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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和运营对库区居民的就业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库区居民就业现状的调查，研究影响居民就业质量的因素，并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

创新就业模式、加强技能培训以及增强社会保障能力等提高库区居民就业质量的途径。 

【关键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库区居民 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实施为北方缺水城市的居民生活以及各行业生产均提供了极大便利，该工程从惠民角度充分体现

了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的积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南水北调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2021年 5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阳市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考察了南水北调移民村产业发展情况。为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淅川县先后搬迁移民 36.8万

人，是全国移民大县。36.8万为工程做出贡献的库区移民为受水区人民的用水安全做出了无私奉献。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

关注焦点多集中在库区外迁移民，国家的补偿重点也侧重于外迁移民，与之不同的是，对本地受工程长期影响的库区居民尤其是

后靠移民则关注度较低。如何提升库区居民以及后靠移民的就业质量是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民生问题。从移民就业与移民

安置之间关系的角度而言，移民的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移民的安置质量。实现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高质量就业是南水北调

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以南水北调工程核心库区的淅川县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就业状

况并分析影响其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最终提出库区居民就业质量提升的相应路径。 

1 库区居民的就业现状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后靠移民村普遍存在着人多地少、移民原有收入来源改变的现象，移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国家

后期扶持直补资金和外出务工。 

为深入了解库区居民就业现状，本课题组在淅川县滔河乡、大石桥乡、九重镇、香花镇等移民后靠安置村镇发放问卷 1000

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876份。调查对象主要分为当地后靠移民、移民局和移民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以及乡镇干部。调查内容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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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移民的就业状况、收入状况、教育水平、心理状况、社会关系状况以及移民的生活满意度等多个方面。 

1.1库区居民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我们发现，库区现有居民以 50 岁以上人口为主(50 岁以上的库区居民占比为 68%),同时库区居民约

87%为农民。与许多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相似，高学历的库区居民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大专以上学历的库区居民占比小于 10%),样本

中大部分库区居民的文化程度不高。从家庭规模看，8人以上的大家庭比例很少，家庭规模以 3-5人为主。在 876名库区居民调

查对象中，有 673名是男性，其占调查对象的 76.8%,这说明在库区居民中，男性占绝大部分。 

1.2库区居民的就业状况及收入满意度 

库区居民的就业状况及收入满意度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我们发现，一方面，部分库区居民的就业

状况并没有达到一种非常好的状态，另一方面，库区居民中的后靠移民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在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部分库

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缓慢。实际上，优良的乡村生态资源是库区居民获取相对收益的重要依靠，但是，库区居民单纯从事农业

生产的比例不高，外出务工依然是大部分库区青壮年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其比例大约为 54%)。通过进一步的访谈，我们还了

解到部分库区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不高，另外，有约 52%的居民对收入水平的提升有较高的期待。部分移民在搬迁后，生活并没有

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 

表 1移民掌握的劳动技能 

掌握的劳动技能 频次 百分比 

1项 534 61% 

2项 281 32% 

2项以上 61 7% 

合计 876 100% 

 

1.3移民技能水平状况 

调查发现，61%的移民只拥有一项劳动技能，该劳动技能是种地技能，这说明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所掌握的劳动技能类

型相对较少，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可能会处于相对劣势，与此同时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很难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获取

更好地就业机会(见表 1)。 

在受访对象中，95%的移民受过由政府组织的关于就业劳动技能的培训(见表 2),但普遍反映所接受的技能培训“比较少”或

“非常少”,这说明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覆盖面较大，虽然接受培训的比例很高，但频次较少。在针对移民技能学习意愿的调查

显示，99%的移民是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学习各类技能的(见表 3),这说明在就业机会减少、就业结构改变的背景下，移民渴望通

过政府的有效培训，获取更多就业技能，增强其再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表 2接受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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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培训情况 频次 百分比 

非常少 280 32% 

比较少 552 63% 

从来没有 44 5% 

比较多 0 0 

非常多 0 0 

合计 876 100% 

 

表 3关于学习技术或者技能的愿意度 

技能学习意愿 频次 百分比 

非常愿意 263 30% 

比较愿意 604 69% 

比较不愿意 9 1% 

一点也不愿意 0 0 

合计 876 100% 

 

2 影响库区居民就业质量的因素分析 

通过调查，大多数库区居民尤其是移民认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就业质量提升问题。就业对库区居民尤其是移民的生活条件

的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2.1劳动力市场变动带来就业减少 

一方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量的后靠居民在建库后人均土地急剧减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库区优良的生态资源是库区居

民尤其是后靠移民就业的重要依托，但是土地资源的相对减少制约了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活力与积极性。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带来的“关、停、并、转”,不可避免的减少了部分高耗能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投资项目变动带来了相

关就业岗位减少，这进而对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就业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 

2.2库区产业空心化致岗位创造能力低下 

一些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地区由于长期“贫血”,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和及时的缓解，与库区产业空心化

相伴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岗位创造能力不足。此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后靠移民所在地的企业存在部分搬迁现象，这使得原

有就业岗位的减少。虽然库区依然存在一部分搬迁重组企业，但是库区相当一部分搬迁重组企业经济实力不强，在激烈的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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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处于劣势，不能够为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提供充足数量的就业岗位。 

2.3居民技能水平偏低 

低文化水平的库区居民主要还是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以务农为主；中等文化水平的库区居民与低文化水平的库区居民相似，

虽然他们大部分也依然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外出务工以及创业的比例相对较高。相对于中等文化水平的库区居民和低文化水平

的库区居民，高文化群体的居民外出务工以及创业的比例明显增高。移民主要集中在低文化群体之中，同时，可耕地的减少对他

们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技能的缺乏使这部分移民的就业质量和收入均处于较低水平。虽然政府进行了针对移民的技能培训，农

民学习技能的意愿也较为强烈，但是培训效果对就业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明显。 

2.4政府安置资金结构失衡且制度创新乏力 

在移民安置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外迁移民的安置通常被考虑至首要位置且其相关安置资金也分配的较多。相对于外迁移民，

库区后靠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并非没有引起公共部门的足够重视。在其他扶持资金方面，公共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充分考

虑库区居民发展绿色产业的实际难度与相应损失。在制度创新领域，一方面库区居民缺乏就业层面的长期保障与激励机制，另一

方面，国家出台的库区优惠政策部分难以快速落实。国家虽然每年对库区投入数额巨大的产业发展基金，但是配套设计方案实施

存在一定困难。另外，随着水源地保护力度的加强，国家对水源地产业发展的约束不断增强，生态保护带来的成本上升难以找到

有效的纾解途径，“保水质”对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能完全从制度上得以解决。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居民就业质量提升的对策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就业质量提升问题事关民生福祉，是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与落脚点。

公共部门需要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居民尤其是后靠移民就业质量提升视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注重库区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

的结合，在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就业模式、加强技能培训和增强社会保障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 

3.1发展库区生态农业和绿色经济 

在硬件设施方面，改变库区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建设沿江高等级公路、铁路，并加大力度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从而为库

区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撑。在软环境方面，不断改善库区的营商环境从而为库区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良好氛围与投资环境。倡导库区居民发展生态农业，引导社会资金投资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大涉农财政资金对库区生态农

业的支持力度。在互联网时代，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经济是库区实现居民高质量就业的重要路径。 

3.2调整库区产业结构，促进居民就业 

在发展生态特色农业的同时，库区还需要注重第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公共部门要积极利用利用库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产生

连片带动效应。及时做好库区旅游资源开发规划，适时引入外部市场力量，充分调动库区各经济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库

区相关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库区实现居民高质量就业的重要路径。 

3.3增加新的就业模式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对外开放的政策方面，政府应当继续出台相关细则，引入先进的业态，促进新兴产业和企业在库区

落户。库区公共部门和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要及时融入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模式，通过网络经济充分发挥库区资源潜能，

不断创造和增加新的就业模式。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融入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模式是库区实现居民高质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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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重要选择。 

3.4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障能力 

在实现库区居民高质量就业的过程中，政府应当积极提升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库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库区居民的社

会保障方面，公共部门应改变短期补偿意识，应当把库区居民的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最大程度保障最低收入人群以及

库区居民中的弱势群体和创业失败群体的基本生活。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探索出特色的库区农产品生产与销售激励机制，尤其

是当面临市场明显波动的情况下，在农户生产出相应的农产品后按照保护价向移民收购产品。 

3.5创新培训机制，开展库区居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在库区居民的素质教育方面，库区应以普及初中小学义务教育为中心，增加教育投入，建立长效发展的教育体系和机制。在

职业教育方面，充分认识国家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的积极价值和特殊用途，多措并举资助库区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

培训。与此同时，在职业培训和指导方面，公共部门需进一步把免费就业指导培训作为一种常态化手段和措施。总而言之，在充

分开发库区自然资源的同时，有效开发居民的智力资源，从根本上提升库区移民的就业能力，提升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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