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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安置方式在西藏某水电站
开发中的分析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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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库移民安置是伴随着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产生的,
 

它与当今世界面临的人口、
 

资源、
 

环境等问题密切相

关,
 

而西藏是一个以少数民族藏族居民为主的地区,
 

水电工程建设所带来的征地移民安置问题是目前影响西藏地

区水电开发的难题之一.
 

以西藏某水电站为例,
 

在计算分析移民安置人口和移民环境容量的基础上,
 

定性分析了5

种移民安置方式的适宜性,
 

结合其移民安置方式、
 

环境容量以及安置方式适宜性进行分析评价并得出结论,
 

该水电

站采取以逐年货币补偿为主的安置方式是较为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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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某水电站作为怒江上游规划12级方案的第10级,
 

水库与上游拉龙水电站相接,
 

下游与昂曲

水电站相接,
 

规划阶段初拟正常蓄水位2
 

525.0
 

m,
 

正常水位以下库容约36.197亿 m3,
 

装机容量

2
 

900
 

MW,
 

初拟坝型为混凝土双曲拱坝,
 

利用水头243
 

m,
 

初拟最大坝高295
 

m.
 

其开发任务以水力

发电为主,
 

同时兼有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效益.
 

主要建筑物级别为1级,
 

次要建

筑物为3级.

1 某水电站生产安置人口计算

生产安置人口是衡量移民安置任务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
 

生产安置人口的确定应以设计基准年的资料

为计算基础,
 

按计算单元,
 

考虑自然增长人口计算至规划设计水平年[1-4],
 

计算公式如下:

R=∑Ri×(1+k)
(n1-n2) (1)

Ri=
S征收 +S其他

Si征前

Ri基准

×Ni内 (2)

式中:
 

R 为规划设计水平年生产安置总人口数;
 

Ri 为计算单元设计基准年的生产安置人口数;
 

Si征收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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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单元设计基准年征收的耕(园)地面积;
 

S其它 为其它原因造成原有土地资源不能使用的耕(园)地面

积;
 

Si征前 为计算单元设计基准年征地前的耕(园)地总面积;
 

Ri基准 为计算单元设计基准年农业人口数;
 

i
为计算单元数量;

 

k为人口自然增长率;
 

n1 为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水平年;
 

n2 为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基准

年;
 

Ni内 为该计算单元征地处理范围内耕(园)地质量与该计算单元耕(园)地质量的级差系数,
 

可采用公

顷产值差异进行分析计算.
但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的规划设计水平年生产安置人口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即:

R ≤R基准 ×(1+k)
(n1-n2) (3)

式中:
 

R基准 为设计基准年农业人口总数.
对以牧区草地、

 

林区林地、
 

养殖水面或经济林地为主要收入来源者,
 

可参照耕地的计算方法计算.
西藏地区大多数县是半农半牧县,

 

因高原气候条件差等原因,
 

许多地区的第一产业收入以牧业为主,
 

某水电站淹没乡镇也具有同样特征.
 

因此某水电站生产安置人口计算是征收的耕园地和草地数量除以该乡

镇建设征地前人均数量(线上耕地面积根据土地详查资料,
 

结合实地查勘确定),
 

分别算出耕地的生产安置

人口数和草地的生产安置人口数,
 

再根据农牧业对农牧民收入的贡献率,
 

折算出最终的生产安置人口,
 

并

考虑人口自然增长计算至规划水平年[5-7].
经分析计算,

 

该水电站规划水平年生产安置人口分别为1
 

907人,
 

其中水库淹没影响区为1
 

741人,
 

枢

纽工程建设区为166人,
 

搬迁安置人口2
 

325人.
 

见表1.
表1 水库淹没影响区生产安置人口计算

序号 乡镇

耕   地
总人口/

人

总面积/

hm2
人均面积/

(hm2·人-1)

建设征收

面积/hm2
生产安置

人口/人

牧 草 地
总面积/

万hm2
人均面积/

(hm2·人-1)

建设征收

面积/hm2
生产安置

人口/人

折算生产

安置人口/人

水平年生产

安置人口/人

1 扎玉镇 853 60.98 0.29 23.56 269 1.41 72.58 672.07 39 288 332

2 绕金乡 1
 

936 84.15 0.33 22.49 582 2.16 96.23 635.04 75 594 683

3 中林卡乡 910 0.18 0.83 33.11 180.29 20 20 23

4 下林卡乡 2
 

609 115.18 0.51 42.39 582 2.32 94.83 764.69 87 612 703

合计 87.85 1
 

433 2
 

252.10 221 1
 

514 1
 

741

2 环境容量分析

移民环境容量分析本着“达到并超过原有生产生活水平”的原则,
 

使安置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

环境良性循环,
 

对安置区原住居民不产生大的影响.
某水电站建设征地涉及昌都地区左贡县4个乡镇21个行政村,

 

建设征收征用耕地主要集中在绕金乡

和下林卡乡,
 

分别占乡总耕地面积的36.37%和27.74%,
 

征收草地面积分别为2.29%和2.11%,
 

其他各

乡镇受征地影响均较小,
 

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某水电站库区各乡镇征地影响分析

序号 乡镇
耕  地

总面积/hm2 征收面积/hm2 影响比例/%

草  地

总面积/hm2 征收面积/hm2 影响比例/%

1 左贡县 3
 

788.70 100.35 2.59 382
 

051.11 2
 

278.75 0.63

2 扎玉镇 640.23 29.34 4.58 38
 

345.29 705.19 1.84

3 绕金乡 80.32 29.22 36.37 28
 

255.42 648.22 2.29

4 中林卡乡 330.51 44
 

685.37 205.89 0.46

5 下林卡乡 150.67 41.79 27.74 34
 

107.79 719.4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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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对某水电站生产安置环境容量进行分析,
 

采用以种植业安置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库区移民安置的需

要,
 

而逐年补偿不受环境容量的限制.
 

从环境容量分析来看,
 

某水电站移民生产安置方式适合采用逐年补

偿安置方式,
 

各种安置方式环境容量见表3.
表3 某水电站生产安置环境容量分析

序号 生产安置方式 环境容量(人) 备  注

1 种植业安置 651 ①地库村土地开发区;
 

②村内调剂土地.

2 第二三产业安置 381

3 养老保险安置 476

4 逐年补偿安置 不受环境容量限制

5 投亲靠友等 286

  其中,
 

种植业安置可根据某水电站库区实际情况,
 

移民获得土地主要有以下途径:
 

1)
 

开发现有宜农荒

山、
 

荒坡等,
 

建成高标准的耕园地安置移民;
 

2)
 

对现有坡耕地、
 

中低产田,
 

配套农田水利设施,
 

科学施肥,
 

调整种植结构,
 

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
 

调整后安置移民.
第二三产业安置方面,

 

某水电站库区可依托318国道和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县城的辐射作用,
 

积极发展运输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等,
 

多渠道、
 

多门路安置移民.
 

依托水资源、
 

旅游、
 

矿藏及土特产品

的优势资源,
 

可以发展畜产品加工企业.
 

另外,
 

也能够以开发旅游和地方特色商品为重点,
 

抓好藏毯、
 

氆氇、
 

藏刀、
 

民族服饰等特色民族手工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其安置容量,
 

初步按生产安置人口的20%
来进行分析,

 

即381人.
养老保险安置参考邻近省级有关部门已有的养老保险政策,

 

某水电站养老保险安置的适用对象主要是

超龄(男性满55周岁、
 

女性满50周岁)或丧失劳动能力的移民,
 

或18周岁以下的孤儿.
 

通过采取养老保险

安置方式,
 

可以满足超龄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移民对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
 

根据某水电站征地影响区人口

年龄结构,
 

并考虑到2026年规划水平年的时间跨度,
 

对于养老保险安置方式的安置容量,
 

初步按生产安置

人口的25%来进行分析,
 

可安置移民476人.
投亲靠友安置在结合移民自愿的条件下,

 

可以通过赡养、
 

抚养关系,
 

进行投亲靠友,
 

初步按生产安置

人口的15%来进行分析,
 

可安置移民286人.

3 移民生产安置方式适宜性分析

3.1 农业安置

水电站建设大多在高山峡谷地段,
 

河谷地区以农业耕种为主,
 

而农业安置方式的好处在于移民安置后

不改变其原有的生产方式能够继续从事种植业,
 

方便适应新的生活,
 

最容易为移民接受,
 

也是现行移民安

置方式中较为常见、
 

应用较广的安置方式.
 

由于某水电站淹没涉及各乡(镇)土地资源总量大,
 

而可利用后

备耕地资源不足,
 

工程建设征地涉及该区域耕地资源多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河谷地带,
 

电站建设征

地造成的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损失数量较多,
 

恢复难度较大,
 

且库周剩余耕地资源少、
 

质量不高、
 

产

量较低,
 

人地矛盾突出,
 

该区域进行耕地资源筹措有很大困难.
 

同时怒江峡谷地带河道下切强烈,
 

地形复

杂,
 

干流河段基本无阶地、
 

漫滩分布,
 

该区域土地、
 

气候、
 

光热、
 

水利等自然利用条件相对较差,
 

生态环境

脆弱,
 

库周剩余可供开垦为耕地的荒草地资源数量也有限.

3.2 第二三产业安置

根据该水电站移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大部分移民没有一技之长,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特

点,
 

对于安置前从事二三产业的移民可进行二三产业安置.
 

但对于原从事农业的移民,
 

有从事二三产业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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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人也较多,
 

该部分移民很多无相关经验和技能,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进行相关培训和引导,
 

通过政府相

关部门和电站项目法人创办企业,
 

移民进入企业工作,
 

或由移民自办企业、
 

移民自寻就业门路从事二三产

业,
 

但该安置方式无法大规模实施.

3.3 投亲靠友安置

投亲靠友安置是移民自主自愿选择的,
 

有利于移民的心理平衡,
 

减轻移民安置后的他乡异客之感,
 

因

此后期稳定性高.
 

选择投亲靠友安置移民,
 

需要移民自身拥有一定的可靠亲缘社会网络资源,
 

其安置地能

够调剂足够的土地资源满足安置要求.
 

选择投亲靠友赡养、
 

抚养安置的,
 

其亲友要具备赡养、
 

抚养能力和

条件.
 

到目前为止,
 

很大部分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中均采用过该种安置方式,
 

但受适应条件制约所占比重

都不太大,
 

例如四川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生产安置移民为8.6万人,
 

移民选择投亲靠友自主安置1.8万人,
 

占安置总量21%.
 

根据某水电站移民民族、
 

宗教、
 

社会网络关系的特点分析,
 

该安置方式仅可作为一种辅

助安置方式.

3.4 养老保险安置

养老保险安置的移民,
 

是目前城市建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式主推的一种,
 

这种安置方式安置的移民,
 

一般到法定退休年龄就能按月领取养老金,
 

因此深受老年移民的欢迎.
 

但对于年轻劳力,
 

要到二三十年后

才能领取养老金,
 

这段期间,
 

如果自身没有特别的生活技能,
 

则维持或提高原有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的可

能性将受到很大威胁,
 

对这部分人群而言,
 

二三十年后能否保证拿到养老金也是一个很大的顾虑.
 

因此,
 

在水电工程中,
 

只对符合年龄条件的老年人安排这种安置方式.
 

同时,
 

由于养老保险除被征地农民缴费外,
 

一部分还需地方财政补贴,
 

因此养老保险安置方式目前在经济较发达或地方政府有相关财政政策的地区才

有可行性.

3.5 逐年货币补偿安置

水电站建设使移民失去了原有全部或部分耕地、
 

园地等土地资源,
 

采用逐年货币补偿安置后,
 

因在比

较长的时间内,
 

不需从事原来的劳动即可获得一份长期固定的收入,
 

并且采用这种安置方式而闲置的劳动

力可进城务工或寻找新的生产和就业门路,
 

不仅城镇化建设可以得到加快,
 

还能进一步拓宽移民收入来

源,
 

进而减少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逐年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移民较为愿意接受,
 

该种安置方式将农

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土地资源的配置不再成为搬迁的制约因素,
 

同时也最大程度地满足移民的后靠愿

望,
 

更方便利用后备资源.
根据该水电站所在区域,

 

进行农业安置、
 

二三产业安置、
 

投亲靠友安置、
 

养老保险安置以及逐年货币

补偿安置等的对比分析,
 

可发现逐年货币补偿安置方式为最适宜的安置补偿方式.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环境容量分析、
 

安置方式适应性分析,
 

根据某水电站后备耕地资源不足,
 

电站建设征地造

成的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损失数量较多,
 

恢复难度较大,
 

且库周剩余耕地资源少、
 

质量不高、
 

产量

较低,
 

人地矛盾突出,
 

耕地资源筹措困难大的特点,
 

以及该区域库周基本无阶地、
 

漫滩分布,
 

土地、
 

气

候、
 

光热、
 

水利等自然利用条件相对较差,
 

生态环境脆弱,
 

库周剩余可供开垦为耕地的荒草地资源数量

有限的现实,
 

结合该区域居民文化教育水平较低、
 

劳动技能较差,
 

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很大,
 

且对资源

进行划界管理,
 

移民外迁困难的现实情况,
 

经综合分析比较,
 

在该水电站采取以逐年货币补偿为主的安

置方式是较适宜的,
 

并辅以投亲靠友安置方式,
 

移民自办企业、
 

移民自寻就业门路从事二三产业方式,
 

以及农业安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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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rvoir
 

resettlement
 

is
 

accompani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blems
 

of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aced
 

by
 

the
 

world
 

today.
 

Tibet
 

Autonomous
 

Regionis
 

the
 

only
 

Tibetan
 

inhabitant-dominated
 

area
 

in
 

China.
 

At
 

pres-

ent,
 

the
 

problems
 

of
 

land
 

expropriation
 

and
 

inhabitantresettlement
 

brought
 

about
 

by
 

hydropower
 

projects
 

are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affecting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Tibet.
 

Taking
 

ahydropower
 

station
 

in
 

Tibet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settlement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

mental
 

capacity
 

of
 

the
 

resettlement
 

population,
 

the
 

authorsqualitatively
 

analyze
 

the
 

suitability
 

of
 

five
 

reset-

tlement
 

modes
 

in
 

this
 

paper,
 

and
 

evaluate
 

the
 

resettlement
 

mod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suitability
 

of
 

the
 

resettlement
 

mode.
 

They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hydropower
 

station
 

to
 

adopt
 

the
 

resettlement
 

mode
 

of
 

annual
 

monetary
 

compensation.

Key
 

words:
 

hydropower
 

migration;
 

resettlement
 

mod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suitabil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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