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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要分析了传统以土安置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方式存在的缺陷,论述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的基本概念,以及其中存在

的各类问题与诱因,之后提出切实可行的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策略,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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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与搬迁安置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涉及各种各样

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当前,移民安置已成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新农

村经济建设环节需要面对的重点难题。为此,建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

农村建设相互契合显得尤为重要。 

1 以土安置移民方式存在的缺陷 

在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占用一部分农耕

地或山林地,甚至是破坏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资源损耗与资金浪费。另外,

让本地居民搬离赖以生存的家园,单纯以置换土地或财务作为经济补偿方

式,或多或少都会使居民产生不平衡心理,一方面阻碍水利水电工程的正

常施工,另一方面干扰社会秩序。 

另外,征地补偿费用偏低,未充分考虑移民的长远生计。通常来说,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多以“政府定价”的方式进行补偿,而这极易导致为节约

投资成本,降低补偿金额标准的问题。若补偿金额标准过低,则会激化政府

部门与基层群众的矛盾,影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再者,部分地区单纯采取

一次性发放安置费用的方式,未能充分考虑移民的长远生计,这使得移民

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无法另谋职业,只得坐吃山空,失去经济来源。而这也

极大的抑制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除此之外,人地矛盾突出,以土安置移民难度加大。伴随现代化城市建

设范围的扩张,大量的农耕地与山林地被占用,呈现出人多地少的尴尬局

面。由此,单纯以土安置移民的方式受到极大的限制。若强行沿用以土安

置移民的方式,则会进一步降低人均耕地占有量指标,制约农业经济,乃至

整体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简而言之,以土安置移民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农耕地无序占用、安置补偿标准过低、人地矛盾三方面。 

2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的核心内涵 

2.1长期补偿机制的基本概念 

为有效化解征地移民环节存在的人地矛盾,压缩工程初期投资成本,

维护社会关系稳定,保障移民的根本权益,建立移民安置长期补偿机制显

得尤为重要。 

移民长期补偿机制的基本概念如下所述：将工程项目法人和失地居民

看作是相互独立的利益个体,引入成果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发展理念,维护

双方的合法权益。 

2.2长期补偿机制存在的缺陷与诱因 

现行长期补偿机制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性问题。

接下来,本文将从不同层面剖析这些实际问题。 

首先,从决策层面体现出的问题如下：①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

机制立法工作存在严重的滞后性；②以土安置移民补偿方式与现行土地管

理办法相冲突；③各区域长期补偿机制的执行存在差异,进一步激化移民

与政府部门的矛盾；④长期补偿机制预算费用未划入工程项目合法成本,

这极大的增加了后续补偿资金支付风险；⑤长期补偿机制缺少就业保障功

能,无法保障移民的长远生计。 

其次,执行层面的问题如下：①长期补偿机制缺乏前瞻性,往往会造成

大量的资源损耗与资金浪费；②规划内容与执行方式不统一；③与多样化 

还需要更深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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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补偿形式缺乏协调性；④长期补偿管理未能实现常态化；⑤长期补偿

机制尚未完善,极易导致矛盾升级；⑥长期补偿机制执行力度不足；⑦编

制安置补偿方案环节存在人员越级管理现象。 

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如下所述：①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

制的核心内涵始终未达成共识；②法律法规不健全、实施标准差异化较大、

各部门缺乏协调、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长期补偿机制与原有的土地管理

发、移民法等存在矛盾,使得其备受质疑；③长期补偿机制的资金兑付保

障机制不健全,极易受到电价、水价等市场客观因素的干预,且缺少科学合

理的风险管控手段；④移民对长期补偿机制缺乏客观认知,对长远生计缺

乏信心,再加上就业形势严峻,这极大的降低了移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⑤部分地区未能合理划定普通移民与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致使贫困移民

无法维持长远生计。而且社会保障部门也缺乏对贫困移民安置补偿的重

视；⑥当工程临近尾声或者正式投入使用后,针对移民长期补偿机制如何

推出这一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极易激发矛盾,影响社会关系稳定。 

3 促进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整合的

践行路径 

在新时期背景下,预促进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

设的有机整合,应全面推行多样化的移民安置补偿形式,代替传统单一化

以土安置或资金补偿形式；优先建设移民安置区,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

优化城乡发展结构调整；就近集中安置居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下面

将对其进行详细论述。 

3.1全面推行多样化移民安置补偿方式 

在移民安置补偿过程中,采取前期土地或资金补偿,与后期新农村建

设双管齐下的运维模式,增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法律意识与维权意识,

提升搬迁安置后的生产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 

另外,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要优选对移民安置区进行建设,促进移民

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整合。通过优选建设移民安置区,可以

快速增强移民生产力,改善生活条件,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移民无以谋生,境

遇窘迫的问题。总而言之,采取多样化的水利水单工程移民安置补偿方法,

代替以往单一化的以土安置和资金安置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优化移民的

生产生活水平,加快区域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目标。 

3.2完善建设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区,优化城乡结构 

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化解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中

的经济纠纷。当前,在移民经济补偿过程中,各基层政府部门可以顺应市场

经济发展趋势,采取按评估价进行经济补偿的方式。与此同时,秉承以人为

本的基本原则,根据移民的客观需求,调整补偿费分配比例,尽可能的维护

移民的根本权益。此外,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优选建设符合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标准的移民安置区,一方面有效弥补传统以土安置补偿方式存在的

缺陷,另一方面改善农村环境,帮助移民适应新环境,尽快投入生产,使生

活回到正轨。 

3.3就近集中安置移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传统以土安置模式中,移民要背井离乡,而这也致使一小部分居民

强烈反对搬迁,甚至干扰搬迁,这极大的增加了移民工作难度。为此,就近

集中安置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不仅可以避免居民因更换生活环境与政府部

门发生矛盾冲突,还能够让移民优先享受到水利水电工程带来的发展优

势。这与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的初衷不谋而合。同时,也为移

民搬迁安置工作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有利条件。 

也就是说,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优先建设移民安置区,不仅可以让水

利水电工程移民优先享受长期补偿机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双重政

策好处,还能加快区域经济建设与人文主义建设进程,维护库区社会关系

的稳定,进而为新时期社会发展提供助力。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促进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

整合,能够有效化解移民搬迁安置的矛盾,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加快

区域经济建设进程。也只有促进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

建设的有机整合,才能实现移民安置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生产

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真正实现全民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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