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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水利工程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移民安置是水利工程项目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水利工程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和前提,

所以做好移民安置工作非常必要。因此,本文结合最新的国家政策对水利工程移民生产及生活安置方式进行了剖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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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移民先行”,移民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水

利工程建设,涉及范围片大面广,征地数量较大,产生大量的生产及搬迁移

民。因此做好水利工程移民的规划与安置,选择合适的安置方式,保证移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解决移民群众的民生问题至关重要。 

1 影响新时期水利工程移民安置问题的因素 

1.1探索创新移民生产安置方式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多数水利工程建设征地移民采用以大农业安置为基础的生

产安置方式。大农业安置方式要求移民安置区必须具备足够的可调剂、开

发和使用的土地资源,对环境容量要求较高。但随着水利工程开发数量的

增加,移民人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地区移民安置环境容量不足,特别是土

地资源,给大农业安置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土地制度的不断完善,现行的大农业

安置为主的安置方式已无法适应移民安置工作的需要,制约着移民安置

工作
[1]
。2013年1月31日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并于2018年底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十九大报告中以及新

版《土地管理法》中就提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提

出,“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这一系列土地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从农民手中调剂出土地,重新分配的可

行性越来越小。因此,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移民群众

意愿,需探索创新移民安置方式。 

1.2分散安置新址征地不易落实 

相对于大中型水利工程来讲,小型及线性水利工程容易产生零星的搬

迁安置人口,这部分人的生活安置一般采用分散安置的方式,但在现实操

作中,由于分散的移民数量较少,易忽略这部分人的意愿选择及安置政策

的制定,尤其是分散安置新址征地不易落实。 

分散安置的移民一般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或本村后靠安置,后靠安置

的实施又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由于国家政策规定新址征地不能占用基本农

田,现行村庄周边可用来安置的土地资源较少,新址征地位置不易落实。另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的加快,村庄内出现了大量的空闲房屋及宅

基地无法利用。 

2 新时期水利工程移民安置的途径 

2.1长效补偿方式的提出 

移民长效补偿机制是以移民被淹没法定承包耕地前3年的农作物平均

产量为原始依据,根据当地粮食主管部门公布的粮食交易价格确定耕地平

均年产值,采取货币形式对移民实行逐年补偿,相当于移民每生产周期领

取一份“工资”。长效补偿是货币补偿的一种形式,货币补偿分为一次性货

币补偿和长效补偿机制两种。从意愿征求来看,部分移民群众倾向于一次

性货币补偿,但对于不善于管理货币的人而言,一次货币性补偿是不恰当

的,因为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土地补偿款消费完,使自己成为既无土

地又无资金的人,给社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相比来说长效补偿较一次性

货币补偿更适应我国的国情。 

长效补偿的优点在于：一方面保证移民可获得一份长期固定的补偿收

入,旱涝保收；另一方面可解放闲置的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拓宽了移民

收入来源,减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的发生。 

长效补偿也存在以下问题：因为现行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

和标准主要是围绕传统大农业安置的思路制定的,长效补偿安置还存在与

现有政策的协调问题
[2]
；长效补偿在后期执行过程中存在管理难、资金计

算与保障等相关问题,还需执行部门制定相对完善的政策程序。 

2.2分散安置方式的出路 

为解决分散安置新址征地不易落实,而村庄里又存在大量空闲宅基地

无法利用这一突出矛盾,移民搬迁所在镇、村应协调搬迁户通过购买本村

内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方式解决搬迁户的宅基地问题。此方式即能解

决搬迁移民安置问题,又响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中第六十二条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

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的政策,可谓一举多得。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水利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开展中要科学分析各项制约因

素,然后结合国家政策及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安置途径,这样才能够

保证移民工作的顺利开展。新时期水利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开展也应该有

新的思路和方式,然后制定完善的保障措施及后续的执行规划,发挥优势,

规避风险,才能够解决好移民安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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