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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


以青海省德令哈 市生态移 民村为例

隋 艺 陈绍军

（西 南 民族大学 ，
四川 成都 ６ １ ００４１

；河海大学 ，
江苏 南京 ２ １００９８ ）

摘 要 ： 生态移民是近年来研究 的 热点问题之一。 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落基于生存理性的考虑而做出搬迁的决定 ； 落地

生根后
，
移民们通过开展以 经济理性为主的活动 ， 走上 了 生计恢复的道路 ； 同时

，
移民作为新居住地的

“

外来者
”

，
需要融入当地

的社 区 。 这是
一个从搬迁到生计恢复与 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

体现 出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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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 江源生 态移民 到龙羊峡 、 公伯峡等水库移 民看 ，
青解 决 的 问题 。

海省无疑是
一

个移 民群体和类型众多的省份 。 本文中 的研究一

群体
，位 于青海省 海西地 区 ， 是 以改善环境 与扶贫 相结合 的

、王仔埋 ＴＥ王

生态移 民 。 在社会变迁这个大背景下 ，
伴随着 移 民群体 的迁 （

一

） 时机促使 下的 搬迁

移及定居
，

其适应性 、融 合情况 、 各种观念 都发生 了 较大转Ｌ村移 民原来 都居住在青海省海东湟源县城
，
属 于城郊

变
， 移 民 的生 活也逐渐 从生计恢复走 向 了可持续发 展 的道乡 。 境 内部分地 区干旱缺水人畜饮水极为 困难 。 即便有水 源 ，

路 。但水质不 良
，
严重缺碘 、缺钾 ，

长期饮用
，
会造成地方病

，

且发

通过深入 的调査 ，
笔者发现此部分移民群体在迁移及发病率很高 。 而移民迁人地是有 中 国

“四大盆地
”

之一的柴达木

展的过程 中 ，
从 以 生存为主到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追求 ，

体盆地 的青海省 海西州
，
有 丰富 的各种资源

，
为海西州 乃至 青

现了生存理性 、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的转变 。 在这种转变的海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优势资源 。

过程 中 ，
三种理性是同时存在的 ， 只 是在不 同阶段的侧重点由 于原居住地极端恶 劣的气候条件 以 及 面临生活贫 因

有所不同 。 同 时 ，这种转 变过程受到哪些因 素的影响和制 约 ？的窘境 ， 移民 们逐渐开始 了 迁移活动
，
需要注意 的是

，

迁移不

在受到各 种因 素影 响和限制时
，
移 民 又是 如何进行选择 的 ？应该单纯看做是离 开

一

个地方
，
是到另一个地 方持久定 居下

移民这些行为选 择 背后 深 层 次 的 原 因是 什 么 ？ 在 移 民 行去的行为 。 １９８ ７年 到 １ ９８８年期间
，
在整个农垦企业面 临改制

为 选择 的 不 同 阶段
，
生 态移 民 同 环境 的 关 系 是 怎 样 的 ？的背景下

，
海西州 农垦公社劳改农场也进行改 制 。 青海省 政

生态 移 民 的 特 性 又 是 如 何 体现 的 ？ 这些 都 是 本 文 需 要府根据实际情况 ，
召集海东 八县的 农民 （湟源 、

湟 中 、大通 、乐

本文 系 中 央 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 费 专 项 资金项 目 《
生态 移民行 为 选择及其 演化——以 四 川省 凉 山 州 生 态 移 民村 为例 》 阶段性成

果
，

批 准 号 ： ８２００ １ ６７０ 。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５
－

１０－２７

作者简介 ： 隋 艺 （ １ ９ ８５
－

）
，

女
，青海西宁人 ，

西 南 民族大 学社会与心理学 院讲师 博士 ，

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 、移民社会学研究 。

陈绍军 （ １ ９６５
－

）
，

女
，
安徽人

，

河海大学移 民研究 中心 教授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移民社会学 、 工程社会学研究 。

７７

犇犗犐牶牨牥牣牨牭牳牴牴牤犼牣犮狀犽犻牣牨牥牥牭牠牭牰牳牨牣牪牥牨牰牣牥牨牣牥牨牬



Ｑｉｎ
ｇ
ｈａ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
ｇｙ隋 艺 陈绍 军 ：生 态移 民行为 选择及其演化以青海省 德令哈市生 态移民村为例

都
、
循化等

）
至海 西德令哈农场 、

八银湖农 场 、塔拉农场 、尕海种 向往
，

以及被迫的作 出的对环境不满 的
一

种
“

反抗
”

。

农 场种地 。 农垦局的文件里注明 ：
搬迁至此后

，
会给移 民们盖＿

■

胃 ｄｌ ＭＵ ｌ

ｆｅｆｃｌ

新 房
，
解 决户 口陋

，

可 以做 ，解决子 女 ＿ｔ学的随 ，
但在

后续 的实 际落实 的过程中 ，
许 多条件并没有落实 。（

一

）移 民村整体恢复情况

移 民来 到新 的环境中
，
丧失 了 生产资源

、
社会资源 ， 加上成为 了 村民 后

，
移 民们才享受到 了各项优惠 的政策 。 但

陌生的环境
，
首要解决的便是生 产生活恢 复 问题 。 移民 在安 是 由 于其长期处于贫困 的生活状态 ，从生计恢复到 快速发展

置区 的生产生活恢复遭遇搬迁安置带来 的损耗
、
陌生环境的也并非易事 。 ２００６年

，
随着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 的 落实

，
村成立

制约和 自 身条件缺陷方面的 困境
，
还要面对当 地异样眼光

，了 蔬菜协会 。 首批大棚于２００７年９月 建成
，
共５ ０座

，
随后便投

对其都是考验 。 同 时也面 临着新居住地生产生活众多的机人生产 。 主要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
，
如高 原瓜 、

杏 、冬枣 、
辣

遇
，
因此这既是

一

个生产生活 、克服 困难 的过程 ，亦是把握机椒 、西红柿 、黄瓜等时令果蔬 。 此村所处地理位置属 于属高原

遇的过程 。大陆性气候
，
是典型的荒漠 、半荒 漠地 区

，

日 照充足
，
干旱少

（

二
）
异 地重 生与 生存理性雨

，
冬寒夏凉

，
非常适合水果的生 长 。 ２０ １ １年 每座大棚年纯收

此移 民 村位于海西州德令哈市尕海镇 的东北部
，
于 ２００３人可达 １万元 。 在土地流转 的新形势下 ，

近几年
，
种 植枸杞也

年 １ １月 份 由尕海农场整体移交给 尕海镇政府 ，
属于新成立的可以 获得

一笔可观 的收人 。 ２００７年村里享受 到了退耕还林的

移民 村 。 该村现有 ３个社、 ３ １ ０户
、
１４００人

，
其中

，
少数 民族 （主项 目

， 村 里的 国有土地 ，
市林业 局把这块地承包给 给了 宁夏

要 以 回族 、
土 族为主 ）４２９人

，

占全村 总人 口 的 ３０ ．６％
，
属于少商人

，
让他们在这里种枸杞

，
收成很不错 。 村 长和书记看到 了

数民族聚居的移 民村落 。 村 民祖籍为青海湟 中
、湟源 、大通 、效益 ，

且掌握了 种枸杞需要 的技术 、方法
，

今 年村里
一共种植

互助
、
循化 、化 隆等地 区 。 这 样的特殊的背景

，
为我们 的研究５０００多亩枸杞 。

提供了 良好的视 角 。当然
，
除 了 以 上的 大棚和枸杞 项 目

，
移 民们 必选 的方式

起初 的 三年
，
属于荒地的恢复 期

，
收成的一半 要交给农还包括外 出务工

，其包括建筑 ，

运输
， 修车等在 内 ，

呈现 出多元

场 。 三年 以后 ，
麦子长势好

，
农场要求上交 的粮食数量每年呈化 的趋势 。

２０％的趋势增 长 ，移 民 的 负担越来越重。 移民 们本以 为迁移从中可 以看出 ，此村移民 的生计恢复及发展是在其身份得

至此能够改变原来 的生 活状态 ，
但是农场对移 民 的要求越来到证实 以后

，
在优惠的政策支持下

，
抓住 了机遇 。 我们知道 ，

行

越高
，
长期 以来移 民的身份得不到认同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生动者个体及其行动是我们研究 的基本单位

，
行动者是在特定社

活算 是稳定下 来了
，
但是强 烈的劳作 负担

，
以 及身份 的尴尬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的人 。 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受到社会中

性
，
各种标 准与移 民 预期 之间存在着 巨 大的 落差

，
引起 了移的价值规范和情境条件的制约 。 搬迁 、生计恢复到可持续发展

民 的强烈不满 。 到了 ２００２年底
，青海省大才旦地 区 发生了 ６ ．７是一个持续化的过程 ，

移民们选择任何一种方法恢复生计都可

级 的地震 ，
附近 的塔拉农场损失惨重

，
房 屋倒塌现象异 常严以说是一项社会行动

，
是具体情境下的产物 。

重 ， 随后 经青海省 常委会决定 ，
海西州 所 属 的 五个监狱农场（

二
）经济理性的 形成及发展

一

致 进行改 制
，
将五个农场改制成 五个股份公 司 ，

农场 的土如 果仅从生存理性来解释
，
只是最初移民搬迁 的 动 因 。 随

地按工龄分 ，对农场移 民 进行统
一

安 置 ，
移民 的 户 口 问题终着社会变迁

，
生存视角 无法解释移 民温饱 （生存 ）之后的 活动 。

得以解决 。显 然
，
他们具有 了相对于前

一

层次 的较高的层次的追求 。
理论

（
二

）
移 民 的 生存理性上讲

，
在各种制度性结构条件下

，
作为行为主体的移 民不是完

人们 追求生存第
一

，

以追求生存需要为 目 的就是生存理全被动接受 ，
相反

，
在生存理性 的推动下

，他们 不断地选择 、不

性 。

“

这种理性首先考虑 的是安全第一的 生存原则
，
而不是追断地运动

，
目 的 是为了生存 。

求效益的合理化 和利益 的最大化 。

”
１ １）移 民最初从事的搬迁行在定居后

， 通过开展经济理性行为选 择从而在 与生活环

为
，
就是 因 为原居住地不能满 足其生存条 件 ，

为 了 生存他们境 以及和其他非移 民群体 的经济交往 中 获得尽可能多 的 经

选择了搬迁 。 到新居住地后
，
通过上访的 渠道获得身份 ，成为济利益

，

这 不仅成为许 多移 民 追求的 目 标
，
而且也 成为他们

居 民
，
享受优 惠 的政策和项 目

，
改变其生活窘境 。的社会生活 的 主要 内容 。 移民 们经济理性选择的开展是一种

因 生存压 力而产生 的
“

生存理 性选择
”

是移 民搬迁最根更高层次 的理性选择行为 。 从总体上看
，
移 民开展 经济理性

本的动因 。 资源环境等 自 然条件以 及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方面选择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构 和非移 民村的村 民或者市 民 。

的压力 ， 都属于生存压力 。 人地关 系 的 紧张属于 自然条件方经济理性的 形成和发展
，
同样也离不开 当地 的生态环境

面的压力 ，即 在现实的技术水平和相关 的生产经营条件下 ，
生为其提供 的便利条件 ，

这种便利条件和移 民们 的辛 勤劳动结

产资源不能满足维持移民 生存的需要 。 移民首要考虑的 因素合在一起
，

为移民 们生计恢复提供 了 良好 的契机 。 这是利用

是谋求生存
，
充分体现 了生存理性选择 。 移民在资源环境的窘自然 的一个 方面 。 但是事情都是具有双面性的 ，

过度的 利用

境下
，

“

经 济理性
”

和社会理性不是其追求的 。 这是
一个生存自 然

，
使现居之地 的生 态环境 遭到 了破坏

，
这就使人与 自 然

压力 而产生 的生存理性选择 的 问题
，

“

生存理性选择
”

是
“

理陷人了
一

个恶性循环的 过程 。 在经济理性阶段
，
人们还是 以

性选择
”

行为的一种有效的反应 。追 求经济利益 为主
，
对 生态环境无休止 的 利用

，
也 为 日 后生

在这 个 阶段
，
生 态移 民 同环境之 间存 在着 矛盾

，
他 们并态环境恶化后

，
移 民们面临再次搬迁的窘境埋下 了 伏笔 。

不能利用 自 然资源
，
相 反的

，
这种 恶劣的生态环境

，
使其陷人＿

 、

^

了 贫困 。 他们只能选择搬迁 到环境相对较好 的地 区
，
才能继二 、生计恢复后的社会融合与发展

续生活下 去 。 当 然
，
在原居住地改善环境 也是

一种方法
，
但要（

＿

）
移 民村的 融 合与发展

面临 的 问题繁多 。 所 以 ，
搬迁虽有风险

，
但也是对新生 活的

一

移 民们定居后
，
同 当地必然有一个逐步磨 合的过程 。 尤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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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生存 问题得 到解决后 ，适 应 了新 的环境 、 主人翁意识出 的
，
强调人是追求 自 我的 满 足和效益最大化

，
并按 照增 加

有所 增强 的情况下
，

会不 自 觉的 融人到 当 地的 生活中 。 同 时满足 的方式行动 。

“

对于行动者而言
，
不 同 的行 动会产生不同

人们也在认 同观念 下形成
一 定的社会关 系 网 络 ，

以 此来谋的效益 ，
而行 动者 的行动原 则就是为 了最大 限度地获取 效

求 、维护一定 的社会资源
，
促使其发展 。 无论从经济方面 、政益

”

。

治与 公共生活 、还 是文化 心理等方面 ，
在生存问题解决后 ，

经更具多样化是社会理性选择的特点 ，
使移民 在生计恢复

济有 了一定的发展
，
移民们会在社会理性的层 面上投人

一

定方式过程中 寻找的 只是
“

满 意
”

和
“

合 理
”

的标准 。 而这种
“

满

的关 注度
，
人们开 展理性选择行为的 动因是使 自身 的社会身意

”

和
“

合理
”

常常是不确定 的
，
它与资源价值

、
个人实力 、

以及

份
、
社会 地位 和社会声 望处于 比较 理想的状态

，
其 目 的是获对资源信息的 控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 在现实生活中

，

理性行为

取最 大化 的社会利益
，
因此人们在 开展社会理性选择行为时的表现往往是多元化的

，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 ，

社会及其

遵循 的是满意原则 。他效益也是追求的另
一

个方面
，
这些 因素相互 影响 、 相互制

社会融人的 维度有很多
，
例如 经济融人 、行为适应 、心理约

，
在众多不同 的 因素权衡之中行动者只 能试 图 寻找

一个满

认 同等 。 移民 的社会融入则包括定居后的 经济适应 、
社会生意解

，
这就表 明

，
在实际生活中很难 达到最优 。 因此 社会理

活上 的适 应和 当地社会对移民 的接纳过程 。性
”

是在
“

经济理性
”

的 基础 上更深层次 的
“

理性
”

表现
，
是

“

理

Ｉ


—

｜性选择
”

的更高级表现形式 。

 Ｉ

生产资料
Ｉ

货 、

｜从生存理性选择来剖析 ，这只是 移民搬迁的 最初 的 、 最浅

经济融入 生产经营
—＊

养殖和种植显的 、根本行原 因 。 在社会变迁这个大背景下 ， 移 民群体寻求
＾

Ｕｒ
——

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不单单是为 了生存 。
显然

，
社会

］收入水平卜与细赚、 理性的 出现及发展是移民群体更高层次 的追求 。换句话说 ，
在

ＳｒＵ ｔ

ｊｇｒｄ＞ ｉ



１不同 的制度性结构性条件下
，
中 国农 民作的行为主体可 以主

１政治与公共生活
一 有无相民 等动的做 出选择 。

ａＪ


］斯为的规丄

丨当 移 民们 融人当 地的生活后 ，
得 益于生 态环境 ，

他们走

上」

上了 生计恢复与 可持续发展 的 道路 ， 现在 ，
对 现居住地 的感

ｒ 日常交往方式 情也变得深厚
，
面临着逐渐恶化 的 生态环 境 ，

他们 的环保意

文化和心理
丨｜ 文 ：＾习俗 ｜？酿

，

雜颜紙細ｆ ｔ则雌 §餅《
，

＊－雜



丨度上造成了破 坏
，
这样生态移民搬迁 的 初衷就没 有得到真正

｜

通婚状况的效果 。 只有 当 移民环保意识的萌发
，
参与环保行 动的 意愿



增强
，
这种主动情况下

，
进人 了人与 自 然的 良性循环的过程 。

社会角色 一 群体归藏 角色


 １四 、移民理性选择行为 的演化

ａ ｉ移 民选择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与过程 ，
存在着

首先
，
经济生活的融入对于移 民来说是最 为基础 和关键差异性 、变化性 。 这种差异 与变化源 于其动机 和观念的差异

的内 容
，

移 民们的生产经营状况
，

是其生计之本 。 如房屋
，

在与变化
，

且表现出 生存 理性 、
经济理性 、社会理性 的 差异 与变

２００４年身份得 到认可后 ，
都 已经解决 。 而尕海镇果蔬种植基化 。

地也是以此村移 民为主体进行培育 的 。 此基地种植 的 油桃 、移 民行为 的演化过程 呈现出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
，
再

西瓜 、草莓等
“

新
”

、

“

特
”

、

“

绿
”

瓜果及辣椒 、西红柿 、
黄瓜等各到社会理性的 变化 。 首先 ，

在生存压 力下
，
移 民主要考虑的是

类蔬 菜
，
经济收入达２００万元 以上 。 通过

“

合作社＋农户 ＋基地
”

生存
，
表现为生存第

一

，
各种选择都表现为追求 生存 的 功能 。

和
“

公司 ＋农户 ＋基地
”

的模式
，
有力地带动 了 周边 １０５户 移民

，
生存理性表现 为两个方面 ：

一方面表现为满足基本 生存需要

促使每户 移 民 每年增收 ９０００元
，
解决了 剩余劳动 的 就业问为 目标

；
另一方面在生存压 力 下 ，

移 民 的选择行 为受到生存

题
，
成为 当地移 民增收的 主要途径 。压力 的影响

， 生存理性决定 了
一切 以生存 为核心 。 为 了缓解

众所 周知 ，
通 婚是安置 地区 构建新 的社 会关系 网 、维持生存压 力 ，

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时
，
为 获得生存所需 的食

生存和发展 的策略之
一

。 调査发现 ，
移 民 中 已经有一部分青物

， 而表 现出 的
一种生存理性行为 。

Ｐ１其次
，

伴随着搬迁 以及

年与 当地居民 子女通婚 。 在形式上 ，
除了女方嫁到男 方

，
也有中 国社会的 急速 的变迁

，

经 济意识越来越强 ，
当基本生存得

移民 男青 年人赘到 当地居 民家 中
，
组建家庭 。 移 民们普遍感到满后足

，
相关 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利益的 需求 感逐 渐提升

，

觉
，
现在提倡

“

婚姻 自 由
”

、

“

年青 人相互 了解 、相互信任 、能更当 移民能够获得更好的经 济收人时 ，对利益 的 追求就会呈现

好地融人 当地的 风俗与生存习 惯 。

”

出 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
经济价值的 刺激是直观的

，
这 时候

，
移

在角色认同方面
，
虽然移民 们已 经在此 安置落 户 ２０年

，
民 们呈 现出对经济理性的选择与追求 。 正如科尔曼所说 ：

“

满

但无论从 当地居 民还是移 民本身
，
并没有实现从

“

移 民
”

到足生存需 求的条件很低
，
随着 时间 的发展 ，

事件过 程与行 动
“

村 民
”

的转换 。 首先 ，
在称谓上

，
仍会称或者被称为

“

移民
”

；
创造了 完整的位于上层结 构的 利益 ，

只要这 些利益 可 以使最

其次
，

希望得到特殊的 照顾 。 他们 对本群体的 归属感较强 ，
在重要的需求得到 满足

，

对于这些利 益的追求便会 自 发出现 。

”

移民 内部有非常强烈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 以 上可 以看 出
，
移１

４
１再次

，

移 民落户 后 ，也就是从生计恢复到 可持续发展 的过程

民 已经逐渐融人到 当地的生活 中 。中
，
由 于最初 的 融合程度 较差

，
受到 了 排斥

，
随 着时 间的推

（

二
）
社会 理性 的形 成及发展移

，
适应性加强 、 融合度提升 的前提下

，
对社会地位与社会声

社会理性
，
是基于社会学对经济理性的修正和发展而提望也出 现了 的追求

，
这就是社会理性 。 移 民在落户 前

，
与非移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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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享受的社会福利 、社会公共资源差距明 显 。 改变 的 突破 口前提的 情况下
，
并没有 了解 、更谈不上融入当地 的文化 ，

这样

就是落户 和移 民身份 的转换 。就不能够汲取地方性知识 中 的生态智慧 ，
那么

，
如像生态移民

这种选择性虽然表现为 生存理性 、经济理性 和社会理性这些生态 工程便 只能在
一

定程度上对移民 群体的经济状况

的差 异与变 化
，

但这三种理性并不是互不相 干或者相互独有所改善
，
而对 保护生态环境 的见效甚微

，
有时候还会起 到

立
，

而是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 以及 相互转化 的 。 第
一

，
追 求 目阻碍的 作用 。 这就会 陷人

一

个恶性循环
，
而违背了生态移 民

标 的是复合 性决定 了在某
一

时段 ， 移民们 的选 择呈 现出 既追迁移的初衷 。

求生存 目标 、
又追求经济利益

，

还追求社会效益等 。 只 是此阶随着居住年 限的 延长
，
移 民们的 生活得到 了 好转

，
从适

段 的侧重点 不同 。 第二
，
移民对 目 标追求 的 变化是 因 为家庭应逐渐走向 了融人 当 地的过程 。

一

方面
，
移 民们把现居住地

经济条件 的 不同
，
在不 同 的 阶段 、

又或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当 成了 自 己 的 家
，
希望 自 己 的 家园 能够建设 的更好

，
通过保

不 同 等情况 下 ，
移 民会综 合考 虑这些条件和约束 因 素 ，

对 目护 生态环境 ，
也 能使现居住地 的生态 环境得 到改善 ；

另
一

方

标 的追求有所改变 。 第三 ，
从生存理性 、

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面
，
人类学家很早就从 当地人对其 自 身环境的 理解 中所 获得

之间 的关系看
，
层次上有明 显 的区别和联系 。 物质条件 是基的知识证明

，
保护环境 的 最好方法就是保护 当地传统文化的

础
，
物质条件解 决后或者达到稳定后

，
将会对生活 质量 有更存续 。 移 民们解决生活 问题后

，
进入到更髙层次的 需求

，
他们

高层次的追求 。会通过 自 身 的文化 以及地方性知识
，

运用他们 的智 慧
，
达到

同时
，
在 当前社会转型 、社会变迁 的背景下

，
移民 行为的保护生态环境的 目 的 。 就如移 民 的选择行为从生存理性 、

经

演化是有深刻原因 的 。

一方面
，
移 民行为选择的 差异和变化济理性到社会理性过渡一样

，
移 民们保护生态环境 的过程也

是理性追求和选择的 结果 。 在生存理性 、
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从萌发 、扩大 、支持到实 际行动 的

一个过

性等不 同 的理性追求下
，
移民 表现 出生计恢复方式的 不同 偏程 。 实际上 ，

只有在解决生存 问题 ，
并且达到 同当地生活 的一

好
，

做出 的不 同选择 。 另
一方面

，

移民选择行为 的 差异 和变化定程度 的融入之后
，

保护生态环境才会更为可行 。 从而进入

是实践 中行为 和结构相互建构 的结果 。 在 实践中 ，
他们 的理人与 自然的 良性循环的过程 。

性行为受到各种具体情境等结构性因 素的约束和制 约 ，
在这ｉ

种约束下
，

細会随具体龍的变化翻适 目獅行为 。

五 生态移民与其行为选择Ｋ１
一

物 自 身运 动 的源泉和动力
，
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 外部矛

人类 在迁移 的过程 中
，
是同 自 然调和 的

一个过程 ，
伴 随盾 （即外 因 ）是事物发展 、变化 的第二位的原 因 。 内因 是变化

着迁移 ，原居住地和现居住地 的生态环境都会发生
一定 的变的根据

，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
外 因通过 内 因而起作用 。

”

外部

化 。 生态移 民 的 出现及壮大 ，可 以说是 整体 的生态环境 的变因素对于推 动集体行动有着重要作用
，
接下来

，
将分别 从宏

化和 国家发展的 具体情况相结合的 产物 。 生态移 民的 出现及观 因素 和微 观因素宏观来分析移民行为选择的不 同 因素
，
剖

发展
，
受到 生态环境和生态移 民 自 身的影 响 。 这个影 响有 正析各种 因素背景下对移 民行为选择 的影响 。

面的
，
也有负 面 的 。生态移 民所进行 的活动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 。 相关政

就此部分生态移 民 的具体情况 而言
，
首先

，
从 自 然环境策包括国家 以及地方 的政策 。 项 目 扶持是扶持中 的 的另

一

惜

的变迁来 看 ：青藏高原的 强烈 隆起无容置疑对生 态环 境具有施
，
简单说来

，
就是对不能 核定 到 户 到人＾ 移民进行项 目 扶

不容 忽视 的重大影响 。 同 时 ，

历史上青海省进行过４次较大规持
，
主要开展基础设施 项 目 、生产开发项 目

、科技推广项 目 和

模 的开发
，
基本 以屯 田开 荒为 主

，
取得 了经 济 、文 化的 发展

，其他项 目等 。

＾项 目 的大力扶持
，
使移民群体 对 申报的 申报呈

加快文 明进 程 ，
对生态 环境造成不同 程度 的破坏

，
自 然 生物现 出极大的热情

，
并有

“

妖魔化
”

的趋势 。 当然 ，
政府职能 以及

链被弄得支离破碎 ，为可持续发展埋下 隐患 。 所以 ，总体的 生相关 的治理方式的 演变
，

可 以从项 目 中看出来 的 ，这触及到 国

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家 、相关地方有关部门 和基层单位之间 的关系及其建构模式
，

其次
，
生态移 民 由 于其独特 的特性

，
在移 民 行为选 择演还涉及国 家与基层相结合 的视 角 ，

特别涉及到 国家 、地方和

化的过程中
，

也表现 出 同其他 移 民不 同 的特征
，
换句话说

，

也基层的 多重运作机制和行 动逻辑 如何进行博弈等关键性 的

就是移民 和生态环境之间 的关系变化 。 从迁 出地 和迁人地的议题 。

不同情况来分析这种关系 。生态移 民的行为选择 除了受到宏观方面 的如 国 家及地方

人们的 迁移活动 必将伴随着迁 出 和迁人的过程 ，
在这个的 相关政策的 支持和影 响 等

，
行动者 的 主体

，

生态移 民 的 自

过程 中
，
由 于人 口 的减 少

，
人多地少的状况有所改善 。

但是原身也对其 自 身 的选择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 。

居住地生态 环境脆弱 ，居住条件恶劣 ，在移 民离开后 ， 由 于交个人选 择偏 好是指行动者如何 看待他 的 已 经得到 和将

通不便等原 因
，
本身 的 自然环境并没有 得到很大程度 的缓解要获得的东西 ，这决定行动者需要什么 。

？
偏好是怎样形成的

或者提高
，
原居住地居住 的农 民还是处于贫困 的状态 。呢 ？ 有

一

些欲求诚然是先天具有 的
，
但转化为需要

，
却要受到

迁人地是生态移 民的 出 口 问题 ，如果无法找到合适 的 移后天习得 的知识 的影响
，
这些知识决定 了行动者对可满 足欲

民迁人地
，
便无法实施生态移 民 。 选择迁人地有两 个方 向 ：

一求 的事物 的认知 ，从而决定 了 他满足欲求 的 可 能范围
，

以 及

是城镇 ，
二是农业 区 。 就像此部分移 民

，

迁人 地的足够 的质量更偏好哪种 可能
；
这种知识体 系也包括行动 者的 价值观念

，

好 的耕地
，
身份确认后 的 土地政 策 ，

也保证 了 移 民们稳定 的这也影响着行动者的偏好 。

生产 资料
，
使生态移 民能够安心 。从移 民们迁移的 动机可以 看 出

，

“

寻求生存
”

是最适 合当

所不 同 的是
，
现居住地随着人 口 的增 多

，
当 地 的 自 然环时移 民们迁移 的心态 。 当移民 们 的身份得到认可后

，
开始享

境 和人 文环境都 受到 了一定程度 的影 响
，
移 民们 在以 生存为受到各种优 惠 的 政策

，
得到 国 家的 扶持

，生计恢复是
一个相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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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影 响移 民行为选择 因素 的宏观因 素分析

对较长的过程 。 在生存得 以满足的条件下 ，个人选择偏好发图 ３影响移民行 为选择因 素 的微观 因 素分析

生了 变化 ， 需要 注意的是 ， ，
农 民 以

“

维持原状
”

、

“

避免风 险
”

为偏好
，
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

利润
”

。 而个人选择偏好的改环境 、 破坏环境 ； 在融人 当地 生活 、 可持续发展 的 阶段 中 ，
他

变离不开特定 的情境
，
其次

，
这种变化是一个持续 、动态 的过们环保意识萌 发 、环保意愿增强 、并参 与环保行动 ；

从人 与环

程 。 持续性是指这种变化并不是偶 发或 间断 的 。 是行 为 内在境 的恶性循环 到人与环境的 良性循环 ，
完成 了脱变的 过程

，

的最 为本质的 真实 的体现 。体现 出此群体的 特性 。

其次
，
移 民所做出 的选择行为

，
都 和家庭未来的 发展 走生态移 民 项 目 的初 始是 以 保护 生态环境和解决贫 困 为

向息 息相关 的
，

必然与家庭 的各方面行为相互影响 。 家庭 的目 的
，
但是政府乃至移 民 都忽视 了 对现居住地的生态环境 的

经 济状况 、成员 间 的关系
、
成员 的素质等都会对其选 择行 为保护

，
这样就容易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
保护 了原居住地

，
却破

造成影响 。 而家庭 内部能影 响选择行 为 的 因素主要有
：

一是坏 了现居住 的生态环境 ，
不是长久之计。 但是 本文中 的生态

家庭结构
，
家庭的功能等 。 移 民家 中男孩 、女孩性别结构不同移 民 已经逐渐意识到环境对其的重要性

，
这 种主动性 的 、有

时
，
选择的 方式也存在差 异 。 这主要表现为男孩可以 更多的意识的环保意愿的 萌发和意识的 加强

，
能够更好 的开展环保

接受培训
，
参加 培训

，

远距离 的外 出务 工等
，
女孩则在 家务农行动 。 所 以

，
政府 、生态移民 都要从

一

开始就有 这种意识
，
保

或者选择附近的地方打工。 不 同 的选择
，
收益也不 同 。护现居住地的生态环境 。 同 时

，
因为生态移 民群体经历过生

同时
，
大多数学 者都认为

，
社会资本是嵌 人在社会关 系态环境的 恶化

，
所 以如果能够通过宣传 、 教育等 多种方式

，
对

中 的 资源
，
当行 动者希望 达成 目 的 性行动时

，

可 以动用社会已 经搬迁的生态移民进 行普及
，

也会成 为环境保护 的 中坚力

资本 。 社会资本是对社会关 系 的投资
，
行动者通过社会关 系量 。

可以使用和获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 。


此群体 的 家庭 的社会 资本主要 是基于移 民 各种社会关注释 ：

系而构成的 资源 。 这种关 系资源 ，
从构成 内容上看

，

主要包括①欧 阳 觅 剑 等 ： 《社 区 的 构成 》 。 本 文获 １ ９９９年 北京 大 学

财 富 、权力和声誉 。 从数量上看
，
包括关系 网络的规 模大小

，挑战杯 论文评 比一等奖 。

网络拥有的资本容量的多少 。 从现实来看 ，
移 民 的社会关系

基本上是基于熟人 、亲属关系而建立起来 的 ，
是一种 以 亲缘

、参考文献 ：

地缘为依附的社会资本 。［
１

］
文 军 ．从生存理性到 社会理性选择 ：

省 代 中 国农 民外 出

社会资本对移 民选择行为的影响
，
既体现在观念上

，

也就业动 因 的社会学 分析
［
Ｊ］

．社会学研究
，
２００ １

，
（
６

）

．

体现在 目 标上 。 其 中 ，
家庭社会 资本对移 民 的选择行为 既有Ｐｌ

Ｇ ｏｌｅｍ Ｅｕｉ
，Ｊ ＞Ｓ ＿ Ｆ

＂

ｏｕｎｄ ￡ｉｔ ｉｃｍｏｆＳｏｅ ｉａｌＴｈｅｏｒ
ｙＰＭＪ

．

积极 的影响
，

也存在消极 的影响 。 积极的影 响表现在家庭社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 ｅ
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Ｐｒｅｓ ｓ

，
１ ９９０ ： １５ ．

会资本多
，
关系 网络多

，
刺激移 民

，
期 望获取更 多 的利益 。 相［

３
］
黄祖 军 ．农户 对子女教 育投入行 为 的逻辑研究

［
Ｄ

］
．上海

反
，
消 极影响则指这种丰富 的社会关 系 网络反而催生 了移民大 学

，
２０ １０ ．

“只 重关系
，
忽视劳动

”

的观念 。 ［
４

］
詹姆斯 ．

Ｓ
？ 科 尔 曼 ．社会理论 的 基础

［
Ｍ

］
． 邓 方译 ． 北 京 ：

总而言之
，
结构与行动 的关 系视 角在剖析移 民行为选 择社会科 学文 献 出 版社

，

２００８ ：４７６ ．

中具有较强的 解释力
，
将移 民行 为选 择视为结构与行动 相互 ［

５
］
王 沛 沛 ． 富裕之路 ：

水库移 民 创 业支持及其行 动基

作用 的产物
，
将移 民

“

嵌人
”

特定 的结 构中考察其行为选择 的于温 州地 区 的 个 案研 究会
，
２００７

， （５ ） ．

过程 以 及行为对结构 的 反作用
；
同 时

，
将 时间 和 空 间 的维 度 ［

６
］
折晓叶 等 ．

项 目 制 的分级 运作机制 和 治 理逻辑——对

加人结构与行动的 互动 之中
，
考察移 民生计恢复全过程的行项 目 进村的 案例 的社会 学分析

［
Ｊ
］

． 中 国社会科 学
，
２０ １ １

，
（
４

）

．

为逻 辑演化 ，

一

方 面 ， 移民 行 为选择是在特定历史 时空条件

下做 出 的
，
另
一

方面
，
移民行为也会反作用于 特定历 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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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的 生态移 民是政府 主导型的 、 自愿性 的生态移民 。

在移 民理性选择的不 同 阶段
，

他们 和环境之间 的 关系也表现
＿

的不 同 。 就此部分群体来说 ，
在生计恢复的 过程 中

，
他们利用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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