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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人I：1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明代人I：1分布并不均衡；从时间上 

看，明代前、中、后期各地区人I：1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人I：1分布状况对社会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城 

镇的发展、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人I：1过剩和资源紧张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既有积 

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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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I：1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一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矛盾共同体，它们始终处于永不停息的矛盾运动中，并与人 

I：1发展的历史相始终。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I：1分布的格局，人I：1分布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 

的反作用。本文拟就明代的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有明一代，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之政治的、社会的各种原因，在人I：1分布上亦呈现出不均衡状态。从地域 

上看，江浙、湖广、江西、福建等省人I：1数量最多，山东、山西、北直隶、陕西、河南以及广东、四川等省位居其次，而广西、贵 

州、云南、西藏等省区数量最少。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人I：1分布亦出现一些变化。有的省区在明前期人口数量 

较多，位次靠前，至中后期则位次下降；而有些省区在前期位次靠后，至中后期则位次前移。兹列表如下： 

明代人口分布表 

明代前期(洪武二十六年) 明代中期(弘治十五年) 明代后期(崇祯三年) 
位次 

地区 人口数量 地区 人口数量 地区 人口数量 

l 南直隶 11918974 南直隶 1849c咐2 南直隶 3 I454l0 

2 浙江 1o784567 浙江 15838504 浙江 7404 

3 江西 9O62481 江西 133o9403 江西 20241551 

4 山东 5959盯6 湖广 9337001 湖广 1687蚴  

5 湖广 5803660 山东 8883960 福建 lOg78056 

6 山西 5083l27 山西 7885684 北直隶 1o780403 

7 福建 4189806 福建 ㈣ 835 山东 1嘶 7390 

8 广东 3242932 北直隶 6228281 山西 999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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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陕西 2869569 陕西 5189118 河南 9559693 

10 北平 264＆595 河南 4980398 陕西 8465198 

11 河南 216 广东 45o8587 广东 66353o4 

12 四JlI 167Z 8 四川 3277591 四川 5346854 

13 广西 158跚  广西 撕 285 广西 3586961 

14 西藏 1000000 贵州 1272103 贵州 2128978 

15 贵州 940000 西藏 1000000 云南 1451225 

16 云南 7O927O 云南 9 io85 西藏 1000000 

17 奴儿干 62l29O1 

18 西北六卫 49832 

全国 696=I 全国 11∞l97O1O 全国 173413749 

注：表中数字。是以万历<大明会典>、<明史>、<明实录>、<后湖志>等史料的记载。并参考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综合计算得出。 

之所以选择洪武二十六年(1393)、弘治十五年(1502)和崇祯三年(1630)作为明代前、中、后期3个代表性年限，是基 

于以下考虑：从制度上看，经过开国后20多年的努力，洪武二十六年时明王朝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户籍管理和户 

口调查制度，因此其户口数字相对比较完整。从经济上看，全国的荒地开垦和经济恢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口的恢复 

性增长基本完成，人口发展处在较为稳定的“常态”阶段；从移民运动上看，至洪武二十六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基本告一 

段落，明初的人口分布格局至此基本形成。从史料记载上看。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较之明初其它年份，具有更 

高的可信度。 

从弘治十五年来讲，从时间上看，弘治十五年处于整个明王朝的中间年代，更能代表明代“中期”的人口分布情况；明 

孝宗被旧史家称为“中兴之令主”，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努力匡救正统以来的政治积弊，使得弘治一朝政治相对清平， 

朝内没有较大的政治纷争，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农民起义也较少发生，被称为“弘治中兴”。因此其人1：3发展也相对稳定， 

较之其它年份更接近于“常态”。从史料上看，关于弘治十五年的户口记载数据比较多，便于在讨论时进行对比分析。 

从崇祯三年来讲，由于受灾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可能已经弥补了人口损失，消除了灾害带来的人口影响；而崇 

祯三年以后，中国北方进入了一个灾害和战争频发的时期，人口大量死亡。数字变化较快，又处于非常态的发展阶段；另 

外，该年距离明朝灭亡的时间较近，从理论上说更能反映明代后期的人口分布情况。 

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定限度的人口数量及密度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和 

发展的必要前提。人VI数量的增加和人VI密度的提高，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使社会的劳动分工更加细密，交换更加频 

繁，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当人口密度过大时，会导致资源压力的加剧，由此产生各种社会内部矛盾和摩擦，从 

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明代的人口分布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大体如下： 

第一，人V1分布影响区域经济布局和南北方生产经营方式的不同。在明朝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资源 

和特产，明人王士性对此描述说：“东南饶鱼盐、杭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碟砂、水银， 

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赢弑毡，西南Jil、贵、黔、粤饶丰便楠大木。江南包工薪，取火于木，江北饶 

煤，取火于土。”_1](卷1)在古代社会，各地的社会经济大致是依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依托于资源 

的经济布局。随着人VI数量的增长和人VI密度的逐渐提高，明中期以后，这种经济格局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明显的例 

子是，江南地区与湖广等相关地区在经济上形成了明显的分工与g-~l,。明中叶以后，湖广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成为 

天下的谷仓。宋代以降“苏湖熟，天下足”的粮食生产局面，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太湖流域从长期以来的以粮食 

生产为主变为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产量日渐不足。宋元时期苏湖等地“膏腴千里，国之仓庾”，曾是大量粮食外销之 

地，“若夫两浙之地，苏湖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 ](卷21，《上赵丞相》)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太湖流 

域已经大量从湖广地区输入粮食，万历时，“吴中不熟，全恃湖广、江西。 31(卷3)至明末，整个东南“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 

粟。”_4J(卷10)此外，岭南一带不少地方也放弃了粮食种植，成为热带水果的主要产地。如“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 

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 (P65)区域经济的分工格局日益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湖广、广东等地区人口数量和人VI密 

度在明代中、后期的大幅度增长，使这些地区得到开发。据前表所列，明前期湖广地区的人VI数景仅为5803660，居全国 

第 5位，到明后期猛增到1687822"／，跃居全国第 4。人口密度更从前期的13人／平方公里，增加到后期的38．4人／平方公 

里；广东的人VI数量和人VI密度也有较大增长。这些地区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一旦与规模适宜的人口结合起来， 

就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 

明代人口分布对南北方生产经营方式的不同亦有相当影响。一个地区采用何种生产经营方式是由多种因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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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自然方面讲，如地理因素、气候因素、水利因素、资源因素等；从社会方面讲，如当地的习俗、文化观念、长期形成的 

生产习惯等，都会对生产经营方式造成影响。此外，人口分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前文图表中可以看出，人口最多、最 

密集的区域是长江中下游的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地区，北方的山东、山西、北直隶、陕西、河南和南方的福建、广东属 

于人口较密集区，广西和西南的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属于人口稀疏区。这种人口分布格局对生产经营方式具有重要影 

响作用。以农业为例，太湖流域堪称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里人口密集，自然资源丰富，人们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来 

发展综合经济。例如，在粮食生产上加大劳动力投入，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选用优良品种，充分发挥地力，不断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苏州一带，水稻品种已达数十个之多，其中不少为高产早熟。“红莲稻，五月种，九月收，芝红粒大，有早 

晚二种。”“六十日稻，四月种，六月熟，米小色白，迟者八十日熟，又名早红莲，又名救公饥”。“早稻，即占城稻，⋯至八月 

熟。刈后若频得雨，往往再生，所谓再熟稻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6](P178一t79)再如，将部分劳动力用于种植经济 

作物上。苏、湖、杭、嘉四府之地适宜植桑养蚕，故种植了大量桑树，苏州“平原圹野之间。桑麻交错，高者无隙地，下者无 

闲田”。【7 (卷7，《民风》)湖卅1．‘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Oii【 J杭州“春来遍地是桑麻。”【9 (P15)嘉兴 

“桑林稼垅，四望无际”。⋯ (卷52，《崇德县》)棉花自传入我国后，迅速在南北各地推广，明中期以后，“乃遍布于天下”，其 

中松江府种植最多，“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种植之广，与杭稻等。”_1lJ这一时期，江浙一带还大量种植了油 

菜子、乌桕、桐等油料作物。[12](卷as)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则种植了竹木、茶、苎麻等经济作物。_10 (卷32(-E产》)另外，当 

地人民还利用湖泊水塘众多的优势发展水产养殖业。 

与江浙地区相比，除自然条件的差异外，北方地区还因其人口相对稀少而生产经营方式有所不同。山东、河南、河北 

等省是北方地区的主要经济区域，历经明前期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中期以后不少地方社会经济日渐繁荣起来。但由 

于地广人稀，缺乏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许多地方还实行着粗放式经营。据史书记载，万历年间，山东六府“大抵地广民 

稀，而迤东海上尤多抛荒”；“第有司安循常而惮改作，居民席世业而患分授，必且日：地皆主籍，原无抛弃，田皆耕锄，何曾 

荒芜。而不知东人之习为惰农业已久。即所谓主籍、耕锄者，悉卤莽灭裂，而与荒芜正等耳。”-1 J(卷435，《墨田东省疏>)河 

南则是“其土甚广，以二亩三亩作一亩，名为大亩，二百四十弓为小亩。地旷人稀，真惰农也。” 1lJ(卷3)吴江人袁黄时任 

北直隶顺天府宝坻县令，他看到当地生产落后、经营粗放、习俗懒惰的局面，深有感触，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遂写了一 

部《宝坻劝农书》，将南方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介绍过来。要求当地农民“照江南之例”从事生产。时人策衡则 

概括谈了北方贫瘠的情况：“若夫齐鲁宋卫秦晋燕赵之墟，古之膏腴，今为瘠乡，民惰土荒，以致于此。”因而建议北方应效 

法江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加大生产投入，兴修水利，增加人力，使北方“如江南无三尺之惰农，无尺寸之弃地，”改变生 

产落后局面。El5](卷36，引策衡奏疏)谢肇涮在对南北方农业经营作出对比后指出：北人“多畜田，然硗薄寡入，视之江南， 

十不能及一。”“每见贫皂村民，问其家，动日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1副(卷4)所以，北方地区由于地 

广人稀和自然条件较差，成为生产经营方式粗放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人口分布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江南等人口过剩的地区，人口压力的增大和土地资源的紧张，迫使人们在 

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上开辟新的领域，以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物质需求的增长，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 

明中期以后，不仅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从以粮食为主转为以经济作物为主，而且其他地方也普遍种植经济作物。种 

植棉花的土地遍及南北各个地区，“其种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盏百倍焉”。-17J明代农 

学家徐光启谈到棉花时也指出：“此种出南番，宋末始入江南，今则遍及江北与中州矣。”El2](卷35，《未棉>)据不完全统 

计，明代中后期河南种植棉花的地区已达6o多个州县，̈引(P32)成为全国主要的产棉地区。种植烟草的地区也很广泛， 

南方的福建、浙江、广西，北方的河南、山东等地都种烟。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为之一变。 

许多手工行业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迅速发展。以苏州为例，其手工业有棉布加工业、丝织业、成衣业、碾米业、酿 

酒业、榨油业、纸张加工业、印刷业、踹布业、草编业、砖瓦石灰业、铁器制作业、漆器Jjn-r业、珠宝制作业等部门。又如杭 

州府的锡箔制作业，据明人记载：“孩儿巷、贡院后及万安桥西，造者不下万家。三鼓则万手雷动，远自京师抵列郡，皆取 

给。”[19J(卷949，《杭州府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门类之多，规模之大，发展水平之高，令人惊叹。 J(第2—6章)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又一重要表现。前述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手工业产品的大量生 

产，大都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在东南一些地方，甚至整个地区都转向了商品生产。“(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 

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舶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L21 J而且社会各个阶层 

都有人从事商品生产，“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之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L22 (卷4)江南地区 

棉纺织业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全国各地前往江南收购棉花、棉纱、棉织品的商人云集。如松江和嘉定所 

属的枫泾镇、朱泾镇、新泾镇、罗店镇、朱家角镇等，都是棉布业中心和棉花集散地。吴伟业描绘江南棉花市场时云：“眼 

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产积如山，福州青袜乌言价，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L23 (卷 10，《木 

棉吟》)明代中后期，河南棉花种植业的商品化程度亦很高，棉农除满足自身需要及供应本地棉纺织业外，还将大批原棉 

输往江南，供应松江、苏州等地区的棉纺业，成为全国主要的原棉输出地。徐光启曾指出：“今北土之吉贝(棉花)贱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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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12】(卷35，《本棉>)万历时人钟化民也说，中州地区所产棉花 

虽然数量很大，却“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17】杭嘉湖地区出产的丝织品远销各地，“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 

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来，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24J(下篇)乌膏镇虽是江南的一个 

小小市镇，但它的丝绸贸易却是通向全国，近则“销内地机户，杭、绍、盛泽各邦”， 】(卷21)远则闽粤等地。除了前面提 

到的粮食和棉花、丝绸以外，布匹、染料、陶瓷、茶叶等产品都被商人转运全国各地进行销售。商人的足迹迈向了更遥远 

的区域和更广阔的市场，如徽商。“走吴、越、蜀、闽、粤、燕、齐之郊。甚者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遍宇内。” J(卷 1)晋商 

“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 

域。” J(卷4，《明故王显墓志铭>)洞庭商人“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 j(卷3， 

《震泽编>)他如江浙、湖广、广东、福建、江西、山东等地商人的活动区域也十分广阔。有不少商人的经营活动，甚至打人 

国际市场，“随着倭患的平定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明朝于隆庆年间正式开放海禁，并准许私人出海贸易。此后，中国 

同周边国家的经贸交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9J这表现为海外贸易额不断扩大和从事海外贸易的人数不断增多，“今之 

通番者，十倍于昔矣。”[30 (卷上，《才略>)充分说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比前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第三，人口分布与城镇的发展。在明代，人口密度不同的地区，其城市发展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在人口密集的地区 

如江南，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和工商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一是 

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市，人口渐增，日益繁华。如杭州“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 

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今(万历时)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o"f31](卷 19，《风俗>)又如南京“街道极宽 

广，虽九轨可容。近来(万历时)生齿渐繁，民居日密，稍稍官道以为廛肆，此亦必然之势也。”【16](卷3，《地部>)二是市镇 

迅速发展。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按照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也属于城市， 】李伯重称之为“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 J嘉、 

万年问，这种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型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江南地区，五里一市、十里一镇的现象，比 

比皆有。江苏吴江县，弘治时为三市四镇，嘉靖时则增为十市四镇，到万历时又增为十市七镇。茅坤描述浙江市镇昌盛 

的情况时说：“至于市镇，如我之湖(指湖州府)，归安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将，所环小者人烟数千家，大者万 

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矣”。【34】(卷2，《与李汲采中承议海决事宜疏>)据一些学者研究，明代苏、松、杭、 

嘉、湖、常六府之地，约为36245平方公里，共有市镇339个，平均每106，9174平方公里有一市镇。L9J(V343) 

市镇的人口不断增加，如吴江的震泽镇，“元时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 

焉”。到了明末，居民已至二三千家。[35](卷4，《镇市村》)吴江的另一大镇黎里，经过明代前期100余年发展，至“成、弘间 

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36](卷4，《风俗》)到了嘉靖年间，“居民二千余家”， J(卷28)人口比成弘 

之时又多了一倍。湖州府所属乌青镇，嘉靖年间“市井数盈于万户”，至万历时则是“居民殆万家”。-弼j(卷5)秀水县所属 

濮院镇，万历年间“居者渐繁，人可万余家”；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新塍镇“居者可万余家。”-弼J(卷3)乌程县所属 

南浔镇。嘉靖时已是“烟火万家”。【删(卷2)崇德县所属石门镇“可数千余家”。L4l】(卷3)另外像吴江的盛泽、平望、同里镇， 

常熟的福山、梅李、支塘、沙头等许多市镇，都是在明中叶以后兴盛起来的。据李伯重的估计，除去苏、杭、宁三城市外，整 

个江南地区城市化总水平，明代后期已达9％，足见这些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发展之迅速。而在人口较为稀疏的地区，城 

市化水平则远没有这么高。明末人比较杭州和北方城市说：“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 

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而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即一邑之众，尚不及杭城南北市驿 

之半者。”【42J(《浙江》)不仅南北不同，就连人口密度不同的浙东和浙西某些地方也差别甚大。浙西正德时已是“所在聚 

而为市，布缕菽粟以相贸易，权衡试题以相计较，喧呶上下之声，昼夜不绝。”而浙东的慈溪县到万历间仍是“县中市集，以 

四八为期，各乡鸡豚⋯⋯盐鱼之属依期骈集，稍有热闹，余日则若丘墟。”【43 J陕西的韩城，更是“五谷财货无所售”。 J(《陕 

西>)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城市的繁荣和发展，既是人口再分布的过程，也是人口再分布的结果，体现了人口的变迁和社 

会的发展。 

第四，人口分布的变化使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改变。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密度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增加和 

社会分工扩大的可能性提高。从而使土地对农民的束缚日益松驰。农民不仅可以从事更多的产业，甚至能够离开土地， 

投身于其它部门。明代后期，江南广大农村地区除粮食种植外。几乎家家户户兼营其它副业。张履祥在《补农书》中指 

出，明末嘉兴一带农村的个体户。“男治田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纺棉纱八两，宁复忧饥寒乎” J 

(卷下)松江农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19】(卷696，《松江府部))除了 

这种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民外，嘉靖以后弃农从事工商业的农民也大大增加，“昔El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 

三倍于前矣；昔日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叉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 刮(卷4) 

这里虽然有夸张不实的成份。但离开土地、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人数是不少的。在其他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 

等地的一些府县中，也出现了农民“多去本就末”、“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的趋势。据嘉靖《通许县志》记载。通许县民 

“工十之二，商十之三，医、巫、僧、道、阴阳、卜筮十之一。”这些离开士地的农民，或受雇做工，或从事商业经营，还有的成 

30 



为富室的家人奴婢。 

由于劳动力充足，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内部，分工亦越来越细，“为农者，或田而稼，或圃而蔬，或园而果。或野而牧， 

或植木棉，或种蓝草，或给春磨，或操版筑，或卖佣工，或涂占盖，或穿窦窖，或采樵，或渔猎，以食其力”。-拍 (卷 1，《风土 

类))手工业中“有攻木之工，有攻皮之工，有染工，有陶工，有缝衣絮衣之工。又有麦帽、麻鞋、线履、柳斗、波(簸)箕、织 

布、结网、熬糖、编苇席、织箔之工。其攻金石者，则间有之”。【46](卷 1，《风土类=})以上所举，仅是河南开封府所属尉氏一 

县的行业分工情况。就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发达且人口密集的地区而言，劳动分工之细则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另外，随 

着一些地区人口增多和雇佣关系的不断发展。许多少地或无地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分有长工、短工、闲工、忙工等。如 

苏州吴江，“计岁而受直者，日长工；计时而受直者，日短工；计日而受直者，日忙工。” J(卷13，《风俗>)松江府，“农无田 

者为人佣耕日长工，月暂佣者日忙工”。 (卷4，《风俗>)嘉兴府秀水县，“四月望至七月望日，谓之忙工，富农倩佣耕，或 

长工或短工。”[剪 (卷1，《风俗>)湖州府一带，“无恒产者雇倩受直，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谓之忙 

工。”t4sj(~3，《菰城文献>)一些手工业部门的雇工人数达到了相当多的程度，如苏州的印染业和丝绸业，至万历时，“染 

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J(卷361)在明代中后期，一个城市中 

的某种手工行业的雇工人数能达到数千人之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口分布和劳动力流向的变化情况。 

第五。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局部地区人口过剩、资源紧张。明代中后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不断提 

高，许多地区人口已经相当稠密，甚至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弘治年间已有人注意到福建兴化 

府“生齿日繁，田畴有限，”[50】(卷2)至嘉靖年问这种状况更加突出。泉州府“且近年以来，生齿日繁，山穷于樵采。泽竭于 

置网。 】(卷3)太湖流域，人口压力不断显现并日渐沉重起来。徐渭在论及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的人口与土地时说：“夫 

口与业相停，而养始不病⋯⋯。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之田矣，合 

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然即令不占于富而井分之， 

土亦不足矣”。[52 (卷 18，《户口记》)可见这时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土地承载能力的一倍。地处南直隶南部的徽州府所属之 

地均是如此，致使许多人弃农经商，走上业贾他乡之路，“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 

矣。”L53 (P41)歙县、休宁之地“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 (P46)“徽州富甲江南，然人多地狭，故服贾四方 

者半”。[53】(P51)休宁由于人口繁多，土地狭小。生产资源不足以供，遂致“民则聚于有余，而财则争于不足”，因而筹措部 

分资金“以贾四方”。[54 (《重修休宁县志序=})婺源则“以山多田寡，耕种为难，⋯⋯是以挟谋生之策，成远游之风，南北东 

西，本难悉数”。 (P=53)与徽州府相比，jE方的晋省亦有不少地方与之相像，呈地狭人稠之势。史载：“晋俗以商贾为重， 

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55 J(卷2，《生计》)明人张四维谈到山西情形时亦说：“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 

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苗者，百室不能一焉。”【56】(卷2，《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万历时 

更为严重，“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卷4)从人均拥有土地 

量来看，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苏州府与全国相比，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为4．19亩，全国为14．05亩，是全国的30％；弘 

治十五年苏州府为7．58亩，全国为 11．69亩，是全国的 65％；万历六年苏州府为4．62亩，全国为 11．56亩，是全国的 

40％。[57】正因为人均占有土地量少，遂造成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明中期以后。向苏、松、杭、嘉、湖五府之地输送粮食的 

现象愈来愈多，粮源主要来自湖广。如苏州枫桥镇，因其地当南北交通枢纽，水陆交通便捷，成为当时重要的屯粮之地， 

“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 】(卷 l9，《乡都》)湖广商人“向有自船自本，贩米苏买或揽写客载运货来苏。是米济民 

食，货利国用。苏省之流通，全赖楚船之转运。” (P389)造成粮食不足固然有大量土地改种经济作物的因素，但人口增 

长迅速也是重要的一点。 

明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封建经济结构内部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至明代中后期，商品 

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朝代，达到了相当繁盛的程度。社会经济结构在不断进行调整，区域化的经济分工与协 

作业已形成，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嘉万时期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 J粮食、丝绸、棉 

花、油料作物、茶叶等商品的网络化交易已在孕育和发展之中。在这些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在缓慢地瓦解着。 

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作用，不少地方的经济相对落后或极其落后，处在勉强维持生计或难于维持生计 

的状态。明代又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人口数量达到了此前历代官方文献记载中的最高额，即成化十五 

年的71850132口。[61"l(卷 198)尽管这一数字与实际人口数量有很大差距，并且引起学术界对这一数字的质疑，但还是为 

了解明前期人口数量的上下波动和明代人口的数量规模提供了重要参考。明代的人口数量呈不规则的上下浮动，明代 

的人口分布呈不均衡的横向流动，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由于人口增长和人口分布的作用，在一些地区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劳动力，在生产中可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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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多的劳动人手，精耕细作，进行集约化经营。明代江南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的各种 

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开发利用，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成为明王朝主要的赋税来源，因而顾炎武言道：“东南财赋半天下，而苏 

松常嘉湖五郡又半东南"o[21j(卷23，《江南十一》)时人赵用贤亦说：‘臣考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松常此六府 

者又居东南之六分，⋯⋯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14 J(卷397，《议平江南粮役疏》)另外，无论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经济 

作物的种植，无论从事手工业生产还是进行商业贩运，行业性分工和生产工序性分工愈来愈细，使劳动力的投入量发生 

变化，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在另一些地区，由于受到人口稀少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中劳动力 

投入不足，无法实施精耕细作，遂呈现出粗放式经营。 

其次，部分社会劳动力向商品经济领域转移，加速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手工行业的独立发展， 

商业的日益繁荣等，都需要相当数量的人力投入。在明代，这种投入得以实现，推动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促进了区域 

市场的形成。 

第三，人H分布与城镇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口密集地区，大批人口不断进入城镇，既消化了农村剩余人口，又 

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城镇是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和生活中心，人口集中，对各种商品物资的需求量远远 

大于农村，因而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中心。在对各类商品消费量不断扩大的刺激下，城镇的工商业也迅速发展起 

来，有些成为手工业专业化生产中心，有些成为商品集散地或转贩中心，工商业在该地区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愈益加重，推 

动了明代城市化的进程。在人口稀疏地区，城镇发展则明显落后于人口密集地区，除自然因素和地理因素外，由于缺乏 

必要的人口数量，无法保证城镇发展的基本要素，从而制约了这些地区城镇的发展。 

第四，就人口中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而盲，由于人口分布的变化导致一些地区人口流动加速，再加上商品经济的作 

用，使许多世代务农者一部分转而从事工商业，增加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一部分则流人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靠出卖劳动 

力为生，形成了劳动力市场。这种市场在全国各地城市中均普遍存在，尤其是江南地区，规模更大，人数更多。例如苏 

州，进入劳动力市场者至少有数万人，“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直”。-位J(卷16，《物产》)当时还有了专 

业化劳动力市场，“织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者日车匠，立濂溪坊。”他们为得到工作，“什百为群，延颈而望， 

如流民相聚。”L53 (卷21，《风俗》)表明当时的职业化分工更细，雇佣性劳动更加明显，成为市场经济形成的要素之一。 

第五，由于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特征，同样，明代人口发展和分布亦呈现不均衡特征，有些地方人 

口密集，有些地方人口稀疏，造成对各种资源和生产资料分配使用上的不均衡。再加上人为因素如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 

的大肆兼并和对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的霸占，使一些地区人民无法得到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造成人口过 

剩，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作用亦不相同。概括地讲，在某一时 

期、某些地区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的作用，而在另一时期、另外一些地区则起到了消极的、阻碍的作用。 

历史是条割不断的长河，通过历史的分析，可为我们今天科学合理地调整人口布局、趋利避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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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the Social Economy in the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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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d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Ming By． 

nasty．It w踞 unbalanced examined from 0璐，and it experienced some changes in the early，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The condi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s both ac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that embodied in the ar． 

rangement of social economy， 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development of towns，changes of labor and voca。 

tional structure，overpopulation in some 81"eas and lack of 玎 s0uI℃es． 

Key words：the MiI1g Dynasty；population distribution；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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