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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同时生态环境也对人类社会的存在

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主要制约因素，而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更为突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而产生的生态：坏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

近几年连续发生的沙尘暴天气，严重警告了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人们。因此，控

制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其中“生态移民"就是在这

种前提下出现的。它是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人们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

为。但对内蒙古而言，它所涉及的内涵与外延不仅是经济行为，甚至触动了民族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内蒙古生态移民作为一种地方性建设战略，

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已显示出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积极效益，但还存在许多

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族生态移民为例，以生态学、人口迁移理

论、社会变动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对内蒙古生态移民的状况和存在的

问题及其演进趋势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证，目的就是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方

案，使其成为国家进一步有效地推进和完善“生态移民”政策提供参照依据。

关键词：生态移民；内蒙古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研究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and the ecological ellvironment problem on the existence of human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constitute a threat．The cur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 has become our country social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and ethical reg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Begin from twentieth Century,as industrialized，city is changed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Especially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ontinuous occurrence of sandstorm weather，severe strikes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Therefore，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fa,zing china．The”ecological migration”is one

ofChina’senvironmental policy．Ecological migration is caus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people lifestyle adjustment behavior of a kind of

economy．But in Inner Mongolia，it involves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extension is not

only confined to the economic behavior,and even touched people production life style

change and other major issues．Inner Mongolia ecological emigration as a local

construction strategy,although the ecological immigr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there ale still many need to discuss and solve problems，but in some regions

has been shown to ecological，econonf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Inner Nlongolia Arhorchin flag ecological migration as

an example，in ecology,population migration theory,social change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s the instruction，to Inner Mongolia implementation

ecological immigrant of various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its development trend of

a more comprehensive，objective is to seek for the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the

reality programme，the country further advancing and perfecting the”ecological

immigration”policy provide reference．

Key words：Ecologicalmigration；lnner Mongolia ecological environment；Problems

andcountermeasures,’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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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状况：关于生态移民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原始森林农民

如何转移到适合生存地区问题上，但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成

果极为少见。2005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国内外关于我国生态移民

的研究逐渐增多。国外对我国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以美国、同本学者为主。

如美国著名学者考尔斯在《内蒙古：生态移民及其效益研究》(2003)中首次提出

“生态移民”这个概念，并且把群落迁移的概念导入到生态学领域之中。新吉乐

图主编的《生态移民一来自中、同两国学者对生态环境的考察》(2005)一书中，

日本学者主要从生态和文化的角度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移民进行研究。小长谷

有纪、儿玉香菜子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即黑河流域的生态移

民进行研究》(2004)中提出了由生态移民引起的收入低下和地下水资源枯竭等

两个新问题。总之，国外学者对我国生态移民方面的研究，只关注了我国生态移

民的负面影响，但遗憾的是却没有发现我国生态移民的正面效益并且未能把我国

各个地区的具体现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国内研究状况：生态移民是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

益受到伤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存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 20

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西部一些省份所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引起了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生态移民作为学术界的一项新的研究专题而日渐兴起。如葛根高娃、

乌云巴图所著的《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的概念、问题与对策》(2003)中以生产

生活方式变化的视角，探讨棋盘井镇生态移民城镇化的未来发展道路。刘学敏在

其《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2002)中主要以目的方面研究生态

移民。如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

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到生态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在生

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任国英所著的《内蒙古鄂托克旗

生态移民的人类学思》(2005)中对鄂托克旗的生态移民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

鄂托克旗的生态移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提出了在移民过程中所出现的

各种问题。以上所述研究成果和观点，对本研究具有指导性和借鉴性意义。

2、选题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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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目的：生态移民是因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保护和改善己破坏的生态环境

而实施的迁移行为。在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同益恶化的今天，生态移民作为解决我

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移民的实施效果如何，

是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类切身利益的问题。所以，本文以内蒙古典型

的一个蒙古族生态移民点为例，实地调查入手，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社会

变迁和现代化理论，通过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内蒙古生念移民出现

的原因以及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努力探求生态移民的有效对策，为其社会整合提

供依据。

选题意义：生态移民是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社会现象。近几年，随着生态

环境的同益恶化，生态移民工程在内蒙古地区全面铺开。当今，“生态移民”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而导致的新现象，不仅成为政府重视的重要课题，也

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生态移民问题不能短时间内解决的，它具有长

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这些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生态移民做出了广阔的空间。2001

年起，内蒙古为了治理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而提出实施生

态移民工程。但是，在实施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情况值得

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至此，本文将以“蒙古族生态移民问题"为切入点，采用

生态学、人口迁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社会变动理论，以实地调查和个别

访谈等方法，重点考察生态移民的现实状态和所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那些处于

生态移民边缘上的蒙古族民众也不能忽略。研究中主要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

导，探讨人与自然怎样和谐发展的一般规律。除了城镇蒙古族以外，那些牧区和

半农半牧区绝大多数蒙古族民众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生存威胁，

由生态问题引发的蒙古族集体走向贫困已成最现实的社会问题。本研究将以广角

的研究视野，紧密结合当前政府正在实施中的生态移民工程、退耕还林政策以及

发力过猛的“禁牧"政策，探讨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实施当中所出现的许多社会问

题，最终把这些悉数收纳在“蒙古族发展”这一时代主旋律之中。这种作业不仅

对蒙古族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

略目标至关重要。

3、拟采用的方法和本文的创新之处

拟采用的方法：以内蒙古生态移民为视角，采用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以

及社会变动理论，特别是采用民族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方式，运用历史

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定量与定性法，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探求内蒙古实



施生态移民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有效的对策。

创新之处：用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民族社会学的社会变动理论来研

究蒙古族生态移民问题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内蒙古，对生态移民的研究大都采用

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手法，虽然，有些学者用民族社会学理论，对少数民

族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但是采用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民族

社会学的社会变动理论，把内蒙古生态移民问题及其演进趋势进行研究实属罕

见。它的特别意义在于通过对生态移民的研究，探求内蒙古生态移民问题及其演

迸趋势，为导向性政策的出台提供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及动因

(一)概念界定

l、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不同学者从不同免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一部分

学者主要从目的方面对生态移民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美国科学家考尔斯认为，

生态移民就是为了保护和恢复已恶化的生态环境而实施的移民现象。刘学敏和陈

静认为，生态移民就是出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生

态环境破坏地区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把他们集中于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

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方兵、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跟生存

移民不一样，生态移民不仅考虑到增加移民经济收入，也注重考虑保护和改善生

态破坏地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不能破坏迁入地生态环境，也要考虑移民能脱贫

致富，是多目标移民④。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对生态移民与生存移民进行区分

的表述；另一部分学者，主要从原因方面对生态移民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李

宁和龚世俊认为，所谓生态移民就：是指在生态系统中，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人类

生存的自然环境已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导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激化，从而

迫使人们更换生存地点，调整自身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人口迁移@。

可见，这是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对生态移民所进行的定义；还

有的学者，主要从原因和目的两方面对生态移民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如包智明教

授认为，所谓生态移民是指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而发生

的迁移行为。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将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或自然保护区的分散居

住的农牧民转移出来，使他们集中于新的村镇，以达到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促

m刘学敏．两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j问题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4月

静方兵、彭忠光．生态移民：两部脱贫。j生态环境保护新思路【M]．广西：广弧人民!Ij版．圣t。2002年4门

鸯李宁、龚世俊．论宁夏地区生态移民EJ]．哈尔滨T业人学学报，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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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发展的目的m。显然，本观点把所有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原因与目的而产生

的迁移活动都被列入到生态移民的范畴之内。

总之，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解释不尽相同。但

是，透过他们的论点和所指的意蕴中逐渐淡出他们的核心内涵，即“生态移民”

是因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保护和恢复某一地区已破坏的生态环境而发生的人口

迁移行动，也要为生态移民的脱贫致富目的的移民行为，同时我们还要把生态移

民与其他移民类型相区别丌来，只要与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直接关联的迁移行为

才可称之为生态移民。

(二)内蒙古生态移民出现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术丌始，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同益恶化，内蒙古出现了真『F意

义上的新时期生态移民现象。它主要由以下几点促成：

l、人口膨胀。一定的人口状态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基础，而人口数量

过多和增长过快就会对生态、社会、经济等造成很大负担。清朝政府曾经禁止汉

族向东北地区及其内蒙古地区移民，但移民的事实早已存在。例如，内蒙古土默

特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省等。到了清朝后期，向东北移民的禁令被废止后，移民

的数量同益激增。由于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许可在内蒙古各地区开垦，由此几

年之间内蒙古人口就增加了好几倍。建国不久，党中央提出了“丌拓边疆，保卫

边疆”的口号，号召转业军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城乡青年移民到内蒙古、新疆等边

境地区。因此内蒙古人口从20世纪30年代的400万激增至1983年的1927力．圆。

后来，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数量的继续膨胀，但每年

仍以不同速度发展。据资料显示，内蒙古人口从1998年到2008年之间增加了

88万。如此速度的人口发展，使内蒙古草原人口规模远远超出了资源的可承载

能力，超过了环境容量与生态极限，使内蒙古草原迅速退化、荒漠化。

2、粗放的生产生活模式。过去农牧民一直都采用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这

种生产生活模式不仅经济结构的单一，而且对技术的要求很低，对大自然的依赖

性很强。在靠天耕畜的传统观念下，人们为了求得短期的经济利益，乱砍乱阀、

滥垦开荒、超载放牧等肆意毁坏现象一直践踏着内蒙古草原。改革丌放初期，内

蒙古东部农区实施承包制以后放牧定居在内蒙古牧区普遍推广，从而牧民们的定

牧方式对草场造成破坏，加之移民的开垦使草场沙化，从而引导致一系列生态环

境问题。结果不到十几年，内蒙古各地区的草原沙化现象明显剧增，成了沙尘暴

的生源地。人们这种短期经济行为的掠夺式开发使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无力承

受，造成了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由此连牧区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威胁。

‘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J；版礼。2005：368．
2

I’々I|陶克会胡．内蒙古游牧经济及1e变迁[M]．中央民族人学；l{版社。2006年9，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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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2000年开始频繁发生的沙尘暴天气可以看成是人们

自己种下的苦果。

3、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传统经济的转型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形式来完成，特别是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两难选择中，他们往往会因为短期和当前的经济利益而不

顾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进行具有掠夺性质的开发，这种行为必然会造成人与自

然的矛盾，必然促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以及贫困化现象。蒙古族村落地区传统

的畜牧业占据着重要位置，而第二、三产业的比例较低，普遍存在着贫穷落后的

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环境与自然资源被看成

是满足农牧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工具，他们认为始终是整个草原的主人。在此种价

值观的驱使下，人类向自然环境与资源过多丌发，从而导致蒙古族村落地区生态

环境污染现象，如村落空气污染而导致各种疾病、草原荒芜和牧草枯萎等。

二、内蒙古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状况

(一)内蒙古生态环境的基本情况

目fi{『内蒙古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内蒙古生态环境问题

主要以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多年来一直存在。当我们控制和治理

这些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内蒙古的有些地方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反而出

现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的怪现象。目前内蒙古，由于人类活动使草原生态环境日益

恶化，严重破坏的面积已达972万公顷左右，占草原总面积的的23．5％，其中沙

化面积已达到308万公顷，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已达到164万公顷，流动沙地或

裸地的面积达到148万公顷；草原盐渍化、石化等现象达到135万公顷；有217

万公顷的固定沙地活动成为半固定沙地。此外，属于自然因素形成的草原裸岩、

盐碱、干固冲沟等面积达到603万：全顷，两者占草原总面积的38％①。内蒙古生

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不仅使当地各族人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威胁，而且也对北

京、天津、河北等邻近省市的生态安全构成了威胁，甚至国际上的一些周边国家

和地区也受到了影响。

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区域大部分都与贫困地区相关联的。由于贫困地区受生产

方式落后、意识观念滞后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困扰，必然会引发发展经

济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由此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退化。

要想了解内蒙古生态环境变化的情况，就要从本人的家乡——内蒙古通辽市

科左中旗南毛都嘎查生态环境变化的演进情况说起。它的荒漠化过程实际上就是

硇张自学．内紫古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载_二I·世纪末内蒙古生态环境遥感调查研究[M]．内蒙古人民⋯版

圣I：．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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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生态环境恶化、荒漠化的一个缩影。本嘎查一位老奶奶讲：这旱曾经是林

草繁茂、鸟语花香、湖泊众多，湖边芦苇茂密，草高可以没过骆驼，在湖泊里小

孩子们经常游泳、玩耍，可今已远不如昔，现在雨量每年都在减少，而且很多地

方的小草都开始枯萎，很多小湖泊都干了。这几年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为了养

家糊口，大多数村民以比赛似的扩大耕地，甚至还出现过争地的情况。前几年种

地还有一些收获，可如今几乎到了颗粒无收的状态。因经常受旱灾、沙尘暴的影

响，很多地段几乎被沙漠吞噬，使耕地面积锐减。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原本沙

漠地段，各自被分割在茂密的植被当中，按当时的人口规模和土地利用量估算，

如果有意识的保护利用，是不会演化成今天这样沙漠化的地步。要知道今天的环

境恶化原委，有必要对当时本村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回顾的同时，检讨我们对大自

然所犯的严重错误，这种作业对当今环保事业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内蒙古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状况

20世纪80年代，国家在草原牧区实行了牲畜“作价归户，户有所养”的责

任制政策。这种政策充分调动了牧民养畜的积极性，使畜牧业生产出现全新的局

面，同时畜牧业的这种粗放型经营模式，却忽略了草场的载畜能力，因此过度利

用草场资源的结果，导致草场的迅速退化、沙化。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实施

“草畜双承包责任制”政策，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牲畜超载的压力。但气候、人

为因素仍使草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经济贫困一人口超载一环境恶化的恶

性循环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草原牧区实施了“退耕还林(草)”、“禁牧”

工程，伴随着这两大工程的实施，生态移民政策也应运而生。

从2001年开始内蒙古推行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政府关于《实施生态

移民和异地扶贫移民试点工程的意见》中，对生态移民工程提出了实施方案，即

以政策引导、群众自愿的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对荒漠化、草原退化和水土流失严

重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内蒙古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以退

耕还林还草工程、环京津地区防沙治沙工程，主要以内蒙古生态环境改善为重点

展开的，因此本地区的人们都应以国家层面的生态保护意识出发，以积极地姿态

投入到这一宏大工程中，并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2001年7月，锡林郭勒盟开

始实施名为“围封转移”的大规模生态移民工程，主要内容是“围封禁牧、牧缩

转移、集约经营”；2002年，闻名全国的沙尘源头——阿拉善盟，开始实施名为

“收缩转移”的生态移民工程，将近l万户农牧民迁出原住地沙化、退化严重地

区，移往总面积30万亩的10个大中型人工绿洲之中∞。现如今，内蒙古共有旗

县级单位82个，移民工程已涉及到其中的72个旗县、101苏木乡镇和2419个

∞内蒙古荒漠化十地和沙化士地面积实现“双降”．内蒙古新闻网，http：／／commend．nmgnews．com．cr／．2010
——6_一20．



嘎查①。

内蒙古生态移民作为地方建设战略之一，是以盟(市)级为基本规划部门，

以旗县为承办法人来执行的。由于各盟市实际情况不同，所实施的生态移民政策

在背景、方式、效果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差异。总之，内蒙古生态移民战略的实施，

不仅有效的遏制该地区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而且恢复那些被终结的村落生态具

有决定意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生态移民工程的无比重要性。但是，以上所

述那样，在内蒙古需要实旌“生态移民"工程的村落相当多，由于受到经济条件

的制约，把它们转瞬间都达到生态移民指标相当困难，因此对他们的去留采取什

么策略，已成为当今生态移民工作中的严肃课题。如果没有政府和外力的强势介

入和援助，这种阵痛期将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三、以阿鲁科尔沁旗一个典型的生态移民村为例，分析内蒙古生态移民中所

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调查地区的选择

作为本文调查区域的阿鲁科尔沁区位于内蒙古中部赤峰市东北部，年均降水

量约380毫米，是一个典型的半干旱地域。全旗现辖23个乡(苏木)、镇，245

个嘎查，总人口29．6万人，共有13个民族，蒙古族人口11．3万人，汉族人口

17．6万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集区圆，全旗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40％。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风沙肆虐、生态环境恶化的偏远地区以及水灾

等自然灾害频发区，如巴音宝力高苏木、罕苏木等地。该地区的生产资源主要是

以草场为主，草场面积1830万亩，其中沙化面积达556．8万亩，有38％的牧民

仍居住在沙区内。该地区农牧民收入的绝对数值比较低，基础设施非常落后，生

活费用高于其他地区。近年来， 由于连年的干旱和人为的破坏，阿鲁科尔沁旗

生态条件日益恶化，沙漠化程度不断加剧，草地资源不断枯萎，这些不利自然条件

对农牧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阿鲁科尔沁旗生态环境恶化，是与超载放牧、

开垦耕田、牧户分散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不将他们从天然的草场依赖中解脱出

来，他们的脱贫与生态环境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根据生态条件和贫困状况，

该地区至少1．5万牧民群众需要通过生态移民进行转移，只有这样才能缓解该地

区的生态压力，也能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

以上所述，多样性特征满足了本文研究的各种要求，使其成为研究内蒙古生

m新吉乐图．生态移民——来自中同两国学者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考察[M]．1呼和浩特：内蒙古火学nj版社，
2005：155．

露吗恩．阿鲁科尔沁区生态移民问题研究[J]．内蒙古师范人学iI；版社，20 1 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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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移民点的一个理想区域。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把阿鲁科尔沁旗的蒙古族生

态移民作为调查和研究的重点区域，以此探求内蒙古生态移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社会整合提供有效的整治方案。

(二)调查生态移民村的选择
’

生态移民工程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解决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人民的贫困问题

而实施的环境政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济增长不再是依靠简单的再生产，而是

结合科学和先进技术来更有效的发展经济。内蒙古大草原遭到破坏的原因主要是

以粗放的生产生活模式、人口迅速膨胀以及城市、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等原因，导

致草原荒漠化，水资源短缺，农牧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当地民众的生存条件也受

到威胁。这些因素同时也阻碍内蒙古畜牧业发展的主因。阿鲁科尔沁旗A村同样

也被上述问题所困扰，可以说是内蒙古畜牧业经济发展不顺的一个缩影。2008

年阿鲁科尔沁旗为了实施国家“退牧还草”政策，恢复已恶化的草场，特别是解

决牧民温饱和脱贫致富为目的，对居住在沙区内的巴音宝力高苏木的A村进行了

生态移民工程。

1、A村的基本状况

A村位于阿鲁科尔沁旗的最北端，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是一个

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区域。人们的日常语言是蒙古语，交通不便利，远离经济

发达的中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

(1)生态环境方面。A村草场总面积650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场总面积380

万亩，沙地总面积210万亩。近几年，A村由于连年的干旱和对草场的过度利用，

导致草场迅速荒漠化、沙化，这直接危及到阿旗乃至内蒙古的生态安全。2000

年与1984年相比，牧草平均覆盖度由40％降低到26％，牧草平均高度由38．8厘

米降低到19．2厘米，平均每亩产草量由40公斤减少到20公斤∞。全旗大范围的

浮尘、扬沙和沙尘暴天气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7天增加到现在的20多天，沙地

活化面积达到3万平方公里，现已80％的草场已严重退化、沙化和盐碱化现象。

草原生态的日益恶化，使相当一部分农牧民失去了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社

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农牧民收入大幅度下降，贫困化不断扩大。

(2)自然条件与经济情况。自然条件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础，也

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A嘎查位于阿旗的最北端，自然条件恶劣，

普遍存在水土不平衡、蓄水能力差、风沙危害严重、人均耕地少、春旱下洪、草

场严重沙化、退化等现象。A嘎查是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仍然

停留在传统的粗放阶段，生产技术落后，天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强。该嘎查牲畜

呜恩．阿鲁科尔沁区生态移民问题研究[J]．内蒙古师范人学jI{版礼，2011年5月



存栏总数达4000头；人均牲畜12个羊单位，畜牧业产值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占总收入的70％，其他副业收入特别低，有不少牧户由此陷入贫困化之中。该村

贫困户98户，465口人，占A嘎查总户数的70％，人均纯收入在绝对贫困线(1000

元)以下的有40个户，占30％；在相对贫困线的(1000--1500元)有30个户，

占25％，无畜户60户m。国内外经验表明，第一产业比重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都比较落后。一个地区能够脱贫并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主要看其产业

结构是否合理，内蒙古牧区经济发展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方面。

(3)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文化素质普遍低。从受教育程度看，文盲半文盲占

了42．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6％，初中文化占20％，高中及以上的仅占5％。

从年龄结构看，年龄在15岁以下的占30％，16"---45岁的占45％，46～60岁的占

50％，60岁以上的占38％渤。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A村民众由于受教育程度低、

传统观念牢固等原因，决定了人们意识观念的落后，这些必将影响其同常生产生

活方式。阿鲁科尔沁旗巴音宝力高苏木A嘎查的TZW家庭就是一例。

个案访谈1：

牧民TZW，男，今年5 0岁，文盲，A村人

以前从没想过让子女们离开草原不再过收民的生活，我们这儿大草原上，从

子女们生下来的那天起就注定要放牧的，要是成为放牧好手的话，咱们这儿可以

成为相当好的技术活，生活跟本就：不成问题。当时家里牛羊又多，需要人手，学

校又远。再说我们一般都从事着比较简单的体力活，所以他们在学校那里学的东

西在我们草原上根本用不着，要是：女孩子的话更不用说了，女孩子嘛长大了总要

嫁人的，你给她上学到最后还是成了别人的人，所以还不如让她们在家里帮着放

牧，照看弟弟妹妹呢。最近几年，国家在教育政策上强调让每个农村家庭的子女

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且每年给孩子们发放一定的补助金，所以我们才送子

女去上学的，但是如果家里忙不来的时候，就让孩子留在家里帮忙，什么时候不

太忙了，再让他们去上学。

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通过教育

促进子女个体发展的积极性不高，孩子们实际上都处于“半牧半读”的学习状态，

而且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对妇女接受教育的歧视现象。在科学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人的文化素质必然影响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人越穷传统观念越重，因为贫困地

区人们的生产和活动范围狭小，与较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也少，

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较慢。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劳动者的体力、数量以及土地、

资源条件不再是发展的主要因素卜人的科技文化能力==；4‘是主要因素。牧区经济要

m注：这是根据问卷调查资料推算jlj来的。

哲注：根据当地农牧民实地访淡中得到的人概数据，并1F当地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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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必须依靠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但是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具备一定

的受教育背景，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当今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的趋势下，

在牧区经济发展中，教育、科技含量和文化素质的高低将成为能否社会经济发展

和脱贫致富的关键因素。

(4)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又是区域经

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它是以交通运输、供水供电、邮电通信、教育医疗

等设施来体现区域财富的存量。A嘎查处于阿鲁科尔沁旗北端，交通路线长而不

便，运费昂贵，远离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甚至有的地方还处在无“五通" (通

电话、通电视广播、通水、通路、通电)状态。村里小学的软硬件设备非常缺乏，

没有医疗卫生院所，更不用说文化体育活动场所，自我发展能力差。这些都严重

阻碍着产品和信息的交流及区域优势的发挥，使得这些地区与其它地区相比处于

明显的欠发达状态。

2、A村出现生态移民的原因

(1)农牧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A村是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所

以草原对这一地区牧民来说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甚至可以说全部的生产来源。但

是，由于超载放牧、人口膨胀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导致了草场严重退化、

沙化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使草场生产力逐年下降，其每亩产草量由90年代的

100公斤，降至2005年的不足20公斤，更是到了2010年有些地方的草场根本

没有返青，产草量为零①。这种情况下，牧民必须从外地购买草料喂牲口，这就

导致生产成本比以前增加。尤其是遇到大灾年份，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生产

成本更高，牧民们养牲畜几乎赚不了几个钱，甚至赔本。这种状态严重制约了该

村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牧民增收以及脱贫的进程。

(2)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近年来，由于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综合作用，A嘎

查的草场80％己沙化、退化现象。从古到今在牧区，衡量一个人的贫富重要标志

就是增加牲畜的头数和草场利用面积。在这种传统观念的驱使下，该村这几年人

口增长速度很快，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两到三个孩子。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与眼前的

经济利益，人们对大自然索取的资源不断增加，导致了草场的可承受能力失去了

平衡，使草场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荒漠化。据当地领导和牧民介绍说；这里常年

都遭受沙尘暴的袭击，而且比较严重的时候，房屋都被沙土埋没，草地面积全部

覆盖，人和牲畜无法生存，牧民们清理堆积沙土的时候非常困难。正是这些原因

导致了牧区利用草场面积逐渐减小，并且每年不同程度的扩大，使当地农牧民的

生存条件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3)国家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政策而出现的生态移民。A嘎查从2007年开始

。’阿鲁科尔沁旗统计年签[G]．2009年



到2009年实行生态移民期间，该地区在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耿得了显

著的效果。但是，本人在实地访谈中了解到，在退牧还草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以及

后来的草地发展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实施退牧还草政策时，有些牧户们

把牲畜转移到了还没实施退牧还草项目的其他地区，这样导致新一轮生态移民的

出现。从A村草场退化的情况来看，这罩的人口和牲畜其实远远超出了现有草场

的可承载能力。第二、国家规定要实施禁牧五年，但是这五年之后，牧民完全可

以返回原来的牧区继续从事畜牧业。因为这些牧民们除了畜牧业，他们对其他产

业很陌生，所以他们只能从事旧业。如果这样的话，五年之后又可以回到原来的

草场，这样一来牧民为了最求利益最大化，不顾草场的承载量，乱放牧现象就会

重现，此时国家还会实施退牧还草政策，这样翻来覆去将会浪费许多资金和时间。

这种办法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反复折腾的过程，牧民们的问题也不能一劳永逸地

得到解决，反而很可能产生一批无事可做的无业农牧民。因此通过移民把他们集

中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培养和培训牧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能力，给牧民们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存渠道力是最有效的办法。

3、迁移后A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生态移民政策不仅改变了牧民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可分为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两方面。而生活方式是所有衣食住

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紧密联

系，可以概括为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生活方式

的一个方面①。本文将从衣食住行、经济结构、人际关系、政治、风俗习惯、文

化、教育等方面，对生态移民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行描述与分析。

(1)首先是居住条件和饮食结构方面。居住方面，移民前A村的牧民大多数

还处在游牧方式，只不过其游牧方式比以前简单化而已。他们到了夏季就去敖特

尔放牧，等到冬季时候回来原住地，居住方面漂游不定。而移民后政府给每户建

起一所整齐的房子，里边有厨房、：卫生问、储藏室等硬件一应俱全。饮食方面，

各民族的饮食基本上都与其生计方式相符的，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喜食米面杂粮，

牧民却以肉、奶制品为主食。搬迁之前，A村牧民们的饮食主要是以牛肉、羊肉、

乳制品等为主，搬迁后，由于移民后牧民们把大多数牲畜都已出售，因此牧民的

餐桌上肉食品已逐渐减少，相反米饭和蔬菜食品之类逐渐增多了。

(2)经济结构的变化。搬迁前，A嘎查是以畜牧业为主，传统的畜牧业在牧

民的经济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占总产值的70％左右，其他产业的收入比重却

很低。这种产业不仅技术要求低，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很强。2008年A嘎

查被确定为生态移民村后，镇政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将一部分人先迁移出来，

m，Ii韩咐．生态移民的城镇化研究[J]．中央民族人学⋯版社，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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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造人工草地来实行圈窝饲养，让牧民们牧草返青期休牧。刚开始时候群众

的积极性并不是很强，因此A村的领导亲身带头做示范，经过几年的实践，收获

很大。另外，各级职能部门和乡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城镇集中的模式，

积极引导，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牧民向城镇聚集，通过商贸流通和兴办加工企业，

提高农牧民参加各种职业的技术能力，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牧区二、

三产业的发展，使迁出区成为从不稳定的经济实体向较为先进的畜牧业经济发

展，使自给自足的传统畜牧业向商品流通畜牧业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由粗放型向

现代集约密集型转变。A嘎查的经济结构产业虽然从不稳定的粗放型经济向稳定

的现代集约密集型转变，但从本质上，牧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并没有增加，反而生

活性支出比搬迁前增多了，相对而言在生产用具、交通费用以及其他一些花费却

降低了。表1里，展示了A嘎查实施生态移民前后农牧民同常生活支出的不同变

化状况。

表1 A村搬迁前与搬迁后生活支出对比的调查①＼A村＼ 搬迁前金额 搬迁后金额
项目 ＼

食物 2000元 5000元

衣着 800元 1600元

燃料 500元 1500元

电、水 400元 1000元

教育 2500元 3000元

人情礼金 800元 500元

医药卫生 700元 1300元

交通费用 500元 300元

娱乐 600元 1300元

合计 8800元 15500元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整理

∞注：表1数据足问卷调查而彳{；：}；I；的。



实施生态移民一定要关注移民后的生产生活，就是保证广大生态移民的同常

生活『F常运行，并保证其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从表1罩可以看出，在实施生

态移民以后，原本就可以自给自足的同常生活用品，现在只能依靠市场来提供。

加上，由于政府补贴的有限性以及牧民文化素质低等原因，他们在迁移后的两三

年之间，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一时之问很难适应，往往会导致牧民生活水平下

降的现象。另外，搬迁以前，A嘎查以艾罩(村落)为单位居住在偏远的草原深

处，艾里与艾里之间距离较远，基本都不通电，即使通电，也只能在固定的一处

住所。由于他们以两季轮牧方式利用草场，一年中差不多半年时间生活在无电力

条件的临时营地，所以在水电等基础设施方面很少花钱。而搬迁后，A I嘎查移民

在商业、娱乐等服务业比较发展的城镇附近地区居住，入住了具备“五通”条件

的生态移民村，实现了通话、通讯设备，甚至个别家庭还能上网，使牧民产生了

一些新的心理需求，这些看似比以前进步很多，但是，农牧民总的生活支出比搬

迁前猛增，这种状态对那些收入不稳定的移民来说，是一个棘手的局面，在高额

生活费的打压下，有些家庭已陷入连同常生活都很难维持的困境中。移民转业受

阻以及他们不稳定收入，应认定为移民后新问题的主要源头，因此，关注和解决

移民后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理应成为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3)社会人际关系方面。由于受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A嘎

查形成了一种以浓厚的血缘性、狭义的地域性和单一的民族性为特征的封闭型交

往方式，即牧民的交往大都局限于亲族、同地域、同民族之间。搬迁后，随着居

住空间的改变和人们传统观念的变化，牧民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他们主动跟别

的民族形成“熟人”朋友等方式来交往，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们过生同、过节时

经常聚会，用各种语言相互交流。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上的差别，这种

交往的范围很狭隘，只能在附近的镇以及移民点内，而且内容非常简单，主要以

唱歌、喝酒、聊天为主，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科技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另外，

他们还没有完全得到周围城市居民特别是主体民族的认可，这就必然导致他们融

入现代化网络社会的难度，所以他们的交往活动范围特别有限，而街坊领居暂且

成为他们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未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牧区社会关系网络。

(4)政治生活方面。搬迁以前，牧民们通过电视了解一些国家政治状况、乡

镇政策之外，牧民们基本上没有现代性的政治活动。搬迁之后，移民们由于与各

种文化的接触，参加政治活动的观念有了新的变化。在移民点旱建办公楼后，要

有政策宣传和社区事宜的时候，大家聚集在办公楼会议室里共同商议。政府为移

民点配备了专职大学生村干部的同时，还建立了村委会、妇联等基层组织，这样

不仅解决了一些同常行政事务，而且他们即使能够了解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

(5)风俗习惯方面。蒙古族历来就信奉宗教的风俗，宗教是他们精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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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宗教信仰意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比较浓厚，如祭敖包、祭

火等。搬迁后，宗教活动仍然是牧民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在年

轻一辈中宗教意识和观念的淡化现象比较明显，而某些宗教活动中祭拜鬼神的迷

信成分逐渐减弱，而精神依托和娱乐性成分正在增强。

(6)文化与教育方面。移民前，牧民们在文化活动上很单调、贫乏。由于缺

电或缺乏各种通讯设备，电视、收音机、网络等设备很少，男女老少打麻将、喝

酒聊天等却成为村落消遣娱乐的主要形式。这些活动一般内容层次较低，形式比

较单一，缺乏智力型。搬迁后，随着现代文化娱乐设施的兴建和大众传播媒介的

逐步普及，牧民同常娱乐活动中的知识性和科学性成分逐渐增强。政府在移民地

区配备了文化室、图书室和电影放映等设施，移民们通过看杂志、报纸、上网等

可以了解到当前的商品经济与文化社会变迁情况。还有的移民利用现代的传媒力

量改造传统的娱乐形式，发展起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经济。教育方面，搬迁

之前，由于受经济条件及交通等条件的制约，牧区学校设施非常简陋，在教育形

式上很单调。搬迁后，政府专门在移民村盖起了小学，而且还聘请了许多体育、

汉语，外语等方面的老师，这不但使孩子们有了安定的学习环境，而且还改善了

农村牧区学校教育的软硬件设备。另外，政府在移民点开设“移民点专业培训班"

等举措，不仅提高了牧民们的文化素质水平，而且通过专业培训加强了牧民对产

业转变的适应能力，提高了牧民融入第二、三产业的能力。

总之，A嘎查通过大力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生

产结构得到初步的调整，加快了脱贫的进程，推进了蒙古族聚居区城镇化的发展，

总体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迁出区的草场得到休养，为迁入地的第二三产业提

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统一发展，为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基础。但，本人从实地调查中了解到，A嘎查的生态移民工程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由于缺乏全面科学规划和盲目迁移等原

因，导致了新一轮贫困移民的出现。移民后有些牧民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提高，反

而明显下降。另外，很多牧民虽然迁移到城镇附近，但实际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传

统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实现畜牧业经济向现代集约密集型、商品流通型转变，没

有实现职业分化和劳动力的有效流动。每个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只有把握整体

的平衡性才能有效地推进移民融入城镇的进程，否则极有可能为生态移民工程留

下隐患。

(三)生态移民点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阿鲁科尔沁旗生态移民工程与内蒙古各地生态移民工程大体上是相似的，具

有许多共性。本文以阿鲁科尔沁旗A村实施生态移民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例，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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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内蒙古生态移民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目的是为社会整合提供依据。

1、 资金投入不足

资金投入是否充足是生态移民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目前，内蒙古生态

移民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移民补偿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现象。如A村刚搬迁

后的两三年，他们不仅对周围的生存环境、文化、心理等方面一时之问很难适应，

而且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中也导致牧民生活成本的增加。由于政府的补贴有限，

政府的有些优惠政策也有时很难落到实处，牧民要想住到安置房或者搞副业，必

须首先自己掏腰包，而且其投入资金数目也很大，这对本来生活状况步履维艰的

牧民来说雪上加霜。由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所产生的资金不足状况和同常生活的

不顺局面，与其憧憬美好生活的愿望造成极大反差，使其成为心理上的“边缘移

民”。另一方面，教育投资、水资源建设等方面也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情况。例如，

移民安置房与国家标准之间存在差异，虽然把移民点建立在“五通”的地方，但

是水、电、电视广播等方面的配套设施正常使用不了，时常还出现停电、水等情

况。子女受教育方面没有妥善解决，有的移民点没有学校或者宿舍等基础设施，

对这些状况他们牢骚满腹，怀旧情绪也随之而来。许多牧民不愿迁移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迁移后的的生活无法得到保证，担心政府的救济不能及时到位，对迁移

后续的预期心理比较底。资金投入的不足及投入渠道的狭隘，以及生产方式转型

等已成为影响生态移民效果的主因。所谓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政府一方

主要以环保需要所促成的举动，普遍存在忽略农牧民意愿的现象，一句话，这是环

保第一、移民第二思路驱使下出现的问题。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我们时

刻牢记人的生存比环保更胜一筹的思路，不要只关注环保而忽略生态移民的日后

生产生活，有时移民生产生活比环保更重要的思路去应对，理应成为生态移民环

保工程是否良性的主要标准。

2、迁出地与迁入地的草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移民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保护已恶化的生态环境。移民后如果造成生态

环境进一步的破坏，那就与国家的生态移民政策背道而驰了。内蒙古有些地方在

实施生态移民的过程中，出现迁出区的草场比迁移前进一步恶化、迁入区又出现

新一轮生态破坏的怪现象。这主要是当地农牧民对保护环境意识不强以及当地一

些干部的领导不力所带来的结果。有些干部没有全面认识到生态移民工程的重要

性，把生态移民工程看作自己政绩的筹码，只考虑到人口数量上的搬迁，却没有

考虑到迁出地与迁入地生态环境同等重要的问题。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不丰富

的迁入区，随着大量生态移民的到来，又出现人口、牲畜超载量局面，这样有限

的资源失去原有的平衡能力，为新一轮生态移民的出现造成可能。这方面有许多

“案例”，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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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家庭：全家四口人，夫妻加一儿一女，他们是B村牧民。儿子在内蒙古师

范大学念书，女儿中学毕业就辍学在家务农。移民们来他们村之前，他们家的草

场、水资源还能供应他,ff]日常生活的需要，但移民到来之后，他们草场上的人口、

牲畜一下子多了一倍。移民们把牛羊都放在他们的草场上，可他们不能得罪太多

人，不可能整天去找他们说理去。近几年政府要求他们把牲畜圈起来饲养，在村

里建设人工草地，可从当前的草场、水资源等形势来看，他们的村根本不适合建

人工草地，现在他们连吃水都成了问题，再过几年也许很有可能他们跟新来的移

民一样还得搬迁。

S家庭：全家五口人，夫妻二人、一子一女以及80岁的老父亲，他们是A村

牧民。政府把他们迁移到该村来，原本是为了进行圈养奶牛才搬迁到这里的，放

牧行为是不行的。如果擅自进行放牧会被称为“盗牧”，是违法行为，一旦被发

现将会遭到罚款。但是他们刚搬到这里没有草地，只能硬着头皮到别人的牧场去

放牧，有时候还受到排斥，心里很不是滋味。再说近几年在这里生活还算可以，

可是照现在趋势看，再过几年这里根本生活不了，一年四季干旱刮风是常有的事，

很多草场也开始沙化了。他们搬迁之后，虽然政府禁止放牧，但他们的草场经常

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经常发生周围牧民私自在禁牧草场放牧的现象。如今他们

的生活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有的方面还不如从前。所以他们不知道搬到这儿是

对还是错，实在不行他l'rl,fl有可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可这样搬来搬去什么时候是

头啊?按他们的话来说，现在他们只好活一天算一天啊!

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生态移民是为了恢复和保护当地恶化的生态环境，

由此也是为了改善和提高当地农牧民的生活水平为目的的。但是，由于当地政府

对实际情况考虑欠缺以及农牧民对保护环境的意识不强等原因，使当地生态环境

进一步恶化，终于使不仅未能有效地保护环境，而且又对生态移民的生存带来许

多新问题，这种“两误"现象，被我们理想化的生态移民工程的合理性带来质疑。

3、生态移民在设计规划和实施方案方面存在盲目性

内蒙古草原牧区把便于“五通”．的(通水、通电、通广播电视、通公路、通

电话等)地方一般都被确定为生态移民点，地下水的存储量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

需要这一问题上缺乏考虑。移民村几乎都建设配套的饲草料基地，建成后其结果

如何，则很少有人问津。如齐同哈图生态移民村，在选址上赛罕塔拉和二连浩特

之间，但目前赛罕塔拉地下水已处于严重的超载状态，齐同哈图又是二连浩特市

供水的基地。因此耗水型为主体的生态移民，必然会给原本就水资源短缺的地区

带来巨大的压力，必然为迁入区可持续发展造成隐患。

4、法律介入不全



在生态移民过程中，不管是农牧民还是企业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法律的重要

性。如土地承包法、草原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移民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主要是由于各级领导和当地一些移民职能部门对此欠缺考虑和操作不当造

成。在实施进程中出现了以行政命令取代法律法规的现象，甚至出现某些行政措

施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例如，阿鲁科尔沁旗的一个生态移民村，决定全

村移民时有些领导并没有与村民代表进行讨论，也没有跟生态移民的牧民们商

量，而是把他们直接迁移到生态移民村旱。在这个“依法治国"理念全面倡导的

今天，应培育移民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而地方政府以及各领导干部

也树立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力的意识，要真『F做到政企分开，依法治国。

5、政府实施生态移民中追求政绩，有失公允

内蒙古的一些移民村，由于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不顾实际情况，把

移民搬到漂亮的房子后出现“甩手主义”现象。即移民后牧民们如何应对生产生

活方式的变迁，以及后续产业的发展等方面政府很少有问津。为了让农牧民更好

地配合移民工作，当地政府在动员移民时候给了较高的承诺，当移民迁入新村时

农牧民发现政府的一些承诺并没有兑现。如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的一个生态移民

村，在没有搞清楚当地生产、就业指数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下，把生态移民建立

在交通沿线两侧，盖上了整齐的新房，匆忙地把牧民迁入到新居。迁入后牧民们

发现，当时他们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一时之间很难适应，靠政府的一点救济也

不能生存，从而导致牧民搬迁后，发展后续产业困难，生活水平比以前下降等现

象，因而对地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事实上某种程度上他们却成了“受害者”。

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把生态移民工程搞成了人们参观韵形象工程，这方面也

有许多“案例”，值得我们关注。

案例1：

SKA，男，48岁，小学文化，A村人

他们村迁移的时候650多人，刚搬过来的时候，当地政府跟他们说，每家给

两间小砖瓦房，一个小院，可是到’了这以后政府却说跟他们要两三万，说是为了

养奶牛，可他们哪有那么多钱，只能跟亲戚借或贷款。政府还说到这以后每家给

一定的补贴和地，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兑现。现在他们的牛羊没得吃，想购买草

料可没钱，所以有些移民只好外出打工。A村的SKA家庭养了2头奶牛，旺季时

奶产量还将就，淡季时奶产量不到20斤，饲草料又贵，养奶牛他不但没挣钱，

反而倒贴了人工费，去年买奶牛借的贷款到现在还没还清。那时，他们移民时政

府口头上答应给3．8亩饲料地，可搬迁过来后一直拖。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

外打工，-)L子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上学，由于经济上困难，没有钱为大儿子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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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事，供-)L子上学还得用贷款。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这些移民们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上确实困难重重。

J下如移民们写给有关部门的维权檄文中所说：“多年来我移民为了生存常常奔波

于大街小巷，步履艰难的我们从事着繁重甚至最危险的体力劳动；我们常常为了

一口饭、下工太晚，而不幸遭遇车祸，我们渴望着风雨过后能见彩虹，渴望着政

府及相关部门能给个说法⋯⋯”。

本人以学术研究的角度，跟当地政府提出了以上所述问题时，办公室主任赵

丽(化名)说“生态移民工程早已结束，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只移过程不移结

果”。

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国家政策非常好，但是有些地方领导为了自身的

业绩，以保护生态环境的名义，得到生态移民的项目，这与生态移民的本质是相

反的。我们要知道生态移民的真正受益者是生态移民豹主体，只有生态移民主体

的各种权利得到有效地保障，生态移民工程才能顺利完成，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6、打工现象的出现

乌力更认为，生态移民发生在民族地区虽然有利于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同

时也引发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如生存方式、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受教

育权利、风俗习惯、民族互动和宗教信仰所需的环境等方面∞。随着畜牧业生产

技术的转变，在牧区必然而然的会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畜牧业不景气以及收

入减少的情况下，牧民们只靠政府的一点补贴无法继续生存。因此，为了解决日

常的基本生存生活问题，在蒙古族生态移民地区出现了许多移民进城打工现象。

移民进城打工虽然有利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发展，但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的问

题。那就是，一部分少数民族进城后，他们首先碰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加上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程度低、传统价值观念等原因，都会使他们要面对更多

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困难。如蒙古族怎样适应主流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就业、社会

保障、教育等方面都出现许多不尽如意的地方。再就业方面外出进城打工的蒙古

族移民群体，由于文化技术程度普遍较低、对主流社会的适应性能力比较差等原

因，就业空间特狭小，只能从事城市职业领域最底层的3d(困难危险肮脏)

工作。更有甚者，他们根本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遇到工伤、交

通事故时他们只能自认倒霉自己承担。在教育投入方面，低收入的他们要承担比

城市人口家庭更高的家庭教育费用，所以他们只能让孩子留在农村给老人看管，

这样必然导致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挫伤以及对老人赡养

彤吩力更．试论生态移民丁作中的民族问题[J]．内蒙古牵J：会科学．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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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不到位等现象。

以上所述中可以了解到“民族生态移民”与“普通生态移民"之间不能趋同

的许多新问题。

四、解决内蒙古生态移民问题的具体对策

通过10多年的生态移民工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内蒙古生态移民是一项

长期、艰巨的工作，生态移民造成的文化冲突和生产水平的落差，势必导致移民

心态的失衡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不利于移民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要促进内蒙古

生态移民工程健康合理的发展状态，理应在现行政策和法规调整上下功夫，以适

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具体调整方面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加强政府的行政管理力度

内蒙古生态移民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管理问题，所以政府理应因地制宜地进行

协调、组织、安排、调控。在法律法规方面，加强法制建设，由于生态移民是近

几年才出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还不完善，加强生态移民法律保障应是当务

之急。因此国家对生态移民工程应全面科学规划，统筹管理，加强相关法制教育，

建立健全生态移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将生态移民工程纳入法制化轨道。强化生

态移民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制定进程，加强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置；在民主制

度方面，以公平、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移民活动，维护生态移民的自身权利；在生

态补偿制度方面，建立国家扶持、社会参与、农牧民自助的生态移民机制，对移

民和环境分别给予适当的补偿，保证移民与环境的的可持续发展；在政府监督机

制方面，强化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力度，对生态移民进行全程监督，严厉

实施法律，健全法治政府。

(二)建立健全移民社会保障制度

生态移民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群体。为了解决移民转移后生产生活方面存在

的很多问题，从本质上保证移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生态移民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制定生态移民社会保障的专门立法，加大政府在移民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投

入，确实为移民转移后生活提供一个防护性保障，以实现生态移民的基本目标。

即在移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一定要全面考虑移民地区的消费水平，以移民维持

最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来界定移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养老保险方面，要

移民树立全新的养老观念，积极参加养老保险，减轻子女的负担；在医疗保险方

面，建立移民医疗保险制度，切实为移民的大病提供保障，保证移民以较少的费

用就能治好自己的病。

(三)采取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措施

内蒙古生态移民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受国家财政的影响，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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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应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机制。可以采用以下三

个途径筹集资金。首先，加大国家对生态移民工程后续阶段的补贴力度。是因为，

补偿资金不足往往会导致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导致移民反流现象等

一系列问题。因此，国家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定的补贴，而且把补贴的

年限从5年增加到7—8年。主要解决牧民的住房问题(有必要将住房从40 m2增

加到60 m2)和保障基本生产资料的提供。其次，把生态移民与发展生态旅游业

相结合起来，增加农牧民们的收入。阿鲁科尔沁旗自身就有优美的天然资源和美

丽的自然环境，这些条件对丌展旅游业是非常有利的。天然的牛肉、羊肉、奶制

品等特产，理应成为招商引资的主打产品，以此解决牧区资金短缺、丌发落后的
、 问题。 再次，以生态移民的名义，争取国家和各级政府之间优惠贷款的支持，

同时也争取国内外民间投资对生态移民的支持，将生态移民补偿国际化。草原生

态环境的破坏也会影响国外一些地区的空气质量，所以在实施过程中，争取国际

组织的一些援助来发展移民的后续产业。

(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战略相结合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生念环境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内蒙古出现生态移民

的地方一般都生产方式不合理，均衡不平，产业性质上只重视数量，资源消耗强，

环境破坏度大。所以在牧区实施生态移民时，必须把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调整起

来，即建设能跟时代同步发展的资源耗费少、环境破坏小、经济效益好的循环经

济体系，从而提高内蒙古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益和质量。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和生态移民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即他们都具

有相应的人口转移特点，在空间上发生一定的距离，而且转移的对象大多数是居

住在生态环境差或生态环境破坏地区的农牧民，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和

发展空间而选择转移的。在这一点上来看，城镇化和生态移民现象都是人们为了

实现自己利益目的，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有效选择的行为。所以

把二者结合起来推进生态移民工程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五)进一步加大和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内蒙古发展的基

础，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增长只是短期行为，不能保证蒙古族地区经

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破坏今后内蒙古发展的基础。目前，蒙古族地

区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水资源严重短缺，草场退化，沙化R趋严重，因此必须进

一步加大和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度，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合理配置水

资源，否则，极有可能会严重阻碍蒙古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甚至会阻碍内蒙

古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加强蒙古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民族地区人才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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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问题始终是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和决定性的问题。对蒙古族聚居区来说，

不仅存在资本短缺，更严重的是人：匀资源的短缺。因此，蒙古族聚居区的发展，

需要加大教育的投入，调整农村教育结构，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使蒙古族聚居区

教育落后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为民族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创造有利的条件。

要根据蒙古族聚居区特殊情况，一方面丌辟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才渠道，免费培

训经营技术，让农牧民掌握一定程度的知识和管理能力。同时，健全和完善大学

生到农村牧区当村官制度，这对蒙古族聚居区的建设、提高农牧民的素质方面也

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重视对农牧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公平地实施适龄儿童能

够全面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结语

内蒙古草原是北方生态的重要屏障，也是我国生态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从

20世纪末开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内蒙古大部分草原也出现了

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恢复和保护已破坏的草原生态，是当前全国和内蒙古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仅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民族地

区的安定团结，也是从根本上巩固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保

护内蒙古草原生态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的过程中，各级领导

和地方政府要特别重视蒙古族“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现在，内蒙古生态移民

工程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各级领导以及当地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

教训，使移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在转移牧民时，应大力发展迁入区经济，

为草原移民提供一个有效的发展平台。而且在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

为本的原则，切忌侵犯牧民的合法利益，进一步加大蒙古族聚居区移民后继产业

方面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员的力度，完善配套设施的建设。总而言之，内蒙古生

态移民工程将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以后的实施中，各级领导和地方政府应在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当地农牧民实际情况，使生态移民工程更加系统

化、科学化和人性化，这是保护草原生态的需要，也是让生态移民安居乐业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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