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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扶贫移民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有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会出

现目标的“反功能”现象.基于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特征归纳,寻求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失去公共服务、社
会关系网络受损、边缘化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针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发展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政
策对接有落差、政策衔接有缝隙、政策承接有障碍”等资源承接问题,尝试提出提高移民发展可行能力、注重产业

发展、整合发展扶持政策与资源、强化移民专业经济组织建设、健全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发展要素整合联动等建

议,以促进扶贫移民安稳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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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移民是基于减贫而进行的贫困人口从生态

环境恶劣地区向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迁移以及与此

联系的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我国移民扶贫始于

１９８３年的宁夏三西移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将“易地搬迁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重

要政策.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至２０１３年,我国近

２０个省共完成移民扶贫约７００万人,江西省自２００３
年启动扶贫移民工程以来,完成了易地搬迁扶贫６０
多万人.

国外学者在分析自愿性移民扶贫时,主要借鉴

７０年代泰国国王制定的国王扶贫计划,２０世纪２０
－６０年代美国农村人口城乡互动迁移、前苏联东西

部人口平衡的政策等.国内学者在分析时多围绕移

民规模较大、政策意义较强的宁夏、广西、甘肃、江西

等地区移民扶贫工作实践展开研究.主要表现为:
对于移民扶贫内涵、扶贫移民搬迁的动力机制、安置

模式、权益保障和政府行为、安置区移民社会适应等

进行研究,为扶贫移民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借鉴.
贫困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贫困研究的视角也由聚

焦于经济或者物质视角向社会排斥视角和可行能力

视角转移,特别动态的非经济贫困逐步被纳入研究

主流成为研究的热点.面对返贫顽疾、社会排斥及

政府反贫困负担过重等新问题,文献检索发现,形成

于２０世纪末、作为理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贫困并给予

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强调以人为中心或

综合性,涉及脆弱性背景、外部性冲击、生计资产、生
计策略及相互间作用分析的可持续生计分析逐步受

到重视.
依据默顿的反功能理论,“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

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反功能就是观察

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

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

相关”[１].移民扶贫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旨在移民安

稳致富,实践证明其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可有

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实现

双赢.但它作为一种效益寻优与资源优化配置活

动,在取得较多收益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出现目标的

“反功能”现象:多数移民从迁出地转向安置区,生计

资产受损,在安置区新环境里需要经历因生计策略

调整引致收入下降甚至陷入贫困的发展适应期.诸

多致贫风险将在该阶段集聚爆发,如不能有效防范,
将降低移民生活水平,诱发程度不同的移民适应期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１８期)

生计风险,有违移民扶贫政策初衷,阻碍移民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拟对扶贫移民适应期

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展开研究,以期

有助于促进扶贫移民安稳致富奔小康.

　　一、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特征与
风险

　　１．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特征

扶贫移民适应期是指在扶贫移民自搬迁安置开

始至其在安置区实现社会经济适应的时期,由于移

民搬迁安置对于原有发展模式产生冲击,致使在扶

贫过程中出现移民安置中利益毁损、扶贫资源传递

异化、安置区社会适应成本较高等不良现象,一般认

为需要经过３~５年的时间才能有效恢复.扶贫移

民的适应从内容上涵盖自然环境适应、经济适应、文
化适应、社会心理适应等,主要表现为４个方面特征.

(１)发展意识高涨,发展目标不清.扶贫移民经

过搬迁安置,置身于较好发展环境,交通、信息、市
场、就业机会等优势明显,加之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宣

传与引导,扶贫移民发展积极性高涨,对于发展机遇

充分肯定,具有较强的发展意识.处于适应期的移

民由于受自身素质、原有发展基础、对环境的陌生、
基层组织不健全、社会支持与保障系统不完善等因

素影响,多数扶贫移民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上犹豫

不决,常因此而坐失发展机会.
(２)竞争意识凸显,组织协作不够.一方面,随

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民众的

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搬迁安置后的扶贫移民由于此

前发展资源的有限性约束以及渴求发展资源的迫切

性进一步加剧了扶贫移民发展的竞争意识.另一方

面,竞争意识强烈的背后可能导致部分扶贫移民自

我意识膨胀、集体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欠缺等不足.
风险社会下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要

具备一定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能力,尤其是具有个

体抱团形成组织进行风险共担、效益共享的发展能

力.移民市场意识淡薄,信息接收和反馈能力差,很
难准确把握市场动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
理、组织,协调能力不强,缺乏经营观念、科学管理方

法与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和敢于竞争与善于竞

争的素质,扶贫移民之间缺乏信任、缺乏协作等问题

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扶贫移民的生计恢复.
(３)社交意识明确,精神压力较大.扶贫移民在

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断了

原来的社区邻里关系,移民也由此可能失去利用社

会关系网络发展和解决困难的资源.多数扶贫移民

尤其是中青年移民到安置区后,能够及时利用电话、
网络等方式与原有社会关系及时联络(但这种联系

如果不在同一空间范围,则具有“客观存在,实体虚

无;思想交流可以互助,发展制约难以协助”的特

点),并积极在安置区开展新的社会关系重建.考虑

到社会关系的功利性、移民生计发展的现实性、市场

竞争的残酷性,移民的自利思想、社会交往与经济发

展等行为失败导致的自卑与恐惧、加之生产生活环

境与方式的转变等带给扶贫移民较大的精神压力,
致使心理受挫能力不高.

(４)独立意识强烈,可行能力不足.被称为“经
济学良心”的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
书中提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

由的一个过程.能力就是一种自由.一个人的‘可
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

性活动组合”[２].因此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

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就是实现各种不

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要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防护性保障等５个方面.扶

贫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囿于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发

展支持,逐渐形成了“缺省依赖基础假设”的较强独

立意识,即认为自己可以从事多种方式改善生计,却
对于一直存在并给予诸多支持的外界环境依赖没有

理性认识;安置后的扶贫移民对此依赖并没有因为

环境的改变而减少,从而出现可行能力受限或不足

问题,发展迟缓.

２．扶贫移民适应期致贫风险

鉴于迈克尔 M赛尼的贫困风险理论(imＧ
poverishmentrisksandreconstruction model,即

IRR模型)[３],综合考虑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发展特

征,适应期扶贫移民可能遇到生计资产损失,引发致

贫风险.
(１)丧失原有生产生活资源.主要包括:①扶贫

移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含耕地、林地、可带来经济收

入的水面)可能因此丧失.虽然采取有土安置模式

的移民在安置后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土地,但多数土

地的区位、质量、面积等差强人意,同时移民的其他

基于土地资源的可得收入(比如山林采摘、旅游等收

入)也会减少.②生产技能无效或低效,就业机会很

少.发展环境的变迁,适应期内缺少有针对性的培

训[４],致使移民原有生产技能无效或低效,迫使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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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生计策略,由于移民市场与竞争意识淡漠,加之

投资缺乏渠道,可能带来移民失业或者收入较少.

③失去房屋.高昂房屋重建成本使得收入微薄的农

村扶贫移民耗尽政府补偿、家庭积蓄,甚至负债,致
使移民后续发展乏力,背负金融风险.

(２)失去公共财产与服务.安置区基础设施建

设与公共服务提供是否完善将影响到扶贫移民对于

发展机会的把握、移民生计恢复与发展.如果适应

期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扶贫移民共享公共财

产与服务的权益将难以保障.
(３)社会关系网络受损.无论采取集中安置、分

散安置等何种安置模式,移民社会关系网络都具有

受损风险,适应期内的扶贫移民新社会关系网络在

原有社会关系网络解体过程中重建,遭遇旧有习惯

与新环境文化的碰撞,甚至可能影响到移民的心理

健康.
(４)移民健康水平下降.主要包括移民在安置

区由于收入水平下降带来的营养不良、发病率与死

亡率上升等风险.
(５)社会边缘化.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方式选

择与生计策略的调整可能影响到移民所处社会阶层

的变化.诸多致贫因素诱致的经济收入下降,基于

“财产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的判断原则[５],移民社

会地位下降,社会剥夺感增强,导致移民社会和心理

的边缘化,影响扶贫移民的安稳致富.

　　二、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扶持政策
瞄准与资源承接:以江西省为例

　　扶贫移民搬迁、异地安置是根本解决贫困农村

最困难群众脱贫和发展问题的新途径,自２００３年以

来,江西省大力实施移民扶贫整体搬迁,依据«关于

印发在我省库区深山区开展移民扶贫试点工作会议

纪要的通知»(赣府厅字[２００３]６号)文件,首先选择

兴国县、泰和县、修水县三县为移民搬迁试点县,１
年搬迁１万人;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将扶贫移民搬迁范

围扩展为江西２１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４年

间共搬迁安置１９．２３万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将扶贫移

民搬迁范围再次扩展为江西４１个西部大开发有关

政策县,５年间共搬迁安置２５万人;２０１３年,江西省

搬迁安置扶贫移民约７万人;２０１４年计划搬迁安置

扶贫移民１０万人.１０年来,江西省共实施扶贫移

民搬迁安置约６０万人,投资２０多亿元,对生态环境

保护,维持社会稳定,实现移民同步小康具有重要

意义.
扶贫移民搬迁工作政策性强,工作量大,涉及面

广,关系到移民与安置区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区

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了更好地推进扶贫

移民搬迁,综合考虑政府、区域发展资源,针对适应

期扶贫移民生计特征与可能风险,江西省扶贫移民

管理部门出台了«江西省库区深山区移民扶贫若干

政策规定»(赣府发[２００４]９号文)、«关于在全省开

展地质灾害避灾移民搬迁工作的通知»(赣府厅字

〔２０１１〕９２号)、«江西省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

点工程管 理 办 法»(江 西 省 发 改 委 地 区 经 济 处,

２００９)、«关于完善库区深山区移民搬迁扶贫有关

政策意见的通知»(赣府厅发[２０１０]３２号)等一系

列发展扶持政策(具体情况见表１),下面以受到国

务院扶贫办认可的江西省扶贫特色“修水模式”为
例进行发展扶持政策梳理[６].

诸多政策的提出对于降低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

可持续发展风险,保障其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但
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政策对接有落差、政策衔接有

缝隙、政策承接有障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其效用发挥.
一是政策对接有落差.扶贫移民的发展首先要

立足于所属区域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国家对于地

处中部的江西提供很多发展扶持政策,江西自身为

实现发展崛起尤其是针对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鄱阳湖

生态经济建设也进行了科学部署,涉及三农、金融、
交通、扶贫等诸多领域的政策为扶贫移民发展营造

了良好发展氛围.但当前很多思考“着重从推进扶

贫移民发展需要怎样的政策这个视角来研究的,而

忽略了对现行区域政策与移民发展诉求政策不同层

级之间的对接研究”[７],致使政策缺乏宣传、系统梳

理与有效整合,政策交叉与摩擦频繁,政策功效下

降,发展资源浪费,区域发展扶持政策与扶贫移民发

展诉求之间出现政策对接落差现象,尤其表现在关

乎扶贫移民发展的规划制定、财税政策、土地、环境

保护等方面,导致扶贫移民在发展过程中可利用的

政策及发展资源受到限制.
二是政策衔接有缝隙.改革与发展的推进,要

以制度来承接[８].扶贫移民作为扶贫开发与灾害风

险管理的一种综合开发方式[９],涉及户籍、农村保

险、就业、计生、土地、税费、金融等社会经济管理的

多个领域.国家在全面小康建设过程中对三农支持

力度也很大,涉及危房改造、交通补助、创业优化等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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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江西省扶贫移民发展扶持政策梳理

政策 内容

财税政策

(１)财政补助:１)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移民建房专项补助人均３５００元(省财政３０００元/人,市级配套４００元/人,县级配套

１００元/人);２)２０１４年至今移民建房专项补助人均４０００元(省财政３５００元/人,市级配套４００元/人,县级配套１００
元/人).
(２)税费减免:移民搬迁扶贫工程实行零税费管理制度,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移民负担.土地、林业、
市政、建设、房管、规划设计、税务、水务、公安等部门应对移民搬迁中所有相关费用实行减免.移民搬迁建房免交耕地
占用税、防洪保安资金、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建筑安装营业税,占用林地免收林木林地补偿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自采
沙石免收有关规费,免收建房设计图纸费和建筑行业上级管理费、市政配套费、免收水电增容费、开户费,使用自用材采
伐指标运输木材的免收各种税费,办理迁移户口手续、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只缴纳办证工本费.

投资政策

(１)当地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为移民今后的生活寻找更多的途径.(２)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农业开
发、电力等部门,要在项目安排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向移民户和移民区倾斜.(３)要用好扶贫和以工代赈资金,帮助移民
户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急需问题,使搬迁移民异地安迁后能够获得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安置模式
实行梯度安置,有县城和园区统规统建公寓房安置、县城商品房安置、中心集镇安置、中心村安置和养老院安置五种
方式.

产业政策

(１)优先扶助每户３~５万元小额贴息贷款 ;子女免费就读修水职高;免费创业就业培训 ;免费职业介绍;确保有就业需
求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２)在实施产业化扶贫工作中,重点从“山、水、田、畜、工”上找出路,积极在“山上办绿
色银行、山下建优质粮仓、水面兴特色养殖”上谋发展.

住房政策

(１)整体搬迁移民享受移民扶贫政策补助;(２)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农户,享受危房改造补助;(３)享受旧房拆除补偿;
(４)享受县城购商品房、小户型安置房的财政奖励 ;(５)安置房凭产权证可以抵押享受信贷支持;(６)同时,降低进城门
槛,安置房价格按建筑成本价计算.

土地政策 对移民户土地承包权和山林经营权进行流转,流转收益用于移民户缴纳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人口政策
移民可以直接办理城镇居民户口,也可以保留农村户籍办理城镇居住证,可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继续执行农村计划
生育等惠农政策.

绩效考核政策 将组织领导情况、为民办实事情况、指导贫困村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情况等３个方面列入单位绩效考评内容.

其他相关
扶贫政策

(１)整村推进;(２)“四个一”组合式扶贫;(３)产业化扶贫;(４)雨露计划;(５)社会扶贫;(６)新农村建设;(７)城乡一体化建
设等.

惠农支农政策近４０项,涉及财政、民政、移民、农业、
交通、教育等部门约２５家.惠农支农政策为移民及

安置区其他村民带来大量发展机会与发展资源的同

时,也出现了各项惠农支农政策之间有效衔接问题:
由于各项惠农支农政策在目的、工作对象、工作手段

和性质、资金来源、项目管理等领域存在差异,加之

政策执行主体对于政策宣传力度与实施能力影

响,致使移民在享受相关政策时可能不是很清楚

各项政策规定与要求,不能及时、有效协调政策之

间的冲突,导致惠农支农政策相互独立、规模效应

不强.
三是政策承接有障碍.鉴于自身综合素质与区

域发展水平限制,适应期扶贫移民在发展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发展断层”或“发展休克”现象,即由于移

民安置前后发展环境市场化水平差距加大,造成适

应期扶贫移民在发展过程中因不能很快适应而造成

发展中断.“市场化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市场化的企业制度及其与市场机制

的高度匹配会极大地提高经济主体的激励效应,市
场机制的完善又会极大地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同
时,遵循市场规律的外向化发展又会极大地带动区

域经济的快速发展”[１０].当前扶贫移民政策逐步由

原来的普惠制向现在的瞄准制转变,“扶大扶强,强
调带动效应”的现代扶贫政策取向对于政策承接主

体的资源拥有量、发展规模、市场风险规避能力等要

求提高,专业合作组织逐步受到重视,“由于移民缺

少自己有组织、有力量的代言人,且绝大多数的农民

缺少与之地位相应的话语权,很难起到对惠农政策

执行者的有效监督作用,甚至很难有对惠农政策本

身不足之处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移民非同质化、农
村低组织化使得在惠农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不同移

民对惠农政策接受程度不同、农民缺乏对政府的监

督制约能力的现象”[１１],为此,走向组织化正是松

散、协作水平较低的扶贫移民实现有效政策承接的

发展方向.

　　三、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创新

　　１．更新观念,开拓移民视野

所谓“思路决定出路”.扶贫移民一般都处在深

山峡谷之中,长期生长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对外面世

界的了解和接触较少,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加上文

化水平的限制,综合素质不高、心理素质较脆弱、经
济基础薄弱、技能技术缺乏、谋生手段单一以及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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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的农耕生活等原因,创业致富的意识不强.
应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搞好农村信息化建设,更新

移民传统观念,强化市场竞争意识,激发其主观能动

性,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特建议以县为单位,组建农

民人力资本培训中心(拟),对培训资源统筹、协调使

用,促使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改变多头培训、无序培

训、不均衡培训的状态.只有将政府的帮扶与移民

自身的努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政府帮扶作为加快

发展的契机,充分激发移民创业的积极性,移民的后

续发展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２．强化技能培训,注重产业发展

以实施移民继续教育工程为抓手,坚持培训内

容紧贴市场需求、结合移民实际情况、结合创业致富

的原则,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劳动力就业转移等目标

对移民 进 行 职 业 化、规 范 化、专 业 化、标 准 化 培

训[１２],提高移民科技致富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自

主发展能力.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移民的生

产经营活动已经表现出很强的非农化和商品化趋

势.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移民的扶持应遵循市场规

律,着力为其搭建与市场联系的平台.尤其对从事

商品化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移民,针对

其抗风险性能力差、规模难以扩大的特点,可以尝试

构建“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网络＋农户”等多样化的

经营模式来降低风险、寻求资金支持.

３．梳理区域政策,推进不同层次发展政策对接

我国目前区域政策主要包括:①四大板块政策,
即西部大开发政策、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

策、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政策和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

展政策.②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

展的政策.③贫困地区的扶持政策.④各类自然保

护区的政策[１３].江西地处国家中部地区,具有２１个

国家贫困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３２８万),赣州、吉安

等地区为我国著名革命老区,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

保护区２００个(其中国家级１１个、省级３５个、市级

１个、县级１５３个),同时江西省扶贫移民工作涉及

４１个西部开发政策比照县,故上述４种政策与江西

扶贫移民联系紧密,政策间目标、措施、评价方式可

能互补,也可能冲突.政策间的对接与调整涉及不

同部门、区域、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动,稍有不慎,
将会引发诸多管理风险,建议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梳

理不同层次区域政策对接的机构,确保政策体系的

完整性与作用发挥的协调性,逐步推进不同层次之

间的发展扶持政策对接.

４．整合发展扶持政策与资源,做好政策衔接

扶贫移民的发展要切实做好各种制度与政策的

衔接,以便于积极争取各种配套资源,形成资源合

力,产生规模效应与范围经济.考虑扶贫移民活动

的行政主导属性和扶贫移民的发展滞后性,有效解

决扶贫移民发展与增收的核心问题,其一应关注涉

农金融机构与财政支农政策的对接,完善政府投融

资平台、银政合作平台、对接财政贴息项目、与惠农

补贴资金结合、对接财政支持的信用担保、与农业政

策性保险合作、财政资金代理等模式[１４];其二应关

注新农保与职工养老保险政策衔接问题,有效提升

农民人力资本与衔接缴费能力,实现新农保与职工

养老保险顺利衔接;其三应关注扶贫移民政策与法

治的衔接;其四应关注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和移民

政策的衔接,主要体现为健全识别机制、调整政策重

心与措施、开发科学评价方法.

５．强化移民专业经济组织建设,落实政策承接

鉴于移民自身可行能力限制,除提升个体生计

资本与政策资源承接能力外,应关注组织创新,优化

整合资源.产业化专业合作组织的构造目的是要建

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价值链,承接和整合

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发展资源,为增收创造产业组

织条件.建议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化、经营主体职业

化、发展方式集约化、经营模式多样化”的现代农业

经营组织作用和要求,针对当前的移民专业合作组

织合作水平偏低、扶持力度不够、发展资金不足、市
场风险较大、缺乏管理和技术型人才、管理不规范等

问题,建议移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坚持本

质属性,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强调推进适度规模经

营,实现专业合作组织产权结构股份化与实体经济

化,推动专业合作组织健康稳步发展.

６．健全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发展要素整合联动

扶贫移民同步小康需要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

产要素在市场作用下优化配置.依据华南农业大学

制度经济学家罗必良教授的论点,农村要素市场是

一个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农村金融市场围绕农村土地

市场为中心相互联动的交易网络体系.对于移民发

展而言,其面临的是农产品市场化过度,劳动力市场

扭曲、土地市场发育不足、金融市场遭排斥的困境,
要素流动与配置效率较低,可以通过农村土地市场

的局部制度改革(土地的财产化、资本化与商品化)
驱动其他要素的制度联动,辅之以有效的土地财权

赋予、劳动力可行能力提升与系统规制设计,最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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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村要素市场体系走向健全与完善.

７．加快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产
学研政用”的结合模式

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以促进农村

各类主体的自我服务能力提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应逐步退出可由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主体提供

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领域;允许和支持更多企业进入

农村经营市场,同时积极完善对农村社会化服务市

场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创造公平合理

的竞争环境,尤其是要创新农业科技推广的体制机

制,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产学研政用一体化”的新

型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更好地促进移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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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alleviationresettlementisfunctionalinbothpovertyalleviationandecological
protection．YetthephenomenonofantiＧfunctionofthetargetmightoccurtotheprocessofbreakingup
thecontradictionbetweenregionalecologicalsustainabilityandeconomicdevelopment．BasedoncharacＧ
teristicsofpovertyalleviationresettlementinduction,thisarticleexploresthepovertyriskandlossof
livelihoodssuchaslosingresourcesofdevelopment,losingpublicservices,theharmtosocialnetwork
andmarginalization．Inthecourseofpolicyimplementation,problemslikegapsandbarriersinmatchof
policiesandmismatchcouldpossiblybeaddressedbyimprovingthemigrationdevelopmentcapability,

emphasizingindustrialdevelopment,integratingpoliciesandresources,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
ruraleconomicorganization,improvingelementsmarketandfacilitatingtheintegrationofdevelopmental
elementssoastoachievepovertyalleviationandbuildawellＧoff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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