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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2005年10月到 2006年 4月, 我们课题

组选择了甘肃省的民勤县、会宁县、景泰县、

安定区等四个干旱贫困县 (区) 为调查对象,

对干旱贫困县教育移民的情况进行了调研。这

四个县区在我国贫困地区和西部的贫困地区都

是比较典型的, 年降水量在 150毫米左右, 农

民人均纯收入在 1600~ 2000 元之间, 是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关注的移民开发重点地区。这

四个县的基本现状都是以干旱和半干旱为主要

特征, 农村人口数量大, 过剩情况也严重, 劳

动力转移的需要很强烈。这些年来, 教育移民

在这些地区的移民和智力开发方面起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 教育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

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效性、稳定性和

长效性。由此, 我们认为, 在西部许多地方,

可以把教育移民作为移民的重要战略选择, 国

家也应该把教育移民作为扶持西部贫困地区开

发和发展的重要政策项目。教育不仅是贫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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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现人力资本开发的主体形式, 而且也是实

现移民的主要形式。教育移民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在许多基础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有很强

的可行性。

一、贫困县教育移民的基本特征

教育移民是贫困地区人口的外向型转移,

可以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和人口养育压力。在干

旱贫困地区通过政府的有力扶持和社会的共同

关注, 可以使国民教育发展水平有比较快的提

高, 从而大幅度提高中考和高考入学率, 增加

这些地区的青年学生在外地上学、就业、安家

的几率, 可以有效地达到移民的目的。与我国

目前已经发生的其他脱贫形式和移民形式进行

比较, 教育移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定的比较

优势:

(一) 层次较高

一般的生态移民和开发式移民是将迁出地

的农村人口整体搬迁到新的居住地, 这对人口

的素质和质量没有特殊的要求, 也不会对移民

安置区的人口素质产生多大的影响, 一般地也

就是引起移民安置区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教育

移民对人口素质有很高的要求, 这种素质不仅

表现在人口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较长, 而且表

现在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轻, 是典型的和潜在

的生育年龄组人口。所以, 教育移民对控制人

口有利, 对整体提高人口素质有利。

(二) 效果明显

从我们对甘肃省会宁、景泰、民勤、安定

等四县区教育移民的调查情况看, 教育移民对

于解决干旱贫困县的人口压力有非常明显的效

果, 从 1977年到 2005年, 这四个县区的大学

本科和专科共录取人数累计 68284人, 中专录

取人数累计 41489 人, 二项总计为 109773人。

而与此同时, 回县工作的只有 34436人, 离县

工作的有 75337人。假定这些移民人口当中只

有很少的比例当年考上了学并在外地工作和居

住, 那么, 将会给这些地区形成更大的人口压

力。

(三) 机制稳定

由于教育移民机制的形成是靠人力资源开

发, 对于教育的重视和对教育的投资增加, 会

在这些地区形成比较稳定的教育发展机制, 并

且在 �投资 � 教育 � 移民 � 增加投资 � 提高教

育水平 � 扩大教育移民� 上形成良性循环。比

如, 会宁县这些年就把发展教育作为该县的核

心发展战略, 把科教兴国战略转换成与当地情

况相结合的有效的教育移民战略, 实践证明是

成功的。

(四) 连带效应

我们调查还发现, 教育移民还有一个比其

他移民形式更明显的优势, 就是这种移民形式

会产生极强的连带效应, 即教育的功能不仅保

证了受教育者达到了移民安置的目的, 而且,

当这些已经移民的高层次人口一旦在外地的城

市或者企业居住工作稳定的时候, 他们当中的

某些人员就会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 甚

至亲朋好友等也吸引到他们的身边, 在我们调

查的这四个县 (区) 中, 这种事例非常多。特

别要注意的是, 由教育移民而引起的连带效应

并不需要政府投资, 是民间自愿的行为。

二、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力的贡献分析

(一) 大中专毕业生回县工作率

我们调查了会宁、景泰、民勤、安定等四

个县 1997年至 2004年各年各县大中专毕业生

回县工作的人数, 同时调查了这四个县 1993

年至 2000年各年各县考取大中专学生的人数,

计算得到了四个县区 1997~ 2004年历年大中

专毕业生回县工作率及其这 8年间的县工作率

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会宁、景泰、民勤、安

定等四县区 1997~ 2004年历年大中专毕业生

回县工作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分别是 20�2%、
15�4%、51�8%和 40�9%, 四县区大中专毕业

生回县工作率的综合平均值是 31�4%。

(二)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力的分析

模型

设定 1977~ 2005年 29年来教育移民对缓

解人口压力的分析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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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力的绝对
贡献= 29 年来该地区考取大中专学生人数 �

(1- 大中专毕业生历年平均回县工作率) �

( 1+ 调节系数)。

模型 �: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力的相对

贡献=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力的绝对贡献/

(2003年当地总人口+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

力的绝对贡献) � 100%。
(三) 教育移民调节系数的设定

由于 1977~ 2005年 29 年来某地区考取大

中专学校的学生, 均为未婚青年, 这些人如果

没有离开当地, 绝大多数人就只能在当地种地

务农, 必然也在当地结婚生子, 较早的 77级、

78级学生可能已经有了第三代。所以从 2003

年的人口总数看, 这些已经离县到外地工作的

大中专学生对当地教育移民 (本质上起到了当

地人口外迁的移民效果) 数量的贡献就不仅仅

是他们本人, 还应该加上他们的子女人数和孙

子女人数。教育移民调节系数, 就是指这些离

县工作的大中专学生平均每个人在 2003年的

子女人数和孙子女人数。按教育移民调节系数

的含义对教育移民调节系数的估计情况见表

1。

表 1 � 教育移民调节系数

调节系数

估计方案

教育移民

调节系数
含义说明

方案 1 0�5
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一个孩子, 平均一个人有 0�5个孩子, 目前城市家庭基本上

是这个情况。

方案 2 1�0
一对夫妻平均生育 2个孩子, 平均一个人有 1个孩子。据我们调查, 会宁、景

泰、民勤、安定等四县区的多数城镇家庭是这个情况。

方案 3 1�5
一对夫妻平均生育 3个孩子, 平均一个人有 1�5个孩子。据我们调查, 会宁、
景泰、民勤、安定等四县区的多数农村家庭一对夫妻生育 2~ 3个孩子。

� � 由于实际上很难得到这些事实上已经离

县, 并到外地定居工作的大中专学生平均每个

人在 2003年的具体的子女人数和孙子女人数,

以下分析中教育移民调节系数取为 1�0。因
此,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力的绝对贡献的含

义, 指教育移民数量;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

力的相对贡献的含义, 指教育移民数量占在没

有教育移民的情况下当地现有人口数量的百

分比。

(四)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力的分析

结果

1977年~ 2005年的 29年间, 会宁县考取

大中专学校学生有 39754人, 其中回县工作的

有8030 人, 离县工作的有 31724 人, 按以上

模型估计, 教育移民绝对贡献为 63448人, 相

对贡献为 9�81% ; 景泰县考取大中专学校学

生有 18729 人, 其中回县工作的有 2884 人,

离县工作的有 15845人, 教育移民绝对贡献为

31690人, 相对贡献为 12�10%; 民勤县考取

大中专学校学生有 23335人, 其中回县工作的

有 12088人, 离县工作的有 11247人, 教育移

民绝对贡献为 22494人, 相对贡献为 6�82% ;

安定区考取大中专学校学生有 27955人, 其中

回县工作的有 11434人, 离县工作的有 16521

人, 教育移民绝对贡献为 33042人, 相对贡献

为 6�48%。会宁、景泰、民勤、安定四县区
考取大中专学校学生有 109773人, 其中回县

工作的有 34436 人, 离县工作的有 75337 人,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压力的绝对贡献 (教育移

民数量) 为 150674人, 教育移民对缓解人口

压力的相对贡献为8�62%。

三、教育移民与其他移民的成本比较

(一) 教育移民成本

2005 年会宁县、景泰县、民勤县、安定

区的高考录取率分别为 53�8%、35�0%、
72�8%和 41�6% , 四县区高考录取率的简单算

术平均值为 50�8%。设有 1000名高中毕业生,

则平均有 508 人可以被各类高校录取, 按

31�4%的回县率计算, 这些人中回县工作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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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人, 有 348人成为教育移民。现在, 会宁

县、景泰县、民勤县、安定区四县区的普遍情

况是, 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 但由于高

中阶段的教育资源极为短缺, 初中毕业生升入

高中的比例很低。以会宁县为例, 2005年会

宁县有初中毕业生 18000多人, 其中上高中的

约为 6000人, 仅占初中毕业生总数的 1/ 3。一

个学生如果有机会接受高中教育, 则有

34�8%的可能成为教育移民, 一个学生如果没

有机会接受高中教育, 则成为教育移民的可能

性几乎为零。所以, 在这里把一个学生接受高

中教育的成本看作是教育移民的成本。

会宁县第五中学是一所新建的学校, 只设

高中部, 学校占地 550多亩, 建设总费用 (包

括教学设备购置) 约 3000 万元, 按 30 年折

旧, 年均折旧费用 100万元, 学校每年的教师

工资、办公经费等支出约 400万元, 年总费用

为500万元。会宁县第五中学在校学生规模

4000人, 平均每年毕业学生 1333人, 按以上

估计的 34�8%的比例计算, 有 464人可成为教

育移民, 平均每个教育移民的成本为 10776

元。学生读高中每年的教育支出 (由家长负

担) 约 1000 元 � [ 1] , 三年共 3000 元, 所以,

从移民成本角度看, 政府为每一个教育移民负

担的成本为 7776元 ( 2004年价格水平) , 不足

8000元。政府的不足 8000元成本投入, 产生

的收益不仅仅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作为教育移民

外迁, 还培养出了二名高中毕业生, 提高了当

地的人口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

(二) 其他方式的移民成本

1�甘肃省 �两西移民� 和 �疏勒河移民�
成本。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甘肃省把以定西

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和南部高寒阴湿地区

20多个县的部分贫困人口迁移到河西地区,

形成了 �两西移民�; 90年代后期, 随着疏勒

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 陇南、定西、临

夏、甘南 4个市州 11个县的部分贫困人口有

计划、有组织地迁移到疏勒河流域灌区内, 形

成了 �疏勒河移民�。截至 2004年底, �两西
移民� 和 �疏勒河移民� 共 26613户、111040

人, 其中, 计划移民 18123 户、82499 人, 其

余为计划外移民� , 政府用于 �两西� 建设和
�疏勒河移民� 专项建设资金共 18�01 亿元,

按实际移民人数 111040人计算, 政府投入的

人均移民成本为 16219 元, 按计划移民人数

82499人计算, 政府投入的人均移民成本为

21831元 (投入期从 1983年到 2004年)。

2. 三峡工程的移民成本。三峡工程移民

经费总额为 400亿元 ( 1993年 5 月份价格水

平) , 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对移民人数进行

了复查, 1997年公布复查结果是全部移民将

超过120万。按移民费用 400亿元、移民人数

120万计算, 政府支出的人均移民成本为

33333元 �。

3�甘南生态移民成本。2006 年 �甘肃甘

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

划�� 中测算的关于甘南民族地区异地整体搬
迁、生态移民等的费用标准分析是: 生产基础

设施人均 4500 元, 公共基础设施人均 3500

元, 住宅建设人均 8000 元, 这三项合计共为

每人 16000元。

4�甘肃阿克塞县牧民整体向县城搬迁定
居成本。2002 年, 我们课题组曾四次到甘肃

省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做关于牧民新村建

设的调查
[2]
, 这个县从 1998年到 2000年, 共

有 546户, 占全县 82%的牧业户整体搬迁到在

县城旁边规划建设的民俗村。政府给每一搬迁

户的补贴平均是 10 万元左右, 人均 2 万元

(按照户均人口 5人计算)。

(三) 移民成本比较和可行性

根据以上分析, 政府为每一个教育移民负

担的移民成本为 7776元, 政府为每一个 �两

西移民�、 �疏勒河移民� 负担的移民成本为

21831元 (投入期从 1983年到 2004年) , 政府

为每一个三峡工程移民负担的移民成本为

33333元。为了方便比较, 将不同移民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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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2006年 2月, 内部资料。
按照 1993年价格水平计算。
葛正芳、蒋江川, 对甘肃酒泉移民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人民网, http: ��theory. people. com. cn

孙志军 ( 2004) 的一个类似研究结果是, 甘肃小学教育私人的直接成本是年级平均 183元, 初中教育私人的直接成本是年
级平均 332元。



应的政府单位移民成本 (即政府平均为一个移

民支出的移民成本) 都换算为 2004 年价格下

的数据。由于 �两西移民�、�疏勒河移民� 费

用是在 1983年到 2004年的 22年中陆续投入

的, 可大致认为是 1994年价格水平下的投入

量。按 2004年价格水平计算, 政府支付的教

育移民人均成本最低 ( 7776元) , �疏勒河移

民� 人均成本较高 ( 25082 元) , 三峡工程移

民人均成本最高 ( 46606元) , �疏勒河移民�

人均成本、三峡工程移民人均成本、甘南生态

移民人均成本、阿克塞整体搬迁入均成本分别

是教育移民人均成本的 3�22 倍、5�99 倍、

2�03倍和 2�58倍。当然, 这里讨论的教育移

民成本只是一个理论值, 教育移民、 � 疏勒河

移民�、三峡工程移民、生态移民等都具有各

自的特殊性、必要性和不可能替代性。但是,

如果只从最本质的政府平均为一个移民所支付

的移民成本多少的角度看, 这几种不同方式之

间的移民成本还是可以进行横向比较的。尤其

是教育移民成本与 �疏勒河移民� 成本之间的
可比性更强, 因为本质上教育移民和 �疏勒河

移民� 都是甘肃省解决干旱贫困县的人口压

力、寻求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途径, 以及调解

人与自然不和谐矛盾的一种方式。
表 2 � 不同移民方式单位移民成本比较

移民方式

政府支出的人均

移民成本 (元)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 1978年= 100)

数量 价格水平 年份 价格指数

政府支出的人均移民

成本 (元) ( 2004年

价格水平)

移民成本比较

(以教育移民

成本为 100)

教育移民 7776 2004年 2004 356�4 7776 100

两西移民、疏勒河移民 21831 1994年 1994 310�2 25082 322

三峡工程移民 33333 1993年 1993 254�9 46606 599

甘南生态移民 16000 2004年 2004 356�4 16000 205

阿克塞牧民搬迁 20000 2000年 2000 354�4 20113 258

� � 四、贫困县教育移民的推动机制

(一) 政府推动机制

从移民成本看, 教育移民方式成本最低,

效果最好。政府在促进贫困县教育移民方面要

建立确实可行的推动机制, 其中建立稳定的贫

困县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是关键。一是要进一步

落实 �以县为主� 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二是省级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贫困县中小学教职

工工资保障机制。三是各级政府要把中小学危

房改造纳入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设立专

项资金, 确保所有危房都能及时改造。四是要

大力增加高中教育资源。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

要从支付给贫困县的扶贫资金和移民资金中划

出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扩大贫困县的高中教育

资源和教育规模, 努力提高初中毕业生的升

学率。

(二) 社会推动机制

贫困县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 把教育移民放在移民工作的重要地位, 要

动员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形成全社会重视教

育、全社会支持教育的教育发展的社会推动机

制。一是向上级部门和各类机构积极争取教育

援助项目资金。二是多渠道、多形式筹集教育

经费和物资, 积极动员企业、个人和社会力量

向学校援助资金和教学设备。会宁县政府财政

实力很弱, 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十分有限, 近几

年, 会宁县的县乡级财政收入每年只有 2000

万元左右。会宁县大力依靠政府和社会力量对

教育的投入, 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2002、

2003年两年间全县共投入义务教育经费

8124�4万元, 2004 年全县投入教育经费 3000

多万元, 2001年至 2004年 4年间投入学校建

设经费近 1�2亿元, 这在会宁历史上是空前

的, 社会力量援助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三) 家庭推动机制

家庭推动机制是贫困县教育移民的核心。

甘肃省会宁等贫困县教育条件虽然很苦, 但从

城镇到农村, 不论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

子, 人人都把供孩子上学读书当作生活中最重

要的大事来对待, 不管家庭经济情况多么困

难, 就是借债、贷款也要供子女读书。会宁县

新庄乡新庄村东坡社地处会宁县北部, 属旱山

塬地带,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1000 元,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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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8户人家, 224 人, 自恢复高考以来共考

出大中专学生 63 人。会宁县韩集乡苟岘村堡

子社地处会宁县东部, 属干旱山区地带, 农民

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800 元, 共有 31 户人家,

170人, 自恢复高考以来共考出大中专学生 75

人。1977年~ 2005年会宁县累计升入大学本

科、大学专科、中专的学生共有 39754人, 许

多人成了 �教育移民�, 现在仅在北京工作的
会宁籍大学毕业生就有 500多名, 既减轻了当

地的人口压力, 又为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四) 教育贷款机制

目前, 我国现存的教育助学贷款包括商业

性教育助学贷款和财政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两

种, 这些教育助学贷款在申请人条件、贷款额

度、贷款期限、担保方式等运行机制方面要求

较高, 并且绝大部分是为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费

用的助学贷款。贫困县的农民由于收入低, 绝

大多数家庭没有银行认为值得抵押的资产, 不

能满足贷款担保条件, 因而很难贷到用于子女

接受中小学教育的贷款。要加紧对现存教育贷

款机制进行适当调整, 降低担保条件, 增加财

政贴息额度, 专门设计出用于贫困县城乡家庭

子女在小学、初中、高中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

的教育贷款新机制, 促进贫困县教育事业的发

展, 促进贫困县提高劳动力素质, 促进贫困县

教育移民顺利实施。

五、教育移民的战略和政策运作

根据以上的调查和分析, 我们认为, 教育

移民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比较成功的、有重要

现实意义的移民形式, 在西部农村教育发展比

较快的贫困地区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可以作为

国策来定位这项移民形式。为此, 我们提出如

下政策建议, 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一) 西部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实行 � 12

年义务教育�

在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实施 12 年义

务教育政策, 这样可以比较快地发展这些地区

的教育事业, 培养人才, 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

展差距。在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的中专和

职业中专类学校, 对贫困家庭子弟实行免费就

学政策。

(二) 国家要启动贫困地区的教育移民投

资专项政策

在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中, 把教育移民作

为一项专门的扶贫政策, 给予特殊的政府资金

保障, 制定相应的规划和管理制度, 从而丰富

和创新我国的扶贫政策体系。教育移民专项资

金作为扶贫资金定性, 既可以与扶贫专项资金

一起下拨, 也可以单独建立专项资金管理程

序, 单独运行和管理。

(三) 要提高教育移民在中长期规划中的

地位

在重要的发展规划中要有教育移民方面的

内容。西部贫困地区的各级政府要创新目前已

经出台的有关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解决 �三农

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和战略中,

增加教育移民方面的内容, 使教育移民与高素

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以及跨国转移等成为新

的移民形式。教育部门也应该把教育移民作为

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考虑进中长期发展规

划之中。

(四) 确定一些教育移民示范县, 给予特

殊的政策性投入

以西北地区为例, 选择甘肃省中部干旱贫

困地区、陕西省陕北干旱地区、宁夏回族自治

区西海固地区、青海省海东地区的贫困县为教

育移民示范县, 给予特殊的政策性投入。在政

策设计上重点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名称定

为 �贫困县教育移民政策�; 二是范围定在国

家级贫困县内; 三是在运作上采取先试点后推

广的方式; 四是教育移民资金的管理在前期采

取专项管理的办法; 五是每个教育移民贫困县

可以选择2个重点学校作为政策实验学校; 六

是能够享受教育移民政策的学生必须是本地贫

困家庭的孩子, 其他生源不享受这项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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