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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项关于生态移民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基于长江上游横断山区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的特殊性，本书选择了四川横断山区的生态移民作为研究
对象。
本书作者亲历了四川横断山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自发性移民及扶贫移民等移民活动，面对生态移
民的新的抉择，又集中进行了前期移民的跟踪和移民试点的实地调查。
    本书内容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对四川横断山区前期移民活动及移民点的调查实录；二是对前期移民
工程及其配套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意见；三是对四川横断山区即将启动
的生态移民工程展开讨论，通过对前期移民工作的总结，提出实施生态移民的可行方案。
最后本书提交了一种设想或建议，即如何不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达到实施生态移民预期的目标和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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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移民点调查概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2005年，作为政府行为的四川横断山区的前期移
民，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6年至1992年，属于初期移民阶段。
自1986年起，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进一步加强全国的扶贫工作。
具有标志性的政策措施即是制定了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的方针。
正是在开发式扶贫政策出台的背景下，四川横断山区的前期移民始纳入基层政府部门行为轨道。
但当时开展的面比较狭窄，点很少，规模也小。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地处金沙江下游峡谷地带的凉山州金阳县的沿江移民开发和地处金沙江上游峡谷地
带的甘孜州得荣县的瓦卡坝移民开发。
第二阶段，从1993年至2000年，这是移民扶贫开发的试点阶段。
这一阶段所对应的扶贫形势是全国及四川省的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
自扶贫攻坚开始以后，四川横断山区的移民扶贫开发即列入县政府及州政府的主要工作。
凉山州盐源县的长坪子及甘孜州得荣县的瓦卡坝，分别列为凉山州和甘孜州移民扶贫开发最早的试点
。
在这一阶段，四川全省有65个县1321个村的6.5万户、30.96万人进行了搬迁，其中多数都是横断山区的
移民。
例如，凉山州即建成了集中移民扶贫的安置点31个，共搬迁安置5676户27235人。
甘孜州继瓦卡坝试点之后，在得荣县又规划实施了搬迁150户1000余人的古学移民扶贫开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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