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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水北调工程浩繁，影响深远，有关南水北调项目影响的评估已经非常丰富。
2005年，我们非常荣幸地承担了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
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5JZD00017）。
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攻关项目，如何破题，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的考虑，南水北调作为一项重大工程，其对地区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南水北
调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案例，它是一个典型的外在力量冲击、影响区域发展、社
会变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案例。
我国正在经历重要的社会转型，大型项目的建设，改变了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格局，并直
接造成大量的非自愿移民，如水库移民、生态移民、大型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城市拆迁失地移
民等，这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与其他受到重大经济社会政策影响的人群如下岗职工类似，经历了职
业、环境等多方位的改变，并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
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态状态，只不过大型工程的外力冲击在强度
上更大、在转变时间上更短。
因此，外力冲击条件下的利益相关方协调问题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就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因素和带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课题。
我们将外力冲击和内源发展作为研究的主题，以南水北调工程为案例，以相关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
移民能力建设为重点，开展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有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二手数据的采集，有相关
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与归纳，印象最深的则是我们研究团队40余人在库区的深山里入户实地访谈调研的
经历。
2007年整个上半年，前期以深入相关的工程管理部门、地区、村镇进行焦点访谈为主，后期以深入村
和农户的问卷调查为主。
在重点访谈阶段，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大部分地区，长江水利委员会，南水北调办
公室，湖北的襄樊市，丹江口库区，郧县的柳陂，河南的南阳、淅川、邓州⋯⋯层层地走访与调研，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有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对南水北调工程项目的高度重视与一手材料的深入分析，有对困难与风险的清
醒认识，有对责任与义务、利益与损失的清晰表达，有农民兄弟对过去生活的知足、搬迁中遭遇困难
的求助、对未来生活的担心与憧憬。
30多年的土坯房、尘土飞扬的黄泥路，他们那种对现实的坦然接受、在“遥遥无期”待迁中的无奈、
等待中面对困难的无助等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一路上的热情、一次次访谈中的期待，最终都化成一个目标，那就是实现关联影响区域的健康发展，
让当地的农民富裕起来，让落后地区发达起来，让那些边缘化的地区借助大项目的外力冲击，在实现
资源再配置的过程中，引入新的机制和体制，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机制，推进地区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于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被提出来：如何形成经济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借此实现一个地区的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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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正在经历重要的社会转型，一些大型项目的实施，改变了地区和群体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生存状
态。
如何解决好外力冲击条件下的利益相关方协调问题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因素和带有普遍意义的课题。
本书将外力冲击和内源发展作为研究的主题，以南水北调工程为案例，利用相关区域的实证材料、包
括库区农户调查查数据，提出了以能力损失和重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重点研究了影响区域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移民能力建设、利益相关方协调机制和管理创新等内容。
    本书适合区域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事移民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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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投资、项目建设与区域发展重大工程项目的规划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进行战略投资、
干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切人点。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对区域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从解放初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主
要推行了地区间均衡发展的战略，为了改变东西部之间差距过大的局面，开发利用中西部丰富的自然
和人力资源，同时也考虑到战备需要等多种因素，在宏观政策上采取了向内地倾斜的政策，除通过向
内地搬迁工厂、调配人员支援内地，调整原有生产力布局外，在安排建设投资方面明显偏向西部地区
，虽然“一五”计划时期的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东中部地区，但投资西移的局面初步展开。
“二五”和三年困难时期，东部地区投资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
到“三五”时期，投资向西倾斜达到极点，东部地区的投资只占全国的26.9％，而中部和西部分别占
到29.8％和34.9％。
此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投资向内地倾斜的趋势仍然十分明显。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国民经济活动主要按照部门、行业即“条条”来组织
，地区经济基本上完全受制于部门、行业政策；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生产力宏观布局的职能等大多
也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小。
区域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制定、依靠指令性计划、借助中央直接投资、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实施；
区域政策的目标主要是迅速改变生产力布局过分倚重于沿海地区的严重不均衡状况，并且考虑到战略
的需要，在原先工业几乎是空白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推进工业化，以开发其优势的能源、矿产资源以及
培植现代工业体系。
这其中又可分为若干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改变经济活动、
特别是工业生产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的格局，加快内地经济的发展。
“一五”计划明确提出，“为了改变原来地区分布不合理状况，必须建立新的工业基地，而首先利用
、改造和扩建原有工业基地是创建新工业基地的一种必要条件”。
强调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要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利用其工
业基础和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基地创造条件。
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兴建国有企业等措施，促进工业布局的重点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空间经
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在“一五”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在各地区的分配：沿海占36.9％，中部占28.8％，西部占18％，中
西部地区合计投资比沿海高出9个百分点；由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沿海占1／5，内地占4／5
。
通过这段时间的建设，为内地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
特别是一些重大项目，投资效果较好，发展后劲较大，成为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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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
究”（项目批准号：05JZD00017）的阶段性成果。
书稿是项目组共同智慧的结晶，具体执笔的章节分别为：杨云彦执笔完成第一章，徐映梅执笔完成第
八章，陈浩和杨晓军执笔第2.1节、4.1节，郭庆汉执笔第2.2节，何雄执笔第2.3节、7.5节，何雄、程广
帅和全威执笔第2.4节，石念，徐映梅执笔第3.1节，张提、徐映梅执笔第3.2节，周维维、徐映梅执笔
第3.3节，陈攀执笔第3.4节，汤栖、徐映梅执笔第3.5节，黄瑞芹第3.6节，李灿、徐映梅执笔第3.7节，
胡静执笔第3.8节，程广帅执笔第3.9节，徐映梅、杨云彦执笔第3.10节，石智雷执笔第4.2节、4.3节
、5.4节、6.2节，康明新执笔第4.4节，刘云忠、徐映梅执笔第5.1节，熊鑫、庞娟执笔第5.2节，关爱萍
执笔第5.3节，杨云彦、关爱萍执笔第6.1节，凌日平执笔第6.3节，秦尊文执笔第6.4节，梁辉执笔第6.5
节，杨云彦、凌日平执笔第7.1节，杨云彦、石智雷执笔第7.2节、7.4节，成艾华执笔第7.3节。
全书由杨云彦统稿。
项目在进行过程中得到多方支持，教育部社科司袁振国司长、张东刚处长等对项目提出了重要的指导
性意见，伍新木教授及多位专家对项目开展提出了宝贵建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科研处张中华副校长
、科研处姚莉处长等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多方支持，项目在调研过程中还得到长江水利委员会、湖
北省移民局、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十堰市、襄樊市、南阳市、丹江口市、郧县、淅川县等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配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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