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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移民”的话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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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移民”的话语政治

“生态”话语: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分
化

为什么”生态” 与“移民”相联系？

“绿色”权威vs国家的权威

生态移民：生态危机与发展焦虑

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



荒漠化、半荒漠化草原





地下古河道





奶牛养殖业的确立



奶站与移民村



二、“生态移民”作为社会过
程

为什么一种不适合当地生态资源禀赋
的产业模式得以迅速生成？

如何理解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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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业的确立：
政府、市场与个体的关系网络

市场与个体的关系:
蒙牛处于由奶源生产、收购、乳制品加工所形成的产业链的最顶端，而个体奶
户则处于最底部。个体无谈判能力。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地方政府的动员性的组织使奶牛养殖规模迅速形成，蒙牛的奶源市场迅速扩张
并实现了地方性的垄断。

政府与个体的关系：
政府借助自身的政治权威使分散的牧户得以组织化，使奶牛养殖形成规模个体
处于政府权力与市场资本的双重控制之下。这是一个风险最大、最弱势的地位。
政府与个体的关系直接受市场状况的影响，市场风险对于整个产业的冲击将直
接危害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而政府自身在面对市场选择的时候就很可能因
为过于看重自身利益诉求，或者缺乏对其组织的个体的整体性了解而使其决策
有短期性和盲目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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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生态治理中的“双重角色”）



生态后果:资源密集型开发体制的扩张

草原开垦、地下水超采

社会后果: 对地方社会空间的重构

底层利益被迅速地剥夺

市场侵蚀下的道德困境

三、“生态移民”的生态后果与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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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与讨论

1.“问题化”的逻辑：
病理化诊断背后的文化霸权

2. “国家”的概念：
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
市场扩张过程中政治权威的力量
在劳动力商品化和土地商品化中的角色

3. “共同体”的缺失：悬浮国家与分散个体
自上而下的项目经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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