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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和实现迁移的条件

一内蒙古赤峰迁移调查

马 戎

自本世纪初开始
,

赤峰地区 ( 原昭乌达盟 ) 就是我国华北农业人 口向北方迁移的一个重

要区域
。

在短短几十年间
,

大片草场被开垦成农 田
,

一

原居住的蒙古族牧民
,

有的迁到更北的

草原
,

保持着畜牧业的传统
,

大部分留了下来
,

变成了农民
,

并且在与汉族移民的朝夕相处

之 中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

赤峰地区位于 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

在民族构成
、

生产类

型和迁移历史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所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于 19 8 5年在赤峰地区进行

了以迁移为主要 内容的社会调查
。

首先用分类选点的方法
,

从旗县有关部门的人 口 迁移 记

录
、

经济统计资料中得到移民史和 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材料
,

根据这些材料 选 了4

个旗
,

从中又选出了 41 个 自然村Q
,

然后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
,

从这些村的居民 中 调 查 了

20 89 户
。 _ -

- ·

一
目前赤峰的农村居民中有多少是从外地迁来的 ? 他们是什么时候迁来的 ? 是什么原因促

使他们离开家乡
、

并选中了这个地方居住公有哪些客观条件在他们的迁移和定居的过程 中发

挥过作用 ? 这些都是迁移研究中最基本的专题
,

本文将试图使用实地调查 中得到的资料
,

回

答以上 问题
。

一
、

移 民在调查地区居 民中约比例

这次调查所使用的移民的定义是
:
在迁移中至少跨越了乡 ( 公社 ) 界

,

在 目前居住地至

少居住
、

生活
、

劳动 6个月以上的居 民
。

至于是否取得 了本地正式户籍登记则不予 考 虑
。

在

调查中
,

我们发现在农村与牧区的常住居民中
,

没有正式户口的是极少数
。

本文只考虑被调

查户户主的情况
,

’

其配偶
、

子女的迁移情况将另文介绍
。

被调查的户主中
,

42
.

6%是移民
,

另外 57
.

4写为本地出生
,

或是在19 47 年以前迁来的居

表 1 被调查户户主的民族和迁移状况 ( % ) 民②
。

汉族居民 ( , 2 64 户 ) 的 5 ,%是移民
,

旗县
汉 族 :

} 蒙 族

本地户 1移民 }合计
本地户 }移

民
}合计

特别是在北部牧业旗 ( 如克什克腾旗 ) 的汉

族居 民中
一

,

移民的比例 更 高
。

相 比 之下
,

蒙族居 民 ( 8 2 5户 ) 中只有 30 % 是 移 民 ( 见

表 1 )
。

一 由此可见
,

在这一地 区
,

迁移是十分普

遍 的现象
,

而且移民中汉族多于蒙族
。

这么

大数量 的移民流入
,

必然会给本地的社会结

构
、

自然资源的分配
、

经济生产
、

文化习俗

等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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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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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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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建村年代和移
一

民迁入时间

我 国目前开展 的修纂地名志的工作
,

考证了各自然村的建村年代
。

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

了解这一地区历史上的迁移活动
。

根据对被调查地区建村资料的分析
,

我们得知
,

现存村子

中最早的是在 1 7世纪中叶由蒙古族建立的
,

最晚的是本世纪 7 0年代由政府组织 的集体移民建

立的移民新村 ( 见表 2 )
。

牧区实行公社制度之后
,

牧民放牧的地域相对固定下来
,

新 建 的

大队队部渐渐发展成了新村落
。

一般来说
,

赤峰的村落可大致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在 17 至 19

表 2 被调查地 区自然村的趁村年代

建村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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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调查旅汉移民的迁入年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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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汉族村 ( 80 %以上的居民为汉族 )
。

世纪期间由蒙古族建立的牧业定居点
,

陆续建立起来 的农业村落
。 ·

一 `

厂

后演变 为现在的村落 ; 另一类是在本世纪 由汉族移民

在被调查的 2时9户中
,

`

淆88 9户的户主是 19 4 7年 以后迁到 目前居住地 的
,

此外还 有 儿 十

户是 19 47 年之前迁来的
。

各个年代迁入移民的数量分布参见图 l
。

其中早期 的移 民数字 有 可

能低于实际数字
,

因为部分移民在我们调查 ( 19 85 年 ) 之前可能又迁往别处
,

而这部分移民

在调 登甲足难 以准确玩衬 附
。

,

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 1 9 47 年 ( 赤峰解放 )
、

坤50 年 ( 解放后第 一 年 )
、

19 56 年 ( 支援 边

疆 )
、

19 6 0
一

9 6 1年 ( 困难时期 )
一

、
1 9 6 B年

一

( 文革下放 )
、

1 9 7 0一 19 7 2年 ( 知识青年下乡
.

)

这些年代
,

移民的迁入形成了几个高峰
。

这些迁移高峰都有其特定的政治
、

经济背景
,

不难

对其作
`

出解释
,

蒙族与汉族的迁移在时间上是基本同步的 , 只是在规模上蒙古族小一些
。

三
、

迁移的原因
-

`

一般情况下
,

迁移对于
“ 一
户农 民总会造成经济上的某些损失

。

住房一般会被廉价卖掉
,

带不走 的笨重东西只好送人或丢弃
。

除此之外
,

还有许多非经济因素使农民留恋故土
,

他们

祖先亲人的坟墓
、

家人
、

亲戚
、

从小建
,

立和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在故乡
,

所 以农民轻

易是不愿
“
背井离乡

”
的

。

他们之所 以迁移
,

一定有强烈的推动力
,

按照西方迁移理论 中的
一

“
推斥力一拉力

” 学说① ,

很可能是原居住地的排斥力与移入地 的拉力联合作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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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牧区和农区的生产类型很不一祥
,

所以移民迁到牧区和迁到农区就可能 有 不 同 的

原因和考虑
。

作为移民自身
,

男人和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迁移目的
。

在户访中
,

.

我们要求被

访的移民户主 回答他 ( 她 ) 当初迁到此地的最主要的原因
。

得到的答案大致可以分为 8种 (见

表 3 )
_

`
丫 -

表 3
`

被调查户主按农亩牧区和性别分组的主要迁移
一

原因
`

( % )

二二
对于多数男移民来说

,

追求高收入是迁移的主要目的
,

无论是农民
_

还是牧 民都是如此
。

其
.

比例在农区是 5 `
·

端 牧区是4“ : 4珍均 占第一位
。

对于
.

女性来说
,

`
’

第一位 的迁移原因则是结

婚 ( 占4 0% )
。

需要说明
,

’

绝大多数农村女子在挑选配偶时
,

对方的家境和对方所 住 地 区的

总体富裕水平 (这往往取决于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和地理交通情况 ) 是士分重要的因素
。

所以

实际上 回答结婚是主要迁移原 因的女性
,

其中相当多的人具有追求高收入的潜在目的
。

与亲人团聚是迁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

农民的迁移常采取这样一种方式
:
父亲和成年儿

子先迁到一个估计可取得高收入的地方
,

一两年后
,

当这一判断得到证实
,

并在迁入地奠定

了一定物质基础 ( 如盖好房子
、

租到土地
、

成为社员 ) 之后
,

其它家庭成员才最终迁来
。

人

口学中称这种模式为
“ 连锁迁移

”
夕T ar in M i g r a大ion ① )

。

这些后迁来的家庭成员往往把
“

与

家人团聚
”

恤
为主要迁移

和
。 一 、 ’

_

一 一 丫
政府安排的迁移也占有一定比重 ; 在农区

,

由于 60 年代初的精简下放
,

.

一些小城镇的干

部
、

工人
,

以及他们的家属被下放到基层
,

转为农业户 口
。

这些干部
、 一

工人中有不少后来又

得到任用并转成城镇户 口
,

但有些家属则 由于
“
农转非

” 的
.

限制
,

保留了农业户口
,

并成了

了户主
。

在牧区
,

我们调查到一个 7 0年代建立的的移民村
,

`

由于原居住地生产条件太差
,

通

过旗民政部门的安排
,

这个村子从农区搬到较富裕的牧区
,

这是典型的由政府安排的集体迁

移
。 ·

“
` .

在克什克腾旗牧区
,

一些蒙古族告诉我们
,

.

原居住地由于汉族农 民的大量迁入
,

已由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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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转变成了农区
,

他们之所以迁到这沁来是希望自己和子女们能继续从事畜牧业
,

并保持蒙

古族的语言和习俗
。 卜

一
.

二

因政洽原因而迁移的为数极少
,

而且不涉及女性
。
主要是几家城 镇居 民 在

“
反右

”
和

“
文革

”
期间因查 出

“
家庭出身不好

”
或有

“
历史间题

”
被遣送原粼

、

真的人不愿回山粉
.

河北原籍
,

而本地有兄弟姐妹
,

经批准迁来与兄弟姐妹同住
。

一:`
. .

一

年龄是影响人们迁移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人们在不同的年龄有不

成
:

上学
、

找工作
、

结婚
、

养育子女
、

退休等等 (
·

“
iL 挽 cy cl e ” ①

,

)

同
.

的 “
任 务

”
要 完

这些都可能成为人们

迁移的原因
。

在表 4中
,

被调查的户主按迁移时的年龄被分成 4组、

分了性别
,

没作农
、

牧区的分类
。

由于篇幅限制
,

表 4只 区

表 4 被调查户户主按年龄和性别分组的主要迁移原因 ( % )

主 要 迁 移 原 因 }一—
二二二1 止`一

-
二

- - - - -

}
“ o岁以下

`

}
3 0~ 3 9岁 !

4 0” 4 9岁 …” 0岁以上 1 合
,

计

口
9 2L4

( 1 ) 追求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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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结 婚

( 4 ) 政府安排 (下放等)

( S ) 为和本民族在一起

( 6 ) 政治原因

( 7 ) 其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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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岁以上上 合 计计

((( 1 ) 追求高收入入 1 5
.

666 1 0
。

333 3 5
.

5
:::::

2 0
.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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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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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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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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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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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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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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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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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政府安排 (下放等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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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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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6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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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 计计 1 0 0
.

000 1 0Q
.

000 1 00
.

00000 1 00
.

000

总总 户 数 补补 3 222 2 999 3 111 弓弓 9 777

从表 4中可以看出
,

在各年龄组的男性移民中
,

追求高收入都是最重要的迁移原 因
,

大

约都 占一半左右
。

40 岁以下的男性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因为结婚迁到妻子的村 庄
,

`

40 岁 以上

者
,
则有相当部分是迁到儿女或亲戚 的居住地

,

希望得到经济和生活
·

上的帮助
。

女性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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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则很不相同口迁移时年龄在
4。岁以卞者有超过半数的人是因为结婚到婆家而迁入该地

,

4。岁以上者则有 1 / 3是为了追求高收入
。

·
几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本地区政治
、

经济
、

,

交通
、

民族关系等方面客观条件的变化
,

不同的年

代会肴不同的迁移规模和迁移原因
。

表 5反映了 , 9 4 7年以来赤峰社会发展的 4个历史时期各年

龄组的迁移原因分布情况
,

我 们可以从 中妇纳出几点
:

( : ) 追求高收入在各年代 、 各 年龄

组中都是占第一位的迁移原因
;

’

( 2J ) 自 1 9 4 7年以来
,

以结婚为原 因的迁移所占的百分 比 持

妹增签
: 。 3 , 19 J 7一 1070 年油一

’

政府安排的汗移旱 增长趋势
,

但 1 9 70 年后急剧下降
。

`

表 5 各年代分年龄组迁移原因分布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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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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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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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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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移 民的迁出地
` . 一

_

一

把人们迁移的挂出地与迁 入地联系起来
,

我们可 以看出迁移运动的主要流向 和地 理 距

离
,

同时有助子理解为仕么这些迁移运动会发生
。

由于近半数移民的迁移原因是 追求 高 收

入
,

,

而与家人亲属团聚
,

特别是结婚迁移的移民中又有相当部分在决定迁移时也存在对经济

收入的考虑
,

我们可 以假设迁移运动的主流是从贫穷和资源缺乏地区流向富裕和资源相对丰

富的地 区
。

·
、 ·

、 . ,
、

一

“ 一
.

一
表 6反映了 7 80 户移民的迁出地分布情况

。

对迁入赤峰 ( 原昭乌达翼 ) 的移民的迁出地 进

5 0



表6
移民的迁

.

出地分希 ( 户 )

~~~

赢
~

搜溉
、、

翁牛特旗旗 巴林右旗旗 克什克腾旗旗 喀喇泌旗旗
之 、 刁小小小

口口口口口口口习 F 舀舀舀
\\\\\\\\\\

十十十十十

本本旗内内 37 222 3 0009 555 1 777 51 444 6 5
.

9 %%%

本本盟内
··

1 666 07 0001 999 222 1 9 777 2弓
.

3%%%

其其中
:
宁城县县 3

.

8%%% 6 4
.

3%%% 7 8
.

9 %%%%% 2弓
.

4 %%%%%%%%%%%

喀喀喇泌旗旗 29
.

2%%% 1
.

4%%% 1 0
.

5%%%%% 1 6
.

2%%% 1
.

7%%%

敖敖汉旗旗 弓
.

7 %%% 1
.

4 %%% 1 0
.

5%%%%% 3
.

6 %%%%%

郊郊区 ( 原赤峰县 ))) 4 3
.

4 %%% 弓
.

7%%% 1 0 0%%%%% 2 5
.

9 %%%%%

翁翁牛特旗旗 0
.

9%%% 8
.

6 %%%%%%% 3
.

0%%%%%

克克什克腾旗旗 0
.

9%%%
。

一一一一 0
.

5%%%%%

林林西县
...

5
.

7 肠肠 1 5
.

7 %%%%%%% 8
.

1 %%%%%

巴巴林右旗旗 弓
.

7%%%
.

2
.

9肠肠肠肠 4
.

1 乡̀̀̀

巴巴林左旗旗 4
.

7 %%% 1 0 0%%%%%%% 9
.

6 %%%%%

阿阿鲁喀尔泌旗旗 1 0 0%%%%%%%%% 3
.

6 %%%%%

小小
.

计计计计计计 1 00乡̀̀̀

其其它盟
:::

999 000222 222 1 33333333333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

2%%%其其它省省 2999 444 1 888 弓弓 弓66666

其其中
:
河北北 31

.

0%%% 1 0 0写写 7 2
.

8%%%%% 37
.

5%%%%%

辽辽宁宁 5 5
.

2%%%%% 5
.

6 %%%%% 33
.

9%%%%%

山山东东 6
.

9 %%%%% 5 0
.

0%%%%% 1 6
.

1 %%%%%

黑黑龙江江 3
.

4%%%%% 5
.

6 %%%%% 3
.

6 %%%%%

北北京京
厂厂厂

5
.

6%%%%% 3
.

6 %%%%%

河河南南 3
.

4%%%%% 弓
.

6%%%%% 1
.

8%%%%%

山山西西 1 00%%%%% 1 00%%%%% 1
.

8%%%%%

广广西西西西西西 1
.

8%%%%%

小小计计计计计计 1 00%%%%%

总总计计 51 666 1 444 1 0 3444 2666 7 8 0001 0 0%%%

行分析
,

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 ( 1 ) 本旗县 内跨社迁移者 占移民的 2 / 3 ; ( 2 ) 本盟内跨 旗 县

迁移的占全部移民的 1/ 4
,

迁移方向基本上是从南部农区迁向北部半农半牧区和牧区 , ( 3 )

东西方向上跨盟界的迁移数量很少
,

不到移民总数的 2%; ( 4 ) 来自其它省区的移民 占7
.

2%
,

赤峰南面的河北省和东面的辽宁省是移民主要 的迁出地
。

迁移距离最远的是来 自广西的憧族

移民
。

所以我们可以说
,

在赤峰这样与汉族农业 区邻近的蒙族聚居区
,

大量的外来迁移发生

在本世纪的前期
,

解放后外省移民数量 已经很小了
,

这些迁移多在本地
勺

区内
,

保持了传统的

从农区向牧区的迁移方向
。

五
、

实现迁移的条件

按照传统迁移理论
,

一个人或一户的迁移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

( l ) 由于某 些 经

济
、

政治或其它方面的原因
,

开始考虑迁离 目前的居住地
; ( 2 ) 通过各种渠道

,

了解 到 各

个可熊的迁往地区的情形
, 在对 比中选出愿意迁往的地方

;
( 3 ) 在各方面条件 ( 迁移 的 费

脚



从 到达迁往地后 的栖拿之地和食品
、

工作机会等 ) 具备时
,

实现迁移① 。

( 一 ) 有关迁往地的信息渠道
。

前面我们探讨了哪些因素使得人们考虑要迁出
。

下面我

们来看一看这些移民是通过哪些途径 了解到有关迁入地的情况的
。

表了 迁移前了解迁入地

情况的信息来源 ( 写 )

信息来源

1
.

无信息

农农 反反 牧 反反

2
.

在迁入地的亲戚

3
.

在迁入地的朋友

4
.

其他居住在迁入地
的居民

5
.

在迁出地的亲戚

6
.

在迁出地的朋友

7
.

居住在迁出地的其
他人

8
.

不清楚

4 6 9

1 7
.

1

“ 计

}
.

翌上 }翌上
移民数目

9
.

9

1 0 0
.

0

8 8 4

从表 7可以看出
,

无论是牧区或农区
,

近

半数的移民都是从他们已居住在迁入地 的亲

属那获得迁入地信息的
。

这里
“ 连锁迁移

”

( t r a i n m i g r a t i o n ) 的特点十分明 显
。

一 些

先驱移民定居下来之后
,

把有关的信息传递

给他们在家乡的亲友
,

鼓励他们迁到此地
。

这样
,

一批一批的移民从南部较贫穷的地 区

迁到赤峰中部和北部人口稀少
、

资源相对丰

富
、

收入 较 高 的 地区
。

另有 10 ~ 26 % 的移

民从在迁入地居住的其他人那儿了解到有关

的信息
,

这一比例在牧 区高于农 区
。

在赤峰

地区
,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期
,

曾有不少南部

的农 民成群定期到中部的半农半牧区从事雇

佣农业劳动
,

春来秋归 ( 称为
“
耪青

” )
。

有的农民干了两
、

三年
“
耪青

” 之后
,

盖起

了土房
,

把全家迁到此地
。

这些
“
耪青

” 的

农 民主要通过迁入地 的居 民了解到此地的基本情况 ( 上户口
、

租地的可能性
,

收入的一般水
、

平和稳定性
、

人际关系等 )
。

约有 12 写的人是从家乡的亲友那儿 ( 可能访问过或听说过 这 些

地方 )了解到有关信息的
。

有 6一 8% 的人是在解放前逃荒来此地的
,

在老家实在活不下去了
,

用肩挑车推着儿女和仅有的财产
,

一直向草原深处走去
,

有的在中部的翁旗住了下来
,

有的

一直达到 北边的锡林郭勒盟和 呼 伦 贝 尔盟
。

这些人在上路之前
,

没有明确的 目的地
,

更谈

不上对 目的地 的了解
。

表 8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年代反映出在不同时期移民的信息来源结构也是不尽相 同 的
。

无信息来源 ( 逃荒 ) 的人在全体移民中的比例自1 9 5 0年后呈下降趋势
,

同时以迁入地的亲属

为信息来源的
.

在移 民中始终占第一位
。

19 6。年
,

因为有的村庄生活实在困难
,

政府组织了一

些集体移民
,

请迁入地的干部到这些困难地区开会介绍情况
,

所以这一年有半数的移民是这

样了解到迁入地情况的
。

在 19 66 年和 70 年代初
,

迁出地的亲戚是第二位 的信息来源
。

这些年

政治运动多
,

有些人担心受冲击
,

而急于离开居住地
,

往往听了本村亲戚的介绍就迁走了
,

在迁移前甚至来不及与迁往地的人进行接触
。

( 二 ) 与迁往地居民的关系
。

与信息来源密切相关的是这些移民在迁移前与迁往地的居

民之间存在着何朴联系
。

我们可 以大致地把这种联系归 为 4类
:

在迁入地无任何亲戚和 朋 友

( 即基本上无联系 )
,

有 直 系亲属
,

有非直系亲属
,

有朋友 ( 过去的邻居
、

同 学 等 )
。

从

表 9中可以看出
,

半数 以至 6 5%的移民在迁移前都有非直系亲属居住在迁往地
,

而有直系亲属

①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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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已 不同牟代信息来源的变花

信息来源 1 94 7 1 950

`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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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吕nU产DtJ丹j诬U内URùnù
...

……
ō万à丈J

.,l,
J

匕乙nUUnURùnU,上八乙
`
土,上孟有nù1

.

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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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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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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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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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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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迁移前移民与迁入地

居民之间的关系
`

(% )

关系类型
农 区

}
牧 区

合 计

1
.

无亲友

2
.

有直系亲属
、

3
.

有非直系亲属

4
.

有朋友

5
.

不知

合 计

移民数 目

111 9
.

333 4 0
.

000

666
.

999 4
.

555

666 4
.

666 5 1
.

222

666
.

111 2
.

999

333
.

111 1
.

333

11111八八 nnn
III U U

。
UUU I U U

。
UUU

的却很少 ( 4~ 7% )
。

`

中国农民的家庭 观 念

较强
,

一般情况下很少分居两地
,

同时与非

直系亲属 ( 舅舅
、

姑姑
、

表兄等 ) 的关系也

相应较亲密
,

可 以相互依赖
。

所 以当农民想

迁到另一个地区时
,

有亲属 的村庄很容易被

他们选作目的地
,

这些亲属可以提供临时住

房和食品
,

并在落户 口
、

找工作等方面提供

帮助
。

在迁入地全无亲友 的移 民在牧区是农

区的两倍
。

由于牧区的收入大大高于农区
,

而且在消费方面 ( 食品结构
、

衣着等 ) 优于

农区
,

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冒险到牧区去碰

运气
。

从表 10 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前面讨论过的信息来源结构相似的情况
。

1 9 6 。年前无亲友的移

民一直在增长
,

这与同时迁往牧区的移民数量较多有直接关系
。

自 19 6 6年以来在迁入地有非

直系亲属的移民比例持续上升
,

到 70 年代末达到全部移民的79 %
。

60 年代 以来
,

政府对
“ 农村

~+ 农村” 的迁移开始实行某种控制
,

特别是近年来
,

除了结婚之外
,

有亲属在此地 ( 并因年

老体弱多病需要照顾 ) 是迁入的必要条件
。

结婚
、

照顾亲属这两个原因在今后农村的迁移中

将是两个最主要的合法迁移理由
。

( 三 ) 迁入初期居住问题的解决
。

通过某种信息渠道对计划中的迁往地有了一些了解
,

同时在迁往地还有一些亲戚 ( 直系或非直系 )
、

朋友等可 以在抵达后给予帮助
,

这将使那些

愿意迁离家乡的人及早下决心并付诸行动
。

移 民到达移入地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个住处 以免风

餐露宿
。

而房子不是短期能盖好的
,

这样盖房之前移民家庭需要有一个借宿之处
。

调查移 民

如何解决临时住宿问题
,

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地区迁移的特点
。

我们首先看看表 11 中农牧区合计的情况
。

在 40 年代后期
,

差不多 7昭的移民到达目 的 地



表 1 0 不同年代迁移前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之间的关系 ( % )

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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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无亲友

2
.

有直系亲属

3
.

有非直系亲属

4
.

有朋友

5
.

不知道

合 计

移民数目

2 0
.

1 0
.

5 1
.

1 7
。

O
.

1 00
.

2 9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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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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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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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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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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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 3 4 } 6 1

38
.

7

5
。

2

4 8
.

2

5
.

2

2
.

2

100
。

0

3 62

后借住在朋友或亲戚家里
。

自 1 95 1年以后
,

借住在朋友家的情况越来越少
,

而借住在亲戚家

的移民比例基本上保持在总数的 1/ 3以上
。

住到配偶家中的比例 ( 大多为女子
,

因为中 国农

村的习惯是女到男家 ) 逐年上升
,

反映了随着政府对农村迁移的限制加强
,

婚迁在移民总数

中的比例不断上升
。

这一点在牧区尤为明显
。

在 5 0
、

60 与 70 年代都有一定数量的迁移是由政府组织的
,

这些人中有些由当地政府安排

暂时借住在公房内
,

有些集体移 民是政府组织他们先在迁入地建房
,

房屋建好后 再 举 家 迁

来
。

如翁旗白音汉苏木的新五队就是由西部农区来的集体移民在牧区建造的一个新村落
。

克

什克腾旗达里苏木的
“
发展

” 和 “
农 队

” ,

巴林右旗的
“
扫高花村

” ,

都是类似的情形
。

在牧区
,

由政府安排住房的比例大大高于农区 ( 大约为 3倍 )
。

原因之一是过去在 牧 区

从 农区来的移民数量很少
,

即没有那么多的亲友可以依赖 , 另一个原因是牧 区的 本 地 居 民

( 绝大多数是蒙古族牧民 ) 都散居在草原上
,

解放后迁来的移 民多是汉族农 民
,

很少有可能

分到畜群
,

象本地人那样去放牧
,

大多数迁来后居住在公社或大队所在地
,

从事赶大车
、

木

匠
、

铁匠
、

种菜
、

打零工等劳动
。

这些人一般都由本地政府安排住在公房内
。

相比之下
,

在

农区的移民有较高比
_

例住在亲戚或朋友家
。

7 0年代 以来在迁往牧区的移民中
,

住到配偶家的比例增到 2 1%
,

反映出近年来 对
“
农区

、 牧区 ” 的迁移加强了控制
。

由于迁入量明显减少
,

因而婚迁的比例相应上升 ( 其绝对数量

很可能并没有很大增长 )
,

这是近 20 年来牧区迁移的重要特点
。

本文首先介绍了这次调查的基本情况和赤峰地区的移民规模
,

然后重点从迁移原因和与

实现迁移有关的各种条件 ( 信息渠道
、

迁前有无亲友居住在迁往地
、

迁后的住房 ) 来探索赤

峰
“
农村、 农村

”
迁移的特点

。

据调查
,

农民的迁移或是肩挑车推 ( 解放前 )
、

或是乘坐大

车和公共汽车
,

费用很低
,

所以迁移费用在这里没有讨论
。

另外由于在合作社和人 民公社时

期
,

外来移民成为社员
,

得到劳动与分红的权利并不 困难
, 一

大队干部同意之后
,

公社即可办

理手续
,

所以迁移后的就业间题在本文也没
一

有专门讨论
。

这两点在其它的迁移研究中是不应

忽视的
。

有关人 口迁移的研究内容很丰富
、

涉及的专题也很多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只能就几个

最基本的方而对赤峰地区的迁移进行探讨
。

关于其它方面
,

如
:

这些移民迁来后
,

他们的 目

的是否达到了了他们的收入与本地人相比是否存在差距 ? 他们是否进入了本地人 的 社交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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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丈并得到认同? :

他们与原居住地是否仍然保持着联系: 他们是不是还想迁走 ? 如想迁走是

因为什么 ?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其它文章中进一步分析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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