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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是我国生态移民试点地区之一，政府拟

在“十二五”期间对宁夏中南部地区 34.6 万人实

施移民搬迁.然而，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移民搬迁工

程，宁夏已经很难找到集中连片的土地用于大规

模地安置移民，况且“十二五”期间生态移民的数

量很大，因此针对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宁夏将采

取“劳务移民无地安置”（简称劳务移民）模式.该

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利用土地，且突破了过去从农

民到农民的传统安置模式，开创了由农民到市民

的一步跨越.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移民安置模式，

劳务移民在新的安置地能否长久定居，关键取决

于其生计是否可持续. 只有解决了劳务移民的生

计问题，才能够保证劳务移民稳定地在安置地生

活.本文通过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分析宁夏劳务

移民当前的生计资本状况，对今后劳务移民的可

持续生计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1 调查概况

1.1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对象为“十二五”期间已搬迁的劳务移

民.为进一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准确性，研究地区

选择宁夏首批劳务移民安置点之一的工业城市———
石嘴山市.同时考虑到民族的影响，分别选取以汉族

劳务移民为主的大武口区沐恩新居和以回族劳务移

民为主的惠农区银善小区为调查地点. 基于以上 2

个小区的实地调研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对劳务移民的

整体生计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回收有效问

卷 126 份，其中银善小区 61 户，沐恩新居 65 户.

1.2 调查方式和内容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由 2 部分组成：信息资料收

集和实地调研. 信息资料收集是通过政府文件以及

网上信息，对劳务移民的相关政策、分布、生计状况

进行初步了解，并通过实地调研收集农户资料.调查

方式主要是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进行入户调查和

街道拦截访谈. 内容涵盖劳务移民的家庭基本情况

及可持续生计资本状况，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
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2 调查样本情况

2.1 劳务移民家庭基本情况

在 126 户调查样本中，家庭人口数最多为 8，最

少为 2，平均家庭人口数为 4.36. 2012 年家庭常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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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口数 常住人口数 劳动力人数 学龄儿童数 伤残及慢性病人数 失学儿童数

沐恩新居 均值 4.11 3.71 2.38 0.55 0.26 0.02

众数 4 4 2 0 0 0

极小值 2 2 0 0 0 0

极大值 8 8 5 3 2 1

银善小区 均值 4.62 4.30 2.56 0.92 0.21 0.02

众数 4 5 2 0 0 0

极小值 2 1 1 0 0 0

极大值 8 7 7 3 2 1

调查地点 统计信息

口数最多为 8，最少为 1，平均 4 人.家庭劳动力人数

最多为 7，最少为 0，平均 2.47 人.家庭学龄儿童数最

多为 3，最少为 0，平均 0.74 人，其中 54.76%的家庭

没有学龄儿童. 家庭伤残及慢性病人数最多为 2，最

少为 0，平均 0.24 人，其中 81.75%的家庭没有伤残

及慢性病人.失学儿童数最多为 1，有 98.41%的家庭

无失学儿童（表 1）.

2.2 劳务移民可持续生计概况

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

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

活动.可具体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人力资本是指人们为了

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和实现生计目标而拥有的技

能、知识、劳动能力和健康等.自然资本指的是人们

的生计所依靠的自然资源的储存和流动，包括生物

多样性、可直接利用的资源（如土地、树木等）以及

生态服务. 物质资本包括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基础设

施以及生产用具.金融资本主要指流动资金、储备资

金以及容易变现的等价物等. 社会资本指各种社会

资源，如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组织（宗教组织、亲朋好

友和家族等），包括垂直的（与上级或领导的关系）或

横向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社会联系.5 种资本之间

的内在关系及其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见图 1.与本文

中劳务移民的 5 种资本相关的指标见表 2[1-2].

2.2.1 人力资本
1）年龄和性别.劳务移民调查样本中，所有家庭

成员共 534 人，男性 275 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表 1 调查样本 2012 年家庭结构布局

生计资产 内容

人力资本 健康、教育、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适应变化的能力

自然资本 水、空气、气候、环境

物质资本 基础设施、交通（道路、运输工具等）、住房、技术、通信等

金融资本 储蓄、贷款、借贷、汇款、工资、养老金等

社会资本 各种社会关系网、对外的集体诉求、参与决策的机制、领导能力等

B 生计资产

C 政策/机 构/过 程

结构：

管理水平

私人财产

过 程：

法律

文化

制度

D 生计策略

E 生 计结果

就业机会

贫困程度

生活质量

有 自然资源支持

无 自然资源支持

A 风险环境

冲击

趋势

变化

影响或响应

N-自然资本；F-金融资本；H-人力资本；P-物质资本；S-社会资本

H

S N

P F

图 1 可持续生计框架图（英国国际发展署，2001）

表 2 劳务移民生计资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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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银善小区移民文化程度

51.5%，略多.87.97%的人身体状况良好.调查样本的

年龄主要集中在 16~45 岁，占 56.8%，其中，沐恩新

居 0~15 岁占 21.5%，16~35 岁占 39.8%，36~55 岁占

26.4%，99.6%为 汉 族 ； 银 善 小 区 分 别 占 26.5%、
45.2%、20.9%，64%为回族.

综上所述，2 个移民小区的劳动力及潜在劳动

力均比较丰富，但不同民族的年龄分布存在一定差

异.首先，银善小区回民占多数，计划生育政策宽松，

户均子女偏多，因此银善小区相对于沐恩新居具有

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及潜在劳动力.其次，当地回民

较汉民更具有传统观念，尤其是 40 岁以上的群体表

现更加明显，许多回族老人移民时选择留在老家，而

不追随儿女，这也是沐恩新居45 岁以上人口多于银

善小区的原因之一.

2）文化程度和职业.就文化程度看，调查样本分

为正在上学和不上学 2 种群体，其中不上学主要指学

龄前儿童、已辍学或者中老年群体.由图 2、图 3 可知，

宁夏南部山区劳务移民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

主，高中以上所占比重较少.对比可知不上学的群体中

银善小区文化程度偏低，正上学的群体中银善小区在

读小学的学生所占比重较大，占 46.7%，初中及高中的

在读学生所占比重明显下降，高中仅占 13.3%.以上分

析说明劳务移民的文化程度偏低，人力资本储备处于

较低水平；回族平均文化程度低于汉族，其对文化的重

视程度虽有提高，但仍落后于汉族.

从劳务移民所从事的职业看，48%的家庭成员

没有职业，接近五成.在有职业的 52%的成员中，约

27%的人仍维持移民前的工作，以种地为生；从事第

二产业的占 11.5%，其中车间工人略多，约占 53%；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较多，约占 61.5%.从沐恩新居

和银善小区的对比来看，沐恩小区有 30.4%的人从

事体力劳动，银善小区约占 35%，略多于沐恩小区，

这主要是由于部分企业招工有民族限制条件，导致

回民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工作.

3)技术培训情况.在调查样本中，52.94%的劳务

移民参加过技术培训. 从培训内容看，参加机械操

作、服务类、建筑类培训的分别占有效样本的

43.55%、33.87%、6.45%，其他占 16.13%；从培训时

间看，最多培训 180 d，最少 1 d，平均培训 30.75 d；

从参加培训的费用看，政府承担全部培训费用的占

85.71%， 政 府 承 担 费 用 并 发 放 一 定 补 助 的 占

11.11%，需要自费的仅占 3.18%，平均费用 1 000

元；从培训地点看，小区内的培训占 69.84%，县里的

培训占 19.05%，其他占 11.11%；从参加培训的人数

看，最少 1 人，最多 160 人，平均 53.75 人；从培训组

织机构看，小区内组织的培训占 53.97%，乡内组织的

培训占 6.35%，县市级培训占 36.51%，其他占 3.17%.

2.2.2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对劳务移民生计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 但是考虑到“搬得出、稳得

住”，良好的人居环境可以给人们带来愉悦的心情，

在同等条件下更乐意长久居住，因此对于劳务移民

小区的选址、建设都应该注重今后的长久发展，用长

远的眼光进行规划建设. 由于劳务移民对新建小区

环境普遍反映不错，本次调查重点从水、空气、气候

的角度对劳务移民的自然资本进行分析.调查发现，

就水资源来看，目前仅涉及到生活用水，相对于南部

山区的“看天吃饭”，迁入区用水相对稳定，几乎所有

的劳务移民对其都具有很高的评价. 对迁入地的空

气质量满意度达到 61.9%，可接受度（即满意、一般）

达到 83.3%. 对迁入地的气候条件的满意度达到八

成以上，不满意的不到三成.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第一，对空气质量持一般或不满意态度的原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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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迁出区都是山区，空气质量好，迁入区距工业

区比较近，空气质量相对一般.第二，迁入区气候

相对于南部山区较温和，基本不会发生大涝大旱

等自然灾害；对气候表示不满意的主要来自于习

惯山区生活的老人，对迁入区冬冷夏热、蚊虫较多

不太适应.

2.2.3 物质资本
1）住房.住房是人们可持续生活的必要前提，

劳务移民的住房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因此都是采

用混凝土构建的楼房，面积为 54 m2.劳务移民对住

房的整体满意度达到 75.4%，不满意的占 14.3%，

接受程度达到 85.7%.对于劳务移民来说，拥有楼房

是成为 城镇人口的象征，因此，多数移民对住房条

件较为满意.但有部分人员反映，房屋面积小，移民

家庭人口多，三世同堂现象普遍，居住拥挤且不方

便；其次，部分楼房出现安全隐患，有漏雨、裂缝等

现象.

2）基础设施.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社区运动

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完善，移民满意度达到

92.9%，可接受度达 98.4%；安置区基本靠近市区，交

通方便，移民满意度占 96.8%，可接受度达 100%；安

置区距学校近，教育设施齐全，96.8%的移民对此感

到满意；就安置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来看，对硬件设施

感到满意的占 72%，不满意的占 8.8%；垃圾处理设

施基本完善，并且定时清理，移民对此满意或一般的

占 96.8%，不满意的占 3.2%；移民对生活用水设施

的满意度达到 91.3%，满意度极高，基本解决了吃水

难问题；对家庭基础设施满意的占 84.9%，不满意仅

占 0.8%.

根据以上数据描述，移民对基础设施的总体满

意度相当高，但是也有一些不满意的方面：首先，搬

迁后孩子作业减少，学习成绩下降；个别家长认为移

民家庭的孩子均被分配到一个班级，有受歧视之嫌.

其次，安置区的医疗所值班人员经常缺勤，且不具备

急诊条件，水平有限，费用昂贵，实用度较低.第三，

小区内部分人员还未养成保护公共环境卫生的习

惯，随手乱扔垃圾现象严重，甚至有人随地大小便.

第四，小区内时有停水现象，夏天用水需求量较大

时，部分楼层停水达 1 周；另外，由于搬迁之前生活

用水是免费的，搬迁后移民对交水费有抵触情绪，观

念有待改进.最后，新居里家具不齐全，因凑房款

无多余资金置办家具.

2.2.4 金融资本
1）非农就业收入.从非农就业情况看，有非农收

入的家庭占调查样本的 32.77%. 其中从事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分别占非农就业人数的 11.54%、
61.15%，其他占 27.31%.非农就业人员中约 99%是

通过打工获取收入，最长工龄 57 年，最短 1 年，平均

3.51 年；93.57%的人在本省务工，获取工作的途径

主要是通过自主应聘或亲友介绍，占 88.37%；全年

平均打工 200 d，平均每天 9.5 h；工资形式以计时为

主，平均每小时收入 11 元.

2）金融贷款.从贷款能力看，近 5 年借过款的有

73 户，多数是向亲戚借款，且 86.15%的借款不需要

抵押.借款 1 000~250 000 元，平均 27 450 元.从借钱

用途看，用于生活支出、教育及其他投资的分别占

61.11%、38.89%.在没有借过款的有效样本中，在急

需 500 元的情况下，认为容易借到、还可以、不容易

借 到 的 分 别 占 64.58%、31.25%、4.17%； 在 急 需

500~3 000 元时，认为容易借到、还可以、不容易借

到、借 不 到 的 分 别 占 29.17%、43.75%、18.75%、
8.33%；在急需 3 000 元以上的情况下，认为容易借

到、还可以、不容易借到、借不到的分别占 4.55%、
40.91%、43.18%、11.36%.

2.2.5 社会资本 以自家人、亲戚和邻居为主要交

往对象的劳务移民占 96%，其中交往的主要原因是

亲戚之间的情义往来、互相帮助，占 81.7%，其次是

为了打发时间，占 18.3%.与朋友的交往中，67.5%的

移民认为人品好、性格投缘比较重要，认为能够互相

帮助比较重要的占 5.5%，27%的移民认为人品好、
性格投缘、能够互相帮助都比较重要.

对于小区的公共事务，有 88.8%的人表示愿意

参与，其中有 45.95%的人表示想参与，但没机会.从

参与集体活动的情况看，认为小区组织过集体活动

的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89.6%；参加过集体活动的占

47.62%；68.4%的人认为所组织的集体活动是真心

为民的，认为是应付差事的占 31.6%.

3 劳务移民中存在的问题

劳务移民工程的实施对宁夏南部山区的生态环

境及农户生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脆弱的生态环境

得以恢复给予喘息的时间，同时改变了原有居民的

生计模式. 劳务移民由以农为主的生计模式一步跨

越为以务工为主的生计模式，生计资本的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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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接关系到移民当前及未来的生计可持续发展.

依据对劳务移民生计资本的调查，认为当前移民在

家庭状况和可持续生计方面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3.1 人力资本

从劳务移民文化程度来看，劳务移民个人综合

素质在生计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文化程

度、技能水平、劳动能力以及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

等都是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调查发现，劳

务移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小文化程度为主，

其中很大一部分群体是文盲，加上成长环境、宗教

信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劳务移民在一

定程度上缺乏主动择业就业的内在动力.

从劳务移民的技能水平来看，劳务移民主要从

事简单的体力活，对技术普遍要求不高，一方面使得

部分劳务移民对技术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

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中不能取得理想的培训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劳务移民自身技能水平有限，在经济

转型过渡期间很难在竞争中生存下去[3].

从劳务移民适应变化的能力来看，首先，由于传

统生计模式的转变，加之缺乏必要的生产技能，导致

劳务移民转移转产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适应新的

生产生活方式需要较长时间.其次，由于南部山区相

对偏远，移民的生活习惯、居住方式、民族文化及风

俗等与迁入区差异较大，移民一时难以适应新的生

产生活方式.最后，劳务移民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

“等、靠、要”的想法比较普遍，只着眼当前，没有长远

打算，思想观念相对滞后.

3.2 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

在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分析中发现，问题

主要出在房屋、用水设施、垃圾处理、家庭基本设施

等方面.

首先，从房屋质量和大小看，不能满足移民的需

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到房内门窗

屋顶，大到楼房的结构和设计，均有移民反映出现质

量问题，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房屋面积统一大小，移

民不能按照自身需求进行合理的选择.

其次，从生活用水、垃圾处理设施来看，主要存

在如下问题：生活用水收费偏高，加重移民生活负

担；移民对公共卫生缺乏足够的重视，存在乱扔垃

圾、随地大小便的陋习.

最后，从家庭基本设施来看，移民过程中，一方

面由于条件限制，有些家用设施无法全部运往迁入

地，导致其新居的家庭设施不齐全；另一方面，多数

劳务移民处于失业状态，加之要上缴房款，无多余资

金购置家庭设施.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劳务移民

对此项移民工程产生不满情绪.

3.3 金融资本

劳务移民转移到城镇后，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

涉及到的金融资本主要有贷款、工资收入和政府补

贴，其中家庭基本生活开销以工资为主.但是，劳务

移民务工主体与用工企业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导

致移民就业困难，工资收入低，主要原因[3]：一方面，

用工企业出于自身经济效益考虑，只愿接受具有一

定技能基础的工人，不愿接受文化程度低、无一技之

长、自由散漫的山区劳务移民，使得适合他们的工作

岗位较少.另外，有些岗位对民族有所限制，适合少

数民族移民上岗的工作相对更少，从而使他们的生

计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劳务移民过惯了自由安

逸、自给自足的生活，对于企业的高强度劳动和约束

管理，产生抵触情绪，导致部分移民回迁.再者，有些

移民搬迁后不积极主动工作，因此其生活水平不仅

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严重影响了移民搬迁转移的积

极性.

为保障劳务移民在生计模式转变期间能够有基

本的生活保障，首批劳务移民享受到土地流转补贴

和奶牛托管分红，对劳务移民来说起到了失业保障

金的作用.然而，失业保障金的存在降低了劳务移民

主动寻找工作的动力.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当政府提

供的各项直接货币补贴项目到期后，这个群体的生

计状况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亟待政府部门有效地

引导就业.

3.4 社会资本

3.4.1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程度不高 劳务移

民的城市化进程，使政府的公共服务系统在基层形

成了纵强横弱的局面，体现出政府的推动力较强，

社区基层的自主能力较弱.针对移民对社区事务的

关心程度，认为偶尔组织集体活动或不组织集体活

动的，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59.2%；偶尔参加或从不

参加的占 86.5%；认为是应付差事的占 31.6%；有

40.8%的人反映自己想参与公共事务，但缺少机会.

表明多数居民对公共事务淡漠，而少数积极分子又

缺少参与的渠道，从而导致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

的程度很低.

3.4.2 政府管理工作不到位 首先，在劳务移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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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方面，由于搬迁过来的移民来自不同地区，

彼此之间的融合需要一段过渡期.由于就业、民族

信仰等方面的问题，有些移民村已经出现了一些不

稳定因素，也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移民群众上访

已呈现上升态势[4].

其次，劳务移民的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移

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下降.例如，由于迁出地急于完成

搬迁任务，在政策宣传上存在误导现象，宣称移民到

安置区后 60 岁以上老年人或残疾人可享受低保，且

原低保户仍继续享受相应的救助待遇. 但在实际移

民过程中，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最低保障

办法》第二章第五条确定低保对象.显然，该办法并

不是按照年龄或原有低保身份来确定低保对象.

4 对策及建议

4.1 增加人力资本储备，提高就业率

4.1.1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技术培训，提升就业
能力 教育的贫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本源头. 对于宁

夏南部山区的劳务移民也是一样，劳务移民要发展，

首先要发展教育[5].措施如下：

第一，有效整合当地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职业

学校等培训资源，鼓励职业院校放低门槛，结合就

业、科技部门的相关指示，按照企业用工需求，面向

劳务移民进行招生，实施定向技能培训.第二，充分

利用已建立的现代远程教育平台等资源，完善当前

教学培训基础设施，以促进劳务移民后续产业发展

需求为宗旨，形成完整的劳务移民劳动力技术培训

体系，为后期移民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就业保障.第

三，高度重视移民再教育，尤其是移民子女的受教育

问题.毋庸置疑，劳务移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重担

将由移民子女来完成. 因此，实施基础教育全面覆

盖、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教育形式，提高

劳务移民及其子女的文化素质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

力，从根本上脱离传统的农业生产，接受新的生存之

道，成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

4.1.2 大力发展后续产业，拓宽金融渠道 首先，

加快培训和发展第二三产业.引导劳务移民参与能

源工业、煤化工、冶金工业、建材工业、商贸流通、物
流配送、旅游、餐饮等产业的培训，政府通过订单或

专业培训向企业输送有一技之长的劳务移民，安排

其进入工厂工作.其次，完善对第二三产业的优惠

政策.政府为劳务移民缴纳前期社会保险金或针对

生态移民出台相关政策，使之达到企业同龄工人标

准.最后，强化对后续产业的金融信贷支持.鼓励引

导金融部门对劳务移民涉及的产业放宽贷款条件，

简化贷款手续，延长贷款期限，加快移民后续产业

的建设以及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激励移民

自主创业，并由政府为其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保

障创业的顺利进行.

4.2 监督移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住房质量、小区环境等是影响移

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提高移民的物

质资本和自然资本质量.首先，加强对移民区住房建

设的监管，保证房屋质量.其次，对社区居民进行文

化宣传，做好小区卫生环境工作.再次，加大对水利

设施、交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切实解决移民

“出行难、用水难、求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改善移民

社区的人居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为移民的后续发

展提供稳定可靠的后勤服务[6].

4.3 提高劳务移民社区的管理水平

4.3.1 创建和谐移民社区 从强化组织责任、服务、
宗教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协调解决移民就业、教育

培训、宗教等问题.同时，在每个移民社区建立一支

灵活、稳定的高素质社区服务队伍，正确引导并帮助

移民普及政策、法律法规、维权等知识，预防和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提高社区的管理水平.同时，认真维

护社区治安，保障社区人员的财产及人身安全，维护

移民区的稳定[7].

4.3.2 构建信息化社区服务平台 信息化社区服务

平台包括 2 方面：一是构建劳务移民社区服务平台，

实现社区人口、资源、社保、计生、党群等社会管理工

作的信息化，保证社区政务公开、透明；二是建立双

向信息交流共享平台，保证信息的有效性、时效性、
真实性，同时可帮助移民建立与政府交流的关系纽

带，及时向上反映问题，包括信息咨询、生活娱乐等

问题，丰富移民的文化生活，拓展移民视野，推进社

区的智能化管理[8].此外，对移民、社区管委会和政府

等部门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及责任分担，使之充分

发挥各自的作用，统筹协调，促进移民社区的和谐、
稳定、可持续发展.

通过这次调研，发现首批劳务移民搬迁试点相

对比较成功，但在就业、贷款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因此，在后期的移民搬迁安置中，应尽量避免当前移

民搬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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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应的搬迁策略，提升劳务移民的生计资本储备，

从根本上实现劳务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蓉．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
[D]．上海：西南财经大学，2008．

[2] 靳小怡,李成华,杜海峰,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的
新领域:农民工生计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1，33（6）：
103-109．

[3] 刘学武，王国庆，韩秀丽．劳务性生态移民务工问题研究
[G]//齐岳，何建国.2012年宁夏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蓝皮
书———生态移民社会治理.银川：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

夏人民出版社，2013：114-124．

[4] 李耀松，许芬，李霞．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J]．宁

夏社会科学，2012（1）：29-35．

[5] 陈晓君． 山区生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调查研究———以

丽水市景宁县为例[J]．经济视角，2013（11）：14-16．
[6] 袁明宝．生计农业：中国小农的现实表达与发展转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6）：21-24．

[7] 李霞．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宁夏生态移民发展战略思考[C]

//李培林，王晓艺.2013年中国生态移民与区域发展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8] 顾云峰． 信息技术在宁夏生态移民新村管理工作中的应
用[J]．农业网络信息，2013（6）：132-134．

韩学雨等：劳务移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