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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黄河滩区差异化移民搬迁安置模式的探索及经验启示∗

———基于禀赋效应的分析框架

林 　 博　 　 　 侯 宏 伟

摘　 要：黄河滩区不仅是 １２５．４ 万名滩区百姓生产生活之地，也是良好的可利用开发的生态资源，进行合理的移民

搬迁安置，对滩区经济发展与居民可持续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河南省黄河滩区 ２９ 个安置区试点的实地调

查发现，黄河滩区移民搬迁采取的差异化安置模式不仅降低了搬迁户对原有资源的禀赋效应，为原有资源的重新

整合提供了条件，也解决了搬迁户无法高效利用原有资源进行生态价值转化及提升的困境，提高了搬迁户对搬迁

后资源的禀赋效应，为搬迁户提供了小农生计模式多元化的替代方式。 从试点的搬迁进展看，下一步应尽快明确

试点后的搬迁规划，在保障搬迁户原有资产安全的同时，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方式，进一步探索滩区生态资源高

效利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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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沿黄滩区各级政府都高度重

视滩区百姓的搬迁问题。 黄河滩区不仅是黄河中下游的生

态安全屏障，同时也是 １２５．４ 万名滩区百姓生产生活之地，且
黄河滩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较为优越。 与自然条件恶劣

并且搬迁意愿强烈的边远山区相比，虽然黄河滩区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不高，但滩区居民的搬迁意愿并不十分强烈。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座谈

会，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
这不仅给滩区移民搬迁与滩区生态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制度

的进一步设计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实现“搬得出、稳得住、
能发展、可致富”这一目标提供了指导思想，即滩区移民搬迁

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搬得出、稳得住”，而如何进一步高效利

用滩区生态资源形成多样化开发格局，形成与搬迁相辅相成

的内在衔接，是从根本上实现“能发展、可致富”的关键，也是

巩固“搬得出、稳得住”的根本保障。
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要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发展，必须充分考察自身各种资源的丰腴程度，充分利用当

地丰腴程度高、相对价格低的资源，发展对这些资源需求程

度较大的产业。 黄河滩区有良好的生态资源，生态资源价值

的实现需要经历资源整合的过程，最终进入开发利用阶段，
而滩区移民搬迁恰恰为资源整合提供了客观条件。①此外，
以土地为主的滩区小农村社资源由于对滩区居民承担了社

会保障、归属感、社区知识等多种功能而具有人格化产权特

征，导致滩区居民对资源具有较强的禀赋效应。②为此，黄河

滩区的移民搬迁采取了差异化安置模式，以期通过差异化安

置模式的制度设计降低搬迁户对原有资源的禀赋效应，在促

进滩区移民搬迁的同时，对滩区资源进行重新整合。 而只有

滩区资源完成了重新整合的过程， 才能进一步通过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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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方式促进滩区资源生态价值的提升与高效转化。
这也正是本文诠释黄河滩区差异化移民搬迁安置模式的核

心所在。

二、差异化移民搬迁安置模式与搬迁后

生态资源整合利用的进展情况

　 　 为全面了解黄河滩区移民搬迁的现状，黄河滩区脱贫攻

坚模式研究课题组在河南省范县、封丘、濮阳、长垣、台前、原
阳、中牟以及开封市祥符区，对 ２９ 个安置区试点 ３５８６ 户搬

迁户开展了实地调查。
１．滩区移民搬迁安置区试点的进展情况

目前，河南省黄河滩区 １２５．４ 万居民中，居住在已达到

２０ 年一遇防洪标准区域的人口有 ２１．７ 万，需要妥善安置的

滩区人口有 １０３．７ 万，其中居住在滩区高风险区的有 ８３． ３
万。 ２０１５ 年，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河南省开展了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第一批试点，希望通过试点的推行，实现

滩区需要妥善安置人口的全面搬迁目标。 第一批试点涉及

兰考、封丘和范县 ３ 个县 ４ 个乡镇的 １４ 个村 ４６７６ 户，共计

１６７１８ 人，第一批试点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完成了全部搬迁。 河

南省在系统总结第一批搬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河
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并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全面启动了第二批试点工作。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２０ 年开展的第二批试点工作，涉及 ９ 个县、３４
个镇、２０８ 个村、７１８１４ 户，共计 ２６．１４ 万人。 其中，兰考县涉

及谷营镇的 ４ 个村，共计 ４１４９ 人；祥符区、中牟、范县、封丘、
长垣、台前、原阳和濮阳等 ８ 个县，共涉及 ３３ 个乡镇、２０４ 个

村、７０６４１ 户，共计 ２５７２６４ 人，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年底全部搬迁

入住第二批安置点。
从两批试点的规划与进度来看，安置人口接近 ３０ 万人，

离最终需要妥善安置的 １０３．７ 万人口还相差近 ７０ 万，但试点

推进的经验对今后滩区剩余人口实现合理搬迁与制定搬迁

规划具有参考价值。
２．差异化安置区的资源禀赋类型

调研发现，滩区移民搬迁安置主要采取了外迁安置模

式。 如表 １ 所示，基于安置区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性，安置

模式分为传统村落安置模式、乡镇社区安置模式和县城社区

安置模式三种类型。 其中，乡镇的安置区占比最高，共有 １８
处，在传统村落与县城的安置区分别是 ６ 处和 ５ 处。

传统村落安置模式大多依托于搬迁原有村庄的地理、地
质、水力、特色农业经济以及文化等多样化资源，更多的是以

田园综合项目的形式，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方式，带动

周边村庄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乡镇社区安置模式主要通过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灵活吸收就近就业人群，利用人口集

聚的优势，发展商业带动就业；县城社区安置模式的安置区

土地产权属于国有，安置房属于商品房，以 １１ 层左右的高层

住宅为主，安置区位置靠近产业园区，能够为搬迁人口提供

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表 １　 安置模式及安置区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性

安置模式
搬迁户个人禀赋
条件的差异性

安置区自然资源
禀赋条件的差异性

传统村落
安置模式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
保守型搬迁户

有本地特色经济作物，土地
水力条件较好、一二三业产
融合的可能性与基础较强

乡镇社区
安置模式

以“半工半耕”为主
的中立型搬迁户

位于小城镇或靠近乡镇政
府，离原有搬迁村庄较近

县城社区
安置模式

以非农收入为主的
转变型搬迁户

靠近技术密集型产业园区，
有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从搬迁户对资源的禀赋效应强弱看，选择传统村落安置

模式的搬迁户大多为保守型农户，家庭人口中年龄层较高，
外出务工人数较少，且家庭人口数量较多，农业收入是主要

经济来源，即使搬迁，从事非农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小。 这类

搬迁户主要考虑搬迁后尽量压低生活成本，维持以往以农业

收入为主的半耕半工的小农生计方式，搬迁后仍希望由自己

经营土地，对土地资源的禀赋效应最强。 选择乡镇社区安置

模式的大多为中立型农户，即家庭成员年龄结构以中年为

主，且有长期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高于农业收

入，搬迁后仍希望自己耕种一部分土地或者以较高租金进行

土地流转，并通过外出劳动力的就近就业弥补生活成本的叠

加。 这部分搬迁户虽然因搬迁拉长了与原有承包地的半径，
但并没有拉长至影响其继续从事农业经营的距离，仍然具备

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 另一方面，搬迁后由于客观形成

了外部产业集聚，推动了小城镇第三产业发展，通过二、三产

业替代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同样具备。 因此，与选择传统村落

安置的搬迁户相比，选择乡镇社区安置模式的搬迁户更多采

取观望态度，动态选择生计模式替代方式，对土地的禀赋效

应较低。 选择县城社区安置模式的大多为转变型农户，这部

分搬迁户基本上是比较年轻的群体，本身即使不搬迁，大部

分也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或者未来几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

的可能性，更倾向于以纯务工获取现金收入的生计方式来弥

补生活成本的叠加，寻求向城镇人口的完全转型，是这三种

搬迁户类型中对土地资源禀赋效应最弱的人群。
３．基于搬迁后资源禀赋条件进行生态资源整合开发的

进展情况

目前，各个试点县不仅依托安置区资源，为搬迁人口提

供能够就近就业的产业类型，并且正在积极开展规模种植、
设施农业、农牧结合、生态种养等多种农业生产项目，进一步

发展田园综合体、休闲观光农业、三产融合、湿地休闲观光等

拓展农业功能的新业态，从而实现搬迁后村庄资源与滩区资

源的有效利用。
首先，从安置区周边产业布局的现状来看，产业类型以

第二产业为主。 如兰考姚寨安置社区的服装加工业与巧媳

妇工程的开展，带动了搬迁人口大量的就近就业；封丘李庄

安置社区的农民特色经济园区项目，在争取到了国家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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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批专项建设扶持资金 １ 亿元后，围绕商业中心区先行

启动建设了两栋标准化厂房，吸引了新星制衣等服装加工企

业的入驻；范县张庄乡安置社区通过在房顶上铺设光伏太阳

能板 ２ 万多平方米并网发电的方式，带动了 ５３０ 户搬迁户每

年户增 ２０００ 元以上，且因地理位置紧靠濮阳市木业园区与

木材加工产业集聚区，为安置居民提供了 ４０００ 多个就业岗

位，还利用巧媳妇工程引进了濮阳衣致服饰公司，吸纳了 ３００
名安置区妇女劳动力就业。

其次，在整合后的滩区生态资源已开发模式中，以农业

生产的开发模式为主。 如长垣县以土地托管为抓手，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大力发展优质小麦、花生、谷子和果品

蔬菜种植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和深加工，推动滩区居民通过生

产大宗农产品实现农业收入的可持续增收；台前县孙口镇以

产业扶贫的方式发展滩区设施农业，通过入股分红的形式实

施到户增收扶贫项目，带动了贫困户及滩区人口的广泛参

与；而祥符区杜良乡利用自身丰富的水资源，在滩区发展稻

虾混养生态种养模式，依托河南云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建
立了稻虾混养示范基地，改变了滩区传统的稻田种植方式，
有效提高了农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

最后，在已规划正在实施或未开发的项目中，诸多县镇

利用黄河滩区的农业资源和丰富的生态人文资源，在现有农

业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规划三产融合、休闲观光农业、田园综

合体等新业态的产业布局。 如祥符区的曲兴镇计划建设万

亩湿地公园；原阳县依托黄河滩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区

位优势，发展订单农业、文化生态旅游和休闲观光等多元化

产业；范县张庄乡依托本地特色文化和地块优美的生态环

境，深度结合渔业养殖与生态农业，形成集生态鱼宴、休闲运

动、孝文化体验等于一体的黄河鱼宴基地；范县陈庄镇利用

荷花资源形成品牌优势，重点发展莲藕循环农业，完善“荷美

稻香”田园综合体的建设；长垣县赵堤镇将优质稻米、水产种

植养殖等现代农业与特色村落、传统文化相融合，发展“水墨

赵堤”田园综合体。

三、搬迁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

滩区搬迁的核心在于合理设计安置模式，提高搬迁户的

搬迁意愿。 而是否能够促使搬迁户同意搬迁的关键是，在降

低搬迁户对原居住地资源禀赋效应的同时，提高搬迁户对整

合后资源的禀赋效应，并且要为搬迁户提供替代原有生计模

式的多元化方式。
１．搬迁户对原有资源及整合后资源禀赋效应的分析

调查发现，在搬迁过程过程中，承包地的远近对于搬迁

人口搬迁意愿具有较大影响。 滩区承包地大部分集中于村

庄距 １—４ 公里以内，其中，１ 公里以内的占 ４３．８％。 搬迁人

口对于搬迁后是否能继续经营承包地的问题非常关注，年龄

层较高的搬迁户对搬迁后继续经营承包地表达了强烈意愿。
而从搬迁后希望如何处置承包地的调查结果得知，仍希望自

己经营的搬迁户占 ６２．３％，希望承包地流转的占 ３２．６％，希望

完全退出承包权的占 ３．０％，希望承包地入股的占 ２．１％。 在

被问及搬迁户家中最值钱的财产问题时，有 ３１７４ 户认为宅

基地和房子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 此外，搬迁村庄与搬迁地

点之间的距离也是影响搬迁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测算

安置区与原有村庄距离的结果显示，相距 ２—６ 公里的占

６７％，说明即使搬迁，搬迁户也具备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可

能性。
通过进一步了解搬迁户希望搬迁的原因中得知，认为搬

迁后生活更加方便的有 １０６８ 户，住房条件得到改善的有 ９６７
户，生活更踏实的有 ９１８ 户，可获得一笔补偿的有 ７７５ 户，赚
钱更多的有 ７７１ 户，生活环境有所改善的有 ７４６ 户，不受水

患的有 ６２０ 户，生活方式改变的有 ３３２ 户，身份转变的有 １２５
户，其他原因有 １４９ 户。 而从不希望搬迁的原因中得知，认
为搬迁后生活成本增加的有 ９８９ 户，依赖于农业生产的有

９０９ 户，担心出去找不到稳定工作的有 ７２０ 户，因搬迁导致土

地减少、感觉失去生活保障的有 ７０１ 户，离开了熟悉的乡亲、
不容易与周边人群交流的有 ４００ 户，不能开展畜禽养殖的有

１３４ 户，搬迁成本高的有 ６１ 户，其他原因有 ２１４ 户。 其中，高
年龄层的搬迁户占绝大部分，其原因在于他们原有的小农理

念以及常年在农村生活的习惯一时很难改变，导致搬迁积极

性不强。
由此可见，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制约下，滩区

居民非常依赖仅有的原居住地资源，而土地和宅基地又是搬

迁户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其对土地和宅基地的

禀赋效应最为强烈。 这也正是形成差异化安置模式的主要

原因，即希望通过差异化安置模式提高不同类型搬迁户对安

置地资源的禀赋效应，并为搬迁户提供符合自身生产生活需

要的多元化小农生计替代方式。
２．搬迁户两块资产的处理与生计模式的替代是影响搬

迁的主要问题

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放了大量农业剩余

劳动力，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流出，农村逐渐出现由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

向以农业兼顾外出务工的“半耕半 Ｘ”的生产方式转变，在一

个农村家庭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 Ｘ 的小农

生计模式”③。 直至今日，农村家庭仍然通过以耕种“人均一

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的承包地获取维持口粮的基本农

业收入，并通过家庭中的青年壮劳力外出务工来维持整个家

庭的简单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 这种在农村现阶段已经

固化的小农生计模式，客观上成为搬迁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

素，而承包地与宅基地是支撑现有小农生计模式的基础。
由此可见，对于绝大部分搬迁户而言，合理处置两块资

产以及如何解决替代固化的小农生计模式是搬迁过程中最

需要合理解决的问题，其直接关系到搬迁工作的进度。 解决

不好这两个问题，会加大各级部门推进搬迁的成本，也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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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搬迁后社会矛盾的深化。

四、差异化移民搬迁安置模式对促进

滩区剩余人口搬迁的经验启示

　 　 黄河滩区差异化移民搬迁安置模式不仅为原有资源的

重新整合提供了客观条件，也为滩区生态资源的进一步利用

与有效开发奠定了客观基础。 虽然试点的推行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因各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巩固滩

区移民搬迁安置的成效，进一步高效开发利用滩区生态资

源，为滩区剩余人口的搬迁提供经验，应在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基础上，构筑滩区移民搬迁安置区的乡村振兴支撑体

系，并尽快明确后续的滩区搬迁规划与政策，为滩区整体居

民生产生活的稳定性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１．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方式构筑滩区移民搬迁安置

区的乡村振兴支撑体系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应尽快构筑滩区移民搬迁

安置区的乡村振兴支撑体系，并通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方

式，形成对搬迁户土地与宅基地这两块重要资产的长效保障

机制。 同时，应进一步探索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内容的滩区生

态资源高效开发路径，为滩区居民提供多元化小农生计模式

的替代方式。 为此，应根据安置区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分类

推进安置区不同产业类型的发展。
首先，传统村落安置区大多位于黄河堤外的水土资源富

集区域，其发展方式要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

展理念，立足滩区水土资源丰富、保守型农民较多的优势，在
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合作经济的同时，采取村企合

作、社企合作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探索“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一村一品”等生态园乡村振兴模式；其次，乡镇社区安

置区周边通常配套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区与农业园区，且
距离原有搬迁村庄较近，可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种养、田园休

闲”式的绿色富民产业，实施“大园区带小庭院”的特色资源

产业化与品牌化发展战略，驱动一产“接二连三”；最后，县城

社区安置区一般是安置在县城拓展区或新区，具备利用安置

区劳动力、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发展城市生活服务行业的比

较优势。 因此，应立足“三化”协调发展与城市生活现代化需

求，走城乡融合发展的产业振兴之路。
２．明确后续的滩区搬迁规划与政策

目前，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剩余的搬迁村

庄与居民对后续的搬迁规划关注度很高。 因此，建议尽快推

进黄河滩区居民搬迁第三批试点的进程，并将安置区规划方

案纳入河南省乡村振兴试点方案中，进一步探索搬迁后资源

整合与滩区生态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的乡村振兴路径，创新有

效盘活耕地、林地、宅基地、文化等生态资源的转化机制，形
成黄河滩区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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