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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推广参与式流域管理

众 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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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评价的产生有了新的社会条件

老的发展观：

发展等同增长，增长等同政绩(以GDP论英雄) 。
以社会的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计算社会经济的发展。
发展牺牲环境，甚至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造福另一部
分人。
话语权掌控在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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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评价的产生有了新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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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

只顾局部的眼前的增长，却牺牲了长远的综合的发
展潜力。

使一部分人成了“发展的难民”。

损害了水电业和政府的公信度。



新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修宪：保护人权及合法私有财产

温家宝总理: 慎重研究, 科学决策

中央强调: 农民的四权: 知情 参与 决策 和监督

公民社会的力量增长：要求政治文明和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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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评估可作为一种积极的制度安排。它是一种
更加理性的、系统的、预警性的研究和利益表达。

它可以促进水电业的善治。将既利于水电的可持续发
展，又利于社会稳定。

社会影响评价的产生有了新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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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定义

私人或公共行为 (发展项目、计划或政策) 对社区产生的所
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后果，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社
会关系、组织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信仰
等方面的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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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评价
它是一个评价和估算影响的过程。一般是在政策和开发项
目实施之前来评估将产生的社会后果。它将对政策制定、
项目规划和实施提供富有洞察力的建议。

它是一种社会变化的预策。 但也可是事后的评估，如由
漫湾电站的评估而知条件近似的其它水电项目的社会影
响。

因为社会影响的长期性，跟踪监测和评估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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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作用
△ 预测政策、计划及项目给社会造成的影响

△ 督促制定和实施消减影响的措施，以控制和减少社会
影响

△ 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起导向和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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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影响决策的方法

社会影响评价不仅是专家的科研和发现，它也成为

“一种社会参与的过程”，成为公众影响决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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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不能代替社会影响评价

虽然过去EIA中包含一部分社会影响，但其目的也与
SIA的目的有较大差距。

EIA增加了专家和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规定
了公众参与的范围、程序、方式和公众意见的地位。

提倡从战略、政策和源头开始关注环境影响。

然而，新实施的我国环评法甚至还没有提及“社会影
响”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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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电站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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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为政府和业主积极解决移民问题提供依据。

•为受影响社区和群体参与决策和利益表达提供渠道。

•以漫湾案例探索和倡导建立在重大决策和大型开发项
目的前期进行社会影响评价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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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社会条件—逻辑框架

环境,资源资源

生产手段

劳动力
脑,体力

资本
生产过程

满足基本需求
的产品，服务

奢侈品

市场
公共服
务系统

家庭1
消费系统

个人基本需求

参政,民选

废
弃
物

家庭2
消费系统

家庭3
消费系统

废
弃
物

生
态
服
务

分
配
政
策

消
费
策
略

A

A:  劳动权利的影响

E:  对分配政策的影响

B:  生态的影响

C:  民主权利的影响

G:  对再生产的影响

F:  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D:  对生产决策的影响

H:  对环境管理决策影响

B

C

D
E

F

G

H



参与式的社会影响评估：

承认受影响群体对他们亲身受到的影响最有发言权；

他们的参与增加了评估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漫湾电站评估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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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电站评估使用的方法

受水库影响的60多个村寨归纳为5种类型。在每一
种类型中选择典型村寨进行参与式评估。

（远迁他乡、就地后靠、非农化、留在原地而资源
重新分配，以及留在原地资源没有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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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电站评估使用的方法

制定参与式评估指标系统。以村社为单位，并分为资源、
生产生活、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社会参与、社会性别等
方面，评估水坝对移民产生的社会影响。

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估活动在每个村寨进行4-5日。由村寨
选出约20名代表，包括经济状况上、中、下农户和男女两
性的代表参加评估活动。其他村民都可自由参与和评论。
并对弱势群体进行单独访谈。

参与式调查工具包括：生态变迁、大事记、资源变化（资
源图）、影响分析、SWOT分析、社会性别分析、农户个
案、组织机构分析、量化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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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电站评估用的方法

评估表：对影响严重程度，分布范围，连锁影响，影响
时间长短给予评估打分。

策略和行动：由村民提出优先解决的问题和对策。

总结和建议：总结水坝的影响，提出消减影响的建议。

反馈：评估报告反馈到受影响社区的地方政府、水坝业
主和社区。

扩大影响、政策倡导：召开学术报告会等形式，倡导大
型开发项目都应进行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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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评估中发现的问题

1. 移民生计困难

耕地短缺、水资源短缺、食物短缺、能源短缺，及负债和健
康恶化等。弱势群体更加困难。

2. 生态环境退化和地质灾害

水库建设和营运给库区和移民村寨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
坏和引发地质灾害。

3. 缺乏群众参与

水坝移民项目及发展扶持项目都缺乏群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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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配不公

漫湾电站移民的前期补偿严重不足

移民人数计算偏少（规划移民为3052人，实际移民 7260人）

移民财产损失计算偏少（忽视了从调查到实施即1983~1996年
的动态变化）

移民经费计算偏少（初设为1760万元，实际支出 5500万元，人
均补偿仅约8000元）

后期扶持也严重不足

后期扶持经费仅为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及电厂获利的 1 
%，两者构成鲜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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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过时的移民政策

漫湾电站规划设计于计划经济时期，建设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时期，运行于市场经济时期。

而计划经济时期的低补偿标准对电厂有利，至今仍在漫
湾执行着，为不公平的分配提供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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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评估所提建议

1. 高度重视水库移民问题

2. 建立公众参与水电决策的机制

3. 建立合理的水电效益分配机制

4. 加大对移民中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

5. 加强库区和移民村寨的生态建设

6. 加强移民管理机构的能力建设

7. 对拟建和在建的水电站进行社会影响评估

8. 建立重大工程项目社会影响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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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建设带来的社会影响决不亚于环境影响。

建立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一票否决制，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保证，是新的“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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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会影响评价的制度建议

应尽快建立适合国情的水电社会影响评价标准和程
序；

通过立法，使社会影响评价制度化；

涉及广大民生的公共政策、规划及项目应要求社会影
响评价；

实行评价资格的审核认定制度；

评价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和风险；

加快培养从事社会影响评价的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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