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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移民:概念辨析、理论基础及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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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移民问题成为国内外新的研究热点。然而，对于环境移民及其相关概念的认识还存

在较大差异。本文对国内外开展的环境与移民相关研究进行了概念梳理和分析，认为环境移民是指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

受到突发或渐进式的不利影响而产生的各种人口迁移行为。环境移民概念涵盖了气候移民、生态移民等相关概念，气候移民是指由

于短期或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引发的人口迁移，生态移民是指以生态保护为首要目的的人口迁移行为。在我国，对于环境移民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特点是生态移民政策与实践往往承担了生态保护、发展、减贫等多种目标。本文指出环境移民本质上是在

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典型的人类 － 生态复合系统引发的人口 － 资源 － 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针对环境移民问题的复杂

性，有必要构建一个综合的生态环境容量与人口迁移的理论分析框架，相关理论基础包括: 资源稀缺理论、生态环境承载力理论、可持

续发展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等。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对于国内的环境移民政策与实践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 根据气候承载力和社会

经济发展情景进行人口规划和布局，将移民规划纳入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环境移民群体的决策参与，关注环境

移民决策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推动国内外环境移民的经验交流与国际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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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得环境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日益

受到关注，与此相关的概念有: 环境移民、生态移民和气候

移民。目前这些概念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中

尚不一致，鉴于统一的概念界定有助于学界明确研究问

题、帮助决策者制定政策和指导实践，本文拟从厘清这几

个密切关联的概念着手，分析概念的内涵及其驱动因素，

阐明概念的理论基础，并在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大背

景下探讨我国应对环境移民问题的政策建议。

1 国内外环境移民研究及评述

国际上对于环境因素与人口迁移的关系有不同的理

解和认识，从环境因素只是影响移民的一个因素之一，到

环境因素能够直接引发移民，对环境移民概念存在最小

化、最大化的两极理解［1 － 2］; 我国学界对“环境移民”的概

念界定及实践应用，与西方学者所讨论的概念在内涵上并

非完全一致［3］，有必要进行概念辨析和政策含义分析。

1． 1 概念溯源及研究热点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快速增长、资源开发、环

境日益恶化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迁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

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冲突。这一现象最初被称为

“环境难民”，最早由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于

1970 年代提出，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机构在其研究报告

中采用了这一概念，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2］。由于

环境难民的概念无法在国际法和实践操作层面获得支持，

为了统一认识、推动国际行动，国际移民组织在 2007 年对

“环境移民”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 “环境移民是指由于

不可抗拒的突发性或渐进性的环境因素，使得其生活或生

存条件受到不利影响，从而被迫或自愿离开居住地的个体

或群体。这种迁移行为或是暂时性的，或是永久的，迁移

目的地或是国内或是境外”［2］。

与环境移民相关的概念，除了环境难民［4］，还有气候

变化诱发的移民、气候移民、气候难民，生态移民等不同称

谓［5 － 8］。由于研究的目的和视角有所不同，很难明确划分

这些概念之间的界限，一般而言，“难民”概念体现了移民

的非自愿性和需要提供人道救助的特点，生态环境或气候

因素诱发的自愿或非自愿移民则包括了灾害、环境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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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破坏、环境恶化、修建水库大坝等导致的土地征用等

人口迁移。一些研究采取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退化、自然

灾害、气候变化等因素与人口迁移行为之间的显著相关

性［9 － 10］，表明了环境移民、气候移民和生态移民等概念之

间的内在关联。此外，鉴于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环境移

民和环境难民概念进行了辨析［11］，本文对于移民和难民

这两个概念不做特别区分。

生态移民、气候移民等相关概念与环境移民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从人口迁移的内在驱动机制进行界定，生态

移民被认为是一种环境诱发的移民，是受到环境和其他驱

动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导致的人口迁移［7］，或者是由于自然

灾害的侵袭而被迫迁移安置的人口［8］。随着气候变化这

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升温，气候变化引发的人口迁移问

题已经成为环境移民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表明，气候变

化加剧了环境问题，会引发更多和更大范围的人口迁移和

冲突，形成“气候移民”或“气候难民”［12 － 13］。国际移民组

织( IOM) 发布的《2010 国际移民报告》［14］探讨了气候变化

对人口迁移方式的影响，指出到 2050 年全球需要永久性

迁移和安置的“气候难民”可能高达 2 － 10 亿人。亚洲开

发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2010 － 2011 年，亚太地区有

4 200万人口因为气候灾害被转移安置［15］。

1． 2 国内环境移民研究进展

1980 年代以来，受到西部地区人口贫困与资源环境

问题的困扰，环境移民成为一个积极有效的政策先择［16］。

徐江等［17］最早将环境移民概念引入国内研究，认为环境

移民是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化而引起的人口

迁移，分为自然灾害导致的环境灾害移民、生态环境退化

导致的生态移民、环境污染导致的移民等不同类型。郭剑

平和施国庆［11］认为产生环境移民的原因是自然环境破坏

或者恶化导致人类丧失继续居住、生活或从事相关的经济

活动的条件，包括环境保护和治理、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等

原因引发的企业、社区和人员的搬迁行为。由于研究背景

和视角的不同，国内对环境移民的相关研究大多表现为以

生态移民、工程移民、生计移民、灾害移民等命名的地区案

例和应用性研究，缺乏对相关概念的清晰梳理和理论层面

的深入探讨。

由于受到生态移民政策和实践的推动，国内对生态移

民的关注远高于环境移民。从众多国内案例来看，生态移

民研究广泛涉及生态保护、防洪减灾、扶贫、水利水电工程

开发等不同目的和移民类型［18］。实际上，生态移民被学界

和决策者普遍认为是缓解中国西部地区人口与土地承载力

矛盾、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民脱贫致富之间矛盾的一

种成本较小而收益较大的方式［19］。为了解决环境和贫困

问题所产生的生态移民实践，是一种“危机 － 应对”式的自

上而下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作为生态治理方式的生态

移民常常被纳入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20］。

近几年，国内对于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有了一些初步

研究。余庆年和施国庆［21］ 认为自然灾害、渐进性环境变

化导致的环境移民与气候变化更为关联。潘家华和郑艳

等［22］认为气候移民是由于气候变化及气候政策导致的人

口迁移行为，其中包括西部气候贫困地区的移民，以及修

建水库大坝、植树造林等适应工程导致的人口迁移。余庆

年等［23］以中国西南地区干旱灾害为例，分析了极端气候

事件对农村人口流动造成的影响。

2 环境移民概念辨析

根据文献计量学方法，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文献

统计，共搜索到 1988 － 2012 年以“环境移民”为题的文献

52 篇，以“生态移民”为题的共有 1 225 篇文献。可见，相

比“环境移民”，生态移民的概念和政策实践在我国比较

受到认同。在实践中，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态移民工程往往

承担了多重目标，如生态恢复、扶贫、发展经济等，一方面

使得生态移民的概念复杂化［24］，另一方面，引发生态移民

问题的种种复杂的深层因素却受到忽视［20］。对此，一些

研究者指出应该明确区分环境移民、生态移民、灾害移民

和工程移民等不同的移民类型［11］。

实际上，气候和环境因素只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驱动力

之一，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同案例中，引发人口迁移的原

因千差万别，有些情况下，经济收入、社会文化、政策等因

素往往对人口迁移决策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25］。与收

入驱动的经济移民相比，对环境相关移民的界定体现出气

候、地理和生态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更大影响或内在驱

动特点。Lonergan［1］分析了人口迁移的 5 种环境驱动因

素: 自然灾害; 渐进或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如土地退化、

荒漠化、气候变化等; 工业事故; 发展项目，如修建水库或

快速的城市化; 冲突或战争导致的环境变化。在全球环境

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对环境移民进行统一的定义有两

个积极作用，一是有助于指导决策，帮助各国政府和国际

机构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问题; 二是有助

于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环境移民建立统计体系［2］。

本文以国际移民组织的环境移民概念为基础，将其进

行了扩展，认为气候移民、生态移民都属于环境移民的子

类型。下图是对环境移民、气候移民和生态移民三者关系

的概念阐释。某些环境移民既可以视为生态移民，也可以

视为气候移民，这一类型的环境移民在我国大多分布在西

部地区。根据文献统计，80%以上的生态移民文献涉及西

部地区，这些地区既是生态敏感和气候脆弱地区，同时也

是生态贫困和气候贫困高发地区［26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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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移民、生态移民与气候移民的关系
Fig． 1 Environmental migrants，eco-migrants

and climate migrants

环境移民: 一般而言，环境可分为自然界原生的物质

环境( 如大气、水、土壤、岩石、生物圈、海洋等自然生态环

境) 和人类活动塑造的物质环境( 如人居环境、物质基础

设施等) 。Warner［28］指出国际移民组织的环境移民概念

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于不同环境因素引发的移民类型描

述不够，相关政策和机制对于环境移民的影响较少涉及等

等。从广义的角度，我们将“环境移民”界定为: 人类生存

的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受到突发或渐进式的不利影响而

产生的各种人口迁移行为，包括自愿的、非自愿的，事后被

迫的、预先计划的，暂时的、永久性的，个体和家庭自发的、

政府主导的移民类型等等。我们认为，以环境因素作为移

民的驱动力，则环境移民既可以是受到某种环境胁迫因子

驱使下的被动的、事后的人口迁移，也可以是一种面对潜

在的环境风险而预先采取的、有计划的、主动的适应性迁

移行为。因此，环境移民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自然

灾害驱动型的环境移民，环境灾难驱动型的环境移民，生

态环境工程引发的环境移民，生计驱动型环境移民，气候

防护型环境移民，生态保护型环境移民等。

气候移民: 国外对气候移民的关注与“环境移民”研

究一脉相承。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研究来揭示环

境 /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复杂关联，迄今为止，对

“气候移民”相关概念的界定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29 － 30］。

气候移民是指受到短期或长期的气候变化影响而导致的

各种人口迁移。根据气候风险及其迁移方式，本文将气候

移民分为几种典型类型: 海平面上升导致沿海人口稠密的

低洼居住区被淹没、侵蚀，需要进行长期规划，永久迁移到

新的宜居地区，属于“气候防护型移民”; 由于台风、暴雨、

洪涝、泥石流等极端气候灾害或突发疫病( 例如 SAＲS) 的

侵袭导致人们被迫逃离和避难，这种短期突发事件导致的

“气候灾害型移民”一般是暂时的、作为应急管理措施进

行暂时疏散和撤离，突发事件过去之后，人们大多还会返

回原住所;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减缓或适应政策，如

修建水电站、风电场、水库、防洪堤、防风林、能源林等工

程，需要迁移当地居民，这种“气候工程性移民”大多是永

久性的。此外，中外历史上，由于人口增加、过度开垦土地

和水资源，加之长期和持续的干旱，导致的“气候贫困型移

民”也非常典型和普遍。

生态移民: 国内对于生态移民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

如一些研究将环境移民等同于生态移民，一些研究将环境

胁迫导致的移民与出于生态环境保护目的的人口迁移都

统称为生态移民，一些研究者认为生态移民超越了单纯的

生存型移民，兼顾保护和发展，是多目标移民，一些研究者

认为生态移民是将超过生态承载力的人口迁出生态脆弱

地区的一种生态恢复的手段等等［31 － 33］。本文认为，生态

移民本质上是指以生态保护为首要目的，以提高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和价值为宗旨的人口迁移行为。由于我国的生

态移民实践往往糅合了保护、发展、减贫等多种目标，在进

行辨别时，有必要明确移民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只有以

生态保护作为首要任务的人口迁移行为才能视之为真正

意义上的生态移民。此外，还可以区分主动的保护还是被

动的保护。例如，主动保护型的生态移民是一种典型的生

态移民类型，比如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建立自然保护区产

生的移民安置。被动保护型的生态移民则与气候移民中

的工程性移民、生计移民比较接近，例如，三江源地区的生

态移民、宁夏南部山区的生态移民、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

生态建设工程导致的人口迁移等。

3 环境移民问题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环境移民是在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大背景

下，典型的人类 － 生态复合系统引发的人口 － 资源 － 环境

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以多学科的视角、系统性的思维方

式和适应性管理的理念进行应对。然而，在环境移民的理

论基础方面，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这使得环境移民研

究缺乏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评估方法，例如不同研究文

献中对环境移民或气候难民数量和规模的估算就存在很

大的差别［25，34］，此外，环境和气候因素究竟在人口迁移中

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人口迁移与政策介入和适应气候变

化的关系等等，也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话题。

针对环境移民问题的复杂性，有必要构建一个综合的

生态环境容量与人口迁移的理论分析体系。Black et al［25］

针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复杂相关性，提出了以

经济、政治、社会、人口和环境 5 大驱动力为视角的分析框

架，建议以此作为分析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及制定相关政

策的依据。本文探讨的环境移民概念背后有一个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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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或者限制条件，即: 生态环境承载力，其共同的理

论基础在于: 人口的增长必须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力

相协调。以此作为核心理论，与环境移民等概念密切相关

的理论背景涉及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生态学、社会学、政

治学、气候和地理科学等广泛领域，上可追溯到古典经济

学中的资源稀缺理论，近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3． 1 资源稀缺理论

经济学对于资源稀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以马尔

萨斯为代表的“资源绝对稀缺理论”，一是以李嘉图为代

表的“资源相对稀缺论”。马尔萨斯在 1798 年出版的《人

口原理》一书中论述关于人口生产与资源供给之间的关

系，指出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呈指数型的，而自然资源

的增长则呈现非指数的平稳增长，动态来看，人口的无限

增长态势将最终导致人口数量超过自然资源所能承受的

水平，因此人口的生产必须服从于自然资源的生产。李嘉

图则认为所有自然资源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否认自然资

源经济利用的绝对极限，认为资源稀缺性只体现在不同等

级自然资源数量的相对稀缺，这种相对稀缺并不构成对经

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制约。在资源稀缺理论和环境外部性

理论的基础上，环境经济学家提出了“公地悲剧”理论，围

绕这一理论，有不少环境治理的理论和政策，其中包括对

人口和产业布局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梅丹芬［24］ 指出，

由于环境这种稀缺资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公

地悲剧”不可避免的发生，因此生态移民是当前避免这种

“悲剧性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

3． 2 生态环境承载力理论

承载力最初是生态学的概念，是指在某种自然环境条

件下，某种生物个体可存活的最大数量的潜力。生态承载

力是指特定地区自然资源能够负担人类系统从事生存和

发展活动的能力。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区域的环境对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环境容量是指狭义的环境

承载力，即某区域环境系统( 包括水、空气、土壤、生物等)

所允许容纳人类活动影响( 如污染物) 的最大负荷量［35］。

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可以简称为生态环境承载力，即: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区域资源和环境条件对社会经济发

展规模的最大支撑能力。从整个地球系统来考虑生态环

境的人口承载力，就是全球人口承载力和发展阈值的问

题。美国学者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将地球

比喻为茫茫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无

序增长迟早会使船内有限的资源耗尽［36］。徐江等［17］认为

本质上环境移民是环境承载力不足导致的人口时空分布

结构的调整及环境资源的再分配。对承载力的研究有生

态足迹、初级生产力、综合模糊评价法、多目标规划等测算

方法，一些研究者以此来测算地区承载人口及生态移民数

量［37 － 38］。由于对承载力的研究是基于特定地区气候地理

特征做出的( 如气温、降水、风速等) ，有必要在气候变化

的背景下提出气候承载力的概念，以反映变化的气候对地

区生态承载力、环境容量、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阈值等方

面的制约作用［39］。

3． 3 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 年，联合国第 42 届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我

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

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

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理念，经济学家对可持续发展范式进

行了探索，试图回答一个理想的经济系统如何能够同时实

现生态完整性、公平分配、资源配置效率最优三个目标。

其中，关于“弱可持续性”与“强可持续性”的理论研究涉

及到自然资本与非自然资本之间的替代性问题。对可持

续性的不同假设反映了对于人类发展前景和生态系统保

护的不同态度和立场。1996 年美国学者赫尔曼·E·戴

利在其著作《超越增长: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中提出了

稳态经济的理论构想，认为人类经济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

分，只有没有增长的发展才能实现有限资源下的可持续发

展［40］。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约翰·穆勒的“静态经济”

思想。穆勒反对无止境开发自然资源，认为“有限的土地

和有限的土地生产力构成真实的生产极限”，主张将自然

环境、人口和财富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远低于自然资源

极限的水平。目前，国际社会为了减缓全球变暖效应，对

于全球碳排放空间阈值及其分配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和

测算［41］，本质上也是探讨全球发展的环境阈值问题。

3． 4 人口迁移理论

传统的移民研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包括: 移民系

统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社会资本理

论和累积因果理论等［42 － 43］。对于环境与人口迁移问题有

两种主流分析视角，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将人口迁

移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人口流动受到推力( 如

收入差距) 和拉力( 如环境退化和贫困) 两种主要因素的

作用; 二是历史结构主义的视角，将人口迁移视为各种权

力、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或不公平配置导致的结果［1］。移

民的推力与拉力理论指的是影响迁移决策的主要因素取

决于推力和拉力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以环境移民为例，

气候与环境变化导致的生态恶化、灾害频发等事件，成为

人口迁移的推动力; 地区和国家之间在发展水平、基础设

施和风险治理水平方面的差异，是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拉

动因素; 那些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居住环境，及风险保障

的地区，将成为人们选择迁移的目标区域。许多环境移民

文献基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展开了更加深入的实证分

析，例如，Zhu ＆ Zhang［33］以此为基础测算了人口迁移的阈

·99·

郑 艳: 环境移民: 概念辨析、理论基础及政策含义



值和曲线，Lilleor ＆ Broeck［44］分析了收入差异和气候变率

两种驱动因素对于欠发达国家人口迁移的不同影响效应。

此外，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同化理论等也是

在环境移民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理论分析工具。国

内环境移民的政策和实践中常常将移民视为推动迁入地

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16，19］，例如移民迁入地可以借

助移民人口带来的知识、经验和劳动力等人力资本，得到

发展的资源和机会［45］。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几年国内外对于气候变

化和人口迁移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一些研究从适应

气候变化的理论、政策和机制层面探讨了人口移民问题，

例如气候脆弱性、适应与迁移的关系，环境变化与移民对

传统治理方式的挑战，人口变动及其分布对人口迁移的影

响等等［29］。

4 气候变化背景下对环境移民政策的思考

和建议

对于如何看待环境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问题，有两

种不同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 迁移是当地居民没办法

适应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一种失败表现，例如对环境难

民的界定和政策立场就反映了这种观点，近些年较为普遍

的看法是将人口迁移看成是一种适应环境与气候变化的

举措［2］，例如中国西部地区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移民实践

实际上就是一种主动的、有计划的适应行动［39］。对于气

候变化导致的移民问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关注走向行

动。在 2011 年亚太气候移民政策响应大会上，着重探讨

了如何将气候移民问题列入地区发展议程、将提升区域适

应能力作为移民策略、建立气候变化与移民决策的知识

库、推动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等核心议题［46］。针对全球

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本文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

移民政策提出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4． 1 根据气候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进行人口规划

和布局

移民规划设计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 人口、土地和

水资源。对于是否需要移民、往哪里移、如何移的问题，需

要将“生态环境的人口承载力”作为衡量标准。承载力包

括刚性因素和软性制约因素。刚性因素包括气象条件、气

候灾害、水资源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生物产出量、土地承载

力等等，软制约因素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

制度因素。传统的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假定气候条件是

一个外生因素，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则需要考虑气候变化

导致的“气候承载力”问题。通过预估不同气候变化情景

下的气温、降水、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概率、频次和强度，

可以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农业生产及人口承载力

的影响。根据气候承载力合理制定移民规划，有助于避免

因为适应不良导致的迁入地生态环境破坏、移民返贫及再

度移民等现实问题。

4． 2 将环境移民规划纳入国家和地方的适应战略

移民规划是一个需要方方面面协同考虑的系统工程，

要有前瞻性和战略考虑。科学合理的移民规划既有利于

地区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有助于地区利用移民资源推

动城市化、工业化，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在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方面，一是必须具有前瞻性，二是要有战略考虑，在

更宏观的大背景下进行移民总体规划，需要充分考虑气候

变化、国家和地方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发展目标。事实上，

增强适应能力的行动也能促进可持续发展，将适应纳入发

展政策和项目，有助于地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改善

气候防护基础设施投入和适应治理能力，包括: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教育和扶贫投入，贫困及高风险地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和风险预警水平等。例如，在节能减排和西部大开

发的总体目标下，对于我国西部需要解决大量移民和城市

化人口的省份，考虑到发展与就业压力，建议在能源、财政

税收、投资、贷款等方面给与特殊的优惠政策，以便这些地

区能够通过发展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在发展中解决农村人

口的城市化问题和移民就业问题。

4． 3 完善环境移民群体的决策参与机制

移民是一种家庭风险投资决策，政府主导的移民减小

了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

由于被动参与和缺少足够的选择。由于地方情况千差万

别，无法设计一刀切的目标，需要在移民决策过程中充分

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加强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决策参与，

例:①在移民前减少移民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尊重移民

对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减小移民消极等靠要的思想，转

向积极争取自我发展机会; ②决策制定过程中，充分了解

不同类型移民群体的迁移意愿、优劣势、迁移能力，灵活设

计不同的迁移方案，变被动为主动，以便减小决策失误，尽

量减小因为移民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减小政

府的社会负担和发展压力; ③在移民之后，及时了解移民

适应过渡期出现的困难和需求，加强互动和沟通，否则对

移民政策的预期与实际情况差距过大，将影响移民心理安

定和满意程度。

4． 4 关注环境移民决策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

与其他社会经济决策一样，如何界定、发挥政府与市场

的不同作用，是平衡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重要前提。考

虑到移民资金和可利用资源( 如土地、水资源、户口等) 的稀

缺性，政府在移民决策中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分配有限的

资源，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和公平。一方面，基于补偿

原则，对于因为迁移导致的基本生计损失进行补偿，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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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创造良好、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发展机会等; 另一方面，

基于保障原则和弱势群体优先原则，对于脆弱地区、脆弱群

体实施有差别的特殊政策，例如利用民政部门的补助和救

济、教育专项补助、医疗保险资助、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政

策，在资金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为移民群体提供安

全保障。此外，在政府的角色之外，应当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进行制度创新，减轻政府的压力和负担，减小移民风险和成

本，例如建立政府 － 企业 － 社区 /个人协同应对的灾害移民

合作机制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46］。

4． 5 加强国内外环境移民经验的分享与国际交流

在国际层面，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针对环境 /气

候移民问题，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推动国际社会

关注和建立相关机制，例如建立区域气候变化和移民的基

础数据库和信息沟通机制［46］，推动气候移民领域的适应

资金机制等等。此外，我国在环境移民领域有许多工作走

在了国际前列，可以积极向国际社会进行宣传和推广。例

如，宁夏作为最早实行政策移民的省份，拥有 30 多年的移

民政策实施经验，政府主导下的移民政策对于宁夏实现减

贫、经济发展、生态保护、适应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等多个

目标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困难和对

策，也值得其他地区借鉴。非洲、南亚许多国家，以及中国

其它拟开展环境移民的省份，都可以从我国现有的政策实

践中获得宝贵的经验。

5 结 论

从环境移民的目的、驱动力和政策响应来看，生态移

民、气候移民都是我国环境移民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在

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迁移被认为是规避环境

风险、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适应手段之一。目前，

国内一些环境污染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和灾害高发地区开

始着手实施科学合理的人口布局和移民规划，作为推动城

镇化发展的手段之一。因此，对环境移民的相关研究，将

成为未来国内外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尤其是气候和环境变化对于人口迁移、城市化、区域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等相关研究领域，未来还有许多研究探索的

空间，例如环境移民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研究，基于气候

变化风险评估的环境移民规模预测，环境移民与国家和地

区的安全问题，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与移民规划设计，环境

移民的适应性及其决策治理机制等等。

( 编辑: 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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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igration: Concepts，Theori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ZHENG Yan
( Institute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tudies /Ｒesearch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has been an emerging issue under changing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however，understanding for

environmental-induced migration has not been in conformity． With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and migration，this paper

defined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as population movement or displacement which are compelled by sudden or progressive change in the

human physical and natural physical environment that adversely affects human lives or living conditions． This paper also indicated that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encompassed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ecological migration and climate migration． Climate migration is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displacement compelled by sudden or progressive climate change impacts，while ecological migration is

human resettlement that tak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s the first priority． In China，research interest in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has

focused in western areas，with diverse objectives such a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argued that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is a typical problem encompassing human-natural resources-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uman ecological system． Considering complexity of this issue，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mainly base on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migration． Consequently，this paper identified several common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on these concepts，such as resource scarcity theory，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heor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theory，and so on． Finally，this paper ma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s follows: population planning

should be based on scenarios of climate carrying capacity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igration policy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national and local adaptation strate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s group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equity and efficiency issue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in policy mak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perience

sharing should be improved，and so 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climate migration; ecological migr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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