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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管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四县的调研分析 

李选蝶
1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贵州是全国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解决贵州省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较差的偏远山区是打赢这场脱

贫攻坚战的关键。基于过程管理的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分析了贵州省镇宁县、紫云

县、晴隆县、普安县四个县易地搬迁的在搬迁前、搬迁中以及搬迁后具体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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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政府的扶持，贫困人口

基本脱贫。但是还有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就地脱贫成本高等原因，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这些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键。自 2016年以来，我国顺利完成了 87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任

务。贵州省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同时是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省份。自 2015 年 12 月 2 日以

来，贵州省在全国打响了易地搬迁扶贫“当头炮”，坚持“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的根本要求，让百万山区农民迁入城镇

新居。贵州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实施总规模为 188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50 万人，规划搬迁贫困人口占全

省贫困人口的 1/3、占全国搬迁贫困人口的 1/6。本文选取贵州省黔西南州镇宁县、紫云县、晴隆县和普安县四个县进行实地调

研以及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就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的困难、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2 过程管理内涵及四县基本情况 

2.1过程管理的内涵 

过程管理是现代管理中比较基本的方法，主要指事件发生时在过程中所进行的策划、实施、监测和改进。易地扶贫搬迁中

的过程管理主要指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过程进行行为控制，这一过程主要包括搬迁前搬迁任务的部署，搬迁过程的实施，搬

迁后搬迁效益的评估以及搬迁结果的反馈及改进。而在搬迁前、中、后三阶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主要从“过程管理”的

视角下对易地扶贫搬迁三阶段的问题进行关注，弥补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实际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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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四县基本情况 

镇宁县、紫云县、晴隆县、普安县四个县都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属于黔西南州。镇宁布依族族苗族自治县共辖 15个乡(镇、

街道)，总人口 38.5 万,其中布依族和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0%以上。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总人口 40.02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

人口占总人口的 65.13%。晴隆县居住着汉、苗、布依、彝族等 14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 33.5 万人的 56%，四县均

属于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山区。 

镇宁 2015年搬迁安置 156户 739人，2016年搬迁安置 997户 4310人，2017年搬迁安置 1268户 5126人。紫云县是全省 1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易地扶贫搬迁成效显著。2015 年搬迁安置 200 户 925 人，2016

年搬迁安置 2119 户 8438 人，2017年搬迁安置 2122 户 8446人，2018 年搬迁安置 2016 户 8579人。晴隆县全作为贵州省 14 个

深度贫困县之一，截止 2018年底，全县实际搬迁共 34534人。2015年搬迁安置 1000人，2016年搬迁安置 10077人，2017年搬

迁安置 1331 人，2018 年搬迁安置 10126 人。普安县 2015年搬迁安置 261 户 1137 人，2016 年搬迁安置 1978 户 8817 人，2017

年搬迁安置 4041户 16537人，2018年搬迁安置 8579人。以上相关数据见表 1。 

表 1贵州省四县的易地扶贫搬迁数据统计 单位：人 

 
年份 

总计 
2015 2016 2017 2018 

镇宁县 739 4310 5126 4810 14985 

紫云县 925 8438 8446 8579 26388 

晴隆县 1000 10077 13331 10126 34534 

普安县 1137 8817 16537 8579 35070 

 

数据来源：各县易地扶贫搬迁年度工作总结 

3 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问题 

3.1搬迁前存在的问题 

3.1.1农户搬迁意愿低。 

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及思想观念，特别是少数民族，他们有独特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思想观念，如在镇宁县江龙镇存

在大多苗族在搬迁后都回流原住地情况，他们在短时期内无法融入安置地周围的居民生活。而在所调研四县中，安顺市紫云县

少数民族占当地总人口的 68%，镇宁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62%；黔西南州晴隆县占总体人口的 56.3%，普安县少数民族占总人

口的 28.6%。总体上来说，这四个县少数民族所占的比重都较大，所以其搬迁意愿在一定程度受较大影响。 

3.1.2数据精准核实难度大。 

由于村寨地势高，村民居住较分散，扶贫干部数据核实难度大。截至 2018 年 5 月 14 日，普安县各乡镇（街道）上报整体

搬迁自然村寨共 185个，3740 户，17981人，其中，贫困人口 7895人，非贫困人口 10086 人，离全县非贫困人口总任务 15275

人，尚差 51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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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搬迁中存在的问题 

3.2.1县级配套资金不足。 

中央专项扶贫资金较充裕，但主要用于主体工程建设，针对性太强，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的配套资金给地方部门带来很

大的压力，比如项目征地费、评估费、审计费、监理费等都是一大笔支出，都需要地方部门来承担。如紫云县作为深度贫困县，

资金需求大，据紫云县移民局初步统计，2016～2018 年，紫云县移民搬迁相关的配套资金总的大概要承担 1.3 万亿元，资金压

力大。 

3.2.2实施整寨搬迁难度大。 

第一是搬迁欲望强烈的村寨贫困发生率（50%以上）达不到整寨搬迁的要求，第二是非贫困户的的搬迁意愿比贫困户高，导

致政策覆盖出现偏差，当整寨搬迁政策落实下来之后，非贫困户已搬迁出来，然而贫困户仍留在原地。 

3.3搬迁后存在的问题 

3.3.1搬迁户就业问题。 

第一，搬迁农户的就业质量不高，大部分劳动力只能靠外出打工或在当地打零工。紫云县作为深度贫困县，地方龙头企业

少，劳动力需求低，加上农户技术水平不高，虽然政府通过短期的就业技能培训，但效果差，仍然不能满足当地企业的技能要

求，大多数农户只能靠外出务工或在当地打零工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开支，没有稳定的收入，就业质量差。第二，贫困户“等靠

要”思想严重，存在很多搬迁户因为懒不愿意找工作，不想做事的现象。第三是现在农村贫困户大多都是老弱病残，思想意识

普遍比较保守，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长期以来形成的“靠山吃山，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难以改变，使他们不愿意搬迁。 

3.3.2“三块地”处理问题。 

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大多数的土地石漠化较严重，土地分散不集中且坡度较大，流转率并不高，大多数农户搬迁后的土

地闲置成为荒土，也有一部分土地搬迁户自己仍在耕种，一部分托管给仍留在迁出地的亲人。增减挂钩政策下，各地政府对搬

迁户的宅基地都在进行强制（补偿）拆除。而对于林地大部分都闲置，搬迁户可从中获取退耕还林的收入，也有部分搬迁户会

砍伐树木售卖。 

3.3.3旧房拆除复垦复绿难度大。 

第一是县级配套资金缺乏，拆除工作难度大。易地搬迁户的旧房拆除成本高，要求每人给予旧房拆除补助 3000元，但由于

受贵州省地形地貌的影响，拆迁成本较高，3000 元远远不够。第二是宅基地复垦复绿工作推进缓慢、不彻底、质量不高。第三

是部分宅基地就是石沙地，其根本难以复垦复绿。另外因宅基地复垦面积较小，大多数并未耕种。第四是旧房拆除的建筑垃圾

处理较难。 

3.3.4迁入小区管理问题。 

移民安置点的保洁工作差，调研组在镇宁县江龙镇的移民搬迁安置点时，发现楼道到处都是垃圾，无人清理，存在脏乱差

情况，搬迁小区的保洁工作有待改善。在同一小区有搬迁户的住房存在漏水情况，在反应后仍未得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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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相关建议 

第一，巩固改善农民人居环境，让农民真正地感受到“宜居家乡”。农村环境变好了，农民就能够稳定居住下来，让居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第二，盘活农村各类资产。吸取我省“三变”改革的经验，积极探索农村集体资产的有效实现途径，完善农村耕地“三权

分置”管理办法，发挥林地生态经济效应，开展农村宅基“三权”改革的试点，提高搬迁后宅基地的使用效益。 

第三，加强搬迁人口的生产技能培训。开展长期的生产管理技能培训，使搬迁户真正掌握一门生产技能，提高搬迁户发展

生产的能力。贫困人口并不缺乏劳动力，而是缺乏相应的劳动技能，留在农村，不会施用新型化肥，不会发展新产业，不能很

好地进行田间管理；进入城市，不会现代工业生产所需的技能，因此，让农民真正掌握一门稳定的生产技能是确保搬迁人口“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因素。 

第四，合理规划迁出地的后续发展。一是对石漠化较严重、土地分散不集中且坡度较大的土地，要及时实施退耕还林保护

政策或转化为经果林，保护迁出地生态环境。二是对坡度较大的山地实行坡改梯工程，全面提高森林植被覆盖率，防止石漠化

和水土流失，维护生态平衡。三是对于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继续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提供坚实的基础条件。

抓产业项目落地，根据各贫困村资源环境状况、产业发展现状、市场需求导向，利用生产的有利时机，谋划一批具有优势、适

销对路的特色高效农业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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