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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少数民族移民 

养老保障影响因素与对策 

——以贵州省 S乡为例 

蒋金芯
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种规划性的社会变迁，是确保中国贫困地区实现脱贫和繁荣的关键。S 乡是贵

州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是贵州省唯一的彝族乡，整乡易地搬迁是该乡的主要脱贫路径。基于对 S 乡易地扶贫搬

迁的调查研究，剖析了 S乡易地搬迁后潜在的养老保障问题，并针对其实际情况提出完善相应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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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做出了“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在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加

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保障力度”等等。这指明了新时代扶贫脱贫、社会保障改革和老龄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全社会进入老龄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养老问题也亟待解决。贵州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也是少数民族最集中的省份，易地搬迁的少数民族移民养老问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社会困境。一方面，这部分搬迁群体，

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基础薄弱，养老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空巢化现象日趋严重，

迫切需要社会养老服务。易地搬迁后使少数民族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大家庭，老有所依、搬得顺心、活得开心，具有重要的社

会意义。 

2 研究综述 

既有研究指出，生态移民对大多数农牧民来说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特别是对于老年人。一方面，老年人受思想观念、知识

结构、身体承受力等因素影响，对新的生活方式采取回避、抵制等态度。另一方面，年轻人外出务工，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亟需

解决。然而，通过移民工程迁出原居住地的这部分老年人，创收能力弱化、家庭养老模式运行基础薄弱等问题造成老年移民生

计问题都无法解决，安享晚年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对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进行的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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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调查证实，这一群体存在养老体系难以覆盖、精神归属感难以维系、精神赡养明显缺乏等问题。如何使这一弱势群体真正

在当地落地生根，降低次生贫困和返贫现象，良好的生计空间和完善的养老保障便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更清晰地探究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移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养老问题，本文以少数民族聚居的贵州省 S 乡为例，对其整乡易

地搬迁后潜在的养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移民养老保障的对策建议。 

3S 乡概况 

3.1基本情况 

贵州省 S乡是贵州省 20个极贫乡镇之一，属于国家一类贫困村，被认为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典型地区。地处滇

桂黔石漠化集中片区，全乡 358hm2耕地里遍布着破碎岩石，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226.78m2。“整乡搬迁”是补齐 S乡脱贫攻坚“短

板中的短板”的主要措施。S乡 2017年常住人口有 3829人，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来自 S 乡 1913名劳动年龄内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的全样本调查。 

3.2易地搬迁户基本特征 

3.2.1以苗族为主，文化程度较低，人口抚养比较高。 

调查对象中，民族以苗族为主，有 1383 人，占 72.3%；彝族有 526人，占 27.5%；汉族有 3人，占 0.2%；布依族有 1 人，

占 0.1%。从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主，有 1431 人，占 74.8%；初中有 376 人，占 16.7%；中专有 17 人，占

0.9%；高中有 44 人，占 2.3%；大专有 28 人，占 1.5%；大学有 17 人，占 0.9%。可见，S 乡人口以少数民族苗族和彝族为主，

文化程度较低，受高等教育人数较少，仅占人口的 0.9%。 

年龄结构方面，51～60岁的人数有 198人，占 5.17%;41～50岁的人数有 452人，占 11.8%;31～40 岁的人数有 409人，占

10.68%;16～30岁的人数有 854人，占 22.3%。劳动年龄内人口有 1913人，非劳动年龄内人口有 1916人，人口抚养比高达 50.4%。 

3.2.2未就业劳动力较多，超九成来自零就业家庭。 

目前，未就业的有 1716人，有劳动力的有 1607人，占未就业人员的 93.6%；无劳动力的有 109人，占未就业人员的 6.4%。

来自零就业家庭的有 1615人，占未就业人员的 94.1%。其中，有就业愿望的有 1002人，占未就业人员的 58.4%。 

4 易地搬迁中少数民族养老保障的影响因素 

4.1经济因素 

从社会角度来看，S乡作为极贫乡镇，地方经济欠发达，养老体系不完善，发展养老服务的基础薄弱。从家庭角度来看，这

部分易地搬迁少数民族移民有 1615 人来自零就业家庭，占 94.1%。没有收入来源，难以为老人提供额外的养老保障经济补贴。

从个人角度来看，S 乡 51～60 岁这个年龄段人口全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这部分易地搬迁移民原始积累少，收入水平低，自我

发展能力较弱，难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 

4.2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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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后，少数民族移民在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养老习俗方面。有学者调查发现，高达 97.1%

的苗族老年人不愿意选择入住养老院或敬老院。排在前三位的或者苗族村落老年人认为的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民族风俗没有

去养老院或敬老院的说法（96.1%）。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空巢化现象日趋严重，少数民族移民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已

很难助其适应易地搬迁后的老年生活。 

4.3生计方式的变化 

据史料记载，从清代开始，贵州的各种少数民族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占据绝大多数。但由于贵州自然条件较差，少数

民族的农耕技术落后，农业生产所得收入也很微薄，仅能贴补家中日常基本开支。易地搬迁后，这部分少数民族移民更是失去

了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土地。尽管政府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资金补偿，但是这些资金只能维持他们短暂的生活。在没有其他收入

来源的情况下，谋生技能不足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5 结论与对策 

易地扶贫搬迁少数民族移民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日益增长的同时，又因受自身和所处区域的经济条件影响，无法得到较好的

满足。上述分析为进一步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少数民族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5.1简化审批流程，强化专项资金管理 

为提高效率，推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应积极探索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服务

信息化建设，促进线下与线上服务相结合，简化审批流程，优化办事流程。抓好建设资金统筹使用，落实监管责任，形成审计、

财政、纪检监察三管齐下的立体监督模式。对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纪违法问题，严肃查处并进行追责问责。 

5.2引导少数民族移民养老观念转变，引入社区养老模式 

定期举行社区少数民族文化节等方式，在帮助少数民族习惯社区生活，提高少数民族移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引导少数民族

移民养老观念的转变。在医疗方面，把卫生室建在易地搬迁安置点上，为老年移民提供家门口就诊的医疗服务。在饮食方面，

为独居老人或是身体不便的老人提供“营养餐”服务，定点配送至家门口，为老人减轻负担。在精神生活方面，不定时开展普

及性知识讲座，为老人晚年生活带去精神陪伴。 

5.3创新就业扶贫模式，对有就业愿望的中老年移民给予就业帮助 

由迁入地政府牵头联系企业，积极引导民族企业及其他企业通过发展特色产业等形式开展扶贫工作，为有劳动能力的中老

年移民提供“家门口”的便捷就业。对于无劳动能力的贫困老年移民，通过社会保障“兜底”。将贫困老年移民全部纳入低保

范围，进一步提高低保标准，使其与扶贫标准实现“两线合一”。在医疗救助方面，对贫困老年移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

缴费部分给予补贴，对特困老年移民给予全额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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