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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阐述易地扶贫搬迁概念、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内涵，分析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

发展存在政策、产业扶贫经验和民族特色资源等有利条件，以及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土地资源、资金和产业基

础等方面不利因素。结合湖南省石门、沅陵、桑植等国家级贫困县调研案例，总结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

11 种模式，并提出根据安置地情况选择合适产业、产业发展模式等促进后续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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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民生工程，是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国家计划在“十三五”

期间对近 1 00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着力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
［1］

。

易地扶贫搬迁是湖南“十三五”期间最大民生工程，计划搬迁 80 万人，总投资 480 亿元左右。从以往经验看，搬得出但留不住、

留得住但不致富现象较多的原因，是缺乏实现搬迁居民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的有效机制。因此，基于湖南实地调研数据及

以往经验，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相关问题，对于实现搬迁贫困居民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贫困是国际社会普遍存在、广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角度对贫困产生原因、内涵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研究。国外与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的概念有生态移民、开发移民和环境移民等。生态移民概念于 1970 年代提出
［2］

，此

后得到广泛研究和发展；联合国大学环境暨人类安全中心（UNU-EHS）重新定义了环境移民的概念，将其描述为由于环境压力而

不得不离开原来居住地的人类行动
［3］

。研究表明，收入低下是贫困者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是贫困产生的根源，并提供了具体

的能力测试尺度
［4-5］

。通过优化已有实证模型对内罗毕居民进行分组测试，学者也得出了同一地区收入水平较低群组限制了他们

能力以致贫困的结论
［6］

。此外，南美各国家普遍注重产业开发与移民生产生活能力培育以克服贫困的经验，值得我国易地扶贫

搬迁及后续产业发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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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移民古来有之。改革开放以来，移民已成为摆脱贫困、恢复生态的重要举措
［7］

。现有移民分为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

两种主要方式
［8-9］

。作为生态、经济、移民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我国生态移民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由国家、地方和

民众共同出资实施，所以往往被称为某某“工程”，建设地点也选择在便于“五通”（通路、通水、通电、通话、通广播电视）

的毗邻城镇地区，各地的称呼、实施方案和建设规模不尽相同
［10-12］

。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问题在于承袭了非自愿移民的安置方

式来安置自愿移民
［13］

。从我国易地搬迁经验看，扶贫与生态保护并举是实施易地搬迁的重要原因
［14-15］

；经过政府引导，农业公

司、农业合作社、农户相结合，发挥市场基础作用的方式是搬迁地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16］

。实地调查表明，通过劳工输出、专

业技能培训、招商引资等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可有效提高搬迁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17］

。而内蒙古牧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例子说明事先未经过科学论证，盲目开展搬迁、搬迁后产业选择错误等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困境
［18］

。因此，需要转变与

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方式，将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作为搬迁移民工作的核心，改变大量资金被用于移民安置点建设的现状，重点

促进移民发展产业、就业，从而实现从非自愿移民的安置方式向自愿移民的安置方式转变
［13］

。我国历经了三峡移民、内蒙古牧

区移民、三江源移民等一系列大规模开发搬迁、扶贫搬迁实践，其经验教训研究对于我国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及后续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内涵

易地扶贫搬迁实质是农牧民因为生态脆弱易破坏或贫穷，迁移至新的城镇或者聚集点，重新组织生产、生活活动，使迁出

地生态区得以恢复、贫穷得以解除的行为。迁出区域主要为自然条件严酷、生存环境恶劣、发展条件严重欠缺且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贫困地区。从主要致贫因素看，迁出区与我国生态脆弱地区、地质灾害高发区和地方病多发区等地区高度

重合
［1］

。因此，安置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条件优于迁出区，才能有效确保搬迁居民正常开展生产、生活，从而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因而，后续产业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功的关键，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户脱贫与防止返贫的重要步骤。立足安置区资

源禀赋，统筹资金、整合资源，通过“以稳促搬、以产带迁、迁产结合”发展后续产业。因为产业是安置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基础和有力支撑，以产业强经济、以经济强民生，实现“换穷业”、“拔穷根”。因此，发展后续产业真正抓住致贫的深层次

原因，是完成脱贫目标任务最重要举措，是其他扶贫措施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础，也是湖南 80 万居民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同时，通过后续产业发展，促使扶贫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增强安置地、搬迁户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

提高搬迁家庭及原有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为安置村、居民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推动安置村经济发展

和全体居民致富，实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溢出效应。

当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需要全面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诸多方面要素，是一项比较复杂而难度大的工作。

3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影响因素

“十二五”期间，湖南采取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和资产收益等方式，产业扶贫工作发展势头良好。2015 年，湖

南省财政共投入扶贫资金 14.83 亿元，整合资金 20 多亿元，撬动信贷资金 30 亿元，发展扶贫产业项目 5 000 余个，其中重点

产业项目 83 个，以产业带动扶贫对象 50 万人以上
［19］

。“十二五”期间，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受益困难群众 4.9 万人，全省 20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0 年 2 709 元上升到 2014 年的 6 141 元，增幅 226.7%，高于全省 178.9%的

平均增幅，整体成效明显
［20］

。

2016 年 7 月，为了深入了解湖南省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发展，课题组先后对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张家界市桑植县、怀化市沅

陵县等进行专题调研，形式包括与各县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负责人座谈、与基层干部和搬迁户访谈、发放调查问卷等。调研期

间共发放调查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0 份，内容涉及易地扶贫搬迁原因、搬迁户收入来源、生产生活用水、居民受文化

教育程度、搬迁前后对比、对搬迁政策了解程度、当地最适合发展的后续产业、后续产业发展所需条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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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情况看，易地扶贫搬迁户普遍都有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但由于自身底子薄、基础弱，受资金、技术、智力、交通、

资源、劳动力等因素制约，加上搬迁后生产并没有发生彻底转变，增收渠道依然狭窄，在发展产业时困难重重，需要及时引导、

有效带动。同时，由于文化水平偏低、抗风险能力弱，搬迁居民对于后续产业发展有一定担忧，倾向于发展与第一产业有关产

业。

3.1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有利因素

3.1.1 政策大力支持

为落实中央易地扶贫搬迁精神，湖南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立了易地扶贫搬迁联席会议办公室。同时，

结合国家扶贫开发、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文件精神，湖南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加快区域开发、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进

程（表 1）。“十二五”期间，湖南省认真贯彻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两个 70%”要求，围绕贫困农民增加收入，共投入财政扶贫

资金近 60 亿元，整合行业和信贷资金 170 多亿元。

3.1.2 较丰富的产业扶贫经验

“十二五”期间，湖南开创了“四跟四走”（即“资金跟着贫困对象走、贫困对象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项目走、项目跟

着市场走”）产业扶贫模式，直接帮助 162 万贫困人口脱贫。2016 年 9 月，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全国产业精准扶贫现场观摩会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交流经验，重点推介了湖南探索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经验，与会代表到湖南宜章县、江永县和江华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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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县进行了现场观摩。

3.1.3 民族特色资源优势

湖南民俗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湖南共有 41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 7.93%，其多集中居住在生活、生

产条件不好地区，民俗风情古朴原始，传统文化完整。在老、少、边、穷地区发展起来的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深深根植于自然

与人文资源的土壤之中，开发民俗旅游有极大优势。同时，旅游资源层次较高、地点较多、分布较广。作为湖南易地扶贫搬迁

的主要地区，大湘西、武陵山片区、大湘南拥有丰富旅游资源，许多安置地就散布在这些地方或靠近这些地方，易于发展旅游

业。湖南省以武陵山、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依托武陵源、崀山和老司城三大世界遗产资源，开发推出贫困地区 13 条

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在全省确定 1 000 个以上实施旅游扶贫的建档立卡村。

3.2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不利因素

3.2.1 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较差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原本生活在深山、石山、高寒、岩溶干旱、荒漠化、地质灾害多发、生态承载力较弱等地区。但是，

受各种因素制约，搬迁居民不愿意离故土太远，多选择在所在村民小组、村、乡镇就近安置。因此，安置地虽然比搬迁地自然

条件有所改善，但基础设施（水、电、路网等）、生存环境、农业生产条件等较一般，仍多属于地理位置较偏远、交通运输较

不便、海拔较高地区。如受调研的石门县三圣乡山羊村、沅陵县沅陵镇向家界村等，地处大山之中，海拔较高，道路交通设施

较差。

3.2.2 劳动力素质不高

留守居民文化素质较低，创新创业观念不强。调研数据显示，湖南易地扶贫搬迁户户主有 79.29%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小学

及以下的比重占 15.71%，初中及以下合计高达 95%；高中、中专及以上很少，仅为 5%。从搬迁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看，大

专及以上学历占 5%，高中、中专学历占 17.14%，初中文化程度占 72.8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合计达到 77.15%。因此，搬迁

户家庭中，户主及其家庭成员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较高。

同时，由于湖南搬迁地大量有文化的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多是老、弱、病、残，劳动能力有限，科学文化

素养较低，难以适应后续产业发展需要。同时，搬迁居民思想较保守、缺乏专业技能，抗风险能力小。此外，调研中有乡镇干

部表示，由于实行差别扶持政策，使贫困户“贫困帽子”的含金量越来越大，部分搬迁户对后续产业发展兴趣不大。

3.2.3 土地资源困境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较重的湖南湘西、湘南等地区山地、丘陵面积广，易地扶贫搬迁及后续产业发展选址尤其需要避开地质

灾害点，往往会出现无地可用局面。首先，安置村土地稀缺程度高。湖南计划作为安置点的村、镇，本来也是土地资源紧缺的

地方，多处于海拔较高、狭窄的河谷、山脚等地，土地零散，不能使用机械耕作，农业生产成本高。其次，土地调整困难。受

地理条件限制和地质灾害影响，湖南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县市适宜安置地域少，较难找到集中安置地块。第三，土地审批

程序复杂。如桑植县山地众多，选取集中安置点有着诸多困难，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安置点就无法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及后续

产业发展就不能开展。

3.2.4 资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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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用于后续产业发展的部分有限。根据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政策指引

（第 1 期）》阐释，给予每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补助 6 万元。而这 6 万元按照 5（住房建设）∶4（基础设施建设）∶1（产业发

展）比例分配，即 90%部分给予搬迁户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只有 6 000 元/人可以用作产业发展资金。其次，易地扶贫搬迁任

务重的县多属于贫困县，用于安置村镇后续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有限。此外，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强、省县平台贷款利息差别

大等也严重影响当地产业扶贫进度。

3.2.5 产业基础较弱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村镇经济大多表现为农业产业缺乏特色、效益不高；工业结构单一，支柱产业少；工业化程度低，缺乏

核心竞争力，产业群少、产业链短；第三产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内部结构尚需进一步完善；有少量的旅游服务业正在起步，但

规模小、条件差、特色不明显，缺乏吸引力。因此，整体而言，多数县域经济呈现“一产弱、二产缺、三产虚”状况，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缺乏已有产业支撑。此外，当地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科技含量偏低，直接影响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示范带动能力不强。

4 后续产业发展模式与案例

4.1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模式

通过湖南石门、沅陵、桑植等国家级贫困县调研，结合当地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以后续产业发展市场组织形态为依据，

可将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常见模式分为以下类别（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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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案例

4.2.1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

湖南石门县三圣乡山羊冲村面积约 30 km2，村域内群山连绵、层峦叠嶂，海拔高度在 197~808 m 之间，是“大湘西旅游圈”

和“大三峡旅游圈”的交集区域和联系纽带。山羊冲全村土家族居民占总人口 90%以上。该村根据实践经验确定了“整修公路—

治理农田—保护环境—兴办产业”的发展路径，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产业园+农户”模式，规划引进大公

司资金和项目，修建公路，完善基础设施，并充分利用良好的自然环境、生态资源和丰厚的民族文化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和乡村

旅游业。现在已形成了“居尚福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香猪养殖合作社”、“猕猴桃种植合作社”、“蔬菜培育

合作社”三大合作社，年产值达 3.5 亿元，能够提供上千人的就业机会。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也发展态势良好，已吸纳 5万多

中外游客到此休闲旅游。

4.2.2 企业+基地+农户模式

湖南沅陵县沅陵镇向家界村属省级贫困村，位于沅陵县沅陵镇北部，总面积 13.6km2（其中山地占 75%），海拔在 300 米左

右。辖区内交通不便，居住条件恶劣，部分组存在饮水困难。此轮易地扶贫搬迁计划采取村内集中安置，由山下向山上组织搬

迁方式。目前，该村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形势较好，主要采取“企业+基地+农户”、“金融扶贫+农户”模式发展产业。

当地利用资源优势，以农产品茶叶为主成立了龙头企业武陵新农公司，创新金融、劳务合作入股机制，将扶贫资金作为农户的

资金本，参股本地茶叶龙头企业，使人均增收达 2000 元以上。此外当地还积极发展生态养殖、乡村旅游等。

4.2.3 能人/大户+农户模式“、合作社+农户”模式

湖南桑植县上河溪乡乡竹园冲村居民主要为土家族、苗族，村内群山连绵，道路交通不发达。采取集中安置方式安置搬迁

移民。目前，该村采取“合作社+农户”、“能人/大户+农户”模式发展后续产业，村支部书记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积极引进资

金技术以谋划发展各类农业，特别是以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发展第一产业，如当地猕猴桃种植、山鸡养殖、蜜蜂养殖发展

势头良好，人均可借助产业实现年增收达 2 000 余元，实现脱贫 3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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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对策

5.1 产业选择必须结合当地实际

从产业类别适宜、群众适应和产业发展周期合适三个方面做好安置地产业选择与发展工作。首先，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气

候、已有产业基础以及市场特点，在搬迁安置地着重培育形成精品农业、绿色有机农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旅游等基地。其次，

根据湖南 80 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基本情况，精准识别、精准分类，多倾听群众意见，因户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第三，与搬迁模

式相结合创新产业发展模式。通过发展特色种植业、林下经济、商贸物流、养殖业等，调整安置地产业结构，培育和发展当地

特色产业。此外，必须坚持后续产业发展时间与周期的长短结合，先以短平快项目发展，稳定搬迁户预期。同时，注重发展特

色鲜明、周期较长、前景较好、受益时间较长的产业类别。

5.2 选择合适产业发展模式

结合安置地经济、社会、产业发展情况，根据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发展路径，选择合适的产业发展模式，重

点发展公司带动型产业模式。结合不同搬迁安置模式和当地产业组织、市场主体发展现状，考虑后续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

利因素，初期选择“农户自主发展（创业）模式”、“能人/大户+农户模式”、“合作社/专业协会+农户模式”等较低层次的

产业发展模式，并逐渐发展以“公司+农户模式”为重点的公司及龙头企业带动型产业发展模式。

5.3 提升劳动者能力

劳动力是易地扶贫搬迁实现的重要力量，必须通过提升劳动者内在能力脱贫致富。一是以政府组织或委托企业、高等院校

形式，加强科技培训和就业培训，培养后续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与劳动力。二是加大易地搬迁群众及返乡农民工创业扶持力度，

培养新型农民企业家。三是创造、提供服务类工作岗位，积极发展安置村镇个体服务业。此外，加强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提

高易地搬迁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扎实推进教育扶贫。

5.4 加强搬迁地资金支持

资金是易地扶贫搬迁关键。一是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优惠政策，奖励吸纳搬迁群众就业企业，特别是当地能大量吸

纳就业的龙头企业。二是统筹规划、集约高效使用有限的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资金，确保有限的资金发挥较大作用。三是建

立扶贫融资机制，创新“金融扶贫+搬迁户”模式，引导多方资金参与后续产业发展，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和扶贫再贷款方面强

化金融支持，建立健全风险机制，完善财政贷款担保机制。最后，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易地扶贫搬迁的生态补偿与资源补偿资

金标准，作为后续产业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

5.5 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

加速土地流转，用活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证券化，确保后续产业发展用地需求。首先，条件成熟的县市鼓励搬迁户土

地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序流转，采取租赁、转包、让包、互换、托管等多种农村土地流转的

形式给有能力的大户或引进外来老板，就地发展产业或物业经济。其次，不断优化产业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实施土地

股份合作制，按股分红，带动建档立卡搬迁人口增收。第三，如果距离安置地不远的原有住房用地、生活用地等，可以通过复

垦增加土地资源。最后，对属于产业政策鼓励、技术含量高、附加产值高的产业项目加大土地供应力度。

参考文献：



8

［1］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R］. 2016.

［2］ Ethan Goffman. Environmental Refugees：How Many，How Bad?［J］. CSA Discovery Guides，2006(7)：1 - 15.

［3］ 税伟，徐国伟，兰肖雄，等. 生态移民国外研究进展［J］. 世界地理研究，2012(1)：150 - 157.

［4］ Amartya Sen. Poverty：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J］. Econometrica，1976(44)：219 - 231.

［5］ Amartya Sen.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in Nussbaum［J］. Quality of Life，1993：30 - 54.

［6］J Foster，J Greer，E Thorbecke. Notes and Comments：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J］. Econometrica，

1984(3)：761 - 765.

［7］ 马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演进特征与启示［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55 - 59.

［8］ 张小明. 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9］ 吕静. 陕南地区生态移民搬迁的成本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2014．

［10］ 李宁，龚世俊. 论宁夏地区生态移民［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3(1)：19 - 24．

［11］ 葛根高娃，乌云巴图. 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的概念、问题与对策［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2)：118 - 122．

［12］ 李锦. 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安置模式［J］. 贵州民族研究，2007(1)：64 - 71．

［13］ 王晓毅. 易地扶贫搬迁方式的转变与创新［J］. 改革，2016(8)：71 - 73．

［14］ 付保红，杨品红，李益敏. 怒江州农村特困人口现状及工程移民扶贫研究［J］. 热带地理，2007(5)：451 - 454．

［15］冯芸，陈幼芳.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实施异地开发与生态移民的障碍分析及对策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09(3)：

68 - 73．

［16］ 赵宏利，陈修文，姜越，等. 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以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生态经

济，2009(7)：105 - 108．

［17］ 孟向京. 三江源生态移民选择性及对三江源生态移民效果影响评析［J］. 人口与发展，2011(4)：2 - 8．

［18］ 葛根高娃. 关于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政策的探讨——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生态移民为例［J］. 学习与探索，

2006(3)：61 - 64.

［19］ 李慧. 湖南“十二五”产业扶贫成效数据大盘点［EB/OL］.http://hn.rednet.cn/c/2016/01/31/3901892.htm，2016

- 01 - 31.



9

［20］ 唐爱平.“十二五”累计搬迁困难群众 4.9 万人［N］. 湖南日报，2015 - 12 - 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