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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述了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移民迁徙历史；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水库移民工程理论与实践成
果；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西部地区水库移民的特点和难点；探讨了各种移民安置模式；在构建移民社会
保障体系、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移民补偿政策，以及移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与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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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针对西部水库移民的相关研究还较少，现行的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也多有不适用之处。
因此，深入、系统地分析西部水库移民的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从而为移民
补偿安置政策制定与完善提供科学的依据。
　　首先，西部水电开发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动移民缓解贫困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但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缺乏长效保障机制，相当部分水库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生活水平依然很
低，返贫现象十分严重，从而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
因此，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水库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命
题。
　　其次，水电开发具有“负外部性”效益，特别是对于地处江河上游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而言，对
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也充分体现在如何进行移民安置的环节中。
因此，如何平衡协调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移民的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深
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三，西部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往往构成了移民工程中关键的和敏感的问题。
因此，如何从文化层面上正确分析、理解这些问题，从而提出可操作性的补偿方式与标准，是西部水
库移民工程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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