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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梳理纷繁复杂的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入手
,

探究 了 19 4 5一 1 9 4 9 年间安徽省的人口调查与登记的推行情况
,

尤

其是学界引用较多的 1 9 4 6年
、
1 9 4 7年等年份的人口数据

,

且以 1 9 4 7年怀宁县人口调查的实施方法和过程一窥安徽省当年的人
口调查全貌 ;利 用人口胜别 比

、

人 口年龄结构等人口 学方法对 1 9 4 7 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

得 出 1 9 4 7年的人 口调查数据

是安徽省 1 9 4 5一 1 9 4 9年间相对较为 完整
、

可靠的人 口统计数据
,

但与 当时实际人口状况仍存在一定的误差
,

在使用这些数据

进行历 史研究时需要谨慎甄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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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数量研究是历史人 口研究的主要方面
,

是 数
z[] 。

19 47 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的《中华民

研究人 口其他方面变化的前提和基础
,

具有重要的 国统计提要》也记载了这一数据
,

材料即来 自于《各

意义
。

民国时期
,

由于官方统计事业的起步与发 省市乡镇保甲户 口统计》
。

展
,

以及各级政府
、

有关职能部门
、

各种社会团体和 另外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省府关于本省

学者对人 口问题的重视
,

留下 了大量的人 口统计资 人 口及粮产盈虚状况与农林部的来往文书》也记载

料与研究成果
,

为我们探究民国时期安徽的人 口数 了 19 46 年安徽人 口数
,

乃是 19 47 年 1月安徽省上报

量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直接或间接素材
,

使得这一研 农林部的材料
,

见表 1
。

究成为可能
。

但是
,

民国时期的人 口统计数字来源 表 1 1 9 47 年 1月安徽上报农林部之 19 46 年安徽人口数

复杂
,

结果互异
,

有学者就明确指出
“

在有关中国近 乡镇 保数 甲数 户数 人 口数 壮丁

代的各种统计资料中
,

人 口数量是最不准确的
。

因 数 共计 男 女

此人 口研究的第一步
,

应该尽可能对统计数字搞准 2 03 8 197 3 1 202 05 2 3 4 40 77 6 2 1 5 15 56。① 1 1 5 67 566 10 2盯 994

确
。 ” 「l]
笔者曾对民国不同时期的安徽人 口数量做了 资料来源

:

lL 小 4 3 8《省府关于本省人 口及粮产盈虚状况与

一定的梳理和考证 ①
。

本篇论文是这一系列论文的 农林部的来往文书》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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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
,

拟着重考查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安徽人 口 说明
:
宣城

、

宿县
、

桐城 3县尚有局部户 口未清

相关的统计数据
,

并对其间调查统计执行较为彻底 查
,

本表所列仅系已清查区域数字
,

泅县
、

目于胎
、

天

而得出的 1947 年人 口数据作分析
。

长
、

怀远等 4县情形特殊
,

户 口清查未办竣
,

本表所

一
、

1 9 4 5一 1 9 4 9年间安徽人口调查与登记的 列系其 1936 年户 口数①
。

原表为 21 81 6 560
,

但男女

推行 人数总和应为 21 81 5 5 6 00

抗战胜利后
,

重建工作迫在眉睫
,

急需户 口资 第三种 1946 年安徽省人 口数字为杨子慧的

料
,

国民政府便令各省在收复区举行户 口清查作为 《中国历代人 口统计资料研究 》所载为 22 122 0 93

户籍登记的准备
。

并通电各省市政府根据办理户 人
,

文后注明是来 自于内政部户政司 19 46 年左右

口清查或户籍登记结果
,

将每年 1月及 7 月的资料 的调查 so[]

整理上报
,

以汇编全国户口统计
。

以上三种人 口数字可能是这一年不断公布
、

上

19 46 年 12 月内政部统计处编印出版了格省市 报
、

修正人 口数字的结果
。

但是每一种数字都不完

乡镇保 甲户 口统计 》
,

安徽省 3 428 149 户
,

21 842 全
。

可以看出
,

此时安徽省的户籍登记与人 口清查

03 9 口
,

其中男 1 1 577 01 4 人
,

女 10 265 025 人
,

户均 仍然还有一些地区由于种种原因
,

未能完成
。

口数 .6 37
,

性别比 1 12
.

78
。

其中桐城等 3县以局部 19 47 年安徽继续推行户籍登记
,

19 4 3一 19 47 年

控制区户 口填列
,

怀远等 3县户 口则是 1 936 年的统 安徽办理户籍登记情形暨收复区实施户 口清查情

计
,

宣城等 14 县是 19 44 年的统计
,

其它为此年 7月 形如表 2
、

3所示
。

收稿 日期
: 2 0 2 5一 2 0一 2 2

*

基金项目
:

20 13 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 目
“
1 9 1汗- 953 年安徽人 口与社会变迁

”

(20 13 s Q R 认 06 4 z D ) ;

20 12 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 目
“

杭战时期安徽省人口流迁与社会影响 ,’( 20 1 s2 Q R认 10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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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93 4一 1 9 47年安徽办理户籍登记的概况

县市 1 93 4一 1 9 7 4年办理县市局数

数 1 9 43 1 9料 1 9 45 1 9 6 41 9 47整理数

6 412 18 18 18 6 4

资料来源
:

中华年鉴 编辑委员会《中华年鉴》
,

1 9 4 8年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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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历年已办县 (市 )局数系累计数

。

各省所

辖县市局旗数系根据 1 947 年 12 月份内政部方域司

统计数填列
。

表 3 安徽收复区实施户口清查的概况 ( 19 4 7 年 12 月 !

行政区域 所辖收复区 已清查完成 未举办清查

合计 县 市 局 旗 县市总数 县市总数 县市总数

64 63 1 38 3 8

资料来源
:

中华年鉴 编辑委员会《中华年鉴》
,

1 9 4 8年
,

第

5 8 7 一 5 8 8 页
。

截至 19 47 年
,

全国只有 14 个省户籍登记办理

完毕
,

安徽是其中之一
。

这一时期
,

户籍登记的项

目除了乡
、

镇
、

保
、

甲数之外
,

还有户数
、

口数
、

户均

口数
、

男子数
、

女子数
、

性别比 6项内容
。

由于当时

已经
“

实施干部训练
,

确定事业经费
,

加强督导考核

结果
,

各省办理情形已渐趋切实
” 。

调查统计方法

也有改进
,

调查
“

均有
`

调查 日
’ ,

全县同时办理
” 。

资料整理
“

则由县政府集中办理之
,

并废弃划记法
,

改用条纸法
,

该法手续较为繁重
,

而结果则较为正

确
。 ”

在各项统计数字中
“

当以户籍登记结果为最可

靠
,

根据年来各级督导人员抽查结果
,

其误差率多

在百分之二以下
,

户 口清查材料
,

则误差稍大
,

至于

各种补充材料
,

则多历时已久
,

不能代表现状
, ,日〕。

19 4 7年安徽省的人 口数字也有多种来源
。

1947

年 7 月内政部人 口局编制的《全国户 口统计》记载安

徽 3 4 12 4 8 2户
,

2 1 7 0 5 2 5 6人
,

其中男 1 1 5 0 1 4 0 5人
,

女 1 0 2 0 3 8 5 1人
,

户均 口数 6
.

3 6
,

性别比 1 12
.

7 2「
5〕。

此

系保甲清查或户 口登记数
,

除了霍邱为 19 46 年 7 月

数
,

其余均为 19 47 年 1月数
,

时间一致性较好
。

另

外
,

19 4 8年的《中华年鉴》记载
,

安徽在 1 947 年 7 月

有 3 5 4 7 3 2 8 户
,

2 2 2 9 3 2 8 8 人
,

其 中男 1 1 7 6 9 8 9 2

人
,

女 10 5 23 3% 人
。

此系内政部根据各省市政府

呈报内政部资料在 19 4 8年 1月公布之数
#[] 。

此外还

有两种 19 47 年的安徽省人 口数据为 22 4 93 143 与

2 2 4 8 9 8 4 2
。

194 8年内政部人 口局编印了《民国三十七年上

半年全国户 口统计》
,

安徽省大部分县份的数字都

为是年 1月数
,

乃户 口 调查与登记的结果
。

安

徽 3 5 9 5 7 3 2 户
,

2 2 4 6 2 2 17人
,

男 1 1 8 6 9 0 0 1人
,

女

10 5 9 3 2 16人
,

户均 口数 6
.

2 5
,

性别 比 1 12
.

0 4「
6〕。

其

中
,

临泉
、

毫县为 19 4 6 年数
,

太湖等 16 县为 19 47

年 4 月数
,

寿县为 19 47 年 7 月数
,

其余为 19 4 8年 1

月数
「6。。

综上可见
,

抗战胜利后
,

安徽省各年上报及公

布的户 口数据中
,

无疑是 19 47 年的数字时间统一性

较好
。

此年安徽人 口数字有不同来源
,

但安徽省档

案局所藏档案明确说明数字来源于全省性的户 口

调查
,

笔者将以此为准
。

安徽省本来准备将 1 947 年 3月 12 日午时作为

全省户 口总清查的标准时刻
,

但后来因为
“

各县表

册均未能如期印制完竣
” ③

,

便改为 4 月 巧 日午时为

标准时刻
。

省政府曾电令各县切实举办此次户 口

调查
,

各督导员
、

乡镇长认真执行
, “

户 口清查为实

施宪政之基本工作
,

举凡国家今后一切设施均有赖

于户政为之参考
,

故中央三令五申严伤注意
。

兹此

本省户 口总清查业已开始
,

惟兹事体大仰各级主办

人员应本事事求实之精神
,

革除以往照 旧腾新
,

闭

门迭契之陋习
,

并不得有遗户漏丁等情事
,

如各地

经清查后发现再有上项情事时
,

除该管乡保甲长按

情节轻重予以撤职或送法院惩处外
,

该县县长及民

政科长均应从严议处
。 ” ④

1947 年安徽省户 口调查的具体执行情况
,

由于

资料的缺乏
,

现在已经难以复原
,

但是从当时怀宁

县执行此次户 口调查的过程仍可窥一斑
。

怀宁县

为了
“

为加强各级编查人员 了解户籍法令及填表等

手续起见
,

特准备召开户政讲习会二周
,

稗免错误
,

藉收事功
。 ” ⑤并且拟定了《召集户政讲习会办法》

。

在
“

召集户政人员讲习时曾削切详明指示并严令各

乡镇长切实赶办
,

暨派员分途督导
” ⑥

。

可见怀宁县

对这次户 口清查十分重视
,

为了切实举行此次户 口

调查
,

事前做了准备
,

事后也进行了检查
。

这次户

口调查
,

怀宁县政府特地制定了《怀宁县府关于本

县户 口清查办法》
,

主要内容如下
:

1
.

确定经费
。

费用由县政府统筹
,

不得向乡镇

摊派
。 “

国民身份证及门牌均应依规定向人民收取

工本费
” , “

督导人员派费应由县府旅费内匀支
,

编

查人员应由乡镇保甲长及学校员生充任
,

毋庸另列

经费预算
。 ’ ,

⑦

2
.

调查人员
。

以乡镇保甲人员为主干
,

以乡镇

民代表
、

学校公教人员及地方公正知识分子或热心

公益人士为协办
。

3
.

时间安排
。

一周
,

不得逾限
。

4
.

调查方法
。

调查人员 以回避本保为原则
,

免

生弊端
。

县政府指派职员分赴各乡 (镇 )督导
,

各乡

镇公所全体职员应分途督同各保 甲遵照规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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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须挨户调查
,

革除乡保任意送报之弊
。

调查时

以保为单位
,

每保成立一调查组
,

由保长兼任组长
,

保代表及保校教员及地方知识分子为组员
,

另 由乡

镇公所或学校指派职员一人会同督促各甲 甲长挨

户清查
。

调查员应依表内规定各栏逐项询问
,

照被

调查人所答填人
,

每户查填完竣应在该户门上书写
`

查讫
’

二字
。

户 口调查完竣后
,

县政府派出的督导

人员应督同乡 (镇 )长将各项统计报告表漏夜汇编

完成
,

亲带回府
,

不得空手消差
。

5
.

注意事项
。

调查员不得接受人民任何招待
。

6
.

奖惩
。

各乡镇保甲长及调查人员若有借端

需索等不法情事者
,

依法惩处
。

能依限完成且查报

确实之乡镇
,

所有出力人员分别予以奖励
。

不能如

限完成
,

经抽查有错误者
,

按照情节轻重
,

分别予以

不同程度的处分
,

并负担复查费用
,

无现职可撤者
,

暂不录用
。

凡人民有意规避或拒绝查记或故意妄

报
,

如一经查出
,

依法严惩
。

人 口调查完竣后
,

怀宁县检查时
“

发现漏户漏

丁及不确实情事颇多
” ,

便强调
“

各级人员应体斯

旨
,

切实督导所属
,

认真执行
。 ”

并且声明内政部专

员 即将视察怀宁县户 口调查工作
,

县长也
“

将亲临

各乡镇轮流抽查
,

如抽查时再有上项情事发生
,

各

级主办及承办人员均应受严厉之处分
,

各督导人员

并应负连带之责
。 ” ⑧

19 47 年 11 月 巧 日安徽省政府致电内政部
:
本

省
“

除毫县因匪军窜扰未能遵办
,

临泉
、

潜山两县户

口查记甫竣即被匪军窜据
,

统计尚未完成
。

及姿源

本年八月方划归本省管辖正督伤编查保甲及办理

户籍登记
,

侯办竣再行转报外
,

其余合肥等六十县

市初次户籍登记六种人 口统计表业据先后送到
,

相

应汇编总表随电送请查照核备
。 ”

可见
,

19 47 年安徽

的人 口总清查各县办理时间相对一致
,

人 口数字也

较为齐全
,

颇具参考价值
。

为了切实举行此年的人 口调查工作
,

中央明令

各县 19 47 年度的中心工作就是整编保甲清查户

口
。

另外
,

从 1 9 4 3年开始中央政府即拨款贴补各省

的保甲编查与户 口清查经费
,

19 47 年行政院核准在

国家总预算
“

县市建设补助费
”

项下
“

划出三十亿

元
,

补助各省市户政经费
” 日阳

,

拨支各省市备用
。

安

徽省也将户政工作作为本年度工作中心
,

为了督促

各县市切实办理
,

令每县以一乡为户政示范乡
,

举

办各县户政竞赛
,

并令各县将户政示范及户籍登记

工作竞赛情形详报省政府
。

19 4 8年宿松
、

铜陵
、

当涂
、

南陵
、

舒城
、

凤台
、

石

棣
、

霍邱
、

望江等县都有致电省政府报告示范镇户

政工作情形
,

大多数县份都在办理中
,

其中宿松因

中共力量的存在
,

无法进行
,

立煌所属各乡镇 尚有

多数未收复
,

也无法办理
。

也就是说
,

自 19 47 年 8

月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到全国解放前
,

不会存

在真正意义上的人 口数字
。

所以
,

19 47 年的户 口调

查是安徽省解放前最后一次真正得以执行的调查
,

这一年的人 口数字也是抗战后至解放前安徽最具

参考价值的数字
。

二
、

19 4 7年安徽人 口数据分析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安徽省政府财政厅
3 6一3 7年关于工商

、

农
、

教育
、

财务
、

水利
、

土地
、

人 口

等问题的统计报表》
、

《各县民国三十六年度人 口统计

表与省府的来往代电》与《安徽省政府关于民国三十

六年度人口统训表及各县户政工作的内部文件》三个

档案都记载了 19 47 年安徽人 口调查的结果
,

其中前

两个档案所载各种人 口项目数字较为齐全 (表 4 )
。

表 4 19 4 7 年安徽的人口统计数字

户 人口 户均 性别比

共计 男 女 口数

3 595 608 2 2 4 89 84 2 1 1 87 0 84 6 10 61 8 996 6
.

2 5 1 1 1
.

79

资料来源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lL
·

1
·

7 4 9《安徽省政府财

政厅 3 6一37 年关于工商
、

农
、

教育
、

财务
、

水利
、

土地
、

人口等

问题的统计报表》
。

说明
:
毫县因

“

匪军
”

窜扰 1 947 年度户 口查记未

能完成
,

潜山
、

临泉户 口查记甫竣即被
“

匪军
”

窜据
,

统计工作未能完成
,

姿源 1947 年 8月划归安徽
,

尚

在督伤赶办中
,

表 4所列为该县 19 46 年数字
。

表 5 19 4 7年安徽人口分年龄组人口性别比

性别比

来源 0 一 14岁 15 一 3 9岁 4 0岁以上

安徽等 7省 16 处
`

122 19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11

116 33

1 947年安徽人 口统计
血 120

.

49

10 0
.

2 3

10 9
.

0 6

10 9
.

7 2

93
.

94

97
.

7 7

107
.

90 1 12
.

52

资料来源
:

1
.

国民政府 实业部 中国经济年鉴编幕委员会
:

《中国经济年鉴 (二十 四年 )续编 》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 3 5

年
,

第 ( B ) 16 一 1 8
、
1 9 页 ;柯象峰

:

《现代人口 问题》
,

周谷城
:

《民 国丛书》 (第三 编
:
16 )

,

上海
:
上海书店

,

1 9 8 9 年
,

第 17 1

页
。

11
.

本文第二章表 2 一 3
。

iii
.

LI
·

1 ( 2 )
·

3 8 2《各县民国三十

六年度人口 统计表与省府的来往代 电》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

档案
,

第 8 9 一 9 2页
。

194 7 年安徽人 口统计与地区性人 口抽样调查

中的分年龄组人 口性别比如表 5所示
。

从总人 口性

别 比来 看
,

1 947 年安 徽 的人 口 统 计 的数据 为

1 12
.

5 2
,

这与抗战前统计中的高性别 比已不可同日

而语 ( 1 9 2 8 年 的数据 为 12 8
.

4 9
,

19 3 1 年 的数 据为

12 7
.

98 )
。

有可能是因为经过抗 日战争
, “

男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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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比率是妇女的数倍
” 日 ,

从而使男女比例降

低
。

或者在调查中
,

女子漏报的情况有所改善
。

类

似的情况在其他省份的人 口性别比的统计数据中

也表现出来
,

譬如江苏省 19 36 年人 口性别 比为

1 16
.

3 3
,

1 9 4 6 年为 1 10
.

3 7
,

1 9 4 7 年为 1 10
.

7 6「
8〕 , 62 ;江西

省 一9 3 一年人 口性别 比为 一2 0
.

0一汪9 4 6 年为 一0 8
.

2 5
,

1 9 4 7 年 10 7
.

3 3「司
, 69一 , 7。 ; 湖北省 一9 3一年人 口性别比为

12 2
.

6 5
,

1 9 4 6 年为 1 1 2
.

7 4
,

1 9 4 7年为 1 10
.

7 8「
8〕, 7 4 ;湖南省

一9 3 6 年人 口性别 比为 一2 2一9
,

一9 4 6 年为 一0 9
.

7 5汪9 4 7

年为 1 11
.

55 8l[]
78 。

不难发现
,

抗战前中国各省份的人

口性别 比普遍较高
,

抗战后人 口性别 比则大大降

低
。

因此安徽省 19 47 年人 口统计数据中总人 口性

别比大大降低符合民国时期抗战前后的人 口变化

规律
。

但是
,

进一步对 1947 年安徽人 口统计数据做分

析
,

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从各

年龄组来看
,

1 5 一 39 岁人 口性别 比为 10 9
.

72
,

该数

据仍有偏高的嫌疑
。

1 929 一 1 9 3 3年间在安徽等 22

省进行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被认为是
“

20 世纪上半

期最大规模的一次人 口抽样调查
,

其调查结果无疑

是具有相当代表性与相当价值的人 口学资料
” 「啊

。

在这次调查中
,

1 929 一 193 1年间安徽省 15 一
39 岁年

龄组的人 口性别比为 10 9
.

0 6
。

此外
,

1 9 2 1一 19 2 5 年

卜凯在安徽省等 7省 16 处进行的人 口调查
,

统计出

15 ~ 3 9岁年龄组的人 口性别比为 10 0
.

23
。

按照常

理
,

经过 8年的抗 日战争
,

青壮年男子人 口损失应较

女性严重
,

因而 15 一
39 岁年龄组人 口性别比仍然与

2 0世纪 20
一
30 年代初的两次抽样调查如此接近

,

不

合常情
,

应当更低
。

同时
,

根据表 5
,

19 47 年安徽人

口统计数据中 40 岁以上年龄组人 口性别比不降反

升
,

由 19 2 1一 1 9 2 5年 卜凯调查数据的 9 3
.

9 4
、

1 9 2 9一
19 3 3年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的 97

.

77 升为 1947 年

的 1 0 .7 9 0
,

这也毫无理由
。

由表 6 可知
,

19 47 年安徽人 口统计所得 O 一 14

岁年龄组人 口数占总人 口 比率与其它资料所载的

平均值 33
.

43 % 相比
,

相差不大
。

1 5 一
39 岁年龄组

人 口 占总人 口 比率 与其它资料 所载 的平 均值

41
.

6 3% 相 比
,

相差较大
。

而 40 岁以上人 口在总人

口中的比例很高
。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
,

这种情

况也有不符合常情之处
。

19 2 8年安徽 1 6 ~
40 岁年

龄男子数为 5 0 6 0 6 4 5人
。

而 19 4 7年安徽 1 8 一 4 5岁

年龄的男子数只有 4 420 424 人
。

如果这是因为战

争中青壮年男子人 口损失较大
,

那么的确可能使得

巧 一 3 9岁年龄人 口在总人 口中的比率降低
,

从而导

致其它两组人 口在总人 口 中的比率增加
。

但从

19 4 7 年的统计来看
,

40 岁以上人 口在总人 口中的比

率的确比平常年份高出很多
,

而 O 一 14 岁年龄组人

口却比平常年份低
。

表 6 1 94 7 年安徽人口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

来源
年龄组

O
一

14岁 15
一

39岁 40岁以上

安徽等4省1 1处
,

(1924
一

1925年 )

滁州

宿县(乙 )

4省平均

安徽等7省16处平均( 192 1
一

192 5年)
五

1947 年安徽人口统计
山

3 4
.

50

3 4
.

20

3 0
.

10

3 4
.

90

3 2
.

4 1

4 3
.

70

3 8
.

60

4 2
.

80

4 1
.

40

37
.

54

2 1
.

80

27
.

20

27
.

10

2 3
.

7 0

30
.

05

资料来源
:
1

.

乔启明
:

《中国 乡村人 口 问题之研究》
,

《东方杂
志》

,

第 2 5 卷 2 2号
,

2 9 2 8年 2 2 月 2 0 日
,

第 2 8 一 2 9 页
。

11
.

国民

政府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幕委员会
:

《中国经济年鉴 (二十

四年 )续编 》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 3 5年
,

第 ( B ) 1 6一 17 页
。

iii
.

LI
·

1 (2 )
·

3 8 2《各县民国三十六年度人口统计表与省府的

来往代电》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8 9一 9 1 页
。

三
、

结语

综上
,

1 947 年安徽人 口统计与当时实际人 口数

量存在一定的误差
,

其所得人 口数量不能直接作为

这一年的安徽人 口数
。

学者在利用 19 47 年安徽人

口统计数据进行历史研究时
,

需要对其进行补充修

正
,

不能不加辨别地引用这些数据作为当时安徽省

真实的人 口数字
。

以抗战前比较可靠的 19 2 8年安

徽普查人 口数据
、

19 29 一 1 9 3 3年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所得的人 口第一手资料和建国后 19 5 3年人 口普查

数据作为基础
,

参照民国时期其它年份安徽省各县

人 口统计资料
,

应用历史学
、

人 口学的方法进行检

验
、

复原
,

应能重建 1 947 年安徽省人 口数量和人 口

的动态变化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笔者相关的研究包括
:

《清末宣统年间安徽人口普查研究》
,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2 0 1 3年第 5期 ; 《 19 2 8

年安徽人 口普查研究》
,

《安徽史学》
,

20 10 年第 2期 ; 《1 9 3 6年安徽保甲户 口 编查数据的考察》
,

《南方人 口 》
,

20 11 年第 3

期 ; 《20 世纪 30 年代安徽的保甲户口 编 查与人 口统计数字分析》
,

《邢台学院学报》
,

2 0 11 年第 2期 ; 《1 9 3 6年安徽保甲户
口数据的分析与修正》

,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20 11 年第3 期 ; 《民国安徽人口 史研究综述 》
,

《合肥学
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20 07 年第 6期
。

② 22 4 931 4 3数字来源
:

lL
·

1 ( 2 )
·

3 8 2 《各县民 国三 十六年度人 口统计表与省府的来往代 电》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8 4 一 8 5 页《人 口统计报告表总说明》记载为 22 4 931 4 3

,

但第 8 6页的人口 统计报告表 (一 )记载了各县人 口 细数
,

总人口



第 4期 石庆海
,

王 倩
: 1 9 4 5一 1 9 4 9年安徽人口统计数据考察

数却列为 20 6 9 902 3
。

原 因是
:

根据人 口统计报表总说明
,

潜 山
、

临泉
、

毫县因共军关 系未报数字
,

表中也没有 3 县户 口

数
,

但 3县 1 9 4 6年 12 月报数分别为 23 06 02
、

72 7巧 6
、
4 9 400 6人

,

宿县有十 乡镇未报
,

人数大约为 20 万
,

由于婆源在 1 9 4 7

年 8 月改划归安徽
,

户 口查记尚未办竣
,

原表列 出婆源县人 口数
,

但计算总数时并未计算在 内
,

若将潜山
、

临泉
、

毫县
、

宿县
、

婆源这些数字加入 2 0 6 9 9 0 23 则 正是 2 2 4 9 31 4 3
。

2 2 4 8 9 8 4 2数字来源
:
lL

·

1
·

4 9 《安徽省政府财政厅 3 6 一 3 7 年关于

工商
、

农
、

教育
、

财务
、

水利
、

土地
、

人 口等问题的统计报表》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26 2一 2 6 6 页
。

但其第 26 2 一 26 6

页安徽省现住人口年龄分配报告表与第 27 1页安徽省现住人口籍别统计报告表记载人口总数却为 20 8 9 57 22
。

原 因是
:

潜山
、

临泉
、

毫县
、

婆源数未计入
,

宿县人数表列 12 5 2 5 2 4 (已经将 lL
·

1 ( 2 )
·

3 8 2 中宿县未报的十 乡镇人数加入 )
,

将未加

入 4 县人口 以 lL
·

1 ( 2 )
·

3 8 2 中所列数计入
,

则合计数为 22 4 8 9 8 4 2
。

实际上此表与 lL
·

1 ( 2 )
·

3 8 2数据来源相同
,

各县数据

也相同
,

导致差别的是宿县的人 口数
,

因 lL
·

1 ( 2 )
·

3 8 2 中宿县有十 乡镇未报
,

以 20 万的佑计数填入
,

此处宿县人 口 完

整
,

两个档案中的数据为 同一来源
。

另外
,

lL
·

1 (2 )
·

3 8 0《安徽省政府关于民 国三十 六年度人 口统计表及各县户政工

作的 内部文件 》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325 页的安徽省人口 统计报告表 亦记载安徽人口数 2 2 4 8 9 8 4 2
。

表中潜山
、

临泉
、

毫县 3县为 1 9 4 6年所查数字
,

婆源县人口 1 420 56
,

宿县为 1 2 5 2 5 2 4
,

可知三个档案数据为 同一来源
。

③《省府颁布全省户 口总清查 日期改为四 月十五 日开始代电》
,

1 9 4 7年 3 月 2 8 日 电
,

lL
·

1 ( 2 )
·

3 8 0《安徽省政府关于 民国

三十六年度人口统计表及各县户政工作的 内部文件》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20 页
。

④《怀宁县府关于切 实清点户 口代电》
,

1 9 4 7年 4 月 30 日电
,

lL
·

1 ( 2 )
·

3 8 0《安徽省政府关于 民国三十 六年度人口统计表及

各县户政工作的 内部文件》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1 页
。

⑤《怀宁县府关于伤派员来府讲习代电》
,

1 9 4 7 年 2 月 1 8 日电
,

lL
·

1 (2 )
·

3 8 0《安徽省政府关于 民国三十六年度人口统计表

及各县户政工作的内部文件》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13 页
。

⑥《怀宁县府关于切 实清点户 口代电》
,

1 9 4 7年 4 月 30 日电
,

lL
·

1 ( 2 )
·

3 8 0《安徽省政府关于 民国三十 六年度人口统计表及

各县户政工作的 内部文件》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1 页
。

⑦《怀宁县府关于本县户 口 清查办法》
,

lL
·

1 ( 2 )
·

3 8 0 《安徽省政府关于 民国三十 六年度人 口统计表及各县户政工作的内

部文件》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2 4 一 27 页
。

⑧《怀宁县府关于切 实清点户 口代电》
,

1 9 4 7年 4 月 30 日电
,

lL
·

1 ( 2 )
·

3 8 0《安徽省政府关于 民国三十 六年度人口统计表及

各县户政工作的 内部文件》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1
、
3 页

。

⑨lL
·

1 (2 )
·

3 8 2《各县民国三十六年度人 口统计表与省府的来往代电》
,

安徽省档案局所藏档案
,

第 8 1 一 8 2 页
。

L lL
·

1 (2 )
·

3 8 0 《安徽省政府关于民 国三十 六年度人口统计表及各县户政工作的 内部文件》
,

第 325 一 327 页
。

lL
·

1 ( 2 )
·

3 8 0与 L l
·

1
·

7 4 9各种数据一样
。

毫县
、

潜 山
、

临泉
、

婆源人口数都是 1 9 4 6年数字补列
。

lL
·

1 ( 2 )
·

3 8 2各种人 口项 目各县

数字都与前二者一样
,

只是毫县
、

潜山
、

临泉
、

婆源以及宿县十 乡镇人口数没有计算在内
。

但是考察一些诸如年龄结构

之类的 比例 关系影响不大
。

l[] 阂杰
.

2 0世纪 9 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田
.

教学与研究
,

2 0 0 6 (3)
: 6 9

.

z[] 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处
.

各省市乡镇保甲户 口统计 [2]
.

1 9 4 6
.

3[] 杨子慧
.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叫
.

北京
:
改革出版社

,

1 9 9 6
.

#[] 中华年鉴编辑委员会
.

中华年鉴
:
上网

.

南京
:

中华年鉴社
,

1 9 4 8
.

s[] 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
.

全国户 口统计 [2]
.

19 4 7
.

6[] 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
.

民国三十七年上半年全国户 口统计 (全国户 口统计总表 ) [2]
.

1 9 4 8
.

v[] 葛剑雄人 口 与 中国的现代化 (1 8 5 0年以来) [叫
.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

1 9呱
8[] 侯杨方

.

中国人口 史
:

第六卷 ( 1 9 10 一 1 9 5 3年 )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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