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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甘肃省民勤县以水定人的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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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对甘肃省民勤县的深入调查为基础 , 按照以水定人的思路 , 在认真分析目前该县的水

生态环境对人口发展 、 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严重影响的基础上 , 提出了具体的生态移民的规划思

路 、 移民设计和运作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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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 in the Minqin County

———Empirical Studies on Basing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n Water Resource

WEI Fen-zi , LI Han-lin

(Party School of Gan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 Lanzhou , Gansu 730070)

Abstract:Through the research of Minqin County , according on the thought of basing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n water resource , Basing on the research into the influence of water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principle of basing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n water resource and ecological migr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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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 、 石羊河流域最下游 ,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灌区 , 是由石羊河

下游的地面水和潜水长期发育形成的我国荒漠区典型的沙漠绿洲。民勤县东 、 北 、 西三面被腾格

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两大沙漠包围 , 绿洲面积只占全县总面积的 9%。数千年来 , 民勤绿洲一

直成为阻止两大沙漠汇合的一个重要绿色屏障。其主要自然特征是干旱少雨 , 蒸发强烈 , 多年平

均降水量 110毫米 , 年蒸发量 2644毫米 , 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 24倍以上 , 风大沙多 , 年均风

沙日数达 139天 , 生态脆弱 , 荒漠化面积占总面积的91%, 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干旱 、 荒漠化危

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004年 , 全县辖 23个乡镇 , 244个村 , 总人口 30.7万 , 总面积 1.6万平

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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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 , 民勤县的人口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 人多水少 、人

沙争地 、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和谐状况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 1990年以来 , 由于加快了固定资产

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 , 使得民勤县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加剧 , 生态环境与人口发展和经济

增长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 如果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治理和控制 , 民勤县就有可能变成中国的第二

个罗布泊。甘肃省民勤县的生态环境恶化情况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 1]
。为了认

真贯彻和落实温家宝总理有关民勤的重要指示 , 课题组对民勤县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状况进行了

实地调查和座谈讨论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了民勤县 “以水定人” 、 “生态移民” 的人口发展思路 。

本文中有关民勤县的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 、 水资源 、 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数据资料 , 都是我们在调

研中由民勤县相关部门提供的 。

二 、 民勤县水资源供需状况①

1.地表水资源供给评估。民勤县境内不产生地表径流 , 唯一的地表径流是由南部进入境内

的石羊河。近 20年来 , 由于石羊河流域地表径流逐年减少和上游用水量的逐年增加 , 石羊河进

入民勤的地表径流逐年锐减。石羊河流域地表径流 20世纪 50年代年平均为 17.84亿立方米 , 90

年代年平均为 12.89亿立方米 。进入民勤县的地表径流 20世纪 50年代年平均为 5.42亿立方米 ,

90年代年平均为 1.52亿立方米 , 2002年仅为 8447 万立方米 , 2004年又降到 6500万立方米 , 平

均每年减少 1000万立方米。流入民勤的地表径流占石羊河流域总径流的比例由 20世纪 50年代

的30%减少到近几年不足 7%。

2.地下水资源供给评估。由于地表水资源的急剧减少 , 民勤灌区内自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大

面积开发利用地下水 , 井深由几米逐步发展到 60 米 、 100 米 , 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达 0.4 ～ 1.0

米 , 矿化度年升高 0.1克/升以上。地下水埋深由 20世纪 50年代的 1 ～ 5米下降到目前的 12.8 ～

18.8米 , 最深达40米。尤其是最下游的湖区灌区 , 地下水矿化度平均高达 4.18克/升以上。民

勤的泉沟和泉湖等 , 由于地下水位下降 , 已无泉水溢出 , 大部分被附近村社填埋造地 。20世纪

60年代粗略估计 , 海藏 、 羊下坝 、 九墩一带尚有泉沟 1210条 , 1979年统计保留的泉沟有 454条 ,

到1989年仅有泉沟 374条 , 2000年剩余泉沟只有 300条左右 , 且水量极少。

3.外调水资源供给评估。民勤调水工程是经甘肃省委 、 省政府批准 , 作为近期解决民勤水

资源短缺 , 防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一项应急工程 。该工程是利用景电二期的空闲容量和灌溉

间隙 , 延伸已建成的景电输水总干渠 , 从黄河干流引水 , 经洪水河 、石羊河 61公里的天然河道 ,

调水到红崖山水库 , 调水线路总长 260公里 , 年设计调水量 6100万立方米 , 调水流量 6.3立方

米/秒 。工程于 1995年 11月开工建设 , 2000年 9月主体工程竣工 , 建成渠道规模 99.04公里 , 其

中明渠 14.4公里 , 渡槽 1.5公里 , 箱型暗渠 83.1公里 , 完成投资 3.015亿元 。2001年 3月 5日

工程正式通水运行 , 2001年调水 0.413亿立方米 , 2002年调水 0.4亿立方米 , 2003年调水 0.4亿

立方米 , 2004年调水 0.447亿立方米。民勤调水工程对缓解民勤水资源危机 , 改善民勤生态环境

发挥了重要作用 。

4.用水和供水结构评估。2000年 , 全县总用水量为 7.72亿立方米 , 其中农业灌溉用水量

6.72亿立方米 , 占 87.05%, 林业灌溉用水量 0.83 亿立方米 , 占 10.75%, 工业及生活用水量

0.17亿立方米 , 占 2.20%。在 7.72亿立方米的水量中 , 石羊河进入民勤的地表径流 1.062亿立

方米 , 占 13.76%, 地下水开采量 6.658亿立方米 , 占 86.24%。据县水利部门组织专家调查研

究 , 在不对生态环境构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 , 民勤县地下水开采的最大允许量为每年 0.74亿立

方米 , 所以 , 大规模超采地下水是近几年民勤县供水结构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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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业用水特点 。民勤县产业用水结构的特征 , 一是以农业和农村为主 , 接近 90%;二是

农业用水又以小麦 、 棉花和玉米生产为主 , 用水量占整个农业生产用水的约 60%;三是农业用

水方式以漫灌为主 , 在一般情况下 , 漫灌用水量是喷灌的 3倍 , 是滴灌的 10倍 。所以 , 解决民

勤水资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和农村用水方式的彻底革命 。

三 、 人口增长形成的巨大压力

1.民勤县人口增长情况。1980年至 1990年 , 民勤县年底总人口数从 240294人增加到 262139

人 , 10年间净增加了 21845人 , 年均净增加 2185人;1990年至 2000年 , 年底总人口数从 262139

人增加到 303083人 , 10年间净增加了 40944人 , 年均净增加 4094人;2000年至 2004年 , 年底总

人口数从 303083人增加到 307195人 , 4年间净增加了 4112人 , 年均净增加 1028人。根据民勤县

目前人口控制能力和人口基数 、 人口结构等人口资料 , 我们用 CPPS (中国人口预测软件)估

计① , 民勤县的人口出生率将在 2006年到 2012年间比 2004年结构性回升0.5 ～ 0.9个千分点 , 即

在此期间每年将较上年多出生 200人左右 , 到2012年总人口将达到32.41万人 , 净增人口 1.4万

人 , 出生率上升到 13.25个千分点;2013年到 2019年 , 人口出生率将与前 6年对称性地呈下降

趋势 , 人口又将增加 1.4万人左右 , 即到 2019年总人口达到 33.96万人 , 年自然增长 1500人左

右 , 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再次回到目前水平;2020年以后出生率将逐年下降 , 自然增长人口每

年减少 100人左右 , 总人口呈缓慢增长状态 , 2035年将达到更替水平 , 总人口达到 35.16万人的

峰值后将不再增长。

2.人口增长对个人收入增加和生态环境改善形成巨大压力 。由于受供水量的制约 , 农业上

以水定地 , 以水求生存 、 求发展 、 增加收入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在供水量不变的情况下 , 随着

人口增长 , 人均用水量不断减少 , 人均收入增长难度越来越大 。同样 , 工业企业受供水量的制

约 , 工业项目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 , 工业对个人收入增加的贡献十分有限 。预计今后五至十年

内 , 民勤不仅生态环境很可能继续恶化 , 而且人口贫困与生态贫困的结合 , 将形成一种恶性的循

环机制 , 即:人口增加※人均用水量减少※人口贫困※用水技术落后※水的使用效率低下※用水

量增加※大量超采地下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地面植被枯死※生态环境恶化※用水更加困难※

人口贫困进一步加剧 , 这种局面简单讲就是:生态贫困+人口贫困+发展贫困 。

3.经济增长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水资源的急速减少对民勤县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

影响 。一是沙化问题非常严重 , 耕地质量下降。二是工业企业发展缓慢 , 产业开发迟钝 。三是产

业结构调整难度大。2004年民勤县三大产业比重为 50.6∶21.3∶28.1 , 第一产业仍然占绝对主导地

位 , 农业的高比重 、 高成本 、 高用水发展格局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四是综合竞争乏力 , 提升区域

竞争力很困难。五是返贫问题严重 。

四 、 民勤县以水定人 、生态移民的人口发展思路

1.把规模移民定为人口发展的重点。根据民勤县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现状 , 单纯依靠严格执

行计划生育政策 , 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勤县严重的人口过载问题。今后民勤县人口发展的基

本思路和目标是: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 , 按照以水定人的基本思

路 , 以整村移民为主要方式 , 把规模移民定为人口发展的重点 , 保持合理的人口规模 , 实现人口

与资源 (主要是水资源)的平衡 , 人口与生态的平衡 , 从根本上扭转民勤生态恶化的趋势 , 建立

人口 、资源 、环境的良性 、和谐 、 循环型发展模式。

2.区域发展资源的重新整合。水资源是民勤县最宝贵的资源 , 要把构建节水型社会作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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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战略来抓 。要保住民勤绿洲 , 既要减少人口 , 又要有人来坚守绿洲不被沙

化。为此 , 必须调整发展思路 , 创新发展模式 ,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围绕水来调整农业生产

结构 , 以水定地发展规模 , 以水定产业布局 。大幅度调减种植高耗水作物 , 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

还牧 , 大力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和草食畜牧业 。同时 , 积极推广先进适用节水技术 , 推进用水制度

改革 , 形成节约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以及生产生活用水的合理机制 , 着力构建节水型社会。

3.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民勤绿洲的生态移民工程 , 其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水利水电式移民

工程 , 有其特殊的生态意义。这是因为:民勤县的移民和生态环境保护 , 关系着中国北方地区的

生态大环境的稳定。由于民勤绿洲的特殊地理位置 , 使得民勤绿洲是目前我国西北地区阻止腾格

里沙漠 、 巴丹吉林沙漠连成一片的核心绿色屏障 。不仅如此 , 如果失去民勤绿洲 , 我们将失去保

卫武威绿洲和金昌绿洲的保护屏障 , 沙漠将拦腰斩断河西走廊 , 这对河西走廊以及中国北方的生

态环境 、 气候环境都将产生严重影响。

五 、 民勤县的移民规模和移民方案设计

1.适宜人口规模的确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确定 , 如果一个地区所拥有的可更新淡

水供应量每人每年在 1750立方米以下 , 那么这个地区就会处于少水的状况;如果每人每年供应

量在 1000立方米以下 , 那就处于严重缺水状况①。民勤县的总供水量为三部分 , 地下水 、石羊河

来水和外流域调水 。(1)地下水开采量按照最大允许量为每年 0.74亿立方米;(2)严格执行石

羊河流域水量总体调度 , 石羊河每年来水 0.50亿立方米有一定难度 , 但基本可以保证。(3)年

外流域调水量。民勤县的外流域调水只能来自黄河。2006年 8月 1日起正式施行的 《黄河水量调

度条例》 规定 , 制订黄河水量分配方案时 , 应当充分考虑黄河流域水资源条件 , 黄河流域规划和

水中长期供求规划 , 以及相关省 (区 、 市)取用水现状和发展趋势等因素 , 统筹兼顾生活 、生

产 、 生态环境用水和上下游 、 左右岸的关系 , 发挥黄河水资源的综合效益②。按照 1999 ～ 2003年

黄河水量调度实施情况 , 青海 、甘肃 、 宁夏 、内蒙古和山东5个省 (区)平均耗水量已超过年度

分水指标③。根据以上情况 , 民勤县从黄河调水的水量只能挤占甘肃的黄河年度分水指标 , 即:

增加民勤县从黄河调水的水量 , 就势必减少甘肃省的其他县区从黄河调水的水量。近几年民勤县

从黄河调水的水量大概为每年 0.4亿立方米 , 这远远不能解决民勤县的缺水问题。我们认为 , 民

勤县从黄河每年调水 1.5亿立方米较为可行 , 这个调水量既能在实施生态移民的条件下解决民勤

县的缺水问题 , 又不会对其他县区从黄河调水造成重大影响 。民勤县的总供水量为 2.74亿立方

米。(4)年人均供水量。综合考虑民勤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用水效率和今后节约用水 、 科学用

水的发展情况 , 年人均供水量取 1400立方米较为合适。综合以上分析 , 民勤县的适宜人口规模

约为 20万人。同现在的人口规模相比较 , 目前的过剩人口规模为 10万人。

2.移民工程和目标设计 。包括:(1)移民工程定性。民勤县的移民工程由于人口规模大 ,

费用高 , 如果由甘肃省政府 、 武威市政府和民勤县政府来承担移民的全部费用 , 是相当困难的 。

所以 , 应该定性为国家级的生态移民工程 , 国家和地方共同投资。(2)移民时限界定 。从中长期

发展规划的要求看 , 民勤县的移民时限定位于2006年到 2020年的 15年 。(3)移民方式选择 。民

勤县的移民方式应该定性为生态移民 , 其理论和现实依据在前面已经有详细的论证 。同时选择分

步 、分阶段实施的策略。(4)移民规模目标 。生态移民规模目标设计为 , 在 2006年至 2020年的

15年内向县外移民 15万人 , 平均每年移民 1万人 , 到 2020年民勤县的总人口最多保持 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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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 , 与此同时 , 保持人口的零自然增长率。

3.留置人口发展目标和增长预测。生态移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至 2009年移民人口

数量从 0.1万人逐年递增到 0.7万人;2010年至 2015年每年移民人口数量大约 1万人;2016年

至2020年每年移民人口数量从 1.1 万人逐年递增到 1.8 万人。在此移民方案下 , 留置人口在

2004至2007年将略有上升 , 从2004年的 30.72万人上升到2007年的31.05万人 , 在2007至2020

年将稳定下降 , 从 2007年的31.05万人稳定下降到 2020年的 19.1万人。
表 1　2006 年至 2020 年民勤县生态移民规模和留置人口预测 万人

年份 不计移民的总人口 向县外移民人口 累计向县外移民人口 留置人口

2004 30.72 0 0 30.72

2005 30.93 0 0 30.93

2006 31.14 0.1 0.1 31.04

2007 31.35 0.2 0.3 31.05

2008 31.56 0.4 0.7 30.86

2009 31.78 0.7 1.4 30.38

2010 31.99 1.0 2.4 29.59

2011 32.20 1.0 3.4 28.80

2012 32.41 1.0 4.4 28.01

2013 32.66 1.0 5.4 27.26

2014 32.91 1.0 6.4 26.51

2015 33.16 1.0 7.4 25.76

2016 33.31 1.1 8.5 24.81

2017 33.66 1.3 9.8 23.86

2018 33.81 1.6 11.4 22.41

2019 33.96 1.8 13.2 20.76

2020 34.10 1.8 15.0 19.1

　　注:不计移民的总人口数是按照 2004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的。

六 、 民勤县人口 、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核心战略选择

1.生态移民战略 。(1)移民成本估算 。结合民勤县的具体情况 , 平均每个移民的移民成本

应保证1.5万元 , 其中 , 0.5万元为公共移民成本 , 交由移民组织部门负责为移民提供公共服务 ,

1万元直接补贴给移民个人用于支付个人移民成本。总移民 15万人 , 需要移民资金 (2005年价)

共22.5亿元 。(2)移民地区选择 。从目前情况看 , 选择新疆农垦区 、内蒙农垦区 、甘肃疏勒河

流域移民项目 、 秦王川引大入秦项目地区等 , 作为规模移民地区有较大可行性 。(3)移民方式选

择。政府安排有计划地规模移民 、 个人自发移民 、 投亲靠友移民 、 劳务输出移民 、 教育移民
[ 2]
、

培训移民等多头并进 。(4)移民战略步骤 。移民战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至 2009年为起

动阶段 , 移民人口数量从 0.1万人逐年递增到0.7万人 , 主要是探索移民方式 、移民落入地 、移

民政策等 , 为稳定移民和大规模移民探索经验;2010年至 2015 年为稳定阶段 , 每年移民人口数

量大约 1万人;2016年至 2020年为加速阶段 , 每年移民人口数量从 1.1万人逐年递增到 1.8万

人 , 到2020年完成移民 15万人的目标。

2.人口流动战略 。(1)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到县外定居 。对自愿放弃民勤县的户籍 , 将全家

户籍迁出民勤县的农户 , 政府应给予每迁出一个户籍人口 1万元的现金补贴。这种做法相当于让

农民买断 “地龄” , 类似于国有企业改制时职工买断 “工龄” 。(2)鼓励城镇职工到县外定居 。城

镇单位职工愿意买断工龄后将户籍迁入县外其他城市定居的 , 应给予高工龄补贴。(3)鼓励民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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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到武威 、 金昌 、兰州等地投资办企业或将企业迁出民勤 。新建企业吸纳民勤籍公民为企业

职工 , 并将其户籍迁到县外的 , 政府对企业给予适当奖励或给予一定的搬迁费补贴 。

3.经济适度战略 。在经济发展思路上 , 要以恢复生态环境为最高标准 , 实施经济适度增长

战略 。(1)在生态环境恶化地区不再提倡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目标要为生态环境目标服务 。

(2)要不断探索科学的恢复生态环境的办法和措施 , 停止宣传像 “向沙漠进军” 等一类的口号 。

关于发展沙产业的问题也要慎重。(3)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不再安排大量的工业项目 , 尤其是

高耗水项目 , 以保证生态用水 。创造条件建设节水型城镇 、 节水型工业体系 、节水型社会。(4)

制定适宜的经济考核指标体系 。在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必须要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

的考核指标 , 要有节约用水的考核指标 , 要有单位 GDP 的水消耗考核指标。(5)制定适宜的业

绩考核指标体系 。对于各级干部 , 尤其是县级干部和乡镇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 , 要把是

否完成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任务 、 是否完成人口迁移任务 、是否完成计划生育任务 , 放在更加重

要和更加突出的地位 。

4.环境保护战略 。(1)建设大宽度防沙林带。民勤县目前公益林面积 47.01万公顷 , 在公益

林面积中 , 国家重点公益林面积 45.68万公顷 。纳入国家补偿范围的灌木林地 、疏林地等面积

19.48万公顷 , 按国家每年每亩补助 5元 (即每公顷补助 75元)标准计算 , 每年需投资 1461万

元。(2)建设林草互补式的生态过渡带 。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结合 , 乔 、灌 、草结合 , 带 、

网结合的方法 , 在人工绿洲和沙漠之间保持一个天然绿洲和荒漠植被的生态过渡带 。(3)划出生

态无人区 , 促进荒漠植被的自然恢复。(4)工程输水。只有保证一定的地下水位 , 才能减缓生态

恶化速度 , 使生态从根本上自然恢复。要采取工程输水的方法 , 从外流域每年向民勤绿洲输水至

少1.5亿立方米 。(5)县城向南搬迁 。新县城可以选址在红崖山水库南侧 10到 15公里 , 离沙漠

边缘较远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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