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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生态移民小城镇集中安置 

可持续发展模式分析 

金莲 马添苗 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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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贵州省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目的在于将贫困山区居民迁移至条件适宜的地区，帮助移民实现脱贫目

标，保护和恢复生态脆弱区的自然环境，保障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自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以来，贵州

省始终坚持小城镇集中安置，探索与当地经济状况、环境优势、区域特色相匹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而确保工程

效益最大化。根据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现状，将生态移民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模式分为产业驱动型、生态建设型

和人文教育型，从模式的适用性、具体实践、制约因素三方面分析不同之处，拟为各地区实现生态移民稳定发展提

供合理的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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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小城镇发展模式就是将生态移民与城镇化开发相结合，对原先分散居住的移民进行整体搬迁和集中安置。2012 年

贵州省启动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计划至 2020年将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出来，从根本

上改善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王永平等（2014）指出以贵州为代表的土地资源稀缺地区，生态移民安置的可行模式为依托城

镇化发展的集中安置模式。刘诗宇（2015）也提出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应与城镇化政策共同推进。贵州主要以农村人口为

主，其中贫困人口占比较大，且生活在自然资源稀少、生态系统功能减弱的地区，生态移民不仅利用城镇化解决了农业人地矛

盾等问题，还解决了原居住地的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生态移民人口转移至小城镇，突破了“二元经济”结构，将贫困农村劳动

力转移出来，一方面提高生态移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为基础产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生

态移民工程的可持续进行。但是由于迁入区区位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功能、资源环境富裕度和人口承载力等条件不

同，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反贫困两大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为使工程发挥效益最大化，本文通过整理文献，

并根据贵州省的具体实践，将生态移民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模式分为产业驱动型、生态建设型和人文教育型三种，以为各地区选

择相适应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提供思路，从而抑制生态移民返迁率，确保移民安稳生活，保证工程进行的可持续性。 

1 贵州省生态移民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模式 

1.1产业驱动型小城镇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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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驱动发展是指在实施生态移民的同时，对移民安置点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驱动小城镇集中安置点的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 

1.1.1模式的适用性。 

随着农村产业革命深入推进，贵州省强调聚焦农业增产增效，根据土壤、温度、日照等条件的不同选择种植适宜的农作物，

并搭建农产品基地，形成科学完整的产销对接体系，注重地方特色品牌价值，建设现代农业示范样板。贵州省蕴藏着丰富的水

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以及生物资源，作为国家实施“西电东输”战略的重要省区，以煤炭、水能为基础的能源工业已发

展成为贵州省的支柱产业，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同时，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省份，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独特的地理环

境塑造了大量的风景名胜区，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以旅游业开发为主的小城镇吸引大量的外来游客，促进资金流动，

同时投资者对小城镇进行改造建设，加快小城镇生态、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发展。因此，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的价值，实施资源开

发与产业发展，形成强劲的产业创新驱动力，不仅能够吸引外来资金、人才和技术，带动产业优化升级，而且当地移民通过学

习新的技术技能、与外来人员进行沟通交流，能有效提高移民综合素质，拓宽就业空间，保障后续稳定发展。 

1.1.2模式的实践。 

在现代化农业方面，移民安置点通过合理开发现有土地资源，种植地方特色农作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业规模化、

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贵州省习水县三岔河乡生态移民在道路两旁种植花椒，成为当地的特色；凤冈县永安镇移民重点发展茶

业，并招商引资茶加工企业，解决了就业问题；正安县安置点组建烤烟生产、茶叶生产及特种养殖协会，带领农户脱贫致富；

小水乡在 900m海拔以上区域种植核桃、板栗等干果，栽植杉、柏、刺槐、方竹等绿化林木，在 700～900m海拔区域内栽植樱桃、

杨梅、桃子等水果，并大力发展生态鸡、白山羊、肉牛、传统猪等畜业，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理优势，实现农业深入发展。在

新型工业方面，贵州优先选择在区位条件好、经济有活力的移民安置点创建工业产业园区，将其作为吸纳生态移民就业和推动

经济快速发展的渠道。黔东南州实施“工业强州”战略，通过完善配套体系与设施，提高企业准入标准，打造了黔东、洛贯、

凯里等 20多个工业经济开发区，涵盖了煤电铝一体化、医疗器械加工、汽车制成、生物制药、服装加工、冶金制造等多项重点

产业，拓宽移民致富渠道。在旅游业方面，贵州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环境优势，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形成了百里杜鹃、千户瑶

寨、洞塘梅原、玉屏泰美乡居、瑶山古寨等乡村旅游精品，建设了马鬃红苗风情区、小坝森林温泉度假区等特色景区，其中翁

昂移民安置点建筑融入了布依族文化元素，注重宣扬布依族传统文化，把翁昂建成民族特色、生态文明、商旅合一的旅游新城

镇，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移民尽快融入新环境。 

1.1.3模式的制约因素。 

通过调整移民安置点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多样化、旅游业特色化发展，为移民提供创业条件和就业平台，带

动整体经济增长。但是一些制约因素也导致出现产业升级周期长、进度缓慢等现象：（1）对农业来说，农户搬迁后大多是无土

安置，通过加入农业基地从事专业化生产，由于移民受教育程度低，技能有限，长期从事个体种植，因而难以适应新的生产方

式。同时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土壤污染不利于促进其良好发展，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另外，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尚未建立，区域

性、季节性农产品易出现滞销现象，影响移民收入的稳定性。（2）对工业来说，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由于贵州

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分布广、开发难度大、利用率低，因而加大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将会破坏安置点周

边的生态系统，同时工业产生大量的三废也会破坏当地环境，阻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3）对旅游业来说，贵州少数民族的风

俗、歌舞、服饰、饮食等是吸引游客观光的优势所在，但是旅游投资欠缺、资源开发不到位、景点无特色等都会影响当地旅游

产业的发展，同时季节性变化也会导致淡季时客流量减少，资金流动缓慢，移民生计受挫。 

1.2生态建设型小城镇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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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贵州省将保护环境与扶贫两大战略目标有机结合，开启生态建设型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打造具有区域特点的绿色小城镇。 

1.2.1模式的适用性。 

生态建设型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以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虽然贵州环境整体没有遭受严重污

染，但是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貌，自然引发的石漠化、荒漠化及水土流失等现象易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之生态移民集中搬

迁至安置点，人口密度增加，加大了区域内的资源开发，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行为也会导致生态承载力超载。生态移民工程通过

优先引导人口向重点城镇适度集中，重视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始终坚持绿色低碳理念，注重地方生态管理与节能减排，

有利于为移民建设环境优雅、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因而通过实施生态建设型小城镇安置模式，将地方特色与生态保护结合

起来，规划各类环保项目，实现经济低碳、循环发展，有助于创新生态环境开发保护机制，拓宽可持续发展道路，打造生态文

明示范城市，加强小城镇综合竞争力。 

1.2.2模式的实践。 

在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中，贵州始终注重生态保护理念，采用环保技术设备，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营造低碳文化氛围，为移

民创造生态化的生活。贵州的矿产资源丰富，煤矿开采量大，为有效降低污染物质排放量，贵州省利用“风力发电”的环保优

势，实现各区域通电全覆盖化，进一步实现了低碳效果。扬武移民安置点是全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示范安置点之一，安置小区

毗邻配套建设的金湖山体公园三面环水，依山体地形建设溢水石磨、月牙景墙、阳光草坪、植树绿化、假山置石、观水小径、

临水木台等设施，为移民到公园休闲娱乐带来了便利，同时环境保护与绿化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黔西南州 2016年建设的 33

个安置点全部按照“绿色小镇”的标准进行建设，同步配置主导产业、特色街区、主题广场、文化展馆、商旅市场、众创平台

等，每个安置区都有着不同的绿色风情，实现生态与产业的精准融合。荔波县甲良移民安置点在实施生态移民的同时启动了黄

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划区内河流湿地、森林湿地、岩溶喀斯特湿地、农田湿地等丰富，河谷两岸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优

越，更好地保护荔波县湿地和生态系统，构建了甲良城景互动、商旅相承的新格局。木瓜河移民安置区内道路干净宽敞，绿化

带、停车位规范整洁，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要求，当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着力将木瓜河生态移民安置

房打造为集商业、集居住为一体的综合人文小区，助推小城镇生态建设，富于生态化的环境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移民生活质量。 

1.2.3模式的制约因素。 

在大力推行生态文明、低碳建设的过程中，若实现经济进步与环境改善双赢，本身发展落后的小城镇仍面临一些制约性因

素：（1）产业发展污染。移民安置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和政府所能提供的补助有限，为维持移民生计，通常选择大力发

展传统工业以带动经济增长，生产所排放的大量污染物阻碍了绿色低碳发展。同时，由于地方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和新型人才引

进力度不大，绿色企业发展受限，产业升级缓慢，影响了生态建设总体进程。（2）移民素质偏低。在经济落后的小城镇发展高

新产业需要技术人才，然而大多数生态移民文化教育水平偏低，无法满足技术岗位要求。并且由于贫困农户长期居住在偏远山

区，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搬迁后依然采用传统燃烧方式进行取暖、煮饭等，影响环境质量，无法与生态发展理念达成一致。 

1.3人文教育型小城镇发展模式 

生态移民往往为生态脆弱、封闭落后山区的贫困农户，受教育机会有限，文化素质偏低，个人技能较弱，为使农户更好地

融入新环境，通过构建人文教育型小城镇，加强移民技术培训，注重移民子女教育，不断提高个人能力和基本素养，形成具有

发展优势的人力资本。 

1.3.1模式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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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工程将贫困人口集中搬迁至具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由于当地公益性工作岗位数量有限，移民文化素质低，无法从

事高技术岗位，加之土地分配的稀缺性，导致大量移民没有稳定的工作。为使移民搬迁后实现可持续发展，获得可靠的收入来

源，贵州省各安置点通过对移民进行后期文化教育与技术培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营造人文教育氛围，从而将小城镇打造为

具有文化底蕴和发展实力的地区。这不仅能有效降低返迁率，还能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较好的移民可对家乡事业进行投资，

形成“投资-教育-移民-增加投资-提高教育水平-扩大教育移民”的连带效应。因而，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文化教育培训，

提高移民就业能力、社会交际能力，着重加强对移民子女的教育和引导，推向多元化就业方向发展，有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

高，促进地区产业调整，带动周边贸易活力，实现生态移民效益最大化。 

1.3.2模式的实践。 

贵州省各级政府部门为解决移民搬迁后的就业问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尊重移民个人意愿，通过补助教育资金的方式为

年龄、性别、文化层次不同的移民设置多种技能培训，将移民由简单体力劳动者转化为技术技能型劳动者。企业也为移民提供

职业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确保工作质量与效率。同时，贵州省高度重视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帮助适龄子女顺利完成学业。贵州省铜仁市黄道乡积极组织搬迁户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根据自己的爱好进

行针对性学习，通过开展蔬菜种植、油茶管护、电工培训等活动，共培训移民群众 350 余人次，提高了移民的就业能力，拓展

了移民的就业范围。印江县 2016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入住 1461户 6259人，其中县城安置点共安置 1262户 5419人，集镇安置

点共安置 199 户 840 人。为了衔接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就学”问题，印江县抓实县城安置点义务教育新生入学工作，

出台了《印江自治县 2018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招生公告》，明确就读学校，畅通入学渠道，规定入学流程，简化就读

手续，为移民子女的义务教育开设了绿色通道。为增强移民的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贵州平罗县红瑞村建设了生态移

民法治宣传文化教育基地，由法治文化广场、法治之声广播、公共法律服务等板块组成，通过宪法碑、普法宣传灯杆、宣传橱

窗、互联网法律服务等形式，将法律知识、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脱贫攻坚等内容呈现给移民，向移民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制理

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1.3.3模式的制约因素。虽然生态移民教育培训模式有助于改善移民及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促进人力

资本积累，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阻碍性因素：（1）教育培训资金短缺。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有限，因而导致一些经济

落后的地区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展专项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校园学习环境建设落后，影响了人文教育模式的整体发展进度。（2）

移民自身能力受限。移民长期生活在贫困山区，教育系统不完备，文化水平低，在接受职业培训时存在理解和实践方面的障碍，

学习内容掌握不全面，加上培训课程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划分，移民的可选择性相对偏小，整体培训效果不明显。（3）基本保障

体制不完善。移民子女接受教育后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通常会选择向大城市发展，导致出现更多的留守老人和儿童。移民安

置区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保障系统尚不完善，因而会产生一系列家庭隐患，在生态移民实施过程中应当予以重视。 

2 总结与思考 

小城镇集中安置可持续发展模式统筹迁出地的生态修复、迁入地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三个环节，充分展示生态移民的核心

理念和实质内涵。贵州在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中，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衍生出产业驱动型、生态建设型、人文教育型等多种模

式，既加快了城镇化建设进程，又有利于移民脱贫致富。产业驱动模式不断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特色产业群，企业之间合

作共赢，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建设模式在节约能量资源消耗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为移民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提升

移民的幸福值；人文教育模式提高移民整体的文化水平与综合素养，实现生态移民效益最大化。每种模式的适用性决定了其在

贵州各生态移民安置点的实践，但是也存在自身的制约因素，影响模式总体的可持续性和最终效果。因此生态移民区的当地政

府应结合自身的现实状况，因地制宜，可以采用多种模式相结合，以一种模式为主，其他模式为辅的方式保证安置区内的协调

发展，同时根据各种模式存在的制约因素探究解决方案，开发新型生态移民安置模式，加强实施监管力度，保证移民和安置区

的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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