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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然村落居住迁移问题管窥 

  [关键词] 凉山彝族 自然村落  居住迁移 

  [摘要]凉山彝族自然村落出现了居住迁移的普遍现象，而“居住迁移”，存在着“自发性”和政府

管理的缺位性，从而成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急需要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居住迁移是人类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基本策略。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迁，

凉山彝族地区普遍出现了自然村落自发进行居住迁移的现象。这种“居住迁移”，因其“自发性”和政府

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位性，从而成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一、凉山彝族自然村落自发居住迁移的主要原因  

  凉山彝族地区，由于地域广袤，人们选择居住点的范围较大。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很多彝族自然村落都曾发生过居住迁移的历史。近年来，因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多种因素的

相互交织，彝族自然村落出现了又一轮自发居住迁移现象。 

  （一）彝族农民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多元化，居住在农地旁边的传统习惯被逐渐打破 

  一是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农村农业发展方式逐渐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农业耕作方式由广种薄收向

精耕细作转变，从而使边远偏僻或贫瘠的农地从农民生产的视野中逐渐淡出。这就从很大程度上，把人们

从广种薄收而四处奔波的劳动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同时也为彝族自然村落自发进行居住迁移提供了可能。 

  二是随着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的不断实施，农村可耕地大量减少，甚至有的村落农民已无地可

种。在这种情况下，田地是否邻近、是否方便耕作等这些因素已不再成为农民选择居住地的首要考虑因

素。 

  三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农业逐渐向二三产业渗 

  透和转移，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农产品加工、经商、外出务工等就业转移，使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

比重逐年减少。就业方式和收入来源的变化，使彝族自然村落进行居住迁移变成了客观需要。 

  （二）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大量的彝族农民向交通便捷、市场邻近地带居住迁移 

  彝族地区的农村农业生产初步与市场相链接，农村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城乡物流（或商品对

流）得到了空前活跃，乡村集镇市场逐渐走向繁荣。但彝族农民大多居住在高山，商品交换基本上是靠人

背马驮，运输成本较高，造成了农产品“难卖”，生产资料和日用生活品“难买”的现象。这些因素迫使

广大的农村彝族自然村落自发向公路旁边，市场邻近地段转移。 

  （三）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条件，彝族农民自发向河谷沟坝地带进行居住迁移 

  传统思维定势上，彝族农民普遍以“山下有田可种稻，山腰有地来耕作，山上有林宜放牧”的标准来

选择居住地。这样的标准，普遍造成了彝族农民大量居住在半山腰或山顶上的现象。这些居住地 ，一是

海拔相对较高，气候寒冷，农民只能砍伐大量木材取暖过冬；二是地势较陡，行走艰难，修筑公路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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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运输成本高； 三是由于地势不平坦，不能连片修建房屋，村民只能分散居住。造成了住宅凌乱，水

路电设施建设成本高、管护难等问题。四是彝族农民在通信，孩子上学、看病、外出打工等各方面都面临

着公共服务缺失、交通不便、距离较远等一系列困难。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条件，彝族农民自发向有公共服

务设施和机构分布的河谷沟坝地带进行居住迁移。 

  二、凉山彝族自然村落自发进行居住迁移的特点居住迁移选址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在凉山彝族自然村落的居住迁移中，居住迁移地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偶然性或随机性的。在

通常情况下，农民一般没有要迁移到某一定点居住的协商行为或集体共识，新的迁移居住点是随着人口的

不断幅集而逐渐形成的。首先是彝族旧村落里的富于开创性的个别家庭，向本村落比较邻近于公路或市场

的河谷沟坝地段进行居住迁移，当这一“个别”的居住迁移行为受到其他农民的肯定评价时，这些农民就

会无形中产生居住迁移的冲动，从而陆续向第一户居住迁移的地段涌入，并与之为邻。这样，随着时间的

推移，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整个村落的居住迁移。 

  居住迁移时间的漫长性。凉山彝族自然村落整体居住迁移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的需要二三年，有的

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在居住迁移的过程中，有的家庭因为留连原来的旧居，迟迟不愿搬走；有的家庭

对新迁入地可能形成的邻里关系、人际关系等方面心存顾虑，不敢贸然搬入；有的家庭因为经济困难，无

力修建新居；有的家庭因为缺乏宅基地等，这些因素使居住迁移在时间上出现了断续性或漫长性的特点。

但不管任何家庭，最终向新的居住地迁移是必然的。彝族人认为，别人迁走了，而自己则与迁移户留下的

残壁断垣为邻是极不吉利的。并且、旧村落居民渐迁渐少，断墙残瓦越来越多，居住环境越发萧条，这对

于没迁移的居民形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甚至造成了恐慌。因此，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跟随迁移。这种集

中居住与整体迁移的文化，使得彝族人民在凉山广大山区，到处留下了残壁碎瓦。 

  居住迁移新建房屋质量的优化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农民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彝族农村的

传统住房即茅草房和木板房普遍被瓦房代替，实现了彝族近千年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住房质量的普遍升级换

代。但不管是茅草房、木板房，还是瓦房，都是以夯土墙为基础和框架的建筑，使用年限较短，适用性能

差，造成了一个家庭一生要修建四五次房子的现象。在当前的居住迁移新建房屋中，除极个别贫困家庭

外，农民大都修建了火砖或自制的空心砖房，一些富裕家庭还进行了地板砖、吊顶等装修，甚至彝族农村

还出现了比县城的住房还漂亮的具有彝族风格的豪华民居。彝族自然村落居住迁移后，房屋质量得到了普

遍的提高，村容不断得到了改观，近年来，在大凉山峡谷沟壑中穿行的公路两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

排排崭新的彝族农民屋居。 

  三、凉山彝族自然村落自发居住迁移存在的问题宅基地置换行为不规范。 

  凉山地区高原耸峙，沟壑相间，而数量极少的河谷平坝地带大多是较为肥沃的旱地或水稻田，是少量

农民的私人承包地。彝族自然村落由高山或二半山向这些地段居住迁移，宅基地置换就成了最为复杂的首

要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农民承包地使用权的让渡、承包地功能的改变（即变为宅基地）等系列问题。现

实中，农民宅基地置换大多是通过私下交易的方式完成的，毫无行政规制约束或缴纳规费可言。 农民居

住迁移后，原老宅基地也因为习惯等多种原因，仍然被占为己有，有的对其稍加改造，进行复垦耕作；有

的转卖他人，非法获利；有的弃置不顾，任其荒草丛生。这种自发迁移、民间私下的宅基地置换行为，土

地契税、土地开发税等无从谈起，更为严重的是无序修建，造成了基本农田的严重流失。 

  房屋建筑通过罚款合法化。农民通过私下置换方式获得宅基地后，大多没有按程序向所在村、乡、

县国土部门审批宅基地，就自行乱占乱建。有的在乡村公路两旁占道修建房屋，公路被两旁的房屋越挤越

窄；有的严重超标准修建房屋，占地面积过大；有的大肆砍伐木材修建房屋。这些非规法的房屋建筑主要

是通过罚款取得合法化。即先非法占地修建房屋，再通过国土部门的罚款手续，使宅基地合法化；先无证

砍伐建筑用材，房屋修建完成后，等林业部门上门罚款，通过缴纳罚款，使乱砍滥伐取得的建筑用材合法

化。 

  只见新屋、不见新村。彝族自然村落居住迁移大多缺少政府必要的规划和引导，造成了农民建房的

盲目性和随意性。大量的彝族农民在新居住点随心所欲修建房屋、畜圈，往往造成建筑混乱、出路狭窄，

水管、电线纵横交错，采光、通风、排水隐患较多的现象。特别是缺少排污系统设施，有的农民居住点甚

至没一个公共厕所，畜禽粪便任其横流，人们在混浊不堪的社区小河中洗涤衣物、蔬菜等。没有统一的垃

圾倒放点，新居住点往往成为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严重的区域，脏乱差现象严重。由于建房缺乏长远眼光



和整体规划，住宅设计不合理，布局不规则等多种原因，经常出现“只见新屋，不见新村”的现象。 

  缺少有效的社区管理机制。自然村落居住迁移后，新的居住点 居住人口相对密集，但包括人际关

系的调适，邻里的和谐、社区的治安管理，社区的公共设施维护等缺少相应的管理体制。邻里因事扯皮、

吵架、斗殴、甚至农妇喝农药的事件时有发生；因缺少管护而出现的停水、停电事件防不胜防；社区人行

道长年无人打扫，敞养的畜禽四处游动等。这些现象造成了社区总体上的脏乱差现象，影响了社区居民的

生存质量。 

  四、认真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切实抓好好凉山彝族自然村落居住迁移工作  

  （一）乡镇政府要根据农村实际搞好农民居住点规划。 

  乡镇政府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对彝族地区的自然村落进行调查了

解，听取人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合理布局、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总原则，合理规划

农村村民点的数量、布局、范围和用地规模，并积极介入和引导彝族自然村落的居住迁移工作，消除农民

居住迁移中的无政府状态。要不断摸索和形成农村农民宅基地置换的有效机制，加强行政管理力度，规范

宅基地置换行为。有必要的地方，可由乡政府负责征用农地，通过国土手续，按宅基地标准，以合理的价

格为农民提供宅基地；并适当安排资金，加强废弃旧宅基地的整理工作，鼓励农民改造旧宅基地种树还林

或修复耕作，尽量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 

  （二）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及建筑用材的审批制度。 

  一是按照严格管理，提高效率，便民利民的原则，对于乡镇政府规划需要集体居住迁移的自然村落，

可用乡镇政府代理，大宗量地、分年、分批次地为群众办理宅基地和建材伐木手续。二是国土、林业等相

关农村房屋建设的部门，要努力使服务窗口下移，有效消除农民宅基地和建筑用材审批手续繁杂、程序太

多，成本太高的现象。三是要结合农村农民发展需要，坚持农村各种资源永续利用的原则，特别是在宅基

地和建筑用材的审批中，该办理的要办理，不该办理的坚决不办，有效消除“积极申请”不如“交纳罚

款”的恶性现象。 

  （三）做好农民新居住点的建筑规划和修建监督工作。 

  一是要把新农村村容整洁的要求和彝族自然村落居住迁移结合起来，以布局优化，科学处理生产、生

活、生态文化之间的关系，组团建筑有个性特色、美观大方，组团建筑间相互协调，建筑布局灵活自然，

错落有致，农户住宅实用的要求，为农民提供免费的居住点建设规划和住宅设计图。二是按照按规划，有

计划、循序渐进、有序建房的要求，积极引导彝族自然村落的农民家庭向新居住点迁移，以避免耕地无端

浪费和修建盲目性。三是切实监督村民按规划修建房屋，帮助农民将房屋建造得更加合理、实用，卫生、

通风，采光。帮助农民合理布局水路、电网，污水排放等工程；做好绿化、路灯、公厕、河道与渠道净化

等工程，做到一次到位，克服重服建设；不断通过国家扶持和村民自筹资金劳力等途径，进行居住点的社

区公共设施建设，努力做到居住宜人，生活方便，村容整洁。 

  （四）积极探索构建农村农民居住点的社区管理机制。 

  通过居住迁移或旧村庄的自我改造发展，彝族农村农民居住点不管是在居住人口、公益设施建设、社

区服务要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不断加强改革，积极探索构建适应农村农民居住点的

管理机制。一是要有效转变村两委的职能，实现村两委的职能从过去的催款催粮向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

务上来；村民小组组长的职能也要转移到农村农民居住点事务管理上来，并成为社区管理的负责人。二是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做好农民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组织引导和服务，切实

贯彻“一事一议”的民主原则，让农民自主管理居住点的公共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主发

展。三是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建立健全农民居住点的管理机制，不断摸索经验，逐步形成在社会治安、国土

管理、林业管理、纠纷调解、计划生育、民政救助、环境卫生、突发事件、公益设施建设等各方面的有效

工作机制，实现有效管理、 促进农村农民和谐居住点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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