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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为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而出台的一项重大政策、重大举措，是把居住在深山区、高

寒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以及“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地区的贫困农户迁

出到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致富的措施。本文根据对黄河下游滩区的实地调研以及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发现黄河下游滩区搬迁具有搬迁动因长久未变、地理资本充裕与空间贫困并存、搬迁意愿强烈的特点，

搬迁现状表现为集中安置条件下平均主义难以实现。并提出建议推进黄河下游滩区易地扶贫搬迁应与全

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相结合，从人才、产业、文化、组织、生态振兴五个方面全面助推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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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ocation is a major policy and initiative introduced by China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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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It is a measure to relocate poor farmers living in deep mountainous areas, alpine moun-
tainous areas,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and areas with extremely difficult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where “one side of water and soil cannot feed one side of people” to better areas to de-
velop and enrich themselve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study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its beaches.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reloca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eaches has remained 
unchanged for a long time, the geographical capital is abundant and spatial poverty coexist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relocate is strong,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location is that egalitarianism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promotion of relocation to alleviate poverty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beach area should be com-
bined with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at the five aspects of talent, in-
dustry, culture, org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tribute to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of relocation to alleviat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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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最早应用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三西”地区农业建设规划，是为了解决个别区域持

续性贫困问题的特殊性试探性举措。20 世纪中期，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能够帮助部分区域扶贫开发的常规

手段。21 世纪，易地扶贫开发由区域性措施转到国家层面，成为解决由自然资源禀赋引起的贫困问题的

有力措施。 
黄河下游滩区是黄河下游河道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汛期黄河支流排洪滞洪沉沙主要区域，也是 185

万滩区群众赖以生产和生活的场所。黄河下游滩区占地面积约 3818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约 27.5 万 hm2，

涉及山东、河南两省 15 个市，42 个县区，150 个乡镇，1954 个村庄。截至 2015 年，山东省黄河下游滩

区内有省定贫困村 82 个，村庄贫困率高达 7.3%，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3 万人，贫困率占滩区居住总人口

的 7.2%；河南省黄河下游滩区人均纯收入低于 1500 元的有 36.3 万人，占滩区居住总人口的 35%。为了

解决当地空间贫困性问题，2015 年山东河南两省相继出台黄河滩区迁建试点工作规划，截至 2020 年 12
月，“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黄河下游滩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2. 文献综述 

国外没有易地扶贫搬迁的概念，与之相似的概念是生态移民或者环境移民，生态移民的概念由考尔

提出，指的是“由于干旱、土壤侵蚀、荒漠化、过度砍伐森林等环境问题，结合人口压力、贫穷等社会

经济问题，从而致使其生计问题不能得到保障的人”[1]。 
目前国内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中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相关支撑理论、

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叶青等(2016)通过研究相关文献及政策文件分析了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实践

环境、政策主体、政策实践方式[2]。王宏新等(2017)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相关的九十余部政策文本

进行实证分析，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试点探索阶段、全面推进阶段、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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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阶段[3]。王永平等(2008)通过对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将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模式分为十类并进

行分析，分别是依托国有农场安置模式、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依托旅游景区开发安置、依托企业

带动安置、依托开垦耕地安置、依托产业结果调整安置、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依托置换的土地和房

屋安置、山上搬山下安置、自助式移民安置[4]。孙永珍(2013)通过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对易地扶贫搬迁相

关支撑理论进行总结分析，分别是生态贫困理论、区位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迁移理论、社会适

应理论[5]。 
2020 年 12 月，“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黄河下游滩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入收尾

阶段。目前国内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对黄河滩区易地扶贫搬迁的研

究较少。因此本文根据实地考察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对黄河下游滩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特点、现状、

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该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对我国中东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情况的研

究缺失。 

3. 黄河下游滩区易地扶贫搬迁特点 

3.1. 搬迁动因长久未变 

我国历史上的移民搬迁高峰时期发生在朝代更替的战争时期、民国时期、20 世纪中后期、21 世纪前

期、2013 年后五个阶段，搬迁动因分别为躲避战争、躲避自然灾害、工程建设、保护生态、扶贫致富，

逐步由非经济性因素转为经济因素主导，搬迁目标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6] [7]。目前我国搬迁地区大部分

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搬迁原因多为解决住房条件差、生存环境差、居住地偏远等问题。 
与其他集中连片特困区域不同的是，黄河下游滩区搬迁原因长久以来不曾改变。黄河下游滩区自 1855

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后形成，此后干流洪水、汶河洪水、金堤河洪水、凌汛致使滩区群众

或自发或被动搬迁达数十余次，居民生产生活资料因灾害损毁，洪水威胁具有反复性和不可控性，可以

说黄河下游搬迁动因始终是由于受洪水侵害。 

3.2. 地理资本充裕与空间贫困并存 

空间贫困理论将贫困与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主要用来解释某个地区由空间地理位置带来的贫困。

贫困问题专家认为空间贫困这种与自然地理禀赋紧密相连的贫困状态，相比于一般城市贫困具有位置偏

远与隔离、贫乏的农业生态与气候条件、脆弱的经济整合、缺乏政治性优惠四种特征[8]；世界银行的雅

兰和瑞福林提出地理资本这一名词，将地理资本与物质财产资本、社会资本相提并论，认为地理资本太

低会造成农民自身发展的困境。目前对地理资本的测量指标主要包括收入、消费、教育、医疗、市场联

通性、社会保障、生态安全、政策等。由此产生空间贫困性的原因可视为地理资本的匮乏。 
黄河下游滩区易地扶贫搬迁与我国西部地区避灾移民搬迁具有相似之处，但也具有不同的性质。西

部地区因受泥石流、地震、荒漠化地质灾害威胁、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具有空间贫困性；生态恢复能力

差不具备发展种养殖业条件，地理资源匮乏。黄河下游滩区村庄普遍位于远离县市中心的黄河行洪泄洪

地带，常年遭受洪患侵袭且生态环境脆弱，受政府重视程度低，因灾害引起的筑台盖房和耕地受灾问题

使黄河下游滩区农户处在空间贫困中；同时黄河下游滩区濒临黄河支流，河岸沉积大量泥沙形成大面积

沙土地，独特的水质和土壤具备发展野生水产品养殖业、特色种植业地域优势，地理资本相对丰富。但

相对充裕的地理资本受水患与交通阻碍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黄河下游滩区整体仍呈现贫困状态。 

3.3. 受灾程度深，搬迁意愿强烈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黄河下游滩区共漫滩 20 余次，累计受灾人数 660 万人次，受灾耕地 70 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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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河南省黄河下游滩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水漫滩 31 次，累计受灾人口 610 万人次，受淹耕地 120 万

hm2。滩区受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年份为 1958 年和 1996 年。1958 年洪水山东河南黄河两岸堤防全线受到

威胁，受淹村庄 1708 个，涉及人口 74.08 万，受淹耕地 304 万亩，坍塌损坏房屋 30 万间；1996 年 8 月

份的黄河漫滩淹没 1438 个村庄，淹没耕地 17.43 万 hm2，涉及人口 115 万，坍塌损坏房屋 54 万间。 
滩区群众常年反复受洪涝灾害影响，长期处于对发生洪灾的担忧中，因建房致贫返贫现象突出，强

烈盼望能够脱离“三年攒钱，三年筑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的恶性循环。 

4. 黄河下游滩区易地扶贫搬迁现状 

在对黄河下游滩区 18 个外迁村庄的走访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村庄采用政府引导下集中安置方式，

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乡村文化、维系地缘关系，但也限制了农户对于住房条件、社会保

障、社区环境的自由选择，使农户处于被动的听从规章要求的状态。出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

农户对于搬迁的期望就是能够实现“平均主义”。集中安置表现出的主要矛盾是搬迁群众的异质性与政

府期望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 
“平均主义”按其历史用法，至少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自下而上的诉求，是普通民众的诉求或不满

情绪的表达，重点在于对生活待遇上的非议；二是自上而下的导引，是政府在政治运动中主观指导和政

策上的平均主义；三是涉及经济体制的制度性问题[9]。本文所提到的平均主义是第一种情况所描述的平

均主义，是黄河下游滩区居民对易地搬迁过程中所出台政策规章的达到以公平为取向的分配正义的诉求。 

4.1. 住房面积分配标准不符合平均主义 

根据《黄河滩区迁建规划》所有搬迁群众均实行统一的划分标准，即按户口分配每人 30 或 40 平米

的搬迁住房面积。首先，以户口是否在本村的判定方式导致因工作上学原因暂时转移户口、长期在本村

居住但无户口、退休返乡未迁回户口的农户无法获得以政府补助形式获取新村楼房资格。其次，搬迁前

人均房屋面积大于 30 或 40 平米的家庭无论原住房面积是否远远高于搬迁后住房面积也只能按规章获得

搬迁住房。在对这种分配就导致部分收入水平较低、子孙多代人共同居住生活、无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

经过此次房屋分配，获益较多；而部分家庭富裕、文化水平较高、有外出工作学习经验的农户并不满意。 
黄河下游滩区易地搬迁新村住房面积的分配标准是基于一种对于户籍限制条件过滤后的平均主义，

而这种限制条件并不能使得易地搬迁受众整体幸福感提升，甚至会使小部分居民出现反面情绪。 

4.2. 原住房物资赔偿标准不符合平均主义 

搬迁前村政府对农户房屋进行价值评估并赔偿，估值内容包括房屋内种植树木、水井、地窖、耗费

建材等，这种赔偿标准并不能分门别类的按照物资种类制定详细的价值对照表，只能以数量、重量、面

积来计算。由于村庄内既有年久失修的土坯房，也有后修葺的砖瓦房，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在住宅建

造方面的花费也不同，但是拆迁赔偿项目内并不能够包含全部农户在房屋修建方面的花费，尤其是对于

在原有住宅建设方面花费更多的农户。因此在赔偿款项方面，无论是房屋建设方面的花费还是屋内种植

树木，对于所有无法进行转移到新村楼房中的物品，总是花费的更多的农户在赔偿方面感受到更多的不

公平。 
因此平均主义在易地搬迁过程中的赔偿措施制定过程中，并不适用于赔偿建造原房屋的价值以及原

房屋所包含的一切无法进行转移的物质赔偿。 

4.3. 迁建出资规划不符合平均主义 

黄河滩区迁建资金规划按照“各级政府补一块、土地置换增一块、专项债券筹一块、金融机构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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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迁建群众拿一块”筹措，迁建群众需每人出资 1 万元左右，但搬迁居民中存在部分群众不具备承受

搬迁交付金额的能力。 
搬迁地区少数农户不具备劳动能力且无收入来源，依靠政府补贴生存，面临原住房条件差导致的房

屋补偿款较少而无法抵消购房金额的状况，但又因外部对整体搬迁的要求和自身对搬迁的向往选择银行

贷款或借款，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易地搬迁极大的改善了居住条件但使得他们的经济水平更低了；大部

分中等水平收入的居民，易地搬迁对原房屋的赔偿款与需要交付的购买新村楼房资金基本持平，因此对

于这部分农户来说易地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居住环境且经济水平并没有变好或是变坏；易地搬迁效用

最大的受众群体是收入较高且原住房面积较大的农户，由于他们的原住房建设较好，赔付的金额也更多，

能够抵消购买新村楼房并且能够留有剩余，易地搬迁对于这部分农户来说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居住环

境，并且使他们拥有了一笔额外收入。 
因此在购买易地搬迁新村楼房需要交付资金方面并不适用平均主义思想，统一的交付标准应该面向

相近收入水平的农户，而不是对于搬迁后住房面积相同的农户收取同样多的费用。 

5. 结论与建议 

黄河下游滩区易地扶贫搬迁特征显著且搬迁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要想充分发挥易地扶贫搬迁的作

用，完成易地扶贫搬迁“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就要对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任务，

以易地扶贫搬迁助推人才、文化、产业、生态、组织五方面振兴。 

5.1. 以易地扶贫搬迁助推人才振兴 

首先，拓宽对安置楼房赔付的户籍限制。支持农业人才下乡入村，为农业人才和农户构建沟通交流

的桥梁，建立稳定的人才与当地政府合作关系。实现乡村振兴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任务，需要长

期对贫困村进行帮扶，因此易地搬迁的新村楼房建设过程中应考虑到引入人才以及各领域专家的住宿问

题。 
其次，改变易地搬迁安置楼房补偿政策。吸引农村人才回流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农村发展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带动，农村大学生由于热爱农业、心系农村选择回家乡发展，他们的回乡能

够将自己所学知识与家乡实际情况相结合，相较于引进的人才更了解家乡特点与发展制约条件。 

5.2. 以易地扶贫搬迁助推文化振兴 

保留乡村传统文化，避免让传统文化因居住条件改变而衰落。乡村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

我国文化生长和孕育的摇篮，随着社会城乡二元化进程的发展，乡村文化被城市文化所代替逐渐走向没

落[10]。易地扶贫搬迁更是打破了乡村原有居住格局，在空间地域上限制了乡村文化的发展。 

5.3. 以易地扶贫搬迁助推产业振兴 

致力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由于农业覆盖面积广，涉及的客体多，具有多功

能性，结合黄河下游滩区地质特色，推进农业与休闲旅游业、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健

康养生产业等深度融合，发展观光旅游农业、游客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根据黄河流域沿岸地区文化

的多样性，可以以此发展多样化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地区板块化，便于分块分区对乡村振兴进行帮扶，

选择培育适合于休闲观光旅游农业基地种养条件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优质农作物、牲畜家禽、水产品新品

种，联合各方面农业专家共同研发与之相配的栽培养殖技术。为各地提供适用于各地民俗手工艺品制作

的特色加工制造技术和基础设施、适用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技术和设备。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2.122015


陈玥 
 

 

DOI: 10.12677/hjas.2022.122015 105 农业科学 
 

5.4. 以易地扶贫搬迁助推生态振兴 

黄河下游滩区具有大面积的湿地生态资源，借助易地搬迁能够全面改善黄河下游滩区生态面貌，合

理利用生态功能和效用，维持黄河下游滩区生态稳定和平衡。建立湿地公园，以地理位置优势拉动当地

旅游业发展，同时保护滩区动植物物种多样性以及遗传多样性，能够为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事宜

生存的环境，如为水禽提供栖息地，迁移、繁殖以及过冬的场所，使其免受人类活动的干扰。 

5.5. 以易地扶贫搬迁助推组织振兴 

易地扶贫搬迁应为农村基层党群组织提供更具辨识度、更专业的工作场所，增强对党团知识的宣传

力度，增强群众党性观念，为群众思想道德提升提供有效途径。完善各种帮扶组织建设。易地扶贫搬迁

后，农户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逐步转型，各地政府应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现状并分析未来发展趋势出台

科技支撑乡村振兴政策纲领性文件，使各基层政府各相关农业经营主体各帮扶农业组织有纲领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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