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9 卷第 3 期
2010 年 4 月

经 济 学 (季 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19 , No13

April , 2010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 —1961 年饥荒
———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刘　愿 3

摘 　要 　1958 —1961 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

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
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
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 , 本文
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 , 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
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 , 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 , 这可能是
“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 1953 —1966 年省级面板
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 , 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
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赶超战略 ,“大跃进”饥荒 , 集体偏向 , 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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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 ,学术界存在分歧 ,根据 1953 年、1964 年、1982 年三次人口普
查和 1982 年 1 ‰生育率调查数据所作的估计较为科学可信。其中 ,蒋正华、李南 (1986 ,1987 ,1989) 的计
算结果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 1 700 万人”。Coale (1984)估计 1958 —1963 年非正常死
亡人数约为 2 700 万人。Ashton et al1 (1984)估计 1958 年年中至 1962 年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 000
万人。李成瑞 (1997)修正了 Coale 的计算 ,结果为 2 200 万人。概言之 ,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
口规模在 1 700 万—3 000 万之间 ,因此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一、前　　言

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及与之伴随的饥荒频发 , 以致有西方观察家将中国

称为“饥荒的国度” ( Walter , 1926) 。新中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与和平背景下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 , 造成大

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1 令人疑惑的是 , 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 , 人们在社会主

义集权体制下更容易遭受饥荒的威胁。在农业集体化背景下 , 苏联 1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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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发生严重饥荒 , 导致 450 万 —800 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Davies and

Wheatcroft , 2004) ; 1947 年苏联再次爆发饥荒 , 导致 100 万—150 万人口非正常

死亡 ( Ellman , 2000) 。朝鲜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始于 1995 年 , 1997 年达到高

峰 , 导致全国 2 300 万人口 3 %—5 %的死亡率 ; 2008 年朝鲜又面临严重食物短

缺 , 在十年内再次遭遇严重饥荒 (Stephan , 2008 ; Stephan , Marcus , 2008) 。为

何传统社会主义集权国家如此频繁地遭遇饥荒 ,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Sen (1981) 基于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等国饥荒的研究提出权利失败理

论 , 将饥荒成因的解释从传统的 FAD 理论扩展至权利领域。周飞舟 (2003)

认为大部分学者沿用 Sen 的“粮食获得权利”的概念只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 ,

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食物分配尤其是食物分配制度的分析甚少涉

足。Ravallion (1997) 、OπGrada (2007) 提出 , 虽然研究饥荒的新文献已经

发展了丰富的概念框架和完善了有关实证研究 , 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饥荒

的理解仍然是相当初步的。Yang (2008) 认为原因在于 , 社会主义制度安排

有别于标准市场经济的权利方法 : 在市场经济中私人财富和相对价格能够解

释大部分的饥馑 , 而中央计划下的政府确定价格和控制粮食生产和分配。Lin

and Yang (2000) 、Kung and Lin (2003) 、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 2007)

则主张 Sen 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在解释中国大饥荒时是有效的。

本文认为 , Sen 主要关注资源禀赋缺失或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饥荒的影

响 , 属于经济权利范畴 , 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产品分配则取决于不同群体

的政治权利。因此 , 理解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 , 必须将 Sen 的权利理

论从经济范畴扩展至政治权利领域。2 本文将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粮食

分配制度为例 , 尝试从政治权利角度解释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现象 ,

全文结构安排如下 : 第二节回顾中国大饥荒成因的相关研究 , 总结若干理论

假说及经验检验 , 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 ; 第三节分析“大跃进”运动时期中

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 ; 第四节利用 28 个省市区相

关数据对公社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做实证分析 ; 第五节总结全文 , 指出

社会主义集权体制饥荒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2 Sen 1981 年在 Povert y and f amine 中发展的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因素 ,中国“大跃进”饥荒促使
Sen 重新考虑政治制度在饥荒中的作用。Sen (1983) 比较了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 ,认为缺乏自由新
闻媒体和政治压力集团是中国“大跃进”饥荒的成因 ,并指出权利研究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因素 ,同时考
虑政治制度安排。但 Sen 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

二、文 献 述 评

对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大饥荒的成因 , 学界至今依然存在很

多分歧 , 除了传统的食物供应下降解释外 , 还包括公共食堂理论、城市偏向

说、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灾能力说和饥荒“历史记忆”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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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假说分述如下。

(一) 公共食堂制度

Chang and Wen (1997 , 1998) 根据人口统计资料判断中国“大跃进”饥

荒实际上在 1958 年年末已经发生 , 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 1959 年。他们认

为 , 粮食生产、粮食可获得性、粮食分配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需求冲击等

因素均不能解释饥荒始于 1958 年年末 , 大饥荒真正的原因是公共食堂制度 :

公共食堂制度取消家庭厨房及将农民存粮集体化 , 搭便车行为导致粮食过度

消费 , 从而引发了 1958 年开始的饥荒。其后 , 公共食堂破坏了农民生产激

励、滋生了村干部的腐败和权力滥用行为 , 使饥荒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 城市偏向说

Bernstein (1984) 、Walker (1984) 最早指出粮食高征购引起的城乡粮食

消费差异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Lin and Yang (1998 , 2000) 提出粮食生

产下降只是饥荒产生的原因之一 , 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政策是饥荒的主要原

因 , 并以农村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偏向的指标 , 运用 28 个省 1954 —1966

年的数据检验了其理论。Kung and Lin (2003) 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为直接

地衡量了城市偏向政策 , 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城市人口跳跃式地快速增

长 , 为维持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 , 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从农村征

购粮食。新逸和葛玲 (2008) 将中国“大跃进”饥荒视为“制度性”的农村

饥荒。

(三) 缺粮区偏向说

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 2007) 认为城市偏向说可以用来解释饥荒时期

城乡死亡率的差异 , 但却无法解释同一个省内农村地区死亡率之间的差别。

他们认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农村地区死亡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统购统销制

度下 , 我国城市居民首先得到体制上的食物供给保障 , 其次是对农村中缺粮

区群体 , 最后是粮食主产区的居民。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 , 粮食主产区的农

民最容易遭受饥荒威胁。他们分别利用 1954 —1966 年 28 个省级数据和

1954 —1966 年江苏省县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四) 政治激进主义

Yang (1996) 、Yang and Su (1998) 分析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政治

体制特征 , 即中央集权体制下 , 下级以服从和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来显示对

中央权威的忠诚 , 以换取政治仕途上的升迁。人民公社和公共饭堂制度已经

被中央权威确定为一项“好制度”, 那么贯彻执行这些制度便成为从省到村庄

各层级干部表示忠诚的方式。Kung and Lin (2003) 研究了政治激进主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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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中的作用。他们认为 , 相对于新解放区 , 老解放区政府受地方人民更多

的支持 , 为了使中央政策在新解放区得到贯彻执行 , 中央向新解放区派遣了

大量的南下干部。为了显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 , 南方地区的领导人比北方地

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执行激进政策 , 并以各地区解放时间作为衡量地区政治

激进程度的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3

(五) 政府救济能力

周飞舟 (2003) 从省级政府救荒努力角度考察了“大跃进”饥荒地区死

亡率差异 , 并解释为何饥荒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他利用 11 个死亡率最高的省

份的粮食分配数据 , 发现大部分省份都对灾荒做出了实际的反应 : 一方面 ,

各省在省内加大返销粮的发放数量 , 但由于浮夸风、反“右倾”等政治因素

的影响 , 这种反应和救助十分有限 ; 另一方面 , 高峰死亡率超过 20 ‰的 11 个

省份 , 有 6 个省份4在其灾荒的最高峰期还在大量调出粮食 , 表明虽然大部分

省都知道灾荒实情并发放返销粮救荒 , 但却没有向中央或其他省份要求调入

粮食 , 延误了及时救荒。

3 这些政治激进主义包括多个维度 ,如粮食过量征购、动员过多的劳动力从事各种高消耗的项目工程。
Kung 和 Lin 主要关注后者。
4 这六个省份分别是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

(六) 饥荒“历史记忆”说

曹树基 (2005) 对比了 1959 —1961 年与 1851 —1875 年的分地区死亡人

口 , 发现两个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率呈强负相关。曹树基认为 , 造成这一

结果的原因是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 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

粮食无关 , 其论证的逻辑是 : 在经历大饥荒的地区 , 从民间百姓到地方基层

干部对粮食的重视 , 远远超过未经过大饥荒的地区 , 因此这些地区在“大跃

进”中较少地浮夸其粮食产量 , 从而较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粮食征购

的高压 , 减轻了这些地区在饥荒时期的粮食短缺。

现有研究关注以粮食为主的资源从农村到城市、从粮食主产区到缺粮区

的转移 , 或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的粮食消费效率下降 , 或能源高消耗

工程对劳动力营养健康状况的负面作用。如图 1 所示 , 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

数量 , 除了受高征购等因素影响外 , 还取决于集体在扣除费用及提留之后分

给社员的数量。一个尚未得到研究的问题是 , 在粮食高征购及公共食堂消费

低效率之外 , 农民的粮食获取权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集体高积累而缺乏

保障 , 这可能是大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在中国赶超战略及“大跃进”

运动的背景下 , 重点考察人民公社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对大饥荒

的影响 , 并利用 1953 —1966 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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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三、集体积累与大饥荒

(一) 成立人民公社

建国初期 , 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 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5 1953 年过

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 ,“一五”计划即提出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 1956 年我国宣布提前完成“一五”计划。在顺利完成

“一五”计划的背景下 , 毛泽东在 1957 年年底访问莫斯科时提出 15 年赶超英国

的目标 , 1958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我国赶超发

展战略正式形成 , 全国各领域开展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

在资本稀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 我国主要通过从农业部门抽取

剩余支持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发展。为此 , 农村生产组织方式发生相应变化 :

1953 年全面完成“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后 , 我国农村就进入各种形式的合

作化运动 , 从农民自发成立互助组到政府推动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

业合作社 , 1958 年强制性成立人民公社 , 农民退社自由权被取消了。

人民公社生产组织形式的确立 , 改变了农民个体的独立地位 , 农民的生

产和消费高度依赖集体 : 在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 , 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

资料被强制集体化 , 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被取

缔 , 统一由公社集体经营。因此 , 农民个体必须从集体获取所有的生产和生

活资料 , 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5 农业总产值比重为 70 % ,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30 % ,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 71 9 % (中
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 ,1982 ,第 VI24 页) 。
6 见《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 (草稿)》(黄道霞等 ,1992 ,第 485 —493
页) 。

(二) 人民公社高积累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基本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总收

入按照以下项目进行分配 : 扣除当年度消耗的生产费用和公共财产折旧、向

国家纳税、集体提留、支付社员口粮、支付社员的基本工资和奖励工资。其

中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部分 , 公积金用于储备和扩大再生产 , 公

益金用于人民公社教育、卫生、文化及其他福利事业。6 因此 , 农民个体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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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与其他各项支出存在替代关系。

1958 年 8 月 22 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积累和消费问题的指示》,

提出在增产增收情况下 ,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原则应该是 : “在苦战 3 年期

间 , 尽多地积累一些 , 以利于迅速发展生产 ; 同时 , 在生产发展的急促上 ,

使社员的生活有适当的改善。改善社员生活 , 主要靠扩大集体福利事业 , 而

不是单纯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 (黄道霞等 , 1992 , 第 507 页。) 农业合作社

很快并转为人民公社 , 上述指示也就成为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遵循的准则 (杜

润生 , 2002 , 第 535 —536 页) 。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 , 是否赞成建立

人民公社成为“两条道路的斗争”, 表现在分配上 , 是“多积累、少消费”与

“多消费、少积累”的斗争 ; 表现在集体生活上 , 是“多集中、少自由”与

“多自由、少集中”的斗争。7 在粮食产量高估和政治挂帅工作作风的作用下 ,

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第一条道路 , 执行提高集体积累减少农民消费的分配政策。

7 中央农村工作部 ,《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1958 年 9 月 30 日 (黄
道霞等 ,1992 ,第 503 —504 页) 。

如表 1 所示 , 在“大跃进”运动时期 , 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一个显著变化

是重集体积累轻农民消费。1956 年集体提留绝对额和比重分别为 1214 亿元、

4168 % , 以 1956 年为基期 , 1958 —1960 年集体提留分别增加 282 %、

28719 %、30165 % , 集体提留占人民公社纯收入比重分别增加 236191 %、

265183 %、32165 %。在农村生产力未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 , 增加集体积累将

减少农民个体消费。1956 年人民公社分给社员收入绝对额和比重为 218 亿元、

82158 % , 以 1956 年为基期 , 1958 —1960 年社员收入分别下降 2105 %、

1111 %、4175 % ; 社员收入占人民公社纯收入比重分别下降 13168 %、

16115 %、3129 %。

表 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年　份 纯收入

国家税收 集体提留 分给社员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

1956 265120 33180 121 75 121 40 4168 219100 82158

1957 270124 36117 131 38 221 59 8136 211148 78126

1958 300190 39100 121 96 471 40 15175 214150 71129

1959 281120 38140 131 66 481 10 17111 194170 69124

1960 261120 36140 131 94 161 20 6120 208160 79186

1961 302120 26140 81 74 281 00 9127 247180 82100

1962 303170 27150 91 05 271 60 9109 248160 81186

1963 315180 28180 91 12 301 90 9178 256110 81110

1964 348120 33120 91 53 451 70 13112 269130 77134

1965 381189 29180 71 80 471 49 12144 304160 79176

数据来源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1983 ,第 510 —511 页)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3 期 刘 　愿 : 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125　

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的集体提留 , 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性的公积金为

主 , 用于增加社员集体福利的公益金为辅。8 在“大跃进”运动中集体积累严

重挤占农民个人消费。1956 年每人提取公积金 2 元 ,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

均公积金负担加重 , 1958 —1960 年分别升至 717 元、717 元、212 元。1956

年每人提取公益金为 0141 元 , 1958 —1959 年分别增至 1119 元、1134 元、

0174 元。相应地 , 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大幅度下降。1956 年每人分得收入

为 43 元 , 1958 —1960 年分别为 4114 元、3716 元、4113 元 , 分别比 1956 年

下降 317 %、1216 %、319 %。(国家统计局 , 1980 , 第 4、278 —279 页)

8 1958 —1960 年“大跃进”运动时期 ,集体提留中公积金与公益金占比平均值分别为 79163 %、16175 %。
数据来源同表 1。

农村收入以农业生产 , 尤其是粮食生产为主要来源。农村收入分配一般

是在秋收后进行 , 收入分配对死亡率的影响在下一年才会显现。 ( Kung and

Lin , 2003 , p162) 因此 , 集体提留的增加、农民消费的下降与对死亡率的影

响存在滞后效应。如图 2 所示 , 1957 年集体提留比重开始提高 , 1958 年人口

死亡率在农业丰收的情况下略有提高。1959 年集体提留比重达到最高值 ,

1960 年人口死亡率达到高峰值。1960 年集体提留比重大幅度下降 , 但高于

1956 年的水平 ; 1961 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 但高于 1956 年的水平。可

见 , 农村集体提留比重与滞后一期的死亡率变化趋势一致。

图 2 　农村集体提留比重与死亡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1983 , 第 510 —511 页 )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0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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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村“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的集体积累主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和兴办以教

育为主的集体福利事业之中 , 极大消耗了农村集体收入 , 在粮食产出下降、

粮食高征购的情况下进一步减少了农民粮食消费量。

11 农田水利建设

1956 年“农业四十条”提出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以 1955 年为标

准增加两倍以上的指标 , 并将兴修水利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9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 , 农村地区在缺乏国家财政支持的条件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

计划 , 农村集体组织及农民群众成为这场水利运动的主角。10投入水利建设的

劳动力在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中不断增加 : 1957 年 10 月为两三千万 , 11 月

为六千万 , 12 月八千万 , 1958 年 1 月达到一亿 (薄一波 , 1997 , 第 681 页) 。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 415 亿亩 , 半年内灌溉面

积增加了 8615 %。1958 年五、六月份襄阳会议和郑州会议拟定 1959 年进一

步扩大灌溉面积 419 亿亩 , 治涝面积 7 281 万亩 , 做土石方 961 亿公方。全国

各地在拟订具体计划时都大大提高了水利建设指标 , 进一步加重了农村集体

和农民群众的负担。11 根据 1959 年官方公布的数据 , 1958 年“灌溉面积”高

达 67 386 千公顷 , 比 1957 年增加 96 % (农业部计划局 , 1959 , 第 293 页) ;

2000 年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 , 1958 年实际有效灌溉面积仅为 32 791 千公顷 ,

仅比 1957 年增加 20 %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 2005 , 第 69 页) 。可见 , 大规模

的农田水利工程耗费大量资源 , 但未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

9 《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
10 1957 年 12 月 ,中共河南省委在总结济源县漭河和禹县鸠山两县治水治山经验的基础上 ,在郑州召开
沙颍河工作会议 ,会议制定出“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1958 年 2 月 5 日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 ,肯定和推广河南治理漭河的经验。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提出农村兴修农田水利工程“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
为主”的三主方针。从此“三主”方针推向全国 ,在水利建设上掀起了“大跃进”。
11《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 ,1958 年 9 月 11 日。
12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提
出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21 兴办农村集体工业

在“大跃进”运动中 , 人民公社兴办社队企业也消耗了大量的集体积累。

在赶超战略思路影响下 , 为提高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 农村人民公

社、生产队兴办工业成为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的重要措施。12 一方面 , 为

了增加钢铁产量实现赶超目标 , 农村地区实施土法炼钢 , 兴建大量的小高炉、

土炉 , 并动员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钢铁生产。“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真实反

映了“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农村的炼铁热潮。另一方面 , 高级农业合作社时

期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纷纷转为社队企业 , 农村工业生产实现“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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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集体工业企业 11199 万个 , 1958 —1960 年分别增至 141 4 万个、21196

万个、1518 万个 ; 1958 年集体工业企业产值为 11713 亿元 , 1959 —1961 年分

别增至 16918 亿元、15319 亿元、122 亿元。13

31 农村教育“大跃进”

1958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工

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 强调国家办学与民间力量办学并举 , 并规定了过

高的教育指标 : 全国应在 3 —5 年的时间内 , 基本上扫除文盲 , 普及小学教

育 , 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14扫

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任务主要落在农村地区 , 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强调农村自力更生兴办地方教育 , 农村集体不得不以增加提取公益金的形式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实现教育“大跃进”。1957 年全国中等学校、小学和幼儿

园在校生人数分别为 70811 万人、6 42813 万人、10818 万人 , 1958 年迅速增

加至 1 19918 万人、8 64013 万人、2 95011 万人 , 分别增长了 6914 %、

3414 %、2611 倍。1959 年三层次学校在校生人数继续迅速增加 , 1960 年达到

高峰值 , 分别为 1 48713 万人、9 37911 万人、2 93311 万人。15

(四) 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作用

如上所述 ,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提高了集体提留的绝对额和比

重 , 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作用存在生产效应、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三种机制。

首先 , 在“大跃进”运动中抽调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 , 减少了农

业投入及产出 , 以致 1960 年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保粮、保钢增产节约

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水利建设、社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占用劳动力过多 , 以致

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不足”。根据 Li and Yang (2005) 的研究 , “大跃进”运动

时期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解释了中国 1958 —1961 年农业产出下降

的 33 % , 即“大跃进”时期中国农业产出下降的三分之一是由资源转移造成的。

其次 , 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高消耗的水利和炼钢工程 , 在“大跃进”初

期过度消耗农民口粮 , 在粮食日益紧缺时农民在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同时口粮

消费却严重不足 , 大量农民甚至是在高度饥饿状态从事高强度劳动的 , 从而

加剧了饥荒。16 这就是 Kung and Lin (2003) 强调的在政治激进主义下农村

“大跃进”运动的健康效应。

13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2005 ,第 63 页) 。
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20 日。
15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0 ,第 37 页) 。尽管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全国层面教育“大跃进”的情
况 ,但由于我国教育城乡差距显著 ,各层次学校在校生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村教育“大跃进”引起的。
16 安徽凤阳县建设电灌站经常加班加点 ,增加劳动强度 ,还克扣民工口粮 12 万余斤。据统计 ,电灌站共
死民工 2 474 人 ,占民工总数 14 293 人的 1713 %(杨继绳 ,2008 ,第 249 页) 。

最后 , 集体提高提留将直接减少农民可消费的粮食 , 这种分配效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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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加剧饥荒的又一重要机制。如上所述 , “大跃进”运动中农村集体

分配以粮食分配为主 , 工资分配只占很小比例。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的粮食在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和分给社员三者之间进行分配 , 其中集体提留

包括种子、饲料、储备粮和其他提留四类。17在“大跃进”时期 , 集体提留的

粮食数量大大增加。据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估计 , 在 1958 年的“大

跃进”运动中 , 我国农村多留了种子约 200 亿斤 ,18 相当于当年农村征购后留

粮量的 612 % , 相当于当年农村粮食消费量的 913 %。19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

省 ,“大跃进”时期大幅度提高集体提留 , 其后集体提留显著下降帮助农民摆

脱饥荒。从 1961 —1963 年 , 四川绵阳地区农村粮食分配中集体提留的比重从

2015 %降至 1715 %、1314 %。其中 , 种子比重从 1215 %分别降至 1018 %、

912 % , 饲料粮比重从 416 %降至 314 %、212 % , 储备粮比重从 213 %降至

116 %、115 % , 其他用粮比重 1961 年为 111 % , 1962 年略增至 117 % , 1963

年降至 016 %。社员分粮比重则从 4711 %增至 6014 %、6212 % ; 1961 年社员

人均分粮仅为 225 斤 , 1962 —1963 年升至 335 斤、377 斤。20可见 , 饥荒时期

集体提留增加挤占了农民粮食消费量。

综上所述 ,“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高集体积累政策可能是大饥荒

的又一主要成因。下节将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 以衡量各因素对饥荒的

实际作用。

17 种子用于来年农业生产 ,饲料用于发展集体家畜家禽的养殖 ,储备粮用于农村备荒备灾、互通有无 ,其
他用粮为集体用于发展社办工业的资金来源。
18 薛暮桥 (1984 ,第 90 页) 。
19 1958 年农村国家征购后留粮量为 3 1651 5 亿斤原粮 ,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为 2 152 亿斤贸易粮 (农牧
渔业部计划司 ,1983 ,第 343、538 页) 。
20 绵阳地区农业局 (1976 ,第 114 —138 页) 。
21 本文之所以选择 1953 年作为研究的起点 ,是因为 1953 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国民经济从
1949 —1952 年的恢复时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22 本文以各因素组内变换值作为模型变量 (假设 x 为自变量、y 为因变量) ,其经济含义是 ,如果以 x、y 在
整个研究期间的均值作为参照 , x 的变化对 y 的变化作用如何。

四、数据与模型

(一) 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利用 1954 —1966 年 28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Lin and Yang ,

2000 ; 范子英和孟令杰 , 2006) 或 1958 —1961 年 24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 Kung and Lin , 2003) 进行固定效应分析。本文则沿用类似方法建立模型 ,

并利用 1953 —1966 年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1 所不同

的是 , 本文先计算各变量的组内变换值 (即对时间均值求差分) , 然后以组内

变换值作为模型变量 ,22再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 , 并进行 Hausman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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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基本模型设定见公式 (1) , 令 z 代表各变量 , 则Δz it = z it - �z i 。其中 , i

为地区 , t 为年份。DR it 、U Pit 、git 分别为 i 地区 t 年死亡率、非农业人口比

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CR it - 1 、pr it - 1 、RSit - 1 、DRit - 1 分别为 i 地区滞后一期

的农村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率、农业人口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和死亡

率。我国粮食分配一般安排在秋粮收获之后 , 集体积累、粮食征购和农业人

口返销粮对死亡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 , 因此模型取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

率和农业人口返销粮比率的滞后一期值。粮食征购率控制城市偏向政策 , 农

业人口返销粮比例控制缺粮区偏向政策 , 滞后一期的死亡率包含了那些遗漏

的变量对本期因变量的影响。23

本文取上述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模型自变量 , 公式 (1) 用ΔX 表示

前述各变量。为考察各因变量在“大跃进”前夕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是否存

在差异 , 模型引入各因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关于大饥荒持续时间 ,

本文分别选择三个区段 : d1 = 1 , 当 t = 1958 —1962 , 否则 d1 = 0 ; d2 = 1 , 当 t

= 1958 —1961 , 否则 d2 = 0 ; d3 = 1 , 当 t = 1959 —1961 , 否则 d3 = 0。公式

(1) 中各交互项下方给出了理论预期的参数估计值符号 : 农村集体积累率、

粮食征购率对地区死亡率产生正向影响 ; 农业人口返销粮比例、人均粮食占

有量、非农人口比例对地区死亡率产生负向影响 , 滞后一期人口死亡率的影

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ΔlnDR i , t = f [ΔX , diΔlnCR it - 1
+

, diΔlnp r it - 1
+

, diΔlnRSit - 1
-

,

diΔlnU Pit
-

, diΔln git
-

, diΔDR it - 1
?

]1 (1)

23 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7) 在其实证模型中引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 ,因为“当使用面板数据来分析时
可能会因为省略变量造成残差项序列相关 ,当省略的变量与文中的某变量相关时 ,则该变量的估计将是
有偏的 ,为了解决这种自相关问题 ,需要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本文实证模型沿用相似的方法。
24 集体工业企业主要是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及人民公社化后的社队企业。
25 为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的号召 ,在“大跃进”中越
是政治激进的地区 ,中学生在校生规模扩张得越快 ,农村集体越倾向于增加提取公益金办教育。

本文只有全国层面农村集体积累的数据 , 但无法获得各地区农村集体提

留比重的数据 , 如何衡量集体积累成为本研究的难点。如上所述 , 农村集体

积累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和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公益金 , 在“大跃

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提留被消耗在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和

农村教育事业上。因此 , 本文分别以各地区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 IA it 、以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集体工业企业产值 CIPit 、24 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S it 度

量 t - 1 期农村集体积累率。在“大跃进”时期 , 农村集体积累率越高 , 农田水

利建设、集体工业企业及乡村教育投资规模越大 , 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集

体工业企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也越高。25图 3 至图 5 进一步证实了上述

判断 : 从全国水平来看 , 在“大跃进”运动时期 , 滞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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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当期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率、集体工业企业产值、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成正比。因此 , IA、CIP 和 S 可以作为农村集体积累率的代理变量。

图 3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灌溉面积比重

数据来源 :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1983 , 第 510 —511 页 )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2005 , 第 69 页) 。

图 4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集体工业产值

数据来源 :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1983 , 第 510 —511 页 )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0) 。

由于缺乏分省的粮食库存及调拨数据 , 现有研究一般以人均粮食产量两

年移动平均值衡量 FAD 因素。一个地区的粮食供应总量 , 除本地区当期粮食

产量之外 , 还包括上期粮食库存及省际净调拨量。因此 , 现有研究未能准确

衡量 FAD 因素 , 对京、津、沪、辽四个粮食调入省市可能存在低估 , 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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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数据来源 :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1983 , 第 510 —511 页 )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0 , 第 37 页) 。

粮食调出任务的省区存在高估。本文在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时将考虑地区粮

食库存及调拨数。

Kung and Lin (2003) 在度量粮食征购率时 , 粮食产量采用的是原粮 ,

粮食征购及返销采用的是贸易粮。各年原粮折合贸易粮的比率大致在

82 % —84 %范围内变动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1983 , 第 645 页) , Kung 和

Lin 可能低估了粮食征购率 , 本文粮食征购率计算区分了原粮和贸易粮 , 将

原粮按各年全国折合率换算成贸易粮。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 2007) 以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人均播种/ 耕地面积作为缺粮区返销粮

的代理变量。正如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指出 , 农村返销粮数量更能反

映缺粮区偏向 , 本文以地区农村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重来衡量缺粮区偏

向政策。

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比较 , 本文模型除使用各因素新变量之外 , 还以现

有研究的变量做分析。关于各变量的具体计算和数据来源见附录 1 , 各变量统

计性描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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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　量 观察值 均　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Δln D it 385 　11 42e208 01 2873147 - 018268317 11743276

Δln D it - 1 357 - 51 74e207 01 2846466 - 018442672 11703136

Δln g it 392 - 21 31E208 01 153997 - 0141296 01518447

ΔlnU P it 392 - 61 69e209 01 1867755 - 015908706 11643666

Δlnpr it - 1 364 11 41E208 01 197219 - 0193898 01676261

ΔlnRS it - 1 391 21 01E208 01 475547 - 2165615 11362741

ΔlnCIP it 391 71 32E209 01 992695 - 3158565 11405791

ΔlnIA it 392 31 50E209 01 352394 - 1174215 11201868

ΔlnS it 391 - 11 97E208 01 481072 - 116784 01975301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0)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2005)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1983) 。
注 :本文模型取各变量组内变换值 ,因此出现负值 ,正负相抵导致均值很小。

(二) 估计结果

本文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 , Hausman 检验结果支持随机效

应模型 , 表 3 列示了各方程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本文证明 , 除粮食供应不足、

粮食超征购之外 , 农村集体高积累是导致“大跃进”饥荒的又一主要原因。

表 3 　模型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自变量 (1) (2) (3) (4) (5) (6)

Δln g it - 01008
(01 10)

- 01 070
(0112)

- 01029
( - 0111)

01 098
(0111)

01104
(0111)

01 043
(0113)

ΔlnU P it - 01021
(01 13)

- 01 155
(0112)

01030
(01 13)

- 01 155
(0116)

Δlnpr it - 1 01029
(01 10)

01 012
(0110)

- 01012
(01 10)

01 030
(0113)

01032
(0113)

ΔlnRSit - 1 - 01021
(01 03)

- 01 025
(0104)

- 01018
(01 03)

- 01017
(0103)

- 01 016
(0103)

- 01 023
(0103)

ΔlnCIP it - 01054 3

(01 02)
- 01050 3

(0102)
- 01 049 3

(0102)

ΔlnIA it - 01 119 3

(0105)
- 01 114 33 3

(0107)

ΔlnS it - 01 109 3

(01 04)

ΔlnD it - 1 01346 3

(01 07)
01 351 3

(0107)
01339 3

(01 07)
01 346 3

(0107)
01346 3

(0108)
01 351 3

(0108)

d2 01108 3

(01 04)
01 123 3

(0104)
01120 3

(01 04)
01 109 3

(0104)
01109 3

(0104)
01 172 3

(0104)

Δln g it ×d2 - 01 464 33

(01 20)
- 01 402 3 3 3

(0121)
- 01 517 3

(01 20)
- 01203
(0126)

- 01 221
(0126)

- 01556 3 3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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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1) (2) (3) (4) (5) (6)

ΔlnU P it ×d2 01100
(01 17)

01331 3 3

(0117)
01035
(01 18)

01 563 3

(0121)

Δlnpr it - 1 ×d2 01777 3

(01 16)
01 846 3

(0116)
01780 3

(01 17)
11 007 3

(0119)
11003 3

(0119)

ΔlnRSit - 1 ×d2 - 01058
(01 08)

- 01 047
(0108)

- 01081
(01 08)

- 01084
(0109)

- 01 087
(0109)

01 151
(0109)

ΔlnCIP it ×d2 01158 3

(01 05)
01 175 3

(0105)
01174 3

(0105)

ΔlnIA it ×d2 01282 3 3

(0112)
01 392 3

(0115)

ΔlnS it ×d2 01291 3

(01 12)

Δln D it - 1 ×d2 - 01521 3

(01 10)
- 01 539 3

(0110)
- 01 514 3

(01 10)
- 01496 3

(0111)
- 01 497 3

(0111)
- 01 440 3

(0112)

常数项 - 01085 3

(01 02)
- 01 092 3

(0102)
- 01 086 3

(01 02)
- 01089 3

(0102)
- 01 089 3

(0102)
- 01 100 3

(0102)

R2 01495 01 488 01489 01 502 01502 01 395

Hausman P值 01 99 0199 01 98 0198 0198 0199

观察值 357 357 356 318 318 318

注 :方程 (1) —(3)的 g it = [粮食产量 (贸易粮) + 库存 - 调出 + 调入 ]/ 年均人口 ;方程 (4) 、(6) 的 g it

= [粮食产量 (贸易粮) / 年均人口 ] ,并取两年移动平均值 ;方程 (5) 的 g it = [粮食产量 (原粮) / 年均人口 ] ,

并取两年移动平均值。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 3 、3 3 、3 3 3 分别代表 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 , 本文未发现支持缺粮区偏向理论的证据。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2007) 提出缺粮区农民享有仅次于城市居民的粮食获取权 , 因此缺粮区人口

比例越大死亡率越低。本文以农业人口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更加准确地

度量了缺粮区人口比例 , 但分析结果并未支持缺粮区偏向理论。在正常时期 ,

返销粮比例与地区死亡率负相关 ,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 在大饥荒时期 , 农

业返销粮比例与地区死亡率正相关 ,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 表明农业返销粮

制度并未有效减轻饥荒 , 缺粮区偏向理论夸大了经济作物区和传统缺粮区农

民的粮食优先获取权。26

26 大饥荒时期农业返销粮不足的证据是 ,1959 —1961 年每一农业人口年均返销粮仅为 5619 斤 ,低于
1954 年长江流域水灾年份的 631 9 斤 (根据表 1 数据来源计算) 。考虑“大跃进”时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和受灾人口大幅增加 ,缺粮区农民人均返销粮数量将更少。从农业返销粮总量上看 ,1960 —1961 粮食年
度 ,农村返销粮仅为 362108 亿斤 ,远低于 1957 —1958 粮食年度的 419166 亿斤 (杨继绳 ,2008 :第 752
页) 。因此 ,由于各级地方政府隐瞒灾情及可调配的粮食数量有限 ,农业返销粮无法缓解缺粮区农民的饥
荒问题。

第二 , 本文发现支持 FAD 理论的证据。本文发现 , 如果考虑粮食库存及

省际调拨 , 饥荒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地区死亡率之间显著负相关 , 即粮食

供应减少的确加剧了人口死亡 ; 在正常时期 , 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地区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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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虽然呈负向关系 ,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7 另外 , 方程 (4) 、 (5) 表明 ,

如果仅考虑粮食生产 , 粮食供给因素对死亡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三 , 在正常时期 , 上期死亡率越高的地区 , 当期死亡率也越高 , 这

可能反映了诸如医疗卫生条件、人口寿命特征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在大

饥荒时期 , 滞后一期死亡率与当期死亡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 , 表明某地区

在遭受严重饥荒之后 , 其他激进政策可能有所退却 , 从而导致死亡率

下降。28

27 如方程 (3) 、方程 (4) 所示 ,排除京、津、沪三直辖市之后 ,人均粮食占有量变量参数估计值显著性下
降 ,分别为 12 %、20 %。本文认为 ,这一显著水平仍可以接受。
28 范子英等 (2008) 将饥荒在 1962 年结束归因于达尔文现象。本文滞后一期死亡率变量与累计死亡
率变量有所区别。实际上 ,饥荒的结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 ,如降低粮食征购率和农
村集体提留比例导致农村留粮大幅度增加 ,解散公共食堂及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例如 ,1953 —
1961 年 ,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低于非农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在饥荒最严重的 1960 年 ,农
业人口人均粮食为 1771 4 公斤/ 年 ,非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却高达 2411 5 公斤/ 年。1962 年农业人口人
均粮食占有量为 2031 65 公斤 ,非农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2011 99 公斤 ,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首
次超过非农人口 ,并一直保持这一趋势。关于饥荒结束的原因 ,见文贯中、刘愿《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
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一文第三节的论述。

第四 , 城市偏向政策是饥荒的重要成因。Kung and Lin (2003) 以农业

人口比例和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 , 发现两者均与地区死亡率显著

正相关。本文发现粮食征购率显著提高了地区死亡率 , 但并未发现非农人

口比例显著降低地区死亡率的证据。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 : 粮食高征购

目的有三 : 保证不断增长的非农人口的粮食供应、支持粮油工业发展及出

口换汇 , 粮食高征购与非农人口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 粮食征购率指标

已经充分捕捉了城市偏向政策的信息 , 所以非农人口比例变量参数估计值

在统计上不显著。方程 (6) 单独以非农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 , 与虚

拟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 , 但参数估计值减少 , 说明城市化只是粮食高征购

的目的之一。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 , 农村集体高积累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

成因。本文发现 , 在正常时期 , 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及普通中学学生数与地区死亡率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 ; 但在“大跃进”时期 ,

三变量与地区死亡率则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正常年景 , 集体工业产值、灌

溉面积比重、普通中学学生数反映了农村工农业及社会发展水平 , 这三个指

标越高表明该地区农村社会越发达 , 地区死亡率则越低。在“大跃进”时期 ,

集体工业、农田水利事业及农村教育事业的迅速增长 , 并非农村经济发展所

致 , 而是人民公社强制提高集体积累降低农民个人消费的结果。因此 , “大跃

进”时期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及普通中学学生数的增加反而显著提

高了地区死亡率 , 模型结果支持了第三节的理论分析。

根据方程 (1) — (3) 本文分解了各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如表 4 所示 ,

以集体工业产值衡量集体积累 , 集体高积累、粮食高征购和粮食供应下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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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 717 %、1611 %、513 %。以灌溉面积比例

衡量集体积累程度时 , 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 313 %、1715 %、

416 %。以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衡量集体积累程度 , 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

率实际增加 811 %、1611 %、610 %。从三方程结果来看 , 本文结果解释了地

区死亡率差异的 8719 %、7412 %、9115 % , 具有较充分的解释力。

表 4 　饥荒影响因素分解

变　量
正常时期

A

饥荒时期
B

两时期之差
C = B - A

方程 (1) E1

( D1)

方程 (2) E2

( D2)

方程 (3) E3

( D3)

死亡率 - 01084 01205 01290 (8719) (741 2) (9115)

集体高积累

　集体工业产值 - 01212 01527 01739 01 104
(71 7)

　灌溉面积比重 - 01057 01143 01201 01163
(313)

　普通中学学生 - 01127 01316 01442 01 182
(81 1)

粮食高征购 - 01064 01143 01207 01 777
(1611)

01846
(171 5)

01 780
(1611)

粮食供应下降 01033 - 01 082 - 01115 - 01 464
(51 3)

- 01402
(416)

- 01 517
(61 0)

滞后一期死亡率 - 01065 01143 01208 - 01 175
( - 316)

- 01188
( - 319)

- 01 175
( - 316)

注 : A 为正常时期各变量年均值 , B 为饥荒时期各变量年均值 , C = B - A , D1 - D3为括号前方数字各
变量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弹性 E ,括号内数字为各因素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因子 ,单位为 % ,具体计算公
式是 D i = ( C×Ei) ×100 %( i = 1 ,2 ,3) 。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 ( 1) 本文尝试以排除京、

津、沪三直辖市后的 26 个省区 14 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 (2) 为了与现

有研究结果进行对比 , 本文还研究了 1954 —1966 年期间包括京津沪和不包

括京津沪的面板数据 , 在变量指标方面直接以两年人均产量移动平均值衡

量 FAD 因素 , 并分别以非农人口比例和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 ;29

(3) 本文选择三个区段衡量大饥荒持续时间 : 1958 —1962 年、1958 —1961

年、1959 —1961 年。

29 作者 2009 年 8 月在内蒙古大学参加“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席会议”时 ,范子英提出本文可以尝试以两
年人均产量移动平均值衡量 FAD 因素及分别以非农人口比例或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 ,以此检
验本文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模型分析表明 : 分别以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和普通中学在

校生人数衡量农村集体积累率的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 对两组样本 (包括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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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和排除了三直辖市两组) 的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 即使将 1953 年排除

在研究范围之外 , 模型结果仍未发生变化 ; 以三个区段衡量大饥荒持续时间 ,

模型结果相似 , 只是模型拟合系数略有不同。30 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作比较 ,

方程 (4) — (6) 分别选取了不同指标测量 FAD 因素及城市偏向政策。方程

(4) 、(5) 分别以人均粮食产量两年移动平均值度量人均粮食占有量 , 并在模

型中仅以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 , 发现人均粮食占有量与虚拟变量交

互项不显著 , 表明仅从粮食生产角度考虑 , 食物供应冲击并未对地区死亡率

造成显著影响。方程 (6) 仅以非农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 , 非农人口比

例与虚拟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 , 但系数绝对值比粮食征购率与虚拟变量交互

项的系数小 , 表明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偏向政策。

30 为节省篇幅 ,本文未报告大饥荒其他时间段的回归结果。

概言之 , 本文模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 上述替换并未改变模型的核心结

论 : 粮食高征购、集体高积累、粮食供应下降是“大跃进”饥荒的主要成因。

五、结　　论

本文研究表明 , 除了粮食供应下降和粮食高征购之外 , “大跃进”运动时

期农村集体高积累是饥荒的又一重要成因 , 这一研究结果加深了人们对社会

主义集权体制下饥荒成因的理解。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 中国为实

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 , 国家通过

统购统销制度从农村征购超额粮食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 , 人民公社

又通过提高集体提留比例以推动农村地区“大跃进”, 在粮食供给冲击下农民

个体粮食获取权遭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侵害 , 导致人类历史上最

为严重的饥荒。

苏联在赶超战略及强制集体化的背景下 , 粮食产量高估、粮食高征购及

将大量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转移 , 从而引发了 1931 —1933 年苏联饥荒。1947

年基于相似的原因 , 饥荒再次肆虐苏联。对中国“大跃进”危机的研究不仅

提供了对中国经济体制与绩效关系的洞见 , 而且提供了一个理解其他中央计

划经济体饥荒成因的分析框架 ( Yang , 2008) 。

中国“大跃进”饥荒 , 并非农民经济权利失败所致 , 而是在集权体制下

农民政治权利缺失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食物获取权取决于资源相对

价格及个体资源禀赋状况 , 分权体制下经济权利的失败并非系统性的。因此 ,

分权体制下的饥荒的覆盖面及持续期相对有限。集权体制可以发挥动员资源

优势 , 但错误政策将被普遍而有效的强制执行 , 个体的声音被淹没在高涨的

政治运动浪潮中。在一系列集体化运动中 , 中国农民丧失了个体独立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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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依附于国家和集体 , 农民政治权利系统性地缺失。最终 , 赶超战略的

错误政策使占人口总量 80 %的农民遭受饥荒 , 导致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附录 : 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如下 : (1)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 《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历史

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0 年 ; (2)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

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9 年 ; (3)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农业经济资料 (1949 —

1983)》, 1983 年 ; (4) 国家统计局 , 《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 (1949 —1979)》,

1980 年 ; (5) 农业部计划局 , 《农业经济资料手册》, 农业出版社 , 1959 年。各变量具体

计算程序如下。

31 薄一波 (1997 ,第 255 —256 页) 。粮食年度从上年 7 月 1 日至翌年 6 月 30 日止。
32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南、广东、四川 7 省市在个别年份尤其是饥荒年份出现负库存情况 ,说明这些
地区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借调外贸粮的方式维持地区粮食供应 ,但这些借调的粮食必须在下一
年偿还 ,因此并不影响本文对 FAD 的测量。
33 现有研究中的粮食产量均为原粮数 ,高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因为原粮是指收获以后未经加工的粮
食 ,如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谷子等 ,因此需要统一换算为粮食流通中计算粮食收购、销售、调拨、库存数
量时所使用的粮食品类统称的贸易粮。各年度换算比率见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1983 ,第 645 页) 。

11 人均粮食占有量

在现有研究中 , Kung and Lin (2003) 直接以当年人均粮食产量衡量 FAD , Lin and

Yang (2000) 、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以两年移动平均数作为考虑库存后的 FAD。因

此 , 现有研究未准确度量地区食物获取量的变化。本文尝试将地区粮食库存量纳入 FAD

之中 , 即人均粮食 = (当年产量 + 上年库存) / 当年平均人口数量。为保障城市居民粮食供

应 , 我国确立了粮食库存制度 , 粮食库存数量与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数量成正比。

本文以统购统销制度为界分两个阶段估计各地区粮食库存数。薄一波报告了 1951 —1952、

1952 —1953 粮食年度全国和三个直辖市粮食库存数 ,31因此可以将全国库存数减三直辖市

库存数得其余 26 省区粮食库存总量 , 再根据其余各省区非农业人口占其非农业人口总量

的比重将剩余粮食库存线性分配到各省区。以 I iT 、I it表示 i 省 T 粮食年度、t 年年末粮食

库存数 ; U P it表示 i 省 t 年平均非农业人口数 , 以 t - 1 年年末和 t 年年末平均数表示 , i =

1、2、3 表示北京、天津、上海 , i = 4 —29 表示其余 26 省区 , t = 1951、1952。计算公式

见公式 1 —2。根据公式 1 本文得到其余 26 省区 1951 —1952、1952 —1953 粮食年度粮食库

存量 , 取两个粮食年度库存量均值作为各地区 1952 年年末粮食库存数。1953 年开始实行

统购统销 , 因此 1953 年之后粮食库存数的计算方法有变化。以 PR it表示 i 省 t 年粮食征购

量 , Cit 、R it分别表示 i 省 t 年粮食调出量、调入量 , S it 表示 i 省 t 年粮食销售量 , t =

1953 —1966。粮食产量和库存量是在该年度内平均消费的 , 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时应该考

虑年均而非年末人口量 , 统购统销后年度粮食库存计算见公式 (3) 。32因此 , i 地区 t 年人

均粮食占有量由公式 (4) 得到 , 其中 Pit 、Qit 分别为 i 省 t 年末人口数量和 t 年粮食产量

折合贸易粮的数量。33

I iT = U P it 6
29

4

U P it × 6
29

1

I iT - 6
3

1

I iT , 公式 1

I it = ( I iT - 1 + I iT ) / 2 , 公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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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t = Qit - Cit + R it - S it + I it - 1 , 公式 3

git = ( Qit - Cit + R it + I it - 1 ) / [ ( Pit - 1 + Pit ) / 2 ]1 公式 4

21 粮食征购率

Kung and Lin (2003) 的实证分析利用了 1958 —1962 年粮食净征购率作为城市偏向政

策的指标之一 , 其度量存在一个细节问题。Kung 和 Lin 的粮食收购量和农业返销粮为贸

易粮数 , 粮食产量是原粮数 , 贸易粮折合原粮一般为 120 %。因此 , 他们计算的粮食净征

购率低估了约 20 %。为统一口径 , 本文利用全国原粮与贸易粮折合率将原粮口径的粮食产

量折合成贸易粮 , 本文按公式 5 计算 1953 —1966 年各地区粮食征购率pr it 。各地区粮食产

量、征购量数据来源于 Ⅲ。

pr it = PR it / Qit1 公式 5

31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率

灌溉面积数据来源为 (2) , 其中黑龙江、上海、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宁夏、新

疆 8 地区只有 1952 年、1957 年、1962 年、1965 年、1970 年灌溉面积数据 , 本文研究期间

的其他年份数据缺失 , 本文用插值法估计缺失年份数据。本文认为 , 灌溉面积与地方财政

支出中的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成正比 , 因此以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为调整因子 (湖北、四

川、宁夏分别以农业机械动力、基本建设投资、地方财政支出作调整因子) 。在正常时期

灌溉面积应该随着调整因子增加而提高。以 1952 —1957 年期间缺失数据估计为例 , 具体

调整方法如下 : (1) 求两个时期灌溉面积之差 : ΔIA52 —57 = IA57 - IA52 ; (2) 求出调整因子

环比数 : ΔFEt = FEt / FEt - 1 , t = 1953 —1957 , 并累计 1953 —1957 年的ΔFE 值 6
57

53

ΔFEt ;

(3) 求出每一年份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在 1953 —1957 年累计增长率中的比重ΔFEt 6
57

53

ΔFEt ;

(4) 估计缺失年份灌溉面积 IA53 = IA52 + IA52 —57 ×ΔFEt 6
57

53

ΔFEt , 其他年份以此类推。按

此方法得到的 1957 年的估算值与实际值相等 , 只是将 1957 年与 1952 年灌溉面积之差根据

调整因子分配到各年。

各地区耕地面积数来源于 (4) 。1958 —1966 年天津耕地数缺失 , 本文以估算值代替 ,

估算方法是 : 当复种系数不变时 , 耕地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成正比 , 因此可以根据农作

物播种面积增长率推算耕地面积。如果考虑复种系数 , 则先将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全国的

复种系数 (假定天津和复种系数与全国复种系数变化成正比) , 计算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

长率 , 以 1957 年耕地面积为基期 , 根据 1958 —1966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率计算缺失年

份耕地面积。按这种方法估算的天津耕地数是按照 1958 年行政区划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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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Leap Forward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8 —1961 : State , Collective and

Peasants in Centralized System

YUAN L IU

( S out h Chi na N orm al Universi t y )

Abstract 　China suffered the most severe famine in human history f rom 1958 to 19611

The causes documented in prior studies include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 communal dining

system , urban bias policy , food deficient regions bias policy , political radicalism , inadequate

government relief and historical memory on famine1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 dist ri2

bution system of peopleπs commune accompanied b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nother im2

portant cause of the famine1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data f rom 1953 to 1966 , we find that

peopleπs commune drastically raised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and thus led to a sharp declin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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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 sπ individual food consumption1 We argue that the loss of peasant sπ political right s in

centralized system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of famine f requently occurred in t raditional social2

is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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