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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移民？学界至今尚无统一看法。《辞海》中指出：
“移民”是指：（1）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人；（2）较
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孙嘉明、王勋认为：“移民即
人口由原来的居住地迁往较远的地方定居，甚至跨越国界
而定居。”笔者认为：移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移民
是指取得迁入地户籍的人口；广义的移民是指相当大数量
的人口通过各种方式，以实现其劳动力向区域或异国转
移。移民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自发移民、计划移民、工程
移民、技术移民、下山移民、生态移民和留学移民等。本文
所指移民是广义的移民，新疆移民是指相当大的从外地迁
入新疆的人口。

一、新疆移民的意义
1.有利于新疆的稳定。人口结构影响一地区的稳定。

在西藏藏族占 86%，汉族占 6%，其他 15%；在新疆维吾尔
族占 45.7%，汉族占 40%，其他占 40%（2005 年资料）；而宁
夏、内蒙古、广西三个自治区同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是
由于汉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在当地占据了主体地位，它们基
本上没有民族分裂危机。因此增加汉族人的比重，让汉族
人和少数民族人插花式居住，有利于新疆稳定。另外新疆
经济发展后，可以从侧翼保障西藏的政局稳定，彻底粉碎
把西藏分裂出去的企图。

2.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新疆是多民族地区，
各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都有
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南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多，更应该迁
入汉族人，以达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效果。

3.有利于东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决。新疆地区土地
辽阔，沙漠化严重，急需治理而又缺乏劳动力，农业也急需
大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显示，新疆在棉花收获季节，仅拾
棉花一项就需 800 万劳动力，可见大力移民新疆地区，既
可以缓解东部地区的就业压力，又可以解决新疆地区人力

不足的问题。
4.有利于荒地的开发。新疆属于干旱地区，在干旱因素

制约下，新疆宜利用土地不多。调查表明，新疆宜农荒地资
源量多达 1 000 万公顷，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近期易垦宜农
荒地 493.33 万公顷，是现有耕地总面积的 70%。宜农地中
盐碱地占一半多。而新疆的耕地的利用率不高。因此在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前提
下，将未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耕
地面积，就成为新疆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5.有利于企业节约成本、提高技术。把东部地区的人移
民到新疆，在新疆投资办厂，可节约原材料成本和运输成
本，同时也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观念和管理。

二、中国移民的历史考察
移民戍边是中国从古到今的对付边疆分裂危机的法宝。
1.秦汉：实行移民戍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特别是

西北人烟稀少的状况,不仅增加了西部的劳动力,带去了开
发西部的资金和技术, 促进了汉文化与羌戎等少数民族文
化的融合,保卫和开发了西部，而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原
地区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而带来的土地紧张状态。但秦汉时
期的徙民也具有强制性。

2.清朝：通过减免荒价、政府引导等一系列优惠措施,
吸引内地垦民开垦荒地、充实边疆。

3.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3 年进入新疆的部分中国人
民解放军部队和起义部队陆续转业,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
之后,北京、天津、武汉、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市
33 万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的青壮年来疆；1962-1966 年上海
共组织了 15 万知识青年进入新疆等。同时，除国家有计划
地组织的人口迁移外，还有东部地区广大农村人口向边疆
民族地区的自发流动迁移。大批移民的进入缓和了当时新
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带来了内地先进技术和文化。

摘 要：为了实现新疆农业跨越式发展，走规模化、集约化的道路，必须开垦荒地，而要开垦荒地，就必然需要
大量劳动力，因此需要移民。为了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增进民族团结，达到民族融合，应该增加汉族人的比
例，使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因此需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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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疆移民的必要性
1.从土地资源的拥有情况看：新疆地广人稀。据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介绍，新疆国土面积达 166 万多平
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6，但适合农业生产的绿洲只
占总面积的 ５％。新疆有大量的土地后备资源，需要大量
的劳动力；新疆是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棉基地，同时也是
全国的粮食基地，新疆的耕地面积必须扩大。为了解决粮
食问题，必须扩大耕地。

2.从长治久安的角度看：新疆边境线长,地域辽阔,资源
丰富,靠近国际各大政治势力，是各大宗教势力交汇中心。
境内民族众多,人口稀少。境内外敌对势力把这里视为从事
西化、分化和各种颠覆破坏活动的绝佳舞台。新疆这种独
特的地理位置，意味着新疆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稳
定。影响新疆稳定的因素很多，其中民族关系是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尤其是南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地区人口
的 90%以上。历次民族暴动都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因
此通过移民、杂居让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相互了解，减少
民族冲突，减弱民族意识，从而达到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的目的。

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从经济总量来看,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疆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呈不断下
降的趋势。杂居可以提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总量。

4.从劳动力素质角度看：总体看，新疆人口的文化素质
普遍偏低。通过从东部地区移民到新疆，可以提高新疆劳
动力素质。

5.从西部大开发的角度看：由于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开
发这一地区资源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而开发西部自然资
源，仅仅依靠西部地区本身的劳动力是无能为力的，必须
要引进大量的人力资源。如何引进，单纯依靠单一的劳动
输入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因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入移民
开发西部是一个较稳妥的现实的长期的选择。美国是一个
成功的范例。

6. 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受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推
挤，地震活动比较频繁。这次汶川地震处于我国一个大地震
带—南北地震带上，宁夏、甘肃东部、四川西部、云南，都属
于我国的地震密集带。可以把这些地震密集带的居民移民
到新疆，既解决了新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又解决了地震带
居民的生存问题。历史上由于天灾发生移民的实例很多。

四、新疆移民的可能性
1.东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有 1.8－2 亿人，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新疆地区
土地辽阔，沙漠化严重，急需治理而又缺乏劳动力，农业也
急需大量劳动力。

2.移民的一个目的是开垦荒地，而开垦荒地需要大量
的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成都市南洋高新技术研究所退
休研究员，年届 82 岁高龄的张世禧教授提出“西藏大隧道
工程计划”，就是从雅鲁藏布江上游引水。另外气科学研究
表明，在北纬 30 度—50 度之间，存在着一条空中水汽输送
带，俗称“天河”，含有丰富的气态水。新疆大部分地区正处
于“天河”带内，每年流经新疆上空的气态水超过 10000 亿
吨。如果能用人工增水的方法将其截留，将大大缓解新疆
用水矛盾。

3.符合西部大开发策略。土地也是西部优势自然资源，
也属于开发的范围，国家在这方面也有优惠政策。

五、国内外移民的具体措施
1.美国：政府在农业开发中起主导作用。制定了灵活的

土地政策，通过对土地的出售和赠予，激发了他们开发西
部的积极性。

2.苏联：苏联采取的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政策。从第二
个五年计划(1933—1937 年)起国家的投资就倾斜于西伯
利亚。

3.埃及：“新毕业生穆巴拉克国家项目”模式。合作社为
毕业生组成的家庭农场提供各种服务: 种子供应、农机维
修、产品销售等。在毕业生开始土地经营之后,教育部门还
将为他们提供各种短期培训的机会。

4.长江三峡库区：“开发性、滚动性、开放性和对口支援
性”模式，“开发性”指的是国家改变以往移民实行单纯补
偿安置的办法，实行库区资源开发与移民安置相结合，坚
持先开发、后安置。“滚动性”指的是三峡库区综合利用移
民补偿资金、扶贫资金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短
平快”项目，不断增加积累，实行滚动开发；“开放性”指的
是三峡库区享受国家级开放优惠政策，“对口支援”指的是
国家对口支援三峡库区贫困地区，增强造血功能。

借鉴国外和内地的移民措施，笔者提出：
六、新疆移民的具体措施
1.政府要重视。设移民局，办理移民事务。在信贷、税

收、价格、产业政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2.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以提供土地使用权、经营

权、受益权的方式吸收有一定能力的人到新疆地区办理家
庭农场，发展规模农业，实现新疆农业的跨越式发展。

3.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将大专院校（特别是农林院
校）毕业生分配到新疆地区。

4.完善引入移民的政策法规：制订《移民法》和《荒地
法》，以法律形式规定移民的身份和合法权益，以法律形式
规定移民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土地增值享有权、继承
权和转让出售使用权，从而使移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5.设立开荒基金，并完善补偿制度。由某一金融机构牵
头，多方出资建立开荒基金，实行专家管理。此基金专门扶
持垦殖土地和治理荒漠的人，它通过有偿的形式贷给垦殖
者和合作组织，其补偿通过垦殖收益进行，规定最长补偿
期限。

6.建立移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并使其成为主要的组织形
式。规定合作组织的规模、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建立
相应的基础设施，为成员提供各类生产和生活服务，以降
低成员生产成本和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

7.成立移民中介组织。由于移民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而农
民信息又比较闭塞，政策法规知之甚少，因此，必须成立移民
中介组织，专门从事宣传组织、处理移民中的一切问题。

8.实行移民安置。即政府通过行政力量要求部分人口无
条件按照政府规定搬迁。政府指定安置场所，发放安置费。

9.加强对移民的教育。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各
种途径, 有计划地安排移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
的民族政策教育, 介绍新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情况,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增强民族团结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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