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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搬出来只是第一步，要实现易地搬迁户“稳得住”“能致富”，就必须在乡村

振兴这一大背景下深入做好搬迁移民后续扶持的相关工作，全面保障搬迁户的可持续性发展。基于可持

续生计理论，文章以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易地扶贫搬迁户作为研究对象，依据SLA框架将生计资本

划分为五个维度，以此对搬迁户后续扶持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昭觉县在后续扶持工作中虽然成效显著，

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笔者主要从政府、社会、搬迁户三个主体维度展开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并以“五大振兴”为契机，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提高搬迁户群众的生计资本，使搬迁群众能够实现不断

增收，达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的，从而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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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location proj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asy areas, moving out is the first step,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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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the relocation households “stable” and “rich”,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fol-
low-up support of relocation immigra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ully 
prot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location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is paper takes Zhaojue County,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
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 follow-up support for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divides the livelihood capital into five dimensions according to SLA framework, and 
then studies the follow-up support for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It is believed that although 
Zhaojue Count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follow-up support work, there are still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author main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from the three 
main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relocation, and takes the “five revitaliza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the relocation people through effective ways, so 
that the relocation people can achiev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income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as to help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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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再到 2024 年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国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该战略为最大化提升搬迁户后续扶持效用提供了有力指导，为开展易地

扶贫搬迁户的后续扶持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入手，选取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该县投资了 32.59 亿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覆盖面共计

54,500 人，占全县总贫困人口的 53.96%，其中五个主要集中安置点就有来自全县 28 个乡镇、92 个边远

地方的 4,569 户，总计 21,693 人进城安置[1]，是四川省规模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本

文从分析昭觉县移民搬迁群众的现实生计资本状况入手，探究当前搬迁移民群众在安置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从而提出后续扶

持的可持续发展对策，以期为我国易地搬迁户后续扶持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文献综述 

英国国际发展署于 2000 年创设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定义为了移民的生计资本[2]。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学者在可持续生计研

究中，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农户生计发展的影响因素[3]、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移民可持续生计[4]研究等方

面。此外，国外学者对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多聚焦在生态移民上，易地扶贫搬迁则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本

土性概念。国内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主要集中于生计资本评价[5]、生计策略选择[6]、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7]等方面。目前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影

响[8]和移民生计策略选择[9]等方面的定量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可持续生计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内涵，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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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对完善的框架，这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但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如何推动易地搬迁户的后续扶持工作开展，从而实现搬

迁户的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生计资本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关键要素

[10]，本文通过对昭觉县易地搬迁户生计资本现状的分析，探讨对移民的后续扶持问题，对促进易地搬迁

户扶持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3. 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取得的成效 

3.1. 物质资本改善 

物质资本指维持人们生计所需的基础设施、生产用具等[11]。在搬迁之前，受昭觉县特殊的地理位置

影响，大部分村民都居住在地势复杂且交通不便的山地上，生活环境相对较差，水电气的使用也没有得

到保障，存在着诸多生活困难和安全隐患。搬迁后，政府为移民建造了统一的安置房，这些新房子配备

了完善的水电设施，社区内还配备了相应的服务场所，基础设施完善，居住环境改善。加之政府还提供

了免费的家电等基本家庭生活用品以供搬迁户使用，这也使得他们的物质资本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3.2. 人力资本提升 

人力资本是指贫困人口拥有的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掌握的劳动技能等[12]。通过集中安置社区

的建设，相应的配套设施也紧跟其后。一是政府合理地配置了教育资源，在安置社区周围修建了学校，

与此同时，还对学校的教师进行了专门的培训，不仅保证了孩子们能够就近上学，还能享受到良好的义

务教育。二是在昭觉县昭美社区内开展劳动技能培训，设置电工、焊工、彝绣等 14 个工种培训课程，并

将普通话和外出务工集中地文化融入培训过程，提升彝族群众普通话口语交际能力。三是促进就业，昭

觉县政府先后引进 5 家人力资源公司，有序组织输出 1.89 万人[13]，保障了每一户搬迁群众家里至少有

一人能就业。 

3.3. 金融资本增加 

金融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可支配资金资源，包括劳动收入、储蓄等。在易地扶贫搬迁之前，搬迁户

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的以土豆、荞麦为主的种植业。由于地处山地，交通不便，农产品难以销售到外

地，大部分用于自给自足，导致收入较低。然而，在易地扶贫搬迁之后，搬迁户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要

收入来源，半数以上的搬迁户都选择了外出务工，从而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此外，政府实施了就业补

贴和金融扶贫政策等措施，进一步增加了移民的金融资本。 

3.4. 社会帮扶增多 

社会资本是贫困人口的人际关系、可以利用的社会组织等[14]。搬迁到集中安置地后，新结识了原先

生活在集中安置点周围的村民，又与同为搬迁群众的居民成为了邻居，大家经历相同，有更多的共同语

言，这一切都无形中增强了搬迁群众的社会资本。另外，由于易地扶贫搬迁户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村委

会和政府都有专门的机构来帮助他们适应新生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专业的援助机构。 

4. 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户后续扶持存在的问题 

4.1. 自然资本条件有限 

自然资本主要指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等[15]。在搬迁之前，移

民居住的地方多位山地，可以用于耕作的土地较为零散，农业机械难以运作，导致规模化耕作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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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的收益自然而然不高。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展以来，昭觉县的安置方式普遍以城镇集中安置为

主，所以基本上采取的是无土安置，这样一来，搬迁户的可利用土地资源在量上变化不大。再加上迁居

到城镇后，搬迁户所在安置社区离原居住地较远，且交通不便，所以原来的土地资源很难得到很好的利

用，这就造成了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下降，所以移民的自然资本经济效益也变得相对有限。 

4.2. 社会资本存量欠缺 

虽然说搬迁后的移民所拥有的社会帮扶有所增加，但是原子化的社区安置方式打破了其原有的聚族

而居形式，使得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破裂，社会资本有所流失。究其原因，在搬迁之前，搬迁户的主

要生计资本就来源于土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他们主要通过在田间地头的相互帮助产生频繁交往交流，

以此熟络。然而，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采取随机分配的方式，建

立了新的原子化社区，致使原有的熟人关系网破坏。搬迁后，移民全都住上一门一户的楼房，居住方式

由散居变为聚居，移民生活空间压缩，交往空间和公共空间也相较于以前变得狭窄。 

4.3. 物质资本基础薄弱 

搬迁后的住房不再是以前散落分布的土房子，而是整齐划一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布局标准整

齐，而且出入的道路也都是崭新的水泥沥青路，饮用水安全、路灯、通讯设施等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

是易地搬迁户的住房面积在国家政策里有明文规定，按人头划分没人不能超过 25 平米。也就是说，在搬

迁前，大多数农户由于是分散居住，没有统一的规划居住范围，属于农户自建房，房屋面积都较为宽敞。

然而在易地扶贫搬迁后，按照移民安置区的相关规定，这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居住需要，实际上根本就没

有多余的地方来种植秋收的粮食等经济作物。此外，他们的生产工具主要是传统的农业工具，只有少数

搬迁者拥有旋耕机、收割机、拖拉机等现代农业工具。这也进一步表明，易地搬迁户发展产业的生产资

料基础薄弱。 

4.4. 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由于当地原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安置社区中的移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有限。在搬迁

之后，虽然当地政府组织开展多种技能技术培训活动，注重移民生产技能的培养，但是由于移民自身的

学习能力偏低，培训效果相对有限。而且即便搬迁户接受了相应的劳动技能培训，经过这些培训，学习

到了一些相关知识理论，掌握了部分现代农业技术技能，但这些技能多集中于养殖和种植，不仅针对性

不强，而且加之搬迁户整体生计能力弱，就业本身较单一，因此对转移就业的实质性帮助作用不大，对

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4.5. 金融资本存量不足 

在昭觉县，移民群众的收入虽然比搬迁之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但也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搬迁群众

的收入大多以种植草莓、蓝莓、中草药等经济果林为主，也会养殖牛羊等，一些有劳动力的移民会选择

外出务工，这些家庭会有一定的劳务收入，加之还有政府的经济补助等。日子肯定是比从前更好了，但

这也打破了曾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日常开销也会随之增加，所以搬迁户基本上是没有存款的。 

5. 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5.1. 政府制定的后续扶持措施力度不足 

到了后续扶持阶段，在制订后续扶持措施时，政府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持续推动搬迁户致富，因

此出台了许多鼓励多方参与的举措，但是由于前期规划的不完善，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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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第一点是制定的后续扶持措施不健全。一方面，昭觉县政府对后续扶持政策的理解还不够，存在

直接照抄上级办法的现象，造成一些政策落实不力，带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后续扶持政策缺乏持续

性。昭觉县政府对移民的后续扶持政策因创新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点是社

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是搬迁群众的最后一道防线，可以有效打消搬迁群众的很多顾

虑，较好地避免了搬迁群众返贫现象的发生。据悉，在搬迁之前，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规划的

时候，相关的基础设施虽然都得到了很好的规划，但却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

社会保障项目还不完善，保障水平也不高，无法有效地解决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 

5.2. 社会力量对后续扶持支持力不够 

一是社会第三方对搬迁户扶持力量有限。搬迁是由政府牵头进行的，但是对于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

工作，却需要政府部门、搬迁群众和社会力量等多方力量的配合，才能让搬迁群众的后续发展更加顺利。

但是，当前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续扶持的各方主体并未形成一个整体，还存在着政府统揽一切的

现象，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力量在搬迁后的扶持中的重要作用，对其的引导和鼓励不足，造成了社会组

织对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二是安置点原有村民对搬迁群众的帮扶力度不够。搬迁群众

从原本熟悉的环境迁移到了集中安置点的一个陌生的环境，原本可以依靠的亲友关系不复存在。因此，

搬迁群众一时之间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迫切需要重建新的社会关系，并与搬迁群众以及当地居民进行一

定的交往交流。不过，由于当地村民的社会关系比较完善，所以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接受搬迁者，甚至还

会对被搬迁者产生忽视和排斥，这使得搬迁群众无法很好地融入全新的生活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对搬迁户后续扶持措施的开展。 

5.3. 搬迁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阻碍后续扶持 

一是接受和适应新生活方式缓慢。由于昭觉县的移民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世世代代过着自给自

足的小农生活，这种农耕文化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搬迁后，搬迁群众在面临重新选择生计模式时，传

统农耕生活仍然会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所以对于政府为了提高搬迁群众的幸福感，增加他们的收入，鼓

励每家每户的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让他们出去打工或者参与生产经营性质的活动，搬迁群众还需要一

段时间来适应和接受。二是部分搬迁户存在等靠要思想。部分搬迁户得过且过，进取意识不强，他们觉

得，政府让他们搬出来，就应该对他们完全负责，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部分搬迁群众只在意政府给他们

发放的津贴是否足量，意识不到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总是将自身生活寄托在国家的补贴上，指望着每年

都有政府的补贴，让他们不至于挨饿。对这部分搬迁群众来说，只有首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提高思

想觉悟，才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否则即使政府出台再多的后续扶持政策，也难以使他们发展致富。 

6. 搬迁户后续扶持的对策建议 

6.1. 优化自然资本条件推动生态振兴 

一是要注重生态保护的同时提高自然资本存量。要想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增加搬迁群众的自然资

本存量，昭觉县政府就应做到如下几点：首先，政府在开展后续扶持工作中要帮助搬迁群众树立正确的

生态观念。积极在五个安置社区内组织开展一些诸如“助力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活动，通过宣

传、讲解等形式帮助搬迁群众树立绿色发展的正确理念，让其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增加对生态振

兴的价值认同。其次，昭觉县政府要在搬迁户后续扶持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制定出既尊重自然、保护

自然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详实治理体系，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当地的各种自然资本，并实现其可持续

利用率。最后，在大力倡导生态振兴的大环境下，昭觉县政府还可以引入一批环保型企业，在带领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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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致富的同时，能够有效合理的把安置点的可利用性自然资源效用发挥到最大。 
二是要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价值。首先，由于易地扶贫使得搬迁户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减少，种植

性收入也随之下降。政府要想帮助其实现增收，就必须倡导科学种植，提高种植效益。其次，政府要引

导搬迁群众树立爱护土地的价值观，只有搬迁群众爱护土地，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珍贵性，才能更好地利

用土地，学会采取科学的耕作方法，使耕地产生最大效用。再者，政府应积极为搬迁群众提供相应的市

场信息，引导搬迁群众选择有较大市场需求的产品，确保搬迁群众生产的农产品能实现稳定畅销。最后，

政府还可以与大型企事业单位取得联系，为搬迁群众生产的农产品开辟更多的销路，从而增加搬迁群众

的收入。 

6.2. 积累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助力产业振兴 

一是要丰富搬迁户的增收渠道。首先，政府应持续不断地发展昭觉县的特色优势产业。得天独厚的

地理条件使得草莓、蓝莓这类高经济作物在此地生长良好，政府应该牵头引入资本，扩大种植这类经济

作物的规模和水平，并大力鼓励倡导当地搬迁群众加入种植这类作物的队伍中，同时给予技术上的帮助，

对搬迁群众进行专业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种植技术，从而提高种植的品质和产量。其次，要鼓励搬

迁群众投身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队伍中来。利用昭觉县的现有自然生态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和特色

种植业，并大力宣传昭觉县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昭觉县旅游，从而带动“吃穿住

行”一条龙的产业体系发展，增加昭觉县搬迁群众的收入。最后，政府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系统的兜底

功能，将各种社会保障资源进行整合，对搬迁群众这一特殊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适当的提升，增强

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认为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这样才能让他们有更大的勇气去创业，去发展

生产。 
二是要持续增加物质帮扶的力度。首先，要实现产业的振兴，必须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通过政府

各种形式的财政补助，搬迁群众赖以生存的各种基础设施修得以修建得更加完善，有更多得精力去发展

生产，走向富裕。其次，政府要对这些专项财政资金进行合理配置，使其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

要加大对移民后续扶持资金的审核与监管力度，保证移民资金被合理、高效地用于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

工作。最后，政府在后续扶持阶段，可以将部分直接拨款的财政补助转变为由政府资助、市场参与、移

民自主发展的扶持模式。 
三是要继续完善集中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安置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为搬迁人口的生活

和生产提供极大的便利，还可以夯实搬迁群众的物质资本，使得政府在后续的扶持过程中，能有效引入

更多的社会资本进驻到安置区，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因此，在对搬迁户的后续扶持中，政府必须要不忘

初心，明确职责，建设好、利用好、维护好昭觉县五个安置社区的各种配套基础设施。在易地扶贫搬迁

过程中，对于安置社区的建设，不论是道路交通、医疗诊所、学校以及文娱场地等配套设施，昭觉县政

府建设得都比较完善，所以在后续扶持工作开展中，要注意维护好配套的基础设施，掌握搬迁群众的使

用状况，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讲解使用方式并标注其使用中的隐患，以充分发挥其功能，提升利用效

能，并对不符合要求的设施及时进行整改。 

6.3. 拓宽社会资本巩固组织振兴 

一是要增进交往交流技巧。昭觉县应当建立一个专门负责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党支部，搭建起这些

搬迁户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加强他们与其他搬迁户以及当地居民的沟通意愿，使其能快速的适应“原

子化”社区的新生活，建立起新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一方面，要帮助搬迁群众提高信心，主动引导

他们克服自己的自卑感，建立起自己的自信。与此同时，政府要多组织一系列搬迁群众喜欢并愿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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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例如举办不同民族的传统节庆等，以此拉近搬迁群众与搬迁群众之间、搬迁群众与当地村民之

间的关系，提高搬迁群众对安置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要使搬迁群众认识到社会资本对今后

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新的邻里友好相处，互帮互助，维系好社会资本，构建和谐社会。 
二是要重建新的社会关系。首先，要健全集中安置点党组织、政府及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管理与服务

职能，明确各自的责任，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将搬迁户的实际需求向上反映，切实为群众解决问题，

服务好群众，做到让群众信任和满意。其次，要加强对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教育，深入学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形成睦邻友好的新型邻里关系。最后，要保障搬迁群众的各种权益，持续跟进搬迁群众的各

种公共服务政策，坚定不让搬迁群众因为居住地的改变而脱离政策，把搬迁群众同等纳入迁入地管理，

继续享有各种补助，同时适当向搬迁户倾斜，增强归属感，使搬迁群众加速融入集中安置点这个大家庭，

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6.4. 提高人力资本助力人才和文化振兴 

一是要落实各项教育扶持政策。一方面，昭觉县政府要在当地培养一大批懂得专业技术的人才，才

能因地制宜地发展当地的经济，逐步提高搬迁户整体的综合素质，促进人才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另一

方面，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政府还必须要注重搬迁群众的孩子的教育，确保这些儿童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力争在教育中培育他们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思想。这就要求政府为集中安置点学校聘请更多优秀教师

开展教学活动，并且加速普及幼儿园等学前教育和双语教育，让适龄儿童接受更好地教学教育。 
二是要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活动。在接下来的扶持工作中，昭觉县政府要做好前期调查，了解他们需

要哪些方面的培训，把重点放在搬迁群众的真正需要上，并有针对性地联系职业院校，聘请专家学者前

往昭觉县进行技术技能培训指导，或者组织有需要学习的搬迁户集体外出学习理论知识，增长实干本领，

这样的结果才会皆大欢喜。例如对有意愿继续进行生产种植的搬迁群众，政府就可以聘请相关方面的农

业专家，带领搬迁群众在田间地头进行实操讲解，不再像以往仅局限于在课堂上的理论讲解，让很多没

受过教育的搬迁群众总是听得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针对需要照顾家庭而无法外出务工的妇女，以及

部分身体康健的老人，政府可以牵头将一些传统手工艺教学引入安置区，如彝族服饰制作和彝族刺绣等，

在保护和传承传统特色文化的同时，让这部分群体在闲散时间可以挣取补贴家用的费用。 
三是要宣扬劳动光荣文化。当地政府可以采用树立榜样的办法，将那些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搬迁

户的优秀事例进行宣传，并采取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报表彰，以此激励其他搬迁户

的内生动力，形成劳动光荣，主动求发展的良好局面。从这样一来，就成功地改变了以往只给钱、给物

资、给牛羊的传统扶持模式，得以让搬迁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从根源上消除不劳

而获的思想，树立起新农村新农人的良好风貌，进一步促进乡村文化的振兴。 

7. 结语 

昭觉县政府应在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下，以“五大振兴”为契机，通过改善自然资本条件促进生态

振兴，积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助力产业振兴，拓宽社会资本巩固组织振兴，提高人力资本助力人才和

文化振兴。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提高搬迁户群众的生计资本，使搬迁群众能够实现不断增收，达到

可持续性发展的目的，从而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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