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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A"年大饥荒终结于">A#年

范子英!孟令杰!石!慧"

摘!要!中国大饥荒在">A#年结束是一个谜#原因在于该年粮

食产量并没有上升#医疗水平和分配体制也 没 有 大 的 变 化%我 们 分

析得出&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和政 策 惯 性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公

共食堂的建立和废除与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在时间上 有 一 致 性#但 是

省级层面的数据只支持达尔文现象#认为一个省份较 早 结 束 饥 荒 是

饥荒本身的一个自然反应#那些遭受饥荒越严重的地 方 越 容 易 结 束

饥荒#但是政策的惯性延缓了饥荒的终结%
!!关键词!饥荒的终结#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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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同期其他省份相对于 前 一 年 死 亡 率 都 是 下 降 的!Z2(;#">!?"#对 于 饥 荒 在 这 一 年 爆 发#%&)(;)(<
a2(!">>?"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公共食堂的过度消费导致某些地区吃了)过头粮*#而J/(;)(<d’(
!#$$B"认为是由于这些省份往外调粮和重体力劳动太多导致的%

一!引!!言

中国">@>$">A"年 饥 荒 是 人 类 历 史 上 最 惨 重 的 一 次 饥 荒 !%&)(;)(<
a2(#">>?"#在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和持续时间上都是少见的%在非正常死

亡人数 方 面#估 计 的 数 值 在"A@$万 至LB$$万 之 间 变 动 !%,)32#">!"(

:’0<#">!#(:H&1,(#">!L(Z2(;#">!?(%&2(;#">>L"#这 样 的 规 模 是

">LB年 )孟加拉大饥荒*的@倍至"$倍 !Q2(##$$A"%在持续时间方面#最

早是在">@!年冬天 在 某 些 省 份 发 生 了#比 如 四 川’甘 肃’安 徽 和 云 南"#大

规模的爆发是在">@>年春天 !Z2(;#">!?"#到">A#年大部分省份已经脱离

了饥荒#但是吉林和福建到">AB年才结束%
对这次饥荒发生的原因和饥荒的分布#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粮 食 产 量

下滑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导致这 种 下 滑 的 主 要 是 体 制 上 的 变 化#比 如 )退 社

权*的丧失 !d’(#">>$"’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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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下降同时#征购幅度上升导致农村余粮减少也是一个因素 !b20(H12’(#

">!L"#但这仅仅改变的是粮食分配#或者说征购率的变化是在不同群体间进

行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其结果是各群体所能获得的粮食量#比如说粮食分

配中存在 $城 市 偏 向%和 $工 业 偏 向%#即 偏 向 于 城 市 居 民 和 缺 粮 区 居 民

!d’()(<e)(;##$$$&范子英和孟令杰##$$A##$$?"’另外有一些特殊的体

制可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公共食堂#不过这一假说还具有一定的争

议 !%&)(;)(<a2(#">>?&J/(;)(<d’(##$$B"’
中国">@>(">A"年的大饥荒还有很多未解释的疑点#其中一个是饥荒在

">A#年的结束 !%&)(;)(<a2(#">>?&],&(H,(#">>!&O’HE’(#">>!"#因

为">A#年的粮食产量比">@>年还要低#即使是考虑人均粮食产量亦是如此#
而">@>年饥荒开始大范围爆发’从图"可以看出#粮食总 产 量 在">A#年 为

"A亿吨#要低 于">@>年 的"?亿 吨#因 而 粮 食 总 产 量 无 法 解 释 饥 荒 为 何 在

">A#年终结&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口数量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影响一

个人挨饿的是人均粮食#但">A#年的人均粮食产出同样 要 低 于">@>年&如

果考虑在">A"年之前粮食一直是出口的#">A"年才变为净进口#并且当年的

进口量比之前所有年份总进口量还要多 !见附表""#纳入了进出口之后的人

均粮食供给依然支持之前的结论’如果考虑城乡和省份之间的差别#这种结

论更加显著#农村人均消费量在">A#年和">AB年比">@>年低"#h !%&)(;
)(<a2(#">>?"&同样在一些人口大省#比如河南和湖北#">A#年人均可获

得的粮食量分别为"@"千克和"@>千克 !Z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这两个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较早地结束了饥荒’这样#粮食产量似乎不是

这次大饥荒结束的原因’

图!!历年粮食产出

数据来源)*新中国@$年统计资料汇编+’

当粮食产量本身没有对这次饥荒的终结产生影响时#许多从粮食产量来

解释 饥 荒 发 生 的 假 说 在 解 释 饥 荒 的 终 结 时 就 没 有 说 服 力 了’比 如#d’(
!">>$"提出的 $退社权%#认为这导致了农业生产在">@>年的滑坡&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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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提出政府从农村抽调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农业生产$进而影

响了粮食生产%在粮食产量没有大幅度上升$同时分配体制也没有变革的情

况下$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次饥荒如此 &突然’结束？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将对各种可能 的 因 素 进 行 梳 理$进 而 得 出 一 个 启 发 性 的 结 论$据 我 们 所 知$
还没有文献对这方面进行过研究%

本文接下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从逻辑上排除常见的能够解释

饥荒终结的因素(第三部分介绍可能影响这次饥荒终结的因素$并从国家层

面和省级层面进行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饥荒的终结

历史上的大部分饥荒的发生和终结都是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变动$虽然

营养不良也是常被使用的一个指标$但由于其无法与其他公共危机分开$因

而较多使用死亡率来度量饥荒 "彭尼)凯恩$">>B#%不过饥荒与死亡率之间

有一个时滞$特别是在饥荒结束时$较高的死亡率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

在">LB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虽然在">LL年食品的供给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由于饥荒引起了流行病$至少到">L?年$也许 迟 至">@"年$死 亡 率 才 恢

复到正常水平 "Q2($">!"(I022(,/;&$">!##%
当我们考察中国">@>*">A"年大 饥 荒 时$这 种 现 象 却 呈 现 相 反 的 迹 象%

如附表"所示$当饥荒在全国范围内结束时$粮食产量并没有恢复到饥荒前

的正常年份$甚至还低于饥荒开始的年份 "">@>年#$饥荒居然在粮食产量恢

复之前结束$这与历史上的其他饥荒显著不同%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流动模式

的不同$在Q2(考察的饥荒中$人 口 基 本 上 是 可 以 自 由 流 动 的$中 国 在 &一

五’期间为了有效分配粮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一制度在饥荒中有效

地防止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于流行病的爆发有克制作用$例如$在孟加

拉大饥荒中$常见的流行 病 有 霍 乱+疟 疾$而 在 中 国">@>*">A"年 饥 荒 中$
常见的只有浮肿病$而浮肿病主 要 是 营 养 不 良 的 表 现$并 不 是 流 行 疾 病 "罗

平汉$#$$"#%

# 不过小规模的人口流动还是存在的$比如从广东一带迁移到香港$这部分可见K,/;3)H:3-,(<$d2()
*<3/(<$X,(;9’(d’)(<]/(H2(j&)(;$&d,(;C120-*PP2+1H,P1&2">@>*">A"%&’() )̂-’(2!N)’(3)(<
%&’())(<X,(;J,(;’$7b*Oa,0E’(;G)G20"BB!L$&11G!,,cccF(920F,0;,G)G20H,c"BB!LF

但是当考虑分省的数据时$上述解释就不是太有说服力%由于各 省 的 自

然条件和医疗水平不同$没有理由认为各地在正常年份的死亡率会一致$因

而我们采用%&)(;)(<a2( "">>?#的做法$将各省">@@*">@?年的死亡率

平均值作为该地的正常水平$以饥荒年份各年的死亡率减去该平均值$得到

超额死亡率$该指标代表了当地的饥荒在不同年份的变动$本文定义当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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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小于"s时为饥荒的结束B#虽然全国性饥荒在">A#年结束了#但统计

数据显示在 一 半 省 份#饥 荒 在">A"年 就 结 束 了#比 如 山 西$内 蒙 古$黑 龙

江$上海$浙江$安徽$江 西 等"A个 省#因 而 有 理 由 相 信 这 些 省 份 在">A"
年的粮食产量应该也较其他省份高#但事实与此相反%如图#所示#">A"年

各省人均粮食产量与死亡率呈现微弱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6$"#因而很难

说明饥荒的结束与粮食产量有大的关系%

B 为了检验关于正常死亡率的定义#本文也曾遵循%&2()(<j&,/!#$$?"年的做法#将">@A&">@!年作

为正常年份#结果相差不大#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稳健的%
L X,PP-)((!">@!"对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 化 的 发 展 程 度 与 重 工 业 在 工 业 结 构 中 的 比 重 正

相关#也就是说重工业化比重高的国家其工业化程度也较高#这一定律称为’霍夫曼定律(%这一理论 成

为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重工业化战略的理论基础%

图!!"#$"年的粮食生产与死亡率

数据来源)同图"%

在由饥荒导致疾病进而导致过度死亡的情况下#医疗水平的改善能够降

低死亡率#但是数据显示在">A"&">AB年间医疗水平并没有提高#甚至还部

分下降了%如附表"所示#全国医疗技术人员 !包括医生和护士"在">A"年

相对于饥荒年份 !">A$年"有所下降#到了">A#年 继 续 下 降#">AB年 有 所

回升#但依然低于">A$年的水平%另外#医疗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改

善#即使由于人为原因出现改善#这种改善在短时间也未能发挥作用*再者#
如上文所说#中国饥荒所伴随的流行病主要是浮肿#而不是疟疾#即使医疗

水平大幅度改善#也未必能够降低死亡率%
当医疗水平和粮食产量都不足以终结这次饥荒时#有可能产生影响的一

个因素是改变了分配体制#使得粮食的分配更加平均%在饥荒发生前#当时

的政府为了贯彻重工业化战略#根据 ’霍夫曼定律(L不 得 不 提 高 积 累 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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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城市经济并不允许这样做"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不能

大幅度降低工资"为 了 保 障 城 市 居 民 在 工 资 降 低 的 同 时 生 活 水 平 保 持 不 变"
国家对居民 生 活 资 料 中 的 农 产 品 进 行 了 统 购"特 别 是 对 粮 食 的 统 购 更 加 严

格@"由于统购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供给"因而在统销的时候最先照顾城市

居民"即在粮食分配中存在一个 #城市偏向$%d’()(<e)(;"#$$$&’同时政

府对那些不种植粮食以及粮食不能自给的农村地区也实行粮食的 #定销$"即

对农村 #缺粮区$进行返销"这部 分 居 民 在 粮 食 分 配 上 仅 次 于 城 市 居 民 %范

子英和孟令 杰"#$$A"#$$?&(这 种 粮 食 分 配 上 的 #城 市 偏 向$和 #工 业 偏

向$在">A")">AB年基本没有改变"城市居民依然获得足够的粮食"">A#年

城市居民可获得的粮食为"!L千克"低于">@>年的#$"千克"而">A#年农村

居民可获得的粮食仅为"A"千克"虽然比">A$年 和">A"年 稍 高"但 远 远 低

于">@>年的"!B千克"">A#年的这些指标也低于">@>年的水平 %%&)(;)(<
a2("">>?&(A因而粮食分配体制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动"即饥荒的结束与分配

体制没有直接关系(

三!可能导致饥荒终结的因素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排除了终止饥荒的常见因素"但同时也忽 略 了 一

些特殊的因素"比如由于饥荒过高的死亡率导致饥荒前后人口结构的大变动"
这样饥荒前后的 个 体 就 不 同 了"整 体 应 对 饥 荒 的 能 力 在 前 后 也 就 出 现 差 异’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体制影响了消费效率"比如公共食堂"同样的粮食所能

维持的人口数也就不一样(

%一&公共食堂

@ 比如">@B年实行了#计划收 购$"">@@年 实 行 了#三 定$政 策"见 薄 一 波"*若 干 重 大 决 策 与 事 件 的 回

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B年"第#A!,#?L页(
A b20H12’(%">!L&认为征购率在">@>年的上升是导致饥荒爆发的原因"但 从 附 表"可 以 看 出"征 购 率 上

升并没有大幅度减少农村居民可消费的粮食"并且我们认为征购率的变动只是一个过程"它并不直接 影

响死亡率"要通过可消费粮食量来间接影响死亡率(
? 有!$h的妇女在这一时期参加了农业生产(见J)(2%">!?&(

!!公共食堂大规模建立于">@!年秋"是人民公社的一个附属品"公社人员

被强制要求到公共食堂就餐"以此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
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便于国家组织男性劳动力从事大规模的运动"比如兴

修水利,大炼钢铁等"到该年"$月份有?$h)>$h的农村人口被组织到公共

食堂就餐 %薄一波"">>B年"第?L>页&(在建立食堂的过程中"除了没收农

户的粮食作为公共粮食外"还将农户的锅等铁制炊具集中熔化"这使得农户

在公共食堂之前就将自家的粮食吃光"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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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食堂的负面作用远不止此#由于公共食堂实行了食物分配的均等化$劳动

的投入与最终的食物消费没有直接的联系$不管个人投入的多少$最终的消

费量基本相 同$因 此 劳 动 投 入 的 数 量 和 质 量 都 下 降 了$产 生 了 搭 便 车 行 为

!%&)(;)(<a2($">>?%J/(;)(<d’($#$$B"$产生了劳动的激励问题$实

际投入到农业中的劳动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
由于公共食堂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使得办与不办成了是否拥护社会主义

的标准 !罗平汉$#$$""$因而即使认识到公共食堂的负面作用$从法律上解

散公共食堂也经历了一个过程#">A$年秋的 &农业十二条’就是在认识到人

民公社 (一大二公)的弊端后$开 始 强 调 生 产 队 的 所 有 制$但 依 然 没 有 改 变

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并且这至多也是一个党内的条例 !薄一波$">>B年$第

>"A页"%直到">A"年A月公布的 &农村六十条 !修正草案"’才明确指出办

与不办公共食堂依据自愿原则$当公共食堂的解散得到法律上的允许时$绝

大部分的农户退出了公共食堂#!

! 比如河北邯郸调查组显示有>$h的农户赞成停办食堂$海城调查组显示没有一人愿意留在公共食堂#
见薄一波!">>B$第>#!页"#
> 我们从&当代中国丛书’找到部分省份关于公共食堂的描述$这是目前为止唯一找到的关于公共食堂结

束的历史记载$这套丛书从">!B年开始着手$由邓力群*马江和任武衡担任主编$由各部办 委 领 导$理 论

界*学术界领衔人组成编委会!薛幕桥*杜润生*于光远等"$历时"@年$于">>!年"$月全部完稿$该套丛

书分五大类$我们这里使用的是第四类+++地区卷#
"$ 这里的解散是在&农村六十条’正式公布之前$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省份是">A"年中央重点进行调查的

省份$因而得以提前解散食堂#
"" 有一些省份在">A#年才解散公共食堂$而不是在&农村六十条’公布之时$主要原因是当地的领导人还

保持着原有的思维惯性$比如山东 省 第 一 书 记 的 曾 希 圣$以 及 河 南 省 的 吴 芝 圃#评 审 人 指 出 这 点$特 此

感谢#

当政府明文规定可以解散公共食堂时$大部分的省份都停办或者缩小公

共食堂$在我们收集的数据中$绝大部分省份在">A"年就解散了公 共 食 堂$
很多省份在 &农业六十条’正式公布之前就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只有少数省

份$比如河南*山东和吉林是在">A#年初才宣布解散 !见表""#>当我们将饥

荒结束的时间和公共食堂结束的时间进行对比时 !见表#"$在所收集的"?个

样本中$有一半的省份是在">A"年解散公共食堂的同时也结束了饥荒$但这

部分省份并不是 最 早 解 散 公 共 食 堂 的$而 是 到 了">A"年 中 期 才 开 始 宣 布 解

散%相反$那些在">A"年初"$就宣布解散的省份大部分都没有在当年就结束

饥荒$比如湖 南 和 河 北%还 有 一 些 省 份$虽 然 到">A#年 才 开 始 解 散 公 共 食

堂""$但是其饥荒却在前一年就结束了$比如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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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地公共食堂解散的时间

省份 时间 省份 时间

河南 ">A#年" 内蒙古 ">A"年A月

湖南 ">A"年B月 吉林 ">A#年B月"

江西 ">A"年下半年 黑龙江 ">A"年A月

江苏 ">A"年" 湖北 ">A"年@月

河北 ">A"年春 四川 ">A"年?月

广东 ">A"年" 云南 ">A"年底

福建 ">A"年夏 陕西 ">A"年底

山东 ">A#年初 宁夏 ">A"年?月

山西 ">A"年#月

注!"标注的省份是以将 核 算 单 位 缩 小 到 生 产 队 的 时 间 作 为 公 共 食 堂 的 结 束 时 间""#数 据 来 源 见

附录"

表"!公共食堂与饥荒结束时间的关系

公共食堂

饥荒结束

是否是">A"年结束

是 否

是否是">A"年结束
是 ! "
否 A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表"整理"

"# 由于这些省份没有关于公共食堂结束的记载#我们只能用核算单位的缩小时间来替代#这样做的理由

是因为在$农村六十条%里同时对公共食堂和基本核算单位做了规定#我们认为当把核算单位缩小后就表

示贯彻了$农村六十条%#因而也就解散了公共食堂&即使剔除掉这些没有记录的省份#结论依然成立#我

们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公共食堂的结束时间相对而言比较一致#但是饥荒的结束时间却不是#因而不能 以

公共食堂的结束时间来解释饥荒的结束"
"B 这一点是文贯中教授指出的#特此感谢"

虽然从国家层 面 上 来 说#公 共 食 堂 的 结 束 与 饥 荒 的 结 束 是 基 本 一 致 的#
公共食堂的解散可能是导致饥荒大范围结束的一个因素"公共食堂的解散最

大的好处是提高了消费的效率#防止了过度消费#使得等量的粮食可以支撑

更多的人口"另外公共食堂的解散恢复了家庭作为消费单位#这对于后期的

农业生产有正面的激励#不过从统计上看主要对于">AL年之后的粮食产量有

影响""B但是省级 层 面 的 数 据 暗 示 了 还 有 其 他 重 要 的 因 素 导 致 了 各 省 之 间 的

差异"

’二(达尔文现象

在经过大饥荒的冲击后#有理由认为之后的人口结构会发生变 化#即 经

济体中的个体与之前的个体有差异"在一般的饥荒分析中#家庭内部的食物

分配往往存在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家庭中的优先权常常是亲男性的#但女

性对于饥饿的承受能力往往要强于男性 ’让)德雷兹和阿玛蒂亚)森##$$A
年#第@!页(#因此女性死亡增长率要低于男性#中国大饥荒也呈现相同的

形式 ’X’33#">!!(&在年龄方面#婴儿的优先权往往是最优的#而老人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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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不过这两个群体的抵御能力都是最差的$因此可以认为#饥荒类似于

一次自然选择的过程#将应付饥荒能力最弱的群体淘汰掉#剩下的就是那些

最适宜生存的群体#这些就是达尔文现象$"L

"L 达尔文现象包含的内容远不止这些#比 如 在 经 历 过 饥 荒 后#人 们 可 能 更 擅 长 于 找 到 替 代 的 食 物#如 野

菜等#或者更能够安排好食物的消费#身体也更能够适应长时间的饥饿$见J/(;)(<d’(!#$$B"$

从时间趋势来看#饥荒前后的两次人口普查 !即">@B年第一次人口普查

和">AL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我们了解达尔文现象提供了基本的数据$">@B
年的人口年龄分布中BA%L@岁群体占""6?h#仅次于#A%B@岁群体和?%"#
岁群体#而该群体到">AL年时的年龄段是LA%@@岁#这 个 年 龄 段 在 当 时 已

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假如没有饥荒的侵袭#可以预料">AL年的老年人口

比重可能会上升$从图B可以看出#与">@B年相比#">AL年的老年人口比重

下降了#而同期年轻群体的比重上升$在前三次人口普查中#">AL年的老年

人口比重最低#这种下降很可能是由于饥荒导致的$

图!!三次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年鉴">!!($

如果达尔文现象成立的话#那么死亡率的下降有可能就是人类的一个适

应性的调整过程#也就是说饥荒的终结本身就是饥荒的一个自然结果#即在

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饥荒也会慢慢消失$在达尔文现象的假设下#时间

跨度上可能很难区分#但是截面上的区分还是可能的#当饥荒年份某省的死

亡率较高时#在饥荒结束后#该省的老年人口比例和儿童比例会很低#因此

可以预计各省青壮年人口比例与饥荒年份的平均死亡率有正相关$
在饥荒结束后不久的">AL年进行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为我们了解达尔文现

象是否存在提供的证据#由于距离饥荒年份较近#可以认为没有外生因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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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时的人口结构"从图L可以看出"在">AL年的年轻人口比重和饥荒严

重程度之间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在那些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对于老

年和儿童的淘汰程度比其他地区要高"这些体弱者对于饥荒的抵御能力较弱"
因而在饥荒中更容易死亡"这样剩余人口中青壮年的比重就会上升"比如饥

荒极其严重的四川#安徽和贵州就落入了两条均值线的右上方"饥荒就类似

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

图!!达尔文现象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年鉴">!!&#%新中国@$年统计资料汇编&$

"@ :H1,(等’">!L(计算得出死亡人口大部分在"$岁以下"%,)32’">!"(认为年长者死亡最多的是L$岁以

上人群"这样"$)B>岁人群是较易度过饥荒的群体"到">AL年"这部分人群的年龄段为"L)LB岁$
"A 这里有一点与%&)(;)(<a2(’">>?(不同的是我们只是用正数求和"对于负数已经不属于非正常死亡

了"所以剔除了$

从而"建立如下模型来估计两者之间的关系!

e,/(;) .$$0$"%*KO)0$#KXZO)02)" ’"(

其中 e,(;是 各 省 第 二 次 人 口 普 查 时 年 龄 在"L)LB岁 人 口 的 比 例"@*%*KO
’%/-/3)1’‘2*\+2HH’‘2K2)1&O)12H(代 表 在 饥 荒 年 份 累 计 的 非 正 常 死 亡 率"
计算的方 法 参 照%&)(;)(<a2( ’">>?("以">@@)">@?年 作 为 正 常 年 份"
然后用">@!)">A#年的死亡率减去 这 个 正 常 死 亡 率"再 求 和 ’见 附 表B("A*

KXZO ’K’(’(;X)33Z)01’+’G)1’,(O)12H(是">@>年的公共食堂参与率"该指

标反映了公共食堂的执行力度以及政府政策的偏激程度*2是扰动项$我们预

计$"#$并且显著$表B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L列出了模型 ’"(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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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KXZO AL6A?# #A6$L? "A6? >?6! #@
%*KO ##6AL@ #A6L$B "6$A? "">6A@ #@
Z)014 "6BB> $6AL# $6?" B6"L #L
K’H1)(+2 "AL!6#! >#A6A!" #!B B??L #@
e,/(; LB6"!$ #6@L$ L$6L# L!6>B# #@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h$

表"!模型 !#"的计算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

%*KO $6$L!"" $6$"! $6$"L
KXZO $6$"B $6$"! $6L>L
’# $6B#$ 样本量 #@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h$

从计算的结果来看%达尔文现象是存在的%饥荒越严重的地方对 体 弱 者

的淘汰也越严重%累计的非正常死亡率每增加"h%将使得当地年轻人的比重

提高$6L!h%%*KO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相差""6!h !见表B"%这将使得

年轻人的比重相差@6?h$而公共食堂参与水平对于各地幸存者的年龄结构没

有显著影响$

"? 曹树基!#$$@"曾论证&历史记忆’在大饥 荒 中 的 作 用%认 为 历 史 上 的 饥 荒 或 者 战 争 会 使 得 该 地 区 居 民

更容易应对未来的危机$

由于我们排除了其他因素对于饥荒终结的影响%达尔文现象的存在证明

了">@>(">A"年饥荒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类自我适应的结果$经过

饥荒进行选择后的群体在体质上相对于其他群体有优势%因此这些群体在面

对下一次危机时也会更加容易$"?

!三"省份间的差异

虽然全国性饥荒的结束是在">A#年%但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到">A"年就结

束了%这种省与省之间的差异到底是由于公共食堂解散的早晚导致的)还是由

于达尔文现象导致的？还是有其他我们未涉及的因素？前面的分析已经排除了

公共食堂解散时间对饥荒终结的影响$可能有影响的是各地对公共食堂的组织

程度%从附表#可以看出%各地对公共食堂的参与程度是有差异的%这在饥荒

发生期间产生了影响 !%&)(;)(<a2(%">>?"%因而有理由相信那些公共食堂

参与水平低的省份%当地的政策不是很激进%因而居民有较大的自由%应对饥

荒的策略也较多%所以死亡率会较低%饥荒结束相对于其他省份要早$
另外%如果达尔文现象成立的话%则说明那些老人和儿童占总人 口 比 重

越小的省份越易走出饥荒的阴影%因为剩余人口有更好的体魄%在应对饥饿

以及疾病的时候更有抵抗力%并且对生产的贡献更大%更易摆脱饥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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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截面上的差异使得我们可以将公共食堂和达尔文现象放到同一个框架

内比较"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我们收集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Z0,9’1#*(<T"$) .%$0%"e,/(;)0%#KXZO)0%B%*KO)02)" ##$

其中当某省是在">A"年前 #含当年$结束饥荒时"*(<取""之后结束则取

$%e,/(;&%*KO和KXZO的定 义 与 前 面 相 同"系 数%" 用 来 衡 量 达 尔 文 现

象的解释力"当达尔文现象存在时"某省青壮年越多则说明越容易度过饥荒"
因而更容易在">A"年 结 束 饥 荒"所 以 我 们 预 测%"#$%KXZO是 一 个 省 份

">@>年参 与 公 共 食 堂 的 人 口 比 重 #K’(’(;&)33G)01’+’G)1’,(0)12H$的 对 数"
用来衡量公共食堂在省级水平上影响的差异"公共食堂参与率越低饥荒结束

得越早"因而我们预测%#)$%%*KO代表一个地区饥荒的严重程度"而这种

严重程度会受一个地区政策的激进程度的影响"政策越激进"越不容易寻求

途径来结束饥荒"因而预测%B)$"同时该变量会影响e,/(;"进而影响饥荒

结束的早晚"因而%B#$"所以%B 还无法确定"如果不控制该变量的话"会由

于遗漏变量导致e,/(;的内生性’
在饥荒严重的 阶 段"有 的 省 份 开 始 向 中 央 求 援"比 如">A$年 的""月"

中央向山东调拨"$亿斤粮食用于救灾"而同期遭受饥荒更严重的四川却在往

外调运粮食"可见各地政府在面临饥荒时的对策是存在差异的’那些政策比

较缓和的地方政府在意识到灾难的严重性时"会向上一级政府求助"而那些

激进的政府"为了表示自己 (忠心) #J/(;)(<d’("#$$B$"即使在饥荒最

严重的时刻都往外调拨粮食"以此来掩盖灾情’地方政府的这种诉求的差异

会导致各地在粮食分配上的差异"进而会影响一个地方饥荒结束的早晚’由

于缺乏相关的粮食库存的数据"我们选用一些变量来代理"第一个是各地在

">@A年党员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e)(; #">>A$的研究显示那些党员人数少

的地方更倾向于激进政策"以此来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并不落后%第二个是各

省省会城市距离北京的距离"我们认为距离越远的省份"中央的影响力越弱"
相应的政策就越缓和"在饥荒发生后更倾向于向中央政府求助’于是我们将

模型 ##$扩展为模型B!

Z0,9’1#*(<T"$) .%$0%"e,/(;)0%#KXZO)0%B%*KO)0%LZ)014
0%@K’H1)(+202)1 #B$

表@列 出 了 模 型 ##$和 模 型 #B$的 计 算 结 果"二 者 差 异 不 大"只 有

e,/(;和%*KO显著"其他变量都不显著"e,/(;的影响方向符合我们的预期"
年轻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得饥荒提前结束的概率提高$6# #第四列的偏

效应$"样本中的年轻人口比重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个百分点"这会使得概

率变动大于""即使是按照标准差来计算"也会使得饥荒在">A"年提前结束的

概率提高一半%%*KO的影响为负"说明一个地区的累计死亡率代表了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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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程度#政策越激进#越不容易结束饥荒#累计死亡率每提高"个百分点#
将会使得饥荒以$6$#@的概率推迟结束#%*KO变动一个标准差将使得饥荒在

">A"年结束的概率变动$6?#如果从最小值变动到最大值将使得概率变动超过

"$公共食堂并不显著影响一个省份饥荒结束的早晚$在我们加入了诉求状况的

代理变量后 !表@第三列至第五列"#达尔文现象的系数和显著性都没有受到影

响#并且这种诉求状况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这里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

政府可用来救济的粮食很少#对大范围的饥荒几乎没有作用&二是政府的救济

行为效率不高#主要是缺乏饥荒严重的详细信息#没能把粮食送到那些最需要

的人手中&三是这里的代理变量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代理$我们同样报告了普通

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线性概率模型dZN !表@第五列"#发现除了由于估计方法导

致的系数大小有差异外#显著性和影响方向与Z0,9’1的估计基本一致$

表!!模型 !""与模型 !#"的计算结果

变量 模型 !#"
模型 !B"

Z0,9’1 <M’<a
dZN

KXZO
!

$6$$B
!$6$"B"

$6$$L
!$6$"B"

$6$$#
!$6$$@"

$6$$"
!$6$$L"

e,/(;
!

$6@B"""

!$6#A@"
$6@B>"

!$6#>@"
$6#"""

!$6""A"
$6"$>"

!$6$@!"

%*KO
!

U$6$AB""

!$6$B""
U$6$A@"

!$6$BB"
U$6$#@"

!$6$"B"
U$6$"#""

!$6$$@"

K’H1)(+2
!

(

!
U$6$$$
!$6$$$"

U$6$$$
!$6$$$"

U$6$$$
!$6$$$"

Z)014
!

(

!
U$6LA#
!$6@>?"

U$6"!"
!$6#B@"

U$6#$A
!$6#$B"

ZH2/<,C’# $6#@# $6#?$ $6#?A
样本量"! #@ #L #L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h#""表示显著性水平为@h#括号内为标准差$

"!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剔除了海南)重庆)西藏)天津#另外北京和上海由于地位特殊也被排除在外$

四!结!!论

我们从全国水平和省级水平说明了粮食产量的轻微增加并不足以导致饥

荒在">A#年结束#特别是有的地方在">A"年就结束了饥荒#而 同 期 粮 食 产

量并没有大幅度上升#至少要远小于饥荒爆发的初始年份#即使考虑到进出

口和城乡之间的 差 别#">A"(">A#年 的 食 物 消 费 还 是 要 远 低 于">@>年 的 水

平$虽然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次饥荒的爆发有粮食生产滑坡的影响#但是其结

束却是粮食以外 的 因 素 导 致 的$另 外 医 疗 水 平 和 分 配 体 制 也 不 是 主 要 因 素#
因为医疗水平在">A$(">A#年间是下降的#分配体制由于大的政策环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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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因而也没有改变#
从国家层面来看"饥荒的结束可能是公共食堂废除和达尔文现象共同导

致的"前者在于公共食堂的起始与饥荒的起始有惊人的一致"公共食堂开始

于">@!年"结束于">A"年$达 尔 文 现 象 在 于 饥 荒 前 后 的 人 口 结 构 不 一 致"
饥荒结束后老人和儿童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剩余人口的抵御能力较高"因而

较易走出饥荒#省级层面的数据并不支持公共食堂的因素"各省之间公共食

堂参与水平的差异对饥荒的终结没有显著的影响$达尔文现象在省级水平上

依然成立"考虑到饥荒本身在各省之间影响的差异导致了人口结构在饥荒后

出现较大的差异"这样即使在控制其他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各省之间由于人

口结构的差异其抵御饥荒的能力也是有差异的"因而那些老年和儿童人口较

少的省份更容易脱离饥荒#政策的惯性在饥荒终结时仍然有影响"那些饥荒

越严重的地区"激进政策在短时间内越难以扭转"因而饥荒结束得越晚#
本文由于数据的限制只是用代理考虑国家救荒的影响"计算的结果虽然没

有显示国家救济行为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在">A"%">A#年的救荒行为会

对饥荒的终结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如果政府能够将库存粮及时分配到最缺粮

的人群"将使得这些地区较快从饥荒中走出来#另外饥荒的发生&分布和终结

是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进出口的影响&省份之间的粮食调拨等因素"这

些都是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另外有很多制度在">A"%">A#年改变"比如

自留地和农村集贸市场的恢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但由于数据

缺失以及没有截面上的差异"因而我们没有考虑#所以我们的结论还只是启发

性的"我们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附表!!国家层面的数据

年份

人均粮食

产出

’千克(

总进

口量

’百万吨(

总出

口量

’百万吨(

净进

口量

’百万吨(

人均

粮食供给

’千克(

医疗

技术员

’万人(

消费量 ’千克(

全国 城镇 农村

">@L #!"6B $6$ "6? U"6? #?!6@ !@6L ">A #BA ">$
">@@ #>>6B $6# #6# U#6" #>@6! !?6L ">! #"L ">A
">@A B$A6! $6# #6? U#6@ B$#6! >!6! #$L #$$ #$@
">@? B$"6? $6# #6" U"6> #>!6? "$B6> #$B ">A #$L
">@! B$B6" $6# #6> U#6? #>>6$ "B#6> ">! "!A #$"
">@> #@#6> $6$ L6# UL6# #LA6? "B>6$ "!? #$" "!B
">A$ #"A6? $6" #6? U#6? #"#6? "@$6@ "AL ">B "@A
">A" ##L6$ @6! "6L L6@ #B$6! "L>6# "@> "?> "@L
">A# #B?6! L6> "6$ B6> #LB6A "L"6L "A@ "!L "A"
">AB #L@6! A6$ "6@ L6@ #@#6B "L@6B "A@ ">$ "A$
">AL #AA6$ A6A "6! L6! #?#6! "L?6> "!# #$$ "?!
">A@ #A!6# A6L #6L L6$ #?B6? "@B6# "!B #"" "??
">AA #!?6" A6L #6> B6A #>"6> "L!6" ">$ #$A "!A

数据来源!第二&七列 来 自 于 )新 中 国 五 十 年 统 计 资 料 汇 编*"第 三&四&五 列 来 自 于 :H&1,("
b6"J6X’33":6Z’RR)")(<O6j2’1R"+̂)-’(2’(%&’()"">@!%">A","!:$-<27):;2;CT*A*<:$?*;7(*@
A)*B"">!L""$ ’L("A"B%AL@6第六列根 据 前 几 列 数 据 计 算 得 出"第 八&九&十 列 来 自%&)(;"IF"
)(<]Fa2(6 +%,--/()3K’(’(;)(<1&2%&’(2H2 )̂-’(2,P">@!%">A",">&:;:?)&T*A*<:$?*;72;C
S-<7-(2<SI2;+*"">>?"LA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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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各地公共食堂参与比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地区
比重

">@! ">@>
地区

比重

">@! ">@>
地区

比重

">@! ">@>
北京 # !?6L 山西 !@6A ?$6A 广西 # !"6$
天津 # # 内蒙古 # "A6? 四川 >@6$ >A6?
河北 >L ?L6L 吉林 # #>6L 贵州 # >#6A
辽宁 # #B6$ 黑龙江 # #A6@ 云南 ?#6> >A6@
上海 # >L6@ 安徽 ?#6! >$6@ 西藏 # #
江苏 >? @A6$ 江西 # A"6$ 陕西 >L6# A$6!
浙江 # !"6A 河南 >!6$ >?6! 甘肃 # L?6?
福建 # A?6# 湖北 # A!6# 青海 >$6$ #>6>
山东 !# B@6@ 湖南 # >?6A 宁夏 # @#6>
广东 # ??6A 新疆 # !@6"

注$%#&表示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年河北省数据来自 (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年山西数 据 来 自 (当 代 中 国

的山西)*">@!年安徽数据来自 (当 代 中 国 的 安 徽)*">@!年 河 南 数 据 来 自 (当 代 中 国 的 河 南)*">@!
年云南数据来自 (当代中国的云南)*">@!年陕西数据来自 (当代中国的陕西)*">@!年青海数据来自

(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年山东数据来自山东省资料库*">@>年资料来自 (建国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

附表"!各省历年的死亡率变动 !#"

省份 ">@@年 ">@A年 ">@?年
">@@#">@?年

平均
">A$年 ">A"年 ">A#年 %*KO

北京 >6@ ?6? !6# !6@ !$6? !#6B !$6B L6@
天津 >6> !6! >6L >6B "6$ $6A U#6$ #6"
河北 ""6A ""6B ""6B ""6L L6L #6# U#6B ?6@
山西 "#6> ""6A "#6? "#6L "6! U$6# U"6" #6#

内蒙古 ""6L ?6> "$6@ >6> U$6@ U"6" U$6> "6"
辽宁 >6L A6A >6L !6@ B6$ >6$ $6$ "@6!
吉林 >6> ?6@ >6" !6! "6B B6# "6" "$6@

黑龙江 ""6B "$6" "$6@ "$6A U$6" $6@ U#6$ #6?
上海 !6# A6A A6" ?6$ U$6" $6? $6# "6!
江苏 ""6! "B6$ "$6B ""6? A6? "6? U"6B ""6B
浙江 "#6A >6@ >6B "$6@ "6L U$6A U"6! "6!
安徽 ""6! "L6B >6" ""6? @A6> UB6A UB6@ A#6@
福建 "$6L "$6# >6! "$6" "$6A @6> "6@ #$6B
江西 "A6# "#6@ ""6@ "B6L #6? U"6> U#6L #6?
山东 "B6? "#6" "#6" "#6A ""6$ @6! U$6# ##6@
河南 ""6! "L6$ ""6! "#6@ #?6$ U#6B UL6@ #!6!
湖北 ""6A "$6! >6A "$6? "$6@ U"6A U"6> "L6L
湖南 "A6L ""6@ "$6L "#6! "A6? L6? U#6@ #"6A
广东 "$6A ""6" !6L "$6$ @6# $6! U$6A ?6"
广西 "L6A "$6L "#6" "B6" "A6B A6L U#6> #?6"
四川 >6# "#6@ "#6L "$6A LB6L "!6> L6" ""?6L
贵州 "A6# "B6$ "#6L "B6> B!6@ >6L U#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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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年 ">@A年 ">@?年
">@@$">@?年

平均
">A$年 ">A"年 ">A#年 %*KO

云南 "B6? "@6# "A6B "@6" ""6# UB6# UL6# #$6A
陕西 "$6@ >6> "$6B "$6# #6$ U"6@ U$6> @6B
甘肃 ""6> "$6! ""6B ""6B B$6$ $6" UB6" L@6>
青海 "L6A >6L "$6L ""6@ #>6B $6# UA6" BA6"
宁夏 "$6# "$6A ""6" "$6A B6B $6" U#6" "#6>
新疆 "L6L "L6# "L6$ "L6# "6@ U#6@ UL6@ A6"

注!第#%B%L列分别为">@@$">@?年各省的死亡率水平值&第@列为">@@$">@?年的平均值&
第A%?%!列分别为">A$%">A"%">A#年 死 亡 率 的 水 平 值 减 去 第@列’水 平 值 来 源 于d’()(<e)(;
"#$$$#&超额死亡率的计算方 法 来 自%&)(;)(<a2( "">>?#&而 最 后 一 列 为 累 计 的 超 额 死 亡 率&为

">@!$">A#年各年的超额死亡率的累加’

附图!饥荒结束时间图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附录!公共食堂结束时间的数据来源

张树德%侯志英&(当代中国的河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B!页’

刘正&(当代中国的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B>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江西)&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LL!页’

刘定汉&(当代中国的江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解峰&(当代中国的河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广东)&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福建)&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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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民#$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山西%#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A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内蒙古%#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吉林%#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LA!页&

陈雷’侯捷#$当代中国的黑龙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B@!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湖北%#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页&

杨超#$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高治国#$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A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陕西%#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第"LB页&

李恽和’丁国民#$当代中国的宁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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