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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垦荒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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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垦荒移民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人口流动的一种具

体表现。其动因可归纳为以下四点:其一,灾民安置、城市失业治理的应急需求;其二,教

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缓解;其三,解决农业的落后现状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矛盾;其四,实

现军队复员转型与边疆安全的统筹考量。因此,垦荒移民也是当时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虽然自发的垦荒移民在当时确实存在,但是集体有组织的垦荒移民规模更大。国家通过

行政体系实现了集体垦荒移民的有序化管理。当然,在移民组织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诸如,集体移民的返迁问题、移民工作中出现的浪费问题、移民干部的工作作风问

题、移民与移入地原居民关系紧张问题等。不过,这只是局部性的工作失误,并非全局性

的政策性错误。总的来看,垦荒移民对我国扩大耕地面积、加快边远落后地区开发发挥

了历史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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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而规模不

大。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其时中国人口的流动并非微不足道。因种种原因而起的

人口流迁形式多种多样,垦荒移民就是其中之一。它在当时是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有

着相当大的规模。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垦荒移民的研究明显不足,尚有许多问题等待澄

清。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垦荒移民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轮廓,也有

助于准确把握人口流动的历史规律。

一、垦荒移民的背景与发展

移民有悠久的历史。移民的类型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而形式各异。垦荒移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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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或集体主导,以开垦闲置或边缘土地为核心目标的人口迁移活动,兼具经济开发

与社会治理双重属性。垦荒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农业经营,荒地也主要存在于农村。因

此,以移民的地域分布为标准来衡量,垦荒移民属于农村移民。此类移民始于新中国成

立之初,一些地方因受灾过重而丧失了生产条件,对于这类地区的灾民,政府采取了迁

移安置的办法。如河北省自1949年11月19日至12月28日,先后八批共移出14642
人。平原省在1950年春共移出12855人。这两省的移民都安置到黑龙江的嫩江、甘

南、海伦、德都、庆安等县,松江省的延寿、桦南、集贤、密山等县。此外,从河北省移民到

察哈尔省北部的还有3700人。这些地方土质肥沃,物产丰富。政府为移民提供了贷

款、粮食及一些垦荒必需的农具,基本上解决了移民生产初期的实际困难 〔1〕。这种前

往农村的移民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里就有相当数量。据统计,1950-1954年全国城

市返乡务农人员累计达145714人 〔2〕。1955年6月以后,垦荒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

据农业部对黑龙江等15省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55年11月底,包括省内省外移民在

内,有组织的移民共162019人,垦荒461300公顷。作为移民重点的黑龙江省共移民

94919人,为此开荒172万多亩。这些移民除尽量安置在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建

立了42个移民新村。辽宁移民16116人,北京向甘肃移民6205人,福建沿海地区向

山区移民2268人。浙江、内蒙古、湖南、湖北、热河、甘肃等省均进行了少量的移民

开荒 〔3〕。

1956年国家组织了大规模集体垦荒移民。一些地方政府相继组织劳动力富余的

农村人口到边远地区集体垦荒,动员城镇失业、无业人员下乡插社或去农场开荒生产。

这样的垦荒移民分为省际移民和省内移民两种。截至1956年7月的统计,省际移民有

308399人。省内移民,据广东、福建等15个省的统计,有270959人 〔4〕。这次大规模

集体移民结束时,据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六市二省的统计,

这种移民连同家属共有86万人 〔5〕。

1950年代的垦荒移民基本上属于集体移民。集体移民的规模一般较大。黑龙江

省从1955年开始大规模接受外省集体移民,当年接受山东省集体移民17648户,

180165人。1957年和1958年又分别接受山东集体移民10715户、40187人和10421
户、54200人,另接受原移民家属4811户,19473人。据统计,仅山东集体移民就占了

1952年至1958年黑龙江接受外省移民总数的8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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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几十万人的集体移民除共青团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1956年政府组织的集体

垦荒外,还有“大跃进”期间的支边移民。根据1958年中共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决定,

中央农垦部和有关省、自治区党委及政府共同组织了这次大规模移民。据统计,从

1959年至1961年,共迁移青壮年93万余人,家属43万余人,加上退伍兵约7万人,家

属约5万人,共148万余人。支边集体移民的70%安置在国营农场和农村人民公社。

他们在几年内新建扩建了260多个国营农牧场,开垦了大片荒地,增产了粮食,发展了

橡胶种植产业 〔1〕。

垦荒自发移民在195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是当时农村自发人口流动的一部分。对

于农村人口的自发流动,政府当时的政策基本上是予以限制的 〔2〕,但对流往边疆及农

村地区的则例外。1959年2月7日,中央批转了内务部党组《关于农村人口外流问题

的报告》,指出对于流到边疆去的人口,一般不要动员他们还乡,应该由有关的省区协

作,把流动去的人口的来历、政治情况弄清楚,以便合理分别安置 〔3〕。

从农村流出的人口尽管也有进入城市的,但随着国家控制城市人口力度的加强,流

往边疆和其他农村地区就成为能够合法地实现移民愿望的唯一途径。1956年秋,安

徽、河南、河北、江苏等省流入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的农民有8万余人 〔4〕。1957年

夏收之前对部分农民流入地的统计人数就达57万多人。

垦荒移民的流向一般是从人多地少的农村流往地广人稀之处,或者是从东部大中

城市迁移到农村。从地域上讲,东北、西北边疆省区,中部江西、湖北等革命老区是垦荒

移民流入地。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山东、河南、河北等省是垦荒移民主要流出地。

安徽、山西、陕西等省也流出部分垦荒移民。

垦荒移民贯穿20世纪50年代,不同时间段因各种具体原因而兴起的移民的人口

构成并不相同。移民人口构成包括以年龄、性别为主要内容的自然构成和以文化教育

状况、职业状况等为主的社会构成。

黑龙江省在1952-1957年共接受省际农业集体移民48858户,306083人,其中

来自山东的最多,共38448户,265271人。1956年省际农业集体移民中青壮年占

54%,老年和幼年占46%。全家移民的占46%,单身汉占54%。在单身汉中,大多数

是以青年垦荒队名义入疆,其政治素质比较强,但性别比失调,男多女少,轻者为3∶1,

重者为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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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1956年垦荒移民的情况也大致类似。该市2213户垦荒移民有汉族9515
人,回族870人,其他民族22人;文化程度:小学1135人,初中147人,高中以上19人;

性别方面,有男性5648人,女性4759人,性别构成似乎正常。实际上,在18至60岁的

成年人中有男性2637人,女性1964人,性别构成不平衡的情况也相当突出 〔1〕。

这种情况在支边移民时就有了明显改善。政府组织支边集体移民的基本方针是坚

持自愿原则,成员主要是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家庭拖累不大的青年,也有一些有生产经

验的壮年劳动者,要求男女人数大体相当,各行各业人员要求适当配套,除了大部分是

农民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及商业、教育、卫生和各种服务业人员,并配备一定数量的

干部和党团员 〔2〕。按照这样的要求,江苏省1960年进疆青壮年中,青年占68.47%,壮
年占31.53%,夫妻共同进疆的24144人,全家都支边的有7000多户。未婚女占未婚

男女总数的48.7%。进疆青壮年中党员占2.26%,团员4.92%,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公

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进疆青壮年中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上的占54.75%,其中有初中程

度的1534人,达到高中、大学程度的143人,还有一些略有技术的人员,包括铁、木、竹、

瓦等手工匠人,稍懂厂矿技术者及理发、缝纫等服务性行业人员,共2456人,各种技术

及教学师资的培训对象2416人 〔3〕。

二、垦荒移民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垦荒移民的原因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灾民安置和城市失业治理的双重压力

我国地域辽阔,水旱灾害频发。新中国成立初的头十七年中,全国受灾面积最大的

是1960年,达6.5亿余公顷,受灾面积最小的1952年也达8000多万公顷。其他年份

由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受灾面积基本在2-3亿公顷。成灾面积的比重最高的达到

68.6%,最少的也达到25% 〔4〕。因灾害造成的灾民数量惊人。据统计,全国灾民在

1949年有4000万,1950年有3300万,1951年有3000万,1952年有2700万,1953年

有3400余万人 〔5〕。对于受灾地区,国家都予以全力救助,其方法之一就是帮助灾民到

地多人少或有大量荒地的地区安家落户,从事生产。1949年政府就帮助4万多灾民移

民到东北、西北等地区进行垦荒 〔6〕。黑龙江省1955-1957年三年间共安置外省自发

流入灾民248869人,仅龙江、德都、宁安等县1958年就安置自发流入灾民520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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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6000多人,其中多系从山东省流入 〔1〕。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失业问

题更为突出。上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失业人员42.3万人。江苏全省城市失业人员

有72万多人。新中国致力于实现保障就业的劳动政策。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上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

业者就业”〔2〕。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解决失业问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1951年12月有120余万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其中国营工矿企业吸收

约60万人 〔3〕。尽管如此,失业问题依然严峻。1952年底,全国146个大中城市和县

镇统一登记的失业总数为162万多人。这其中求职登记的43万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

家庭妇女。登记的77万多失业工人中大部分有劳动能力而缺乏技术文化。失业知识

分子有10万余人,失业的小工商业主、行商、摊贩等也有10万余人,旧军官旧官吏有

34000多人,僧尼道士5000多人 〔4〕。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在土地改革完成后也

逐步显现出来。为解决城乡充分就业问题,1952年8月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

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其基本思路之一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东北、西

北和西南地区移民,在不破坏水土保持及不妨害畜牧业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垦荒,扩大

耕地面积”〔5〕。

(二)教育扩张与就业结构的矛盾

1949年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规模增长很快。1949年全国只有小

学生2400多万人,中等学校学生126万人,高等学校学生11万多人。到1957年,全

国有小学生6300多万,中等学校学生约597万,高等学校学生40万以上 〔6〕。由于不

同等级教育规模差距巨大,因而,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十分突出。1954年前后的经济、

教育紧缩在城市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未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1955年仅北京、天

津、上海三市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就有6万人,加上历年未能升学就业的为数更多,仅

上海一地待业的青年就有30万人。

知识青年安置就业问题倒逼移民垦荒成为政策选项。鉴于城市知识青年就业问题

的压力,并受中共中央批转农村工作部垦荒移民意见的启发,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提

出“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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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

法”〔1〕。这一建议迅速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团中央在此后的两年内主要靠青年和社

会各界的捐助及集资而不是靠国家拨款组织了青年垦荒运动。其成员都是单身青年男

女。青年志愿垦荒成为1950年代不多的大规模集体垦荒移民之一。

(三)解决农业的落后现状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矛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供应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也决定着经

济建设的规模。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尽管1953年

国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平衡,但是由于我国的耕地不足,粮

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状态始终存在。因而,发展农业生产,增产粮食,是当时最重要的课

题之一。在当时条件下“增加农业生产的根本途径”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垦荒以扩大耕

地面积。1955年5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

步意见》,指出内地向东北、西北的移民历来就有,近几年来也未停止。适当加以组织,

数量将更多。为此,建议政府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有可开垦荒地的边疆地区组织内地

移民垦荒 〔2〕。

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规划中。“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将扩

大耕地面积3868万亩(约合2578666公顷———笔者注)”。国家要“适当地增加农业的

投资,开垦更多的荒地”〔3〕。李富春在国家“一五”计划的说明中强调,在“一五”计划期

间“应该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完成一亿亩以上荒地的勘查工作,至少完

成4000万亩到5000万亩荒地开垦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垦

荒地做好准备”〔4〕。根据“一五”计划的规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意见被批准,当年就有

18个省市上报了移民垦荒的计划。

(四)军队转型与边疆安全的统筹考量

随着国内和平的实现,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了日程。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为制约国

家财政投入经济建设规模的主要因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军队整编,把一部分师

团成建制地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1952年2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

前线”,“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5〕。实际上,作战部队转为屯垦部队开始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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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新疆。由于边疆地区的穷困、路途的遥远及交

通的落后,部队的给养供应极为困难。朱德在当时给王震的信中指出,军队“如不提倡

生产,将不能生存,更不能维持秩序”,强调“今后你们以生产为保持军队生活,明春即发

动是最重要的事”〔1〕。有鉴于此,1950年1月新疆军区发布了大生产的命令,抽出一

半以上的军队屯垦 〔2〕。

在中央要求军队集体转业命令发布后,1953年3月新疆军区奉命成立生产管理

部,负责组织部队生产。整编后的生产部队有15万人。鉴于巩固边防的需要和生产部

队“不愿一下子脱离军队性质的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也可能引起部队的思想

波动”,新疆生产部队并没有“采用完全脱离军事性质的名称”,而是定名为生产建设兵

团 〔3〕。1954年8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下辖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工程

师和1个运输处,总人口17.5万人,其中职工10.5万人 〔4〕。尽管生产建设兵团所属成

员此时才正式成为扎根边疆的移民,但实际上他们是第一批由内地到边疆的集体移民。

19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为加强军队质量,并减少军

费支出,中央军委于1957年决定把军队现有的员额裁减1/3,并在两年内分期实

现 〔5〕。为安置复员军人并考虑到巩固边防的需要,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

展军垦农场的意见》。据此,1958年3至5月间,近10万名转业官兵分批进军黑龙江

三江平原,到同年底,垦区农场发展到83个,有人口48万 〔6〕。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比如移民到相关地区发展橡胶种植产业,又如弥

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不足。垦荒移民的原因一般单独起作用,但也有相互交

织、共同发挥作用的。如军队转型,现役军人退伍转业完全可以有多种安置途径。之所

以用新建军垦农场的方式来安置,主要也是因为农业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新建军

垦农场可以大规模垦荒,迅速扩大耕地面积,有效增加粮食及工业原料的生产。

三、垦荒移民的组织与管理

集体移民是重大社会事务,工作复杂,要成功实施并非易事。中央政府对此有着清

醒的认识。李富春在国家“一五”计划的说明中指出:“使用机器和其他办法进行开荒,

有组织地移民耕种,这种办法因为工作复杂,规模较大,国家应该协同各地方统一地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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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体方案,有领导地进行。”〔1〕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建立。

这种经济体制不仅确立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全面干预,也形成了政府强大的组织管理

能力。依靠完整的政府组织机构开展移民工作,确保了移民工作的有序性。

集体移民的组织工作一般先是摸底调查的准备阶段,其次是宣传动员的布置阶段,

接着是迁送、运输阶段,最后是迎接、安置阶段。1948年东北集体移民的组织工作为新

中国成立后的集体移民提供了重要的实施经验。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准备移民2万

户,5万至6万人的指示,哈尔滨市在1947年11月开始着手移民的准备工作,通过调

查访问,摸清了移民底数,同时与迁入地联系,议定迁移条件,并与铁路部门协调,安排

好移民迁移的运输工作,随后召开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讨论移民对象、宣传内容、

动员方式、各区任务及移民工作的组织机构等问题,接着成立市、区各级移民委员会,制

定《移民暂行条例》《移民护送条例》《移民宣传纲领》,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移民登记,完

成人员编组。移民的迁送有工作人员全程护送。护送工作从移民上车开始到全部安全

移交当地县接收站为止,期间的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计划与安排。移民接受地一般都

在移民来到时组织欢迎活动,并事先帮助解决了安家、生产等问题。尽管对移民的照顾

由于安置地自身条件的差异而有不同,但总体上讲,移民对安置情况是较为满意的 〔2〕。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府对集体移民的组织工作更为成熟。比如1956年的垦

荒移民,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移民应该是有组织的,由地少人多地区组织农村中特别

是农业社中的剩余劳动力,携带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建立分

社。最初去的只限于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春耕以前到达,一边生产,一边利用农闲时

间修建过冬房舍。经过二三年的积累,然后迁移家属,正式与本社分开。往外移民的省

区应在移民前几个月或一年,即派县区干部到计划移往的地区开展工作,先接洽安排

好;然后再由区、乡干部带领移民前往,把劳动力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则更好。

青年团在这方面起到了突击队的积极作用。接收移民的省区也根据情况提出分年分批

接收计划,并在移入地区做好群众工作,依靠当地群众把移民安置好 〔3〕。有关省区据

此进行了积极协调。黑龙江在移民计划确定后迅速召开了区县负责干部的移民垦荒工

作会议,派出民政厅长等干部50余人前往山东重点移民县协助动员、审查、组织运输等

工作。山东也派出民政厅副厅长等干部前往黑龙江协助安置移民。河南与青海就迁移

与安置计划、动员对象、物资支援等内容定好协议书,浙江、河南等省委为动员支边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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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第一书记或书记领导的专门委员会和办公室进行工作,并组织相互访问与

参观 〔1〕。

政府组织的移民工作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社会各方面进行了广

泛的宣传动员,以形成移民光荣的思想意识。移民对象的确定要经过严格筛选,一个移

民任务往往会有多个后备人选。江苏首批支边移民任务16000人,而确定的报名人数

在动员区往往占到适龄人数的70%~80% 〔2〕。河南的移民动员提出了“五不要”(“地

富反坏右”不要)“六不批”(现役军人爱人、孕妇、身体太弱、残废、有传染病、家庭脱离不

开的不批)的规定,得到了农垦部的肯定 〔3〕。江苏的移民工作依靠基层组织,充分发挥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把动员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训练骨干,调查摸底,宣传发动,发

动报名;目测,审查,批准定案;县社集中,准备启运。在移民人员运输时实行定组、定

人、定车、定量和包数字、包质量、包时间、包安全的“四定”“四包”责任制,切实掌握运输

情况,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4〕。

移民的迁送程序相当复杂,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为顺利完成移民迁送任务,各地成

立了综合性工作机构,集中办公。江苏省成立的“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委

员会”就是抽调劳动局、团省委、财政厅、民政厅、交通厅、南京铁路局、商业厅、宣传部等

多部门人员组成。关于整个移民工作的组织领导,内务部提出,移民任务重的省可设立

移民局或移民处,受省和内务部双重领导。安置任务重的省可在省人民委员会下设立

移民垦荒局,除受省人民委员会领导外,在移民工作方面受内务部领导,垦荒工作受农

垦部领导。为了密切有关部门配合还应组织移民委员会或移民垦荒委员会,移民局

(处)和移民垦荒局成为它的办事机构 〔5〕。1950年代末支边移民发动时,垦荒移民业

务工作在中央由农垦部负责管理,内务部不再经管;在地方上由有关省、自治区党委双

方直接协商进行 〔6〕。

历史上移民的安置是一种自然状态,即移民加入迁入地已有的经济体,或者成为迁

入地的“拓荒者”,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体。1950年代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成时期,

因此垦荒移民一般安置于公有制经济组织内或者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如生产合

作社等。不论是集体移民还是自流移民均是如此。黑龙江本着政府扶助与群众互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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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针安置移民,1956年的省际农业集体移民建立新村431个,安置108126户,

132383人;安插到社16179户,65409人;自办分社304户,1520人;其他安置479
户,1207人 〔1〕。对自流人口的安置,黑龙江一是在有条件的地方仍以就地分散插队安

置为主,二是通过建立新村,尤其是以老屯代建新村的方式来进行安置。1964-1965
年,黑龙江牡丹江地区以前一种方式安置了10200人。后一种方式的规划是当年建新

村136个,安置10193人 〔2〕。

跨区域集体垦荒移民面临病虫害传播风险。对此,农业部要求涉及移民的各省区

严格进行检疫,防止农作物病虫害的传播。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在1956年要求凡可能

携带移民区已发生的检疫性病虫及恶性杂草的种子、苗木(包括茎、块根、杂枝等)和农

具,都应接受检疫检查和消毒处理,禁止移民将棉籽和其他农作物种子、苗木带往移民

目的地。移民所需种子、苗木由移民目的地政府统一供应。移民所携带的农具、衣服、

被褥及其他杂物等也必须做彻底的消毒处理,以清除潜藏的虫卵、病菌等。省级检疫站

负责移民的检疫签证工作,实际工作由县的移民机关和农业部门、省检疫人员组成5人

以上的检疫小组具体办理。

垦荒移民的检疫工作受到各移民省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新疆为防止棉红铃虫的传

入,在大规模移民到来之前就通过农业部请求移民的湖北、安徽、江苏三省,将移民检疫

列为移民准备工作的主要事项进行统一安排 〔3〕。正因为如此,大规模集体垦荒移民没

有造成严重的病虫害传播。

四、垦荒移民工作中的问题与挑战

20世纪50年代垦荒移民的组织工作总体上是稳妥有序的,垦荒移民推动了土地

开发,促进了生产,也稳定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首先是移民的巩固问题。集体移民的返迁问题一直存在,垦荒移民也不例外。

1956年大规模移民迁送完成后不久就有相当数量移民返回原籍。以黑龙江最为严重,

曾发生1万余人的骚动事件:集体请愿、包围政府、殴打干部、卧轨拦车,结果返回山东

和流落全省各地约1800余人。甘肃、青海、内蒙古情况较好,但也返回原籍数百人。省

内移民返籍现象以广东最为典型,当时就已有1700余人。未返籍的也有许多人不安

心 〔4〕。“大跃进”期间支边移民的返迁问题也很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有40余万人,约占

当时迁移总数的30%左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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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移民返迁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移民为基层干部在动员时的夸大宣传

所致,在发现垦区的实际情况后自然产生动摇;有的是因为移民原有房屋等财产不许出

卖,在安置地借住房屋没有明确时间与租金,移民与房主均有意见;有的是因为安置在

合作社的移民因无土地而怕秋后不能参加分红,生活困难,原社员也怕吃亏;有的是因

为安置地区接收移民的任务偏重,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而致住房缺乏、设施简陋,生活不

便;有的移民因到达垦荒地区较晚,开荒少,收入不足维持生活需要;还有一些移民是因

为对安置地的生活环境不能适应,家属尚留在原籍等原因。

为巩固移民成果,农业部建议,移民原有房屋及土地上的作物、果树等财产(土地除

外)应归移民自由处理,开出的荒地应归移民所有。政府有关部门则加强移民自力更生

教育,帮助他们克服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防止宣传动员中的虚夸与片面性。移民任务

较重的省、专区、县建立健全移民垦荒的专业机构,具体负责接送安置工作 〔1〕。

内务部专门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思想教育工作。安置移民较多

的地区应把移民巩固列为中心工作。民政、移民、合作等相关部门应步骤一致,分工合

作,主动解决移民存在的困难;注意克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以及厌倦和畏

难思想,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多教办法,多予鼓励,使他们能够胜任工作。针对解

决了移民安置的一般生活问题后少数移民仍然存在的生活困难,内务部要求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必须加强对移民生产的领导,做好移民家属的接送和安置;当前应调配与

组织好劳动力,保证秋收,说服移民努力完成副业生产计划,并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定

期及时分红,以鼓舞移民生产建家的信心,切实解决移民生活困难。

在进一步的指示中,内务部强调,移民巩固的关键“是大力组织移民搞好农副业生

产”,保证“移民的收入达到或超过移出地区的水平”。为此,“必须根据因地、因社制宜

的原则,开展多种经营”〔2〕。《光明日报》就此发表社论,提出“帮助移民生产建家”。文

章指出,领导移民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当前移民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政府相关部门

必须关心移民的困难,尽可能帮助解决问题,任何对移民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

度,必须切实防止和纠正 〔3〕。

总结组织集体移民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要普遍进行宣传教育。

对移民,全面而切实地介绍移往地区生产和生活情况,在此基础上启发其自觉自愿;对

移入区原居民进行思想教育,使其正确对待移民。二是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和支援,事

先选定开荒地点,安置移民,供应粮食,及时发放贷款,组织车辆运输,医治移民疾病,使

移民安心生产。三是对不安心和不适合农业生产的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处理。坚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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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返乡而又可以回去的应当允许;知识分子要求升学或就业而又确有可能的,应当允

许;技术工人应当另行介绍就业,手工业工人应当组织起来,在垦区从事手工业生产,为

移民服务;其他特殊情况如残疾、病人原来就移出不当的,应当送回原籍 〔1〕。

其次是移民工作中出现的浪费问题。关于移民经费,中央农村工作部核算开荒及

移民的路费每亩约合7元左右,需国家投资。牲畜、农具购置费及其他补助每亩约合

10元左右,可用贷款解决。为节省经费,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在地多人少的地区,一

般农村都是缺少劳动力的,耕作比较粗放,而且村子周围都有荒地可以开垦。这种地方

应该尽量吸收外来的移民。无论是有组织的移民,或是零星移民,都可以把他们分散安

置在当地劳力不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内,作为这些合作社的社员。这样做既可以解决

这些农业社劳动力不足,重新耕种撂荒地,并可有助于改变当地粗放的耕作习惯,改进

技术,提高产量;也不必为这些移民置备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从而节省国家的投资。

这些移民当年的口粮可借吃当地义仓粮,或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政府预借,收获以后归

还。移民所需房屋可利用农闲时间修盖,所需费用可由自己的劳动收入和农业贷款或

信用合作社贷款解决,国家也可予以必要的补助 〔2〕。

农村工作部的基本主张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好移民工作。但是,实际工作中

的铺张浪费相当严重。一些干部在思想上认为移民事业只有国家多拿钱才能办好,不

懂得注重发挥移民本身和社会的力量。国家开支的移民事业费逐年增多,经费项目和

指标较普遍地存在着偏宽、偏高的现象。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存在“等、靠、要”思想,不

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不爱护公物,造成许多财物的损坏和丢失,在生活开支上缺乏计划,

没有长远打算,铺张浪费严重 〔3〕。

部分地区因勘察设计粗疏、规划不当而造成的损失浪费更大。比如青海的32个青

年农场就没有进行认真勘察规划,建场后因海拔高、水源短缺而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国

家对该省新建农场投资1亿多元,调粮4625万千克,而移民三年仅产粮1750多万千

克,产值只有1800万元,可谓得不偿失,最后农场全部撤销,把支边人员送回原籍。甘

肃甘南地区的情况与青海类似,大部分新建农场最后撤掉。张掖地区因粮荒严重,不得

不把25000多支边人员调往新疆、山西就食 〔4〕。

为遏制浪费问题,内务部专门发布指示,要求结合当前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在移

民事业上开展一场深入的反浪费斗争。从揭发各种浪费的具体问题入手,深入检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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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想与作风,批判干部中的“官办”移民思想和移民中的单纯依靠政府的心理;充分挖

掘移民的经济潜力,使之积极投入垦区的建家生产,发挥广大群众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互助力量,支援移民垦荒工作;切实记取因勘察设计不当造成的损失,开展全面的经济

调查,务求移民规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内务部明确,国家对移民经费的开支属

于扶助性质,今后仍应采取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两个办法来解决。在国家支出方面,应

本着移民困难大的、安置地区经济条件较差、距离较远的多资助,反之则少资助的原则

进行合理安排 〔1〕。

再次是移民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移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对集体移民工作

能否顺利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干部的表率作用对坚定移民扎根边远地区的决心

十分重要。但是,在1950年代的垦荒移民工作中,不少干部存在工作作风问题,给移民

工作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956年青海的天津移民工作中,个别乡社干部作风简单生

硬,对移民的一些思想问题不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而是威胁(动手要打)、讽刺 〔2〕。江

苏在1959年支边移民时,个别地方和极少数基层单位在宣传动员和政策掌握上没有认

真执行省委指示,工作粗糙、不深入,甚至有个别欺骗行为出现,答应移民进疆后都参加

工业生产,因而个别地方(扬中、滨海两地)的支边青壮年因没有达到个人愿望,发生了

闹事现象。一些地方审查移民条件不严,有精神疾病、严重慢性病的青壮年和少数十三

四岁的孩子也移民进疆 〔3〕。

农垦部指出,在管理教育工作上,有些负责移民工作的基层领导干部不坚持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作风简单粗暴,对支边人员动辄批判斗争,乱扣政治帽子,甚至

发生了随意开除党籍、团籍,非法行刑、逮捕等违法乱纪行为,严重伤害了群众感情。几

年来在移民工作中,因一些管理干部的违法乱纪和工伤事故等原因,造成移民非正常死

亡的有6700多人 〔4〕。

最后是移民与移入地原有居民的关系问题。1956年青海的天津移民,从互助、贵

德两县中小学来看,两地学生不团结的现象较为严重。教员认为同学间的打架是学生

间的互相教育。因此,当学生打架时教师不仅不劝阻,反而就此评论说“天津市人打不

过青海人”。有的教师歧视移民,甚至不解答移民学生的询问。学校服务员不准天津学

生打热水,天津人的生活习惯也受到当地居民的嘲笑。个别供销社干部卖给移民的东

西较当地人贵五分,当移民质问时售货员竟说:“我们不是为你们(移民)服务的”,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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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中造成很坏影响 〔1〕。

垦荒移民的安置需要一定的物资准备。由于必要的物资准备不足,一些安置在人

民公社的支边人员所需生产生活资料几乎全部是平调当地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当地

群众对此颇有意见。青海省循化县在班禅喇嘛的出生地文都采取了撵走当地藏民,侵

占他们的村庄、牧场和耕地的办法建立青年农场。甘南地区夏河、临潭等县也有类似情

况发生。这严重违反了民族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后来虽进行了调整、退赔,但由此

造成的不良影响,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工作才能挽回。新疆在少数民族人民公社

安置的支边人员,彼此语言不通,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不同,加上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

影响到民族团结 〔2〕。

注意到移民工作中的民族团结问题,内务部就此提出,要防止和纠正大汉族主义思

想,不要因为移民垦荒而侵犯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如牧场、水源等);要把少数民族移

民安置在适应他们生活习惯的地方,并注意解决他们的特殊需要(如回民的清真寺、墓

地等)。对于杂居在各省的回民如果符合移民条件应与汉族民众一同动员,不要专门动

员回民以免引起他们的误会 〔3〕。

为解决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团结等问题,农垦部主张彻底解决退赔问题。在安置地

区应本着自愿互利与等价交换的原则,妥善解决移民与当地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特别是侵占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资料更应由地方彻底退赔清楚。对受过批判和处

分的移民和随迁干部,应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即使他们已返回原籍,原安置单位仍应

负责做出结论,向原籍地党委、政府和本人交代清楚。对已死亡的移民,应本着负责到

底的精神,以安置地区为主,移出地区协助,彻底进行调查处理,逐人逐件地向其家属做

出交代,做好抚恤工作。同时,认真解决移民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安置好返籍的支边

人员。农垦部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移民中的民族团结问题在西北民族工作会

议后逐步解决。

垦荒移民工作中无论是大批移民的返籍,还是移民与原有居民的冲突等问题都是

局部的工作性失误,而非全局性政策错误,因而并不能成为否定垦荒移民的理由。移民

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后来也得到全部或部分的纠正。总的来讲,垦荒移民对我国扩大耕

地面积,加快边远落后地区的开发是有贡献的,其历史意义更在于探索了边疆开发的国

家动员模式,为后续三线建设提供了制度原型。当然,垦荒移民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政策实践,其经验教训也为当代人口流动管理提供了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刘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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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reconcilingthedissolutionandreconstructionofculturalheritagenecessitatesrecontextualizingmaterialrituals

andconceptualframeworksthroughanera-specificlens,therebyadvancingthecontemporaryreconfigurationofChina'

sintangibleculturallegacy.

China'sReclamation-InducedMigrantsinthe1950s
ZHAORu-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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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clamationmigrationinChinaduringthe1950semergedasaproductofpopulationmobilityunderthe

plannedeconomy.Itsmotivationscanbecategorizedintofourkeyaspects:first,theurgentneedtoaddresspost-

disasterresettlementandurbanunemployment;second,theredistributionofeducationalresourcestomeetdevelop-

mentaldemands;third,reconcilingthedisparitybetweenunderdevelopedagriculturalproductivityandthenationalin-



dustrializationstrategy;andfourth,integratingmilitarydemobilizationwithbordersecurityobjectives.Thesemi-

grantsconstitutedanintegralcomponentofnationaldevelopmentinitiatives.Whilespontaneoussettlersdidexistdur-

ingthisperiod,state-organizedcollectivereclamationprojectsinvolvedfargreaternumbers.Through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thegovernmentenforcedorderlymanagementofcollectivemigrants.Nevertheless,challengesarosein

migrationadministration,includingreturnmigrationwithincollectivegroups,inefficientresourceallocationduring

relocation,inconsistentworkethicsamongofficials,andlocalizedtensionsbetweenmigrantsandresidents.Theseis-

suesreflectedoperationalinefficienciesratherthansystemicpolicyflaws.Ultimately,reclamationmigrantsplayeda

significantroleinexpandingarablelandandacceleratingthedevelopmentofremoteandunderdevelopedregions.

PolicyPreference,DevelopmentImbalance,andtheDilemma
oftheUSDollar'sInternationalStatus

DUANShi-de
Keywords:BrettonWoodssystem;papergold;fiscalexpansion;RMBinternationalization;monetaryrebalancing

Abstract:TheUSdollar,leveragingitseconomicstrengthandsoundcreditworthiness,attainedthestatusof"paper

gold"intheBrettonWoodssystem,becomingacornerstoneofUSeconomicdevelopment.Post-WorldWarII,the

USoverextendeditsfiscalcapacitytoexpandspending,whichnotonlytriggeredeconomicimbalancesbutalsogener-

atedunprecedentedchallengestothedollar'sglobalstanding.Althoughtheunilateralterminationofdollar-goldcon-

vertibilitytemporarilymitigatedliquiditycrises,theerosionofinternationaltrustintensifiedsystemicvulnerabilities.

Consequently,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transitionedintoamulti-currencycompetitiveequilibrium.Drawing

lessonsfromthedollar'strajectory,RMBinternationalization-apivotalelementintheongoingmonetaryrebalancing-

requiresfoundationalreforms.Strengtheningdomesticeconomicresilience,enhancingnationalcreditworthiness,and

pursuingstable,sustainabledevelopmentwillfortifytheRMB'scompetitivenessandfacilitateitsprogressiveglobal

integration.

Re-examiningChina'sDemographicDividendDecline:TheEvolution
ofHuman-IndustrialDynamicsintheNewIndustrialRevolutionEra

LUJun-jie ZHAORu-yu
Keywords:demographicdividend;human-industrialdynamics;intelligentautomation;labor markettransition;

policyinnovation

Abstract:ThisstudyreinterpretsChina'sdemographicdividenddeclinethroughthelensofhuman-industrialdynamics

duringthenewindustrialrevolution,identifyingthreeinterlinkedpathwaysofchange.Firstly,thedisplacementofla-

borbyintelligenttechnologiesnowoutpacesabsorption,erodingthe"quantityadvantage"asautomationreducesde-

mandfortraditionalmanualworkforces.Secondly,theindustrialsystem'sevolvingrequirements-fromphysicallabor

toneuro-cognitiveadaptability-relaxage-relatedconstraints,prioritizingskillsoverchronological"age-appropriate-

ness."Thirdly,incomedistributionshiftsfromtime-basedexploitationtoknowledge/skillcapitalownership,invali-

dating"low-costlaborefficiency."Tonavigatethistransition,theauthorsadvocateadual-policyframework:transi-

tioningdemographicstrategiesfromquantity-centricplanningtoquality-drivenSTEMeducationandlifelonglearning

ecosystems,whilefosteringinclusivegrowththroughprogressivetaxationandsocialconsumptionenhancement.This

recalibrationaimstoredefinehumancapitalvaluationbeyonddemographicarithmetic,ensuringChina'seconomicre-

silienceinanerawhereindustrialevolutionhingesonhumancreativityratherthandemographicarithm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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