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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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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水利水电开发的重点区域。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特殊性对移民

安置的实施提出了挑战。综合利用文献和田野经验，在梳理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主要研究领域

的同时，分析了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搬迁补偿、移民安

置、移民适应、移民融合等问题。后续研究中，需要关注少数民族人地关系与生计、少数民族宗教信

仰与文化习俗及其恢复补偿、少数民族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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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开发经历了东部到西部地

区的递进历程。近年来，水利水电开发与少数民族

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西部地区成为我国

水利水电开发的重点区域。西部地区水能资源理论

蕴藏量超过 56 亿 kW，占全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总

量的 83%［1］。大中型水利水电建设集中分布于西

部地区主要流域，如澜沧江、金沙江、怒江等流域。
另一方面，我国少数民族也大都聚居在西部地区。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 12 个省区人口总量仅

占全国总人口的 28. 07%，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占

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1. 92%［2］。西部地区的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产生大量的少数民族移民。水利水

电工程开发对少数民族地区是一把“双刃剑”。水

利水电开发可以完善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助

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民族间交流融合。但是

水利水电开发的风险也需要警惕，特别是民族地区

移民安置的社会风险，如若处理不当，会产生移民返

迁、群体性事件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影响民族地

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显著的

特殊性，体现在:①自然环境复杂。民族地区主要在

我国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形、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有

草原、山地、高原、荒漠、盆地等不同类型，总体生态

环境脆弱等状况; ②生计方式悬殊。生计方式与自

然地理、资源禀赋等关联密切，民族地区多样的生

态、资源造成了多样的生计方式，主要包括平坝 /河
谷 /绿洲耕作、山地耕作、草原畜牧业、水田稻作等;

③社会结构特殊。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组织、“头

人”制度等具有地方特色。一些民族在管理村内事

务上充分利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协调社会关

系，如傣族的“贺醒”组织，侗族的“款”等;④文化形

态多样。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灵魂。文化

多样性体现在宗教、风俗习惯与节日、具有宗教和文

化色彩的公共设施和场所等。民族地区诸多的特殊

性对移民安置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移民安置

模式如何适应民族地区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

信仰和宗教设施，移民安置中民族文化遗产如何保

护等都需要深入探讨［3］。

我国现有的水利水电移民安置政策、经验主要

产生于中东部汉区移民工作实践。在少数民族地区

移民安置中，如若简单移植汉族地区的移民经验与

模式，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因此，亟待针

对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的特点展开深入调查与研

究，提出有针对性的移民安置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

区和谐与稳定。本文综合利用文献和田野经验对学

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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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今后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研

究亟待解决的前沿科学问题。本文的田野资料主要

来自于我们 2009—2010 年参加的水利部《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少数民族移民安置研究》课题所获得的

一手材料，主要调查区域涉及云南省的普洱、大理、
丽江、保山、西双版纳等州市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喀什、伊犁等民族地区。

①应该注意到“原住民”和我国的“少数民族”是有差异的。世行对原住民的定义是: ( a) 自我鉴定为某一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群体的一

员，且该认定也为他人所认同; ( b) 集体依附于项目区内具有独特地理特征的居住区或祖传领地，并依附于这些居住区和领地的自然资源;

( c) 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传统文化、经济、社会或政治制度; ( d) 经常有区别于本国或本地区官方语言的少数民族语言。“原住民”较

我国的“少数民族”内部同质性更高，相互认同度更高，地域性更强。

二、少数民族地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

主要研究领域

1． 少数民族地区移民补偿与安置研究

( 1) 少数民族移民补偿问题研究

世界银行关于“原住民”①移民安置政策明确指

出:①保证原住民从发展项目中受益;②避免或减少

可能给原住民造成的不利影响。国际水电学会《水

电可持续发展指南》明确指出需要对直接利益相关

者进行社会、经济、文化影响的评估［4］。少数民族

移民补偿是恢复其生产生活的重要措施。少数民族

生产、生活的特殊性决定了移民补偿的特殊性。少

数民族地区移民在补偿中需要对以下三点特别加以

注意:①生产、生计补偿。少数民族生计方式具有很

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由于耕地面积在总土地面积

中比例不高，与汉族地区不同，种植业收入在一些少

数民族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很低，依托于山林、草

原、河流等资源的采集、狩猎、畜牧、渔业等可能占据

重要地位，如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等牧业民族的

畜牧业产出，彝族、佤族等山地民族的副业产出等。
因此，以耕地损失为主的补偿标准在民族地区适用

性不足。需要对少数民族移民收入结构进行细致评

估，不能忽视一些特殊经济来源的损失，如藏民的冬

虫夏草收入，山民采集蘑菇、蜂蜜等的收入等。另

外，少数民族移民的耕地补偿标准不应“一刀切”，

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差别对待。例如，《大中型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规定征地

应按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16 倍标准进

行补偿，但在新疆调查发现，异地安置后这一补偿标

准并不能保证在荒漠地区新开原有面积且有足够产

出的熟地，从而使移民达到搬迁前生活水平。②生

活、宗教设施等补偿。生活、宗教设施主要涉及少数

民族移民房屋、公共设施、宗教设施与场所等，这些

设施补偿在民族地区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目前的补

偿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中面临的困难有: 有形实

物的合理价值评估有难度，如寺庙、白塔、神树等; 国

家移民政策法规制定的补偿标准主要针对有形实

物，而宗教设施、坟地搬迁、重建仪式仪轨等无形物

的相关费用未被纳入。在云南傣族村寨，菩提树是

神树，搬迁需要请寺庙佛爷和村寨长老等做多次隆

重的仪式，参加人数多达几十人。因此，需要建立一

套价格评估体系，合理评估少数民族移民建筑、村落

公共设施、宗教设施等补偿费用，在搬迁过程相关仪

式成本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补偿。③社会资本补偿。
移民补 偿 可 以 分 为 物 质 资 本 补 偿 和 社 会 资 本 补

偿［5］。在民族地区，要特别关注社会资本补偿。社

会资本补偿包括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本损失、民族

文化损失等。人具有社会性。与日渐“原子化”的

汉族地区不同，在较为传统封闭的民族地区，村寨的

宗族网络、传统社会组织、亲属邻里、寺庙教堂等构

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少数民族村民能给予最大程度

的支持。但是异地搬迁后，特别是分散安置将这一

部分的支持就大为减弱，使得移民抗御各种风险的

能力骤减。应采取措施对少数民族移民社会资本损

失进行补偿和恢复。但在一些少数民族移民补偿的

实践中，相关移民部门对这一部分损失往往考虑

不足。
综上所述，现有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偏重于

生产、生计损失中的耕地损失补偿，轻视其他生计补

偿，但往往这些生计对少数民族移民有相当重要性;

生活、宗教设施损失偏重于有形实物补偿，无形物损

失补偿不足，且有形实物补偿缺乏价格评估体系; 社

会资本损失还未有效评估和补偿。
( 2) 少数民族移民安置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地理、气候环境、风俗文化、
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决定了移民补偿与安置模式的特

殊性。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区的选择是重中之

重，移民就地后靠还是异地远迁安置需要综合考量

土地资源、区位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6］，根据少数

民族地区的实际加以灵活应对。在具体的安置方式

上，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移民生计对农业的倚重程度很大，生产安置大部分

采用“以土为本，以农为主”的安置政策，这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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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尽快适应安置后的生产生活，实现自然、平稳的

迁移过渡。但是，在民族地区，由于缺乏地方性知

识，环境容量评估极易将“土”简化为耕地面积、粮

食产量，忽视了西部地区生计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7］。就农业而言，汉族地区农业条件较为成熟优

越，但少数民族农业存在农业基础条件差、农民对自

然资源的依赖性大、农民传统习惯与市场经济理念

冲突等问题，需要在移民安置中优化农业条件、完善

产业链条和相关配套措施［8］。例如，在新疆喀什一

个水库移民安置案例中，由于新安置土地多为荒漠

盐碱地，治碱成为当地政府和移民部门的最主要工

作，治碱成功与否关系到移民安置的成败。
少数民族地区有土安置还有其他的难处。如云

南、广西、贵州等省自治区多山地、平原少，耕地资源

严重不足，按照“淹多少，补多少”的原则，生产安置

中土地难以调整。这些省份对移民安置方式进行了

创新，探索并实行了长效补偿机制。基本思路是: 按

照计算的耕地淹没前平均产值，结合土地潜在收益、
土地市场供需等，制定一定的补偿标准，以粮食或货

币方式逐年补偿移民，变静态的一次性补偿为动态

的长久逐年补偿，补偿周期直到项目停止使用为

止［9］。长效补偿机制给了移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同

时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便于移民劳动力转移

到二三产业。同时，一部分本来需要外迁安置的移

民通过长效补偿可以就地后靠安置，原来的人际关

系网络、剩余的资源还可以保留。另外研究也探索

了移民安置长效机制的相关配套措施，包括: 建立利

益共享机制、完善入股安置模式、培训移民劳动力、
建立民族地区水电移民专项社会保障制度等［10］。
养老保障安置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较强的适用性。
施国庆等研究探索将征地补偿费用于缴纳养老保

障，使移民通过定期领取养老保障金获取相应的收

入。养老保障安置的基本内涵是移民迁移之后不再

从事农业生产，不占有土地，以土地换保障，将符合

条件的移民纳入养老保障体系。养老保障安置的适

用对象主要是超龄或丧失劳动能力的移民，或 l8 周

岁以下的孤儿。此外，对于男性满 50 周岁、女性满

45 周岁的保养人员，考虑到因自身素质而带来的就

业限制，也一并纳入养老保障安置体系中［11］。
综上所述，传统移民安置中的有土安置在民族

地区面临着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土地质量差，移民安

置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虽然强调有“土”安置，

但是不能忽略民族地区的多元生计方式。民族地区

移民安置需要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采取多

样化的安置方式。
2． 少数民族移民的适应与融合研究

( 1) 少数民族移民适应研究

移民搬迁意味着其居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的急剧变迁，导致移民群体生产生活的种种不适。
这种不适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缓解，必然造成严重的

社会问题。可以说，移民的适应情况关系到移民安

置的成败。非志愿移民的适应研究一直是移民研究

关注的重点。Mutton David 等分析了孟加拉国非志

愿移民安置中移民的经济、文化等适应问题［12］。在

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自然地理、生计方式、宗教文化

等差异巨大，少数民族移民的适应问题相比于汉族

地区移民更为突出。从已有研究来看，主要表现为

如下三个方面的适应问题: ①身体适应。少数民族

地区自然地理差异非常明显。搬迁使移民群体离开

熟悉的气候、地形、海拔等外部环境，新环境需要适

应。如果气候类型或海拔高程有较大改变，移民身

体可能会出现不适现象，进而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此外饮食的改变也会对移民的身体造成影响。这在

老人、小孩、妇女等群体中表现得比较明显。需要对

移民身体适应进行深入研究。李法军提出“健康动

态谱”追踪非自愿移民群体健康轨迹变化情况［13］。
②生计适应。生计活动与方式必须依赖一定的自然

地理环境。因为自然环境的改变，搬迁造成了移民

生计模式的剧烈转化，需要重建生产系统［14］。例如

新疆下坂地塔吉克族移民从 3000 多米高原搬到平

原，由传统牧民转变为种植业为主的农民，对新的劳

动技能、劳动强度难以适应。云南溪洛渡水电站移

民迁至云南孟连县，从山地农业转化为水田稻作农

业，导致原有生计能力丢失。生计适应直接影响移

民生计恢复程度，因此需要相关移民部门加强对生

计模式发生转化的移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与指导。
③文化适应。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中文化差异巨大，

例如不同的宗教文化、民族文化、风俗习惯、语言差

异等。移民从一个世代定居且有自己传统的文化环

境中搬迁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需要对新的文化环

境进行社会性的文化调适。搬迁对移民的文化造成

了剧烈的心理冲击，不断产生“文化震惊”，需要移

民努力进行调试和适应。在少数民族移民安置中，

要特别重视文化的因素，发挥文化引力作用，减少文

化阻力作用［15］，将文化纳入移民安置前期方案制

定中。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移民搬迁至新环境所

面临的身体适应、生计适应、文化适应的复杂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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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超出想象。在移民安置实施前，应当对移民的

适应问题有所考虑，尽量选择移民适应难度较低的

方案。同时，在移民搬迁后，要采取多种措施缓解其

面临的种种不适。
( 2) 少数民族移民融合问题

移民外迁安置后能否融入当地社会，关系到移

民安置的成功与否，处理不当则会造成移民返迁、移
民“孤岛效应”等不良后果，更有甚者会危害当地社

会的和谐稳定。在少数民族移民中，民族与宗教对

移民融合具有明显的作用。
1) 民族与融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水利水电

工程涉及众多的民族。不同民族、同一民族不同的

支系之间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等

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民族地区移民融合不仅有少

数民族之间的融合问题，还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

合问题。在民族地区移民安置中，民族因素需要慎

重考虑。同质文化类型区域移民安置的文化阻力较

小，有利于移民工程的开展。如果移民与迁入地民

族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过大，需要评估

安置风险。在一些移民安置案例中，由于没有考虑

民族之间的差异与融合问题，造成安置后移民与当

地民族持续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和

移民返迁。同时也不可因为民族因素而“一刀切”。
有些移民安置案例中，同一民族移民被单独集中安

置在某一个安置点。但是集中安置造成移民与外界

绝缘，逐渐形成移民“孤岛”，历经数代无法摆脱“移

民村”的称呼。因此，需要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

等专家介入，以对安置方案进行风险评估，从而避免

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出现。
2) 宗教与融合。宗教一般是由共同的信仰、教

规教义、仪礼、教团组织等要素所构成。我国少数民

族大多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除了基督教、伊斯兰

教、佛教三大宗教外，还有一些民间宗教。很多民族

全民信教，宗教在少数民族居民日常生活中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信仰与移民融合关系十分密

切。民族地区水利水电开发涉及众多少数民族人

口，因此，在移民时当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被安

排到一个社区时，就会面临新的社会融合问题。已

有研究注意到了宗教对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影响，

Berg 指出传统宗教系统不应该被认为是移民安置

中的负面因素，相反，应该视其为可以促进移民安置

的正面因素［16］。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利于移民相互

融合的加快。当然，在移民安置时也要采取一些对

策。先前的研究指出，在涉及宗教内容的移民安置

时，应该采取如下措施［6］: 首先，对移民的宗教信仰

进行识别，确定其宗教信仰的种类、宗教设施、宗教

活动的形式等，在移民安置中尽量满足移民在宗教

方面的需求。其次，谨慎考虑不同的宗教、或同一宗

教的不同教派的信众安置。最后，将相同宗教或同

一教派的移民安置在一起，在移民认同的基础上，如

何共用宗教设施容量，也需要慎重考虑。
综上所述，民族和宗教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移

民融合的最重要的影响变量，是以往移民安置较少

面临的新问题。民族间、同民族分支间的差异，移民

宗教种类、宗教设施及容量等都需要考虑。需要妥

善处理少数民族移民中的民族与宗教情况，促进移

民的社会整合。

三、少数民族地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

前沿科学问题

1．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地关系与生计研究

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影

响。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少数民族居民与自

然形成了特定的利用模式以及特有的人地关系。对

少数民族人地关系的现状和机理、移民传统生计以

及土地习惯性使用权等的认知有助于移民安置决策

的完善。具体包括: ①少数民族移民区的人地关系

研究。人地关系研究是移民安置决策的基础。人地

关系主要涉及人与资源的结合方式。少数民族地区

的人地关系与汉族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可以分为不

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如城镇中心区、旅游业地区、农
业区( 林地、牧地、耕地等) 、矿业地区等。同时也要

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地关系也是处于动态演变

历程中。②传统生计方式及其恢复问题。在特定的

自然资源、气候等条件下，少数民族与自然的长期适

应形成了传统生计方式，包括游牧、森林、采集业等。
在少数民族移民安置实践中，应当尽量恢复移民原

有的传统生计方式，减少搬迁对其生活的震荡。但

是在一些安置难度较大，传统生计方式难以恢复的

移民区，一些少数民族移民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生计

方式。③资源的地方产权制度。在一些少数民族地

区，与现代产权制度不同，自然资源( 土地、森林、草
原、水系) 还不同程度保留有地方社会的产权界定。
地方社会特定的社会规范、制度、文化等保证了地方

产权制度的有序性。例如对村寨共有土地、林地、草
地等的使用，村寨有明确的村规民约规定和历史传

统等。在移民安置中，需要处理自然资源的本地产

权界定与现代产权制度之间的冲突。需要运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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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进行扎实、深入的田野调

查，掌握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利用的“地方性知识”，

为决策提供充分翔实的信息参考。目前，在民族地

区移民安置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淹没线上剩余资

源( 土地、森林等) 如何利用的问题。资源原来的使

用者外迁安置后，剩余资源无法有效管理，如何分

配、重新管理需要考虑。
2．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影响及其恢复

补偿研究

世界银行“原住民”移民安置政策指出“在制定

计划时，应照顾到当地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资源使

用的格局”。少数民族一般都有独特的本民族文化

及其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决定了少数民族的认知方

式和行动模式。需要对少数民族文化、宗教等进行

深入研究，以缓解移民工作的阻力，提高少数民族移

民的满意度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具体包括:

①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对移民安置影响问题。少数民

族有其特有的习俗，包括生产习俗、节庆习俗、建房

习俗、风水、搬迁习俗和墓葬迁移习俗等。要明确哪

些风俗习惯会影响移民安置，避免搬迁与当地风俗

习惯的冲突。例如部分少数民族墓地的搬迁，需要

有一定的搬迁仪式、仪轨，需要考虑对移民进行一定

的经济补偿。②少数民族自然崇拜物影响及其重建

问题。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特殊的自然崇拜物，如

神山、神水、神树等。对于自然崇拜物的搬迁，需要

遵循当地的仪式和少数民族的意愿。另外，要充分

意识到保留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对一些少数民族

特有的文化遗产需要悉心保护，避免移民造成的文

化遗产损失以及文化断裂。需要有相关学科背景的

专家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以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

等的影响进行慎重评估。应当探索少数民族移民安

置中当地民族居民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方法，使其能

够参与移民安置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保证少数民族

移民的诉求、意愿能有效传达。应该注意的是，少数

民族头人、长老、酋长以及宗教人士、仪式专家等在

当地具有极高的权威和声望，需要考虑这些人在移

民中的影响，发挥其在稳定心理、沟通协调中的积极

作用。对于宗教设施及其重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是: 没有专门的少数民族移民损失补偿评估的政

策。目前的移民补偿政策太过笼统，致使实际操作

中易产生社会矛盾。少数民族移民因搬迁而受损的

部分难以得到合理有效地评估和补偿，特别是涉及

宗教设施的物品以及一些非实物补偿。因此，需要

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补偿标准，在政策上给予

支持。
3． 少数民族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

少数民族移民为我国水利水电开发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理应得到回报。但是，仍有部分少数民族移

民从水利工程中受益不足，移民贫困风险、发展后劲

不足等问题仍然非常严峻，少数民族移民难以持续

发展。迈克尔·塞尼关注非志愿移民的风险问题，

指出移民存在失地、失业、无家可归、增加发病率、食
品不安全、失去享有的公共权利、社会组织结构解体

等八大风险［17］。受限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以及少数民族移民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少数民族

非志愿移民的风险更易于发生。探索利益共享机

制，使水利水电开发与当地少数民族移民互惠互利

并保证移民长久稳定受益，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具

体包括:①水利水电开发利益共享机制研究。拓展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功能，要将水利水电开发作为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探索少数民族移

民的致富门路，通过土地入股等方式，要保证移民能

够从水电开发中持久受益; ②少数民族移民技能与

教育培训。在一些二、三产业安置移民中，由于少数

民族移民自身素质不高，移民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风

险。应当利用安置的契机，为少数民族移民技能培

训提供条件，使其掌握一定的生存技能。需要探索

移民培训的方法和内容。今后研究应当探索少数民

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机理，实现“搬得出、稳
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需要通过对一些少数

民族移民致富和贫困的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总结

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并进行经验交流和推广。移民

安置政策应坚持“输血”和“造血”齐头并进。亟待

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移民的返贫问题研究，分析

移民贫困的真实原因以及评估国家移民安置政策在

基层的实践效果。
4． 少数民族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权益研究

少数民族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权益主要指移民应

享有的，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主要涉及生

存发展权、迁徙自由权、健康权、教育权、财产补偿

权、公共服务权、政治权利等［18］。少数民族移民受

制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如文化程度较低、经济能力较

弱等，在政府主导型的移民安置中权益得不到有效

保护的情况更加突出。移民权益受侵害也是引发移

民上访、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和导火索。移民权

益的有效保护是移民安置成功的前提，也是移民长

期稳定发展的基础。需要探索少数民族移民权益的

保护措施涉及三个不同的行为主体: 其一，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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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确保移民权益保障的法制化、制度化。需要完

善相关移民权益保障的立法。我国已有的涉及移民

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

置条例》等对移民权益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

是，尚未有专门的针对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权益保障

立法出台。另外，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少数民族移民

权益的申诉机制和制度，疏通申诉渠道。其二，社会

组织。我国社会组织总体发育尚不健全，在“国家

－ 社会”格局中社会力量偏弱。但作为第三方的社

会组织可以成为政府和少数民族移民间沟通的纽带

和桥梁，是政府和移民实现“双赢”的重要中介。因

此，如何培育少数民族移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并

为其发展创造一定的生存空间是移民权益保护的应

有议题。其三，少数民族移民。需要探索如何提高

少数民族移民自我权益保护的能力。少数民族自身

通过学习，明确应有的权益，增强权益自我保护意

识。需要探索提高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组织化程度

和凝聚力的方法，增强行动的一致化程度。特别是

培养少数民族移民中的精英群体，使其成为维护少

数民族移民自身权益保护的中坚力量。

四、结 论

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快

速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还需要学术界、相
关移民部门进行深入研究，还有大量棘手问题尚待

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具有一般地区的共

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已有的较成熟的移民安置方

针、移民工作经验要继承和发扬，还需要了解和掌握

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的一些关键的“地方性知

识”，并且将这些地方性知识纳入民族地区移民安

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民族地区的移民安置需要

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应鼓励具有丰富地方

经验的移民干部和少数民族移民参加到移民安置

中，吸收地方经验中的智慧。另外，民族地区移民安

置也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方法和理念，如用民族社会

工作方法诊断少数民族弱势移民群体面临的经济、
文化、心理等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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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hange of interes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ights
between them． Economic exchange is a basic expression
indic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 and animals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human nature It can sp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sufficient time and substantial
material basis to ensur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t can create and uphold good
social morality and help individuals improve virtue and self-
cultivation． Also，it can improve man＇s well-being and help
individuals perfect their personality． Economic exchange
has moral rules such as the legitimacy of exchange，the
freedom of exchange， the equality of exchange， the
harmlessness of consequences，etc．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economic exchange; ethical
values; moral rules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
YIN Shufeng (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aim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to
build a healthy and well-organized order at a basic level，
which needs a sense of community to some extent． Such
sense is different from the foolish ideas that are not severely
tested by personal ideas in primitive society． Because
community differentiation brings about the collapse of
natural communities( for example，natural villag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human communities，which requires not
only the new combination of economy and politics but also a
new ethical principle as support． In today’s complicated
situation， to build a new sense of community， it is
impossible to rely on the romantic fantasy of recovering the
classical virtues． Instead，it does need practice and hard
work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differentiation; living community; work community;

community; commonality

Discussion on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Proposition of
Modernization， Scientization and Life-Orientation /
CHEN Zongzhang (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Value system is a dynamic system． In face of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it is important for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show great historical and time
value by mean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ory with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Also，it is

essential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issues and new tasks of
the times to meet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With regard to scientization， it refers to
connect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deas with the idea of
modernity to reject feudal dross and to realiz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view of life-orientation，it
focuses on apply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deas to
communication-oriented life world，concerns about the value
of each individual and demonstrates the dire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life for people living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modernization; scientization; life-
orientation

A Study of Impact and Ｒeconstruction of Ｒesettlement
Social System Pertainging to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SHI Guoqing，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may have effect on migrants’lifestyl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facilities，social networks，income and expenditure，

employment and livelihood patterns． With the change of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resettlement ideas， the
improvement of resettlement policy， the innovation of
resettlement model，the impact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on
the social system of resettlement has gradually been avoid
and reduced，but it can not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settlement social systems，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selection of resettlement sit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ternal aid and internal intervention． Also，employment
service should be provided，migrants’ work capability
should be redeveloped，resource inclination and integ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resettlement institu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n it is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the social
system of resettlement．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ocial system; reconstruction path

A Study of Ｒesettlement Issues of Water Ｒesources and
Hydropower Project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Ｒegions /
GENG Yanhu，et al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 is the key
area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articularity of migrant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ttlemen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fiel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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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systemizes the key research fields of resettlement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and discusses the frontier
science iss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the fields of migrants’compensation，migrants’
resettlement，migrants’adaption and migrants’integration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The follow-up stud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an-resource relationship and the
livelihoods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migrants，restoration and
compens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migrants．
Key words: minority nationality;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project; migrants resettlement; social
integration; local knowledge

Ｒesearch into Process Model of Social Conflict of
Ｒeservoir Ｒesettl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h
between Ｒationality and Law /CHENG Jun，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group events is one of
the main types of social conflict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Henc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occurrence
process in order to manage and deal with group events．
Taking the conflict event between F village’s resettlement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for example，the paper uses
process-event method to analyze the occurrence process of
resettlement confl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h between
migrants’rationality and the state’s law．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mbryo， formation，

breaking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flict， the migrants’
rationality keeps clashing with the state’s law and finally
leads to the breaking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flict． The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occurrence process of the
resettlement conflict and the model concerned．
Key words: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ocial conflict;
mechanism; process model

Impact on Introducing Supervision of Headquarters on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Efficiency /WANG Huiqing，et al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an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determines the play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enterprise group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elf-interested
division managers may use their information superiority to
disturbing the headquarters ＇ allocation decisions by
implementing opportunistic behavior． Hence， thi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is the key factor which has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mainly focus on incentive mechanism pertaining
to division managers while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headquarters ＇ supervision on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eadquarters ＇
supervision mechanism，considers the emotion sensitivity
factor of division managers and establishes a behavior game
model between the headquarters and the division managers．
It is found that the supervision of the headquarters can
reduce information rent and partially replace the function of
the incentive． However， such supervision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division managers， which leads to
slackness，low efficiency and the loss of capital production，

namely the negative incentive effect． Therefore，

replacement effect， supervision cost effect and negative
incentive effect work together to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Key words: supervision of headquarters;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division manager;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Early—Warning
Indicator System and The Index Compiling: Evidence
from The GEM Listed Companies /YU Ming， et al
( Editorial Depart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early-warning index system of financial
crisis including four factors and nine indicators． Then it
adopts the catastrophe progression method to compile the
financial early-warning index，which is used to study on
260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 GEM ) ．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ofitable
and cash-flow conditions of the sample companies are
relatively good while the debt paying ability and operating
ability are poor． Finally，the threshold of financial early-
warning index is determined to be 0． 743．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early warning index;

catastrophe progression method

Ｒesearch into Basic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HI Hongmei
(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Basic social security is the basic living right for
nationals especially for the low-income workers in respects
of basic pension for retirement，basic medical care，and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similarly
equal basic public product and service in accordance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for the social members． Basic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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