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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环境恶化
,

部分区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 口迁移类型—
环境移民

�

环境移民是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

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
,

本文对环境移民的概念
、

要素和实质作了初步探讨
,

并以广西移民的例子加以说明
�

关扭词 环境移民
,

人口
,

环境容量
�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

由于 自然环境和历史

原因而造成的贫困
,

使人们不断地对环境资源

进行原始的掠夺
�
由于掠夺

,

生存环境 日趋 恶

化 �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
,

他们就更加贫困
,

如

此反复
,

形成了恶性循环
�

恶化的生态环境和

不断增长的贫困人 口
,

使这些国家出现了不同

规模的人口迁移
�

例如 � �  � 年印度尼西亚开始

实施的从人口稠密的爪 哇岛向其它岛屿进行人

口迁移的
“
� �� � �� �� � � ��� �

”

计划
� � �  � 年巴西实

施的
“

把没有人的土地给予没有土地的人
”

的政

策
� � �� � 年埃塞俄比亚实施的从生态脆弱的北

部高原向西部和南部迁移 � �� 万人的计划
�
��

年代初中国部分省份开始实施的人 口搬迁
� 以

及全世界总数约 �� � 万人的由环境因素导致的

难民
�

它们的共同动 因是陷入恶性循环的恶劣

生态环境与极端贫困
�

这些迁移者大部分是发 展中国家的贫民
,

他们或者是通过政府组织的规模化迁移
,

或者

是自由的移民
,

或者沦落为难民
�

总之
,

他们构成了困扰人类的一个新 的危

机—
环境移民

�

� 环境移民的概念

�
�

� 概念
“

环境移民
”
是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环

境恶化而 引起的人 口迁移
,

是在特定的环境背

景下
,

区域人 口环境容量不足以承载过多的人

口而造成的移民
�

其原因包括 自然灾害
、

生态环

境退化
、

环境污染等环境因素
�

因洪涝
、

干旱
、

泥

石流
、

滑坡
、

地震等灾变性环境事件导致的环境

移民可称为
“

环境灾害移民
” � 因沙漠化

、

石山荒

漠化
、

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退化引起的环境移民

可称为
“

生态移民
” � 而因环境污染事件导致的

环境移民可称之为
“

环境污染移民”

� � 环境移民与人口迁移的关系

人 口迁移是人 口在不 同地域之间的移动
,

环境移民是人口迁移的类型之一 �图 � �
�

引起人 口迁移的原因包括经济
、

政治
、

建设
、

自然
、

家庭等因素
�

经济因素的人 口迁移如劳动

力从低工资地 区向高工资地 区的流动
,

中国西

部劳动力向东部沿海的聚集
�
政治因素的人 口

迁移如战争难民
、

中国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
�
建设 因素的人口 迁移如三峡库区移

民
、

工厂建设移民
�

而环境移民的直接原因则是

自然灾害以及人类不正确的生产
、

生活方式
,

错

误 的经济政策与产业结构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

与环境污染
�

人 口迁移有自发性和强制性之分
,

威廉
·

彼得逊 �� ����
� � �� �� � �� �

,

� � � � �曾把人 口 迁移

区分为原始型
、

强迫型
、

推动型
、

自由型和大规模

型 � 种
,

原始型的迁移主要是 由于生态推动
�

从

起 因上看
,

环境移民相 当于威廉
·

彼得逊的原

始型人 口迁移
,

但实际上它是复杂的
�

它既有

自发性的
,

又有强制性的
� 既有无序的

,

又 有

收稿日期
�
�� � �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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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
,

甚至是大规模的
�

对生存的最基本

需求是环境移民的根本动力
,

客观上它是对人

口过剩的反映
,

是区域人 口数超出人 口环境容

量的必然结果
�

总之
,

环境移民是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的不

良生存环境作出的被迫性的响应
,

是被迫性的

人口 迁移
�

从系统动力学的观点来看
,

环境移

民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一个负反馈系统的决策
,

是自然与社会系统自调节
、

自适应机制起作用的

结果
�

投资移民

人口 由不发达地区向

发达地区流动

其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战争难民

其他

一���

��
�����
�

���
月

��

��
���������

�
������

一一一
经济因素

一政治因素

一环境移民

一建设因素 ⋯

环境灾害难民

生态移民

环境污染移民

其他

库区移民

工厂建设移民

其他

其他因素

图 � 人 口迁移的种类

� 环境移民的要素

要实现环境移民的过程
,

必须具备如下三

个要素
�
�

�

人 口 总数超出人 口环境容量的人 口

超负荷区域
� �

�

人 口环境容量大的人 口 不饱和

区域
� �

�

移民的意愿 �包括通过强制性手段而被

迫实现的意愿 �
�

其 中 � 是导致环境移民的根本

原因 �主要体现 在因粮食和水资源不足
、

卫生条

件差而生活贫困 �
� � 使环境 移民成为可能

� �

使环境移民得以实现
�

�
�

� 环境移民与人口 环境容量的关系 �对 �
、

�

要素的分析 �

�
、

� 反映了人 口与环境容量的关系
�

如图

�
、

图 � 为世界和中国的人口增长特征 �� 一 �〕
,

从图

中可见
,

人 口的历史增长呈
“

�
”

型特征
,

其中 ��

世纪是人口急剧膨胀的转折点
�

少少少
��

�职�口������� ��

一� 一 � � � � � � �� � � �� ��

年份 �� �� � �

图 � 世界 人口增长特征

对于不同区域来说
,

它们都经历了或经历

着这样的过程
,

但不同区域的人 口与环境相互

演化的结果并不均衡
�

用区域人 口总数 �尸�与人

口 环境容量 �� �的比值
,

即人 口 压力指数 �� �

尸 � � �表示这种不均衡
,

可将不同区域分成 � 种

类型
�

� � �
�

人口超负荷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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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人 口增长特征

� 一 �
�

人 口数与人 口环境容量平衡的区域
�

� � �
�

人 口不饱和区域
�

上述不同取决于 � 个 因素
�

不同区域的人

口 自然增长速率不同
� 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背

景不 同
� 不同区域的人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方式

与强度不同
�

显然
,

在人 口增长速率很大的生

态环境脆弱敏感区
,

如果对环境资源进行掠夺

式使用
,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人 口 急剧增长而环

境容量急剧下降的相同趋势
,

从而促使人 口数

超出人 口环境容量
�
相反

,

在人 口 增长速率较

低而环境缓冲能力大的区域
,

就会有较大的人

口环境容量承载更多的人 口
,

成为人 口不饱和

区域
�

正是由于这种区际间的不均衡造成 了人

口从人口压力大的地区向低的地区流动
,

即
“

环

境移民,’�

但实际上
,

即使存在人 口不饱和 区域
,

也

不能保证实现正常的环境移民
�

因为考虑到私

人
、

集团或国家对区域环境资源的占有
,

不 同

的区域会有不同的移民政策
,

但大多会对迁入

人口 进行限制
,

特别是当迁入者是贫民时
�

如

果一个区域的贫民由于生存环境恶化的原因而

不得不迁移
,

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区域接纳他们
,

分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

水
、

粮食或工作的话
,

他们就成了无家可归者
,

即
“

环境难民
”

�

这正

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越来越严峻的危机
�

除了

目前的约 � �� 万环境难民
,

到 � � � � 年
,

世界上

环境难民总数可能达到 �� � 万
�

可悲的是
,

如果

人类不对环境恶化的趋势加以有效的控制
,

就

不仅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
,

在发达国家也会 出

现环境难民
,

于此同时
,

可供容纳移民的环境

容量大的区域却越来越少
�

因此
,

值得人类深

思的是
,

是否在将来整个地球都需要环境移民 �

�� � 对移民意愿的分析

如果一个 区域环境恶化
,

人 口过剩
,

人均

资源占有量减少
,

那么该区域的居民就可能产

生移民的选择
�

��� 自由选择 在环境退化
,

居民生活水平

下降的情况下
,

会产生潜在移民者
,

他们在权

衡各种利弊后会作出迁移与不迁移的选择
�

此

时可以用关于人 口迁移的传统理论解释这个过

程
,

例如按照投资
一

利润理论
,

潜在移民者会比

较迁移 的投资与迁移后所获得的利润
,

并决定

去留
�
按照期望收入理论

,

可以根据迁出与迁

入两地 间的收入差别
、

就业机会以及潜在移民者

对迁入地的 了解程度计算迁移的人口
� 而按照

迁移距离理论
,

两地 间的空间距离和实际的交

通状况会影响潜在移民者的决策
�

但在实际情况中
,

潜在移民者的知识水平
、

民族习惯以及年龄和身体状况都会影响他们作

出移民的选择
�

在某些地 区
,

民族传统和 习
‘

质

可能成为环境移民的主要障碍
�

不可避免会出现盲 目的选择
�

潜在移民者

受知识所限及对信息了解程度的不够
,

在无 明

确 目的地的情况下
,

他们也可能作出迁移的决

策
�

另外
,

当环境极端恶化
,

生态系统崩溃 �如

沙漠化
、

石漠化
、

突变性环境灾害等 �
,

失去了生

存的基本条件 �特别是土地
、

水和能源�时
,

基于

对生存需求的基本原动力
,

他们只能选择迁移
�

此时
,

收入的期望
、

对投资利润比的考虑以及迁

移距离的樟碍都失去了意义
�

在贫困的发展中

国家
,

这些移民往往成为环境难民
�

��� 强制性选择 主要是指政府有组织的

移民
,

此 时对移民的判断是政府的行为
�

政府

可能出于对环境的修复
、

消除贫困或对人口压力

不均衡状况 的调整而作出环境移民的决策
�

在

这种情况 下
,

居 民或自愿或被迫的迎合强制性

移民的要求
�

��� 诱导性选择 这是一种半强制半 自由

选择性的移民
�

政府或其他组织为潜在移民者

承诺一定的移民保障
,

例如迁移的部分费用
、

提

供迁入地
、

协调移民与当地居民关系
、

就业的机

会以及优惠政策等等
,

从而产生一种迁移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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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鼓励潜在移民者作出迁移的选择
�

另外
,

在

环境退化的生态脆弱敏感区
,

为了保护或修复

环境
,

在投入远小于产 出的情况下
,

政府部门

可以制定一些对生产和生活活动的限制性政策
,

例如封山
、

减少对该地区的生产性投入
、

减少对

该地 区的社会福利性投入等等
,

从而对居民产

生迁移的推力
,

推动潜在移民者作出迁移的选

择
�

� 环境移民的实质

环境移民的过程就是人 口从人 口压力大的

区域向人 口压力低的区域流动的过程
�

同时
,

人 口对环境资源 �包括土地资源
、

水资源
、

大气资

源和森林植被资源以及环境美学资源等 �的分配

也相应得到了调整
�

移出地 �低环境容量区域 �人

口减少
,

人均 环境资源增多
,

环境对 个体的承

载能力增大
�
移入地 �高环境容量 区域 �人 口增

多 �人 口输入 �
,

人均 环境资源减少
,

环境对个

体的承载能力减少
�

因此
,

环境移民的实质是人 口分布结构 的

调整和环境资源的再分配
�

环境移民确实减轻了迁 出地 的人 口 压力
,

但同时增加了迁入地的人 口 压力
,

如何使后者

不蹈前者的覆辙
,

并尽力修复已退 化的环境
,

是解决环境移民间题的关键
�

这在于组 织
、

管

理
�
在于人的环境意识

�
还在于科学技术水平

和经济水平
�

因此
,

如何面对环境难民的危机
,

是对我们的社会经济能力的一种挑战
�

移民者们继续破坏迁入地的生态环境的确

是严峻的问题
,

这使环境移民的输出不仅是人

的输出
,

也是生态环境恶 化和贫困的输出
,

环

境移民就象环境灾害一样把恶劣的环境与贫困

带到一个个新的区域
�

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过 去

所进行的环境移民中
,

这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
�

无论是印度尼西亚还是 巴西
,

由于没有完善和

健全的移民政策
、

迁入地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和

环境保护措施
,

移民的结果 只不过是把生态破

坏和贫困从一个地 区转移到另一个地 区
,

例如

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转移到 周围其他岛屿
,

从巴西的寒阿腊地区转移到亚马逊地 区
�

而在

埃塞俄比亚
,

随 着环境移民 由北 向南 的推进
,

水土流失
、

环境恶化和贫困也随之向南推进
�

同样
,

如何实现环境资源的再分配也是一

个关键的问题
�

如果不分配给环境移民们赖以

生存的资源
,

那么
,

环境难民人 口的持续增长

是必然的
�

私有制
、

贫富不均和分配制度的缺陷

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困难
�

相对于区际间
、

国

际 间的移民来说
,

区域内的环境移民要好办得

多
�

一个有控制能力的政府组织可以采取行政

的和经济的手段协调本区域内的资源分配过程

中的问题
,

例如采取行政干预
、

从地区和国家预

算中拨出专项投入
、

贴息贷款
、

鼓励企业 以不同

形式参与等等
�

而对于国际 间的环境移民
,

主

要是难民
,

除 了继续鼓励人道主义援助
,

鼓励

国际金融组织提供低息货款之外
,

应当达成某

种国际间的协调
,

随着环境移民问题 日趋严重
,

这种要求也 日趋迫切
�

� 中国的环境移民

中国从 �� 年代初开始在不同地区实施了不

同规模的环境移民
�

例如 � � � � 年前后提出在甘

肃
、

宁夏山区实施的开发性扶贫移民的战略
,

迄

今为止
,

已对 �� 万山民进行 了环境移民
�

在广

东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福建
、

山东
、

广西等地也进

行了环境移 民
�

如广东从 � � � � 年开始决定迁移

� � 万特困人 口
,

到 � � � � 年上半年已迁移 �
�

�

万
杏 �

广西从 � � � � 年开 始拟 用 �一 � 年移民 ��

万
,

广西环江县从 � � � � 年开始实 施移民计划

�异地开发 �
�

广西移民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百

色
、

河池两地区
�

�
�

� 移民的原因—
人口超负荷

百色
、

河池地 区大部分面积为喀斯特山区
,

生态环境恶劣
,

石山荒漠化严重
,

土地贫膺
,

水

土流失严重
,

人 口密度大
,

人均耕地面积少
,

灾

害频繁
,

粮食无法自给
,

经济收入没有来源
,

许

多地方的环境容量难以承担超负荷的人 口
�

广

,

粤石 灰岩地区特困人 口搬家
�

中华工商时报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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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广西西北部各县 �市 � 人口 密度与
喀斯特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
�

人 口密度 �
�

喀斯特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由图 � 可见
,

除百色
、

宜山等经济比较发达

的县 �市 �外
,

喀斯特比例与人 口密度基本呈正

相关关系
,

其中
,

喀斯特面积比例最大
,

人 口密

度最大的都安县和大化县都处于广西的最贫困

县之列
�

在所有的 �� 个县中
,

有 �� 个县被列为

国家重点贫困县
�

恶劣的生态环境
、

密集的人 口

与贫困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

根据笔者 � � � � 年的调查
,

该区域在历史上

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

甚至在 �� 年代以前仍然

具有很好的植被覆盖
,

喀斯特裸露面积较少
�

但 由于喀斯特地 区属 生态脆弱敏感 区
,

当人类

活动趋近于区域环境容量时
,

生 态环境的恶化

会以很快的加速度进行
,

环境容量 急剧 减少
�

在环境恶化严重的部分地区
,

例如环江县
、

大化

县等的环境移民区
,

人 口 已超 出人 口 环境容量

极限
,

微弱的环境容量已无法承受人 口的压力
,

因此不得不进行环境移民
�

�
�

� 人口 不饱和区域的存在

由于历史和 自然本身的原因
,

广西不 同区

域的环境演化并不相同
�

相对于喀斯特区域人

口密度大
,

环境容量小而言
,

土山地 区尚有较

多的土地资源可以利用
�

例如环江县的马 口洞

区域
,

天峨县
、

乐业县等
�

另外
,

人 口容量的大小还决定于社会经济

条件
,

如果一个地区由于经济的增长而产生 了

对劳动力的需求
,

那么同样可以为环境移 民的

实现提供条件
�

这时
,

经济本身并 不区分劳动

力来源的性质
,

无论是一般的人 口迁移还是环

境移民
,

它产生的都是人 口迁移的吸力
�

而环

境恶化产生的是人 口 迁移的推力
,

当它们同时

存在时
,

就 为人 口迁移提供了最基本的外部条

件
,

从迁移者的来源上说
,

就是环境移民
�

广西

沿海的经济发展无疑为环境移民的合理安置提

供了机会
,

例如北海
、

防城港等地
�

�
�

� 移民的意愿

广西的环境移民有 自发性的即 自由选择
,

但主要是 由政府组织 的诱导性选择
,

也有部分

强制性选择
�

在 自由选择中
,

移民者主要依靠亲戚朋友

的帮助
,

他们的去向一个是到 自然资源 �尤其是

土地资源 � 比较丰富的地区定居
,

另一个则是到

经济发达的地区成为长期流动人 口
�

政府组织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大部分
�

一

般来说
,

当政府提供了比较便利的条件
,

甚至

给予一定的货款时
,

潜在移 民者都愿意进行迁

移
�

但也存在不愿迁移的情况
,

这 部分人主要

集中在交通和信息都非常闭塞的深 山区
、

高山

区
�

例如广西居住在高山区的瑶族居民
�

显然
,

文

化背景
、

交通
、

信息是影响移民决策的主要因素
�

�
�

� 环境移民的标准

如何确定一个区域的人 口达到了容量极限
,

并需要环境移民
,

主要在于对人 口容量的确定
�

部分学者基于土地资源研究了土地对人 口 的承

载力
,

而有的学者则从生态循环的角度出发研

究了人 口 容量
�

但总之
,

人 口容量基 于 � 个 因

素
�

人均资源总量
、

技术水平
、

消费水平和分配

方式
�

人均资源 总量是人 口容量 的自然基础
�

技术水平则反映 了对资源 的开发利用程度
�
消

费水平对人 口容量的影响体现在
,

平均消费水

平越高
,

人 口容量越少
�
分配方式对人 口容量 的

影响体现在
,

两极分化越严重
,

人 口容量越少
�

举例来说
,

整个地球的实际人 口容量并不

等于按人均资源占有量求算的值
,

而是要小于

理论值
�

这是因为在地球上人 们并不是平均的

消费资源
,

发达国家的人口 小于全世界的 ��  
,

但他们却消费了 �� �的资源
,

而且
,

发达国家

规定的消费水准也 比发展中国家高
�

因此实际

上
,

即使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
,

不同的国家
、

不

同的生活方式会有不同的环境移民标准
�

至于

为什么环境移民主要出现在发展 中国家
,

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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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从世界发展的历史中寻找答 案
�

总之
,

不平

等的世界经济
、

政治格局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

移民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

关于环境移民标准的基本原则是
,

居 民的

收入和资源拥有量处于 国家或地 区确定的贫困

线以下
;
政府为了维持这些居 民的生存的投入

大于该区域的产出
;
有可接收移民的迁入地

.

广西的移 民标准是人均耕地小 于 0
.
3 亩

,

人均 口粮 少于 200 公 斤
,

人均收入少于 300 元

(中国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

4. 5 环境移民的对策

综合来看
,

中国的环境移民(例如广西的环

境移民)主要采取如下对策
:

(l) 异地开发与就地开发相结合
,

以就地

开发为主
.
就是说

,

在进行环境移民
,

实施异地

开发的同时
,

加强对迁出地的生态环境建设
.

(2) 在 移居地 以生态农业为指导 思想
,

促

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

(3) 政府为移民提供必要 的生活
、

生产保

障
.
例如低息货款

、

以工代贩
、

政府补贴等
.

(4) 统一规 划
、

统 一管理
,

避免 盲 目的移

民
,

减少移民的回流率
.

(5) 开发式移民
.
发展经济

、

消除贫困是移

民的指导思想
,

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口迁移
.

政府组织的诱导性或强制性移民的优点在

于有序性和政策的统一性
,

但 它必须 用较大的

力量协调移民与当地居 民的关系
,

协调资源的

分配关系
,

并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政策
.

可见
,

环境移民作为一种调整人口分布
、

分

配环境资源的手段
,

要 么促进人类的持续发展
;

要么加速人类生存环境的崩溃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人 口大国
,

现在正处 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

随着工业化
、

城市化的发展和人 口 的不断增长
,

如果不注意

环境保护和总体规划
,

有限的土地所承受的人

口 压力会变本加利
,

到一定程度
,

农 民中过剩

的劳动力和因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丧失土地的人

们会汇集成一股浩浩荡荡的环境移民大军
,

他

们将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的重要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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