调研数据整理如图 1。 
通过年龄结构图显示，移民村的年龄结构还是属于稳定型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属于衰老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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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ge structure of immigration village  
图 1. 移民村年龄结构图 

 

移民村的年龄结构具有特殊化，根据调研表明，这些移民都是在政府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时才从固原、海

原、或其他省市搬迁而来，搬迁时的移民大多数在 15 岁~45 岁之间，所以移民村的老龄人口比与青少年

人口比重较小。 
年龄结构对本地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我们将重点研究年龄结构对本地区环境、经济、计划生

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影响。 

4.1. 环境 

宁夏回族自治区移民众多，本文特选取两个移民聚集地来探讨移民对环境的影响[3]。 
红寺堡区占地 2767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为 179390 人，人口密度为 64.83 人/平方千米，人口密度[4]

算法如下： 
人口密度 = 总人口数 ÷ 占地面积 
据联合国统计，我国平均人口密度为 132.1 人/平方千米，红寺堡区人口密度小，耕地面积大。本地

居民以务农、打工、个体经营为主，对本地环境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4]。本地移民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呈

稳定型，但计划生育政策符合率仅为 80%，继续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红寺堡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青少

年比重将会增加。 
同心县也是典型的移民聚集地，同心县占地 7264 平方公里，拥有 35 万人口，人口密度 736.5 人/平

方千米，大大超过我国平均人口密度 132.1 人/平方千米，人口负荷严重，且本地居民以务农、打工、个

体经营为主，属于封闭型经济，人口流动性不是很大。本地矿产丰富，拥有大量的煤、镁、铁、铜等矿

产资源，采矿业极大的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当地政府应注意合理开采矿产资源，保护当地自然环境，

限制迁入人口数量，大力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以减少人口负荷。 
在此次调研的几个移民村中，政府对移民村中生活垃圾的排放有统一规划，村中主要街道均放置有

垃圾箱，用来收集村民的生活垃圾，每天定时有专人回收垃圾并做相应的处理。移民村大多远离重工业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0-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61-65
66-70

71-75

76-80

81-85

女性人口

男性人口



乔虹，雷茜   
 

 
376 

地区，生活环境良好。 

4.2. 经济 

调研表明，移民村村民基本上依靠务工和务农为主(图 2)。 
移民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与移民村村民工作类型有很大一部分关系。移民村村民年龄集中在

30 岁~50 岁之间，文化程度不高，由于 92%的村民是由迁出地集体搬迁到迁入地，不适应当地作物的耕

种环境，导致村民在农作物上也不能够获得很好的经济效应。 
在移民政策中，每户移民每人分得的土地为一亩两分，用来使农民耕种，当时政府也给与了村民很

多有利于农耕的政策，但由于很多地方土地没有落实到农民手中，以及土地的收入不能承担一家人的经

济负担，家中成年的男子选择外出打工。经过调研发现，宁夏很多地区都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宁夏五

宝中，枸杞、甘草、二毛皮、发菜等都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但由于村民的文化水平受到限制(图 3)，不

能够将这些资源进行很好的开发利用。 

4.3. 计划生育 

根据总体调研的数据表明，移民村的年龄结构呈现钟形椎体的形状[5]，为稳定型年龄结构，人口老

龄化问题不严重，也没有严重的抚养问题，但是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应严格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人

民较多，占据总人口的 35.42%，且移民中有 84.3%都是由海原、固原等回族聚集地搬迁而来，宗教信仰

强烈，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村民早婚早育现象严重，少女平均 15 岁就结婚生育，且农村居民都想生 
 

 
Figure 2. Work type of villagers in the village 
图 2. 移民村村民工作类型 

 

 
Figure 3. Cultural degree of villagers in the 
village 
图 3. 移民村村民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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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男孩，所以很多穆斯林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由于移民搬迁到移民地只有将近 10 年的时间，年龄结构还

呈现正常的稳定型年龄结构，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移民地不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未来移民地的年

龄结构将呈现金字塔的增长型人群。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0 年实施)第三章

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双方是城镇居民或者一方为城镇居民，另一方为农村居民的，只能生育一个子女，

但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一) 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少数民族”。《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原州区、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盐池县、

同心县(山区八县)的少数民族农村居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最多不超过三个。宁夏回族自治区

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适当宽松，所以，如果移民地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未来移民地的基础设施例如

学校、卫生所等将不能满足需要，人口密度的增大也会给移民地的环境带来严重的负荷，移民地的经济

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4.4. 社会保障 

根据国家政策，99.8%移民地的居民享受医疗保障制度，只有 12.4%的居民享有养老保险[6]。移民地

稳定型的年龄结构说明老龄化问题不是很严重，一般居民能够承担起抚养老人的义务。但是，移民在从

迁出地迁出时，50 岁以下的居民占据了搬迁人数的 90.9%，也就是说，50 岁以上的老人都留在迁出地，

很多老人因此不愿离开故土，由此可见，迁出地中老龄化问题严重，很多老人不能够得到儿女的照顾，

只能够在迁出地靠务农为生，且迁出地基础设施不是很完善，这些老人的吃饭、看病等问题有待解决[7]。 

5. 问题与建议 

在调研的过程中，政府对于移民村的政策落实基本完善，但对于移民村长久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些问

题，在综合此次调研的到的数据，经查阅资料，小组成员讨论后提出以下建议。 

5.1. 经济与环境 

提高本地经济水平是当地政府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村民的受教育水平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类型，

而且由于村民集体由缺水少雨的地区统一搬迁到了土地肥沃的黄河水岸，不适应当地农作物的种植方式。

首先政府应当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当地村民进行农作物耕种的指导，鼓励成年男子回乡种植宁夏有名

的枸杞、甘草、发菜、小麦等自然作物。根据调查得知，宁夏的小米、扁豆、豌豆、玉米等远销海内外，

说明农作物也有极大的市场，政府可与企业合作帮助农民销售农作物，解决农民后顾之忧，并同时应注

重当地的教育问题，督促所有学生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宁夏也具有众多的矿产资源，政府应当合

理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合理开采矿产，保证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做到可持续发

展。 

5.2. 人口与老年人口 

宁夏是回族聚集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适当放宽了条件，宁夏本地对于贫困地区的生

育政策也有适当的宽松。宁夏移民村年龄结构为增长型，青少年比重大，老年人口比重小，而刚刚闭幕

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对于

宁夏移民村来说将要面临青少年比重大大增加的情况，人口增加使当地的自然环境、就业问题有一定的

压力，建议政府还是要坚持贯彻计划生育政策。 
移民村老龄人口比重小，相对的是迁出地老龄人口的比重非常大。老年人尤其是有强烈宗教信仰的

穆斯林宁愿放弃舒适的生活留在故土，面临的也是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当地政府应该健全这些老人的社

会保障制度，督促移民村中儿女常回家看看，保障年迈的父母、爷爷奶奶的生活。政府应多关心这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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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老人，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作为当代大学生，除了在学术上尽心研读之外，我们更应好着眼于社会现状，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

理应为她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只希望这次由兴趣而发的调研能够展现一点点移民村的现状，来吸

引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特殊群体的发展，把宁夏这个美丽的塞上江南建设的更加美丽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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