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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人 口 发展 的影 响

王 冰

战争是为了一定的政治 目的而进行的武

装斗争
。

虽然战争是一种政治性质的社会行

为
,

而且最终 目的也是政治方面的
,

但它产

生的社会影响却是多方面的
。

对人 口发展产

生的影响
,

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

一
、

战争对战时人 口 发展的影晌

战争一旦爆发
,

直接受到影响的首先就

是当时社会人 口 的发展
。

战争不仅造成大量

军事人员的伤亡
,

也使爆发战争地区的和平

居民大量死伤
,

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

难以维

持生计 , 还会引起社会人 口 出生率的急剧下

降
,

使战时社会人 口的发展受到 严 重 地 阻

碍
,

甚至于使某些地区的社会人 口剧减
。

战争首先使作战双方的军事人 口大

量伤亡
,

造成军事人口的大量减员
。

战争的政治 目的和政治利益
,

只有通过

消灭对方的军事力量
,

才能够达到和获得
。

因而作战的双方都会武装尽可能多的军事人

员
,

来大量杀伤对方的军事人员
,

削弱对方

的军事力量
,

以求自己获得胜利
。

随着军事

技术的发展
,

在战争中被杀伤的军事人口也

必然会数量更多
。

这样一来
,

战争首先就造成了战时社会

人口中军事人 口的大量伤亡
。

年 月

日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了全线进攻
,

战争

的头 个月苏军就遭受到 万人的重 大 损

失 而法西斯德国的军队 自从 入 侵 苏联以

后 , 至 年 月也损 失 了 万人
。

在

年抗 日战争中
,

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歼灭 日

军 万余人
,

伪军 万人 在正面 战 场 杀

伤 日军约 ”万人
。

两个战场 合 计 歼 灭 日军

万人
,

伪军 万 人
,

总 计 万余人
。

如果将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

它战场 军事人员的伤亡集中起来
,

至少也

在千万人以上
。

在战争中
,

大量军事人口被

歼灭
,

必然会使参战国家战时的社会人 口大

量减少
。

其次
,

战争还使战争爆发地区社会

人 口 大量死亡
。

在战争爆发地区
,

除了军事人 口 的损失

以外
,

还会造成这些地区和平居 民的大量死

伤
。

尤其是那些侵略者的军队
,

在侵占别国

领土掠夺财物的同时
,

必然会肆意杀戮被 占

领地区的和平居民
。

如在第二次 世 界 大 战

中
,

日本帝国主义在入侵我国的战争中
,

实

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

使我国数以万

计的平民百姓死于他们的屠刀 之下
。

据远东国际法庭最慎重
、

最 保 守 的 估

计
,

年 月 日日军占领我国南京以后

的六周内
,

烧死及投入长江 灭 迹 者 约 万

人
,

屠杀 万人以上
,

总计整个大屠杀在

万至 。万人左右
。

其中有案可查的
,

仅红十

字会就收埋
,

人
,

崇善堂 收 埋
,

人
。

那些受 日军侵略者各种污辱酷刑而后死

亡及含恨自杀者
,

还未在此数之中
。

据粗略

统计
,

日军在 年的仅略战争中惨杀中国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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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余万人
。

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
,

杀害的和平居民达 万人
,

比第一

次世界大战所有交战国的死亡总数 还 多

万人
。

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 人 约 万被杀

害
。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
,

约 有 。。余万人死

亡
。

在日军占领期间
,

东南亚和平居民死亡

也达 多万人
。

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 —太平天 国革

命
,

给清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

打击
,

但也遭到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

者的疯狂屠杀
。

如河北 年 咸丰元年

共有在籍人 口 ,

万
,

而 到一 年 同 治

八年
,

仅余 万 浙江 原 有 人 口
,

万
,

战后仅剩 万
。

两地 都 分别减少了两

千万人左右
。

再如江苏句容县 年有人 口

人
,

而到 年只 剩 下了 人

无锡县 年共有人 口 ,

人
,

而到

年时只余人 口 , 。 人
。

两县的人 口减少 了

四分之三以上
,

仅剩原有人 口的四分之一左

右
。

①我国历史上
,

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

及其它大规模地战争
,

都使人 口大量减少
,

产生较大的波动
,

成了我 国人口发展的基本

运动规律
,

早已为众人所熟识
。

另外
,

由于战争的影响
,

爆发战争地区

的和平居民
,

被迫流离失所
,

苦于饥饿
、

疾

病
、

瘟疫
,

难以维持生计而死亡者
,

也不计

其数
。

所以在战争中
,

大量和平 居 民 的 死

亡
,

使战争爆发地区的社会人 口大量减少
。

在战争中
,

大量劳工
、

战俘死亡
,

也是战时社会人 口大量减少的一个因素
。

在战争中
,

侵略者还把 占领国成千上万

的和平居 民及战俘掠回本土和 占领国其它地

区
,

充当他们以战养战的劳工
,

为他们生产

生活物资和军用物资
,

用 以维持他们的侵略

战争
,

或充当他们各种试验的试验品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被遣送到德国的劳

工就达 万人
,

连同 余万战俘在内
,

总

数达 万人之多
。

从 年到 年
,

被

抓到 日本当苦力的朝鲜青年有“ 万人 在我

国华北就驱使 万人到东北当 劳 工
。

年
,

有 万中国青壮年被抓到 日本当苦力
。

在缅甸
、

泰国
、

新加坡也强征了 几 十 万 劳

工
。

这些劳工完全失去人身 自由
,

过着非人

的生活
,

从事超负荷
、

超强度的劳动
,

死者

累累
。

战俘的遭遇更是惨不可言
。

据西方材

料估计
,

被俘的 万苏联军人中有 万死

于法西斯集中营
。

日本从爪哇强征 万人服

劳役
,

其中 万人送往国外
,

万人死于异

国
。

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在战争中还建立了许

多细菌毒气试验室
,

用战俘和和平居民作试

验
。

如华沙西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每天就约

有 万人被送进毒气室
。

这些劳工和战俘的

大量死亡
,

也使战时社会人口大量减少
。

战争使战时社会的结婚率和人 口出

生率大幅度下降
。

在战争期间
,

许多青壮年男性公民参军

服兵役
,

迫使他们推迟婚期
。

即使未参军服

兵役的青壮年
,

也会因战争的影响而延期给

婚
。

这样一来
,

战争期间社会的结婚率就会

急剧下降
。

在当代以前的社会条件下
,

如果

妇女的生育率保持不变
,

那么结 婚 率 的 下

降
,

必然会引起社会人口 出生率的下降
。

在战争中
,

大量青壮年男性公民参军上

前线
,

造成夫妻两地分居
,

所 以使大量处于

生育力旺盛时期的青壮年妇女失去了生育的

前提条件
,

暂时脱离了生育活动 , 那些没有

分居两地的夫妇
,

也会因为战争造成的社会

动荡不安和生活的艰难
,

而不愿生孩子或希

望少生孩子
。

这些都会促使社会人口 出生率

的下降
。

通过中外人 口发展的历史资料分析
,

我

们就可以发现 一般的国家
,

战争期间的人

口出生率和人 口 出生数都明显的低于战前和

战后的水平
。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

从 至 年间
,

每年人口出 生 率 均 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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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以下
, 一 一 年 降 到 汤

。

而 年和

年的人 口 出生率则是 。汤和 汤

年和 年的人 口 出生率则是 汤和

筋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从 年

到 年
,

人 口 出生率 平 均 都 在 编 以

下
,

年降到 汤
。

而 年至 年

间则在 汤以上 ②
。

人 口 出生率在战争期

间的不规则运动
,

充分说明了战争对战时人

口发展的重要影响
。

二
、

战争对战后人口 发展的影晌

战争不仅对战时社会人 口产生 巨大的影

响
,

而且对战后社会人 口发展有着重要的效

应
。

同时
,

战争对战后社会人 口发展发生作

用的性质和作用的形式十分复杂
,

需要对不

同的状况进行具体分析
。

战争既可能使一些

国家战后一定时期内人 口继续下降
,

也可能

使一些国家战后人 口 出生率剧增
,

还可能使

一些国家战后人 口 急剧增长之后再行降低
。

因此
,

战争对战后社会人 口 的发展
,

起着不

同的作用
。

战争使一些国家青壮年男性公民大

童死亡
,

从而影响这些国家战后一定时期内

婚配性比例
,

因而使其人 口 出生率较低
。

战争是以武装力量即军事人员组成的军

队为工具进行的
,

而军队又是由青壮年男性

公民所组成
。

在战争中
,

各个国家都组织了

大量的军队
,

投入战争
。

战争首先杀伤的是

军队有生力量
,

因此战争首先使作战双方的

军队大量伤亡
,

即大量的青壮年男性公民在

战场上阵亡
。

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
、

战争残酷程度的

增加和战争范围的扩大
,

军事人员的损失也

就不断增加
。

这样
,

战争中一些主要参战国

家都有巨额数量的青壮年军人
,

在战场上阵

亡
。

因此使这些国家的青壮年人 口数量和比

盆急剧下降
,

而这些大量损失的 青 壮 年 人

口 ,

又是男性青壮年人 口 ,

所以使这些国家

在战后的一定时期内青壮年人 口 中的男性比

例偏低
,

而女性的比例偏高
。

这样一来
,

战争就从 以下两个方面对这

些国家战后的 、 口发展
,

产生着 重 大 的 影

响
。

首先
,

战后这些国家青壮年人 口 中男性

比例偏低
,

女性比例偏高
,

会影响未婚青壮

年人口 的婚配性比例
,

使有些女性青壮年难

以找到法定配偶
,

因而这些国家战后一定时

期内
,

青壮年人 口结婚率较低
。

由于结婚率

较低
,

所 以人口 出生率也就相应较低
,

这样

就阻碍着这些国家战后的人口 发展
。

其次
,

战争中失去的大量青壮年男性人

口 中
,

有一定数量的青壮年男性是已婚青壮

年女性的配偶
。

这些青壮年女性由于在战争

中失去了配偶
,

因而战后也失去 了生殖的前

提条件 同时因男性青壮年比例偏低
,

战争

中失去配偶的青壮年女性再婚相 当困难
。

因

此
,

她们之中有相 当多的人
,

脱离了生育活

动
,

即使有些人有婚外性生活
,

其生育率也

是很低的
。

这样
,

也会使这些国家战后一定

时期内人 口 的出生率较低
。

我国历史上每一次时间较长的战乱中
,

上述影响表现得都很明显
。

如经过大的战乱

建立的每一个新的朝代
,

其最高统治者大都

颁布严厉的命令
,

要求青年女性早婚早育
,

这虽然主要是反映增加人 口的愿望
,

但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战乱中男性青壮年死亡甚多
,

使许多年轻女性找不到合适的丈夫
,

未能及

时婚配的事实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由于战争使大

量青壮年男性伤亡
,

所 以造 成 了 苏 联
、

波

兰
、

匈牙利
、

罗马尼亚等国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性比例偏低的现象
。

例如
,

年苏联的

性比例
,

男性占欢 ,

女性占 肠
,

战

后 年男性只 占 肠
,

女性占 肠

到 年
,

男性仍只 占 肠
,

仍未恢复到

战前的水平
。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些国家性

比例的破坏
,

对其战后社会人口 的发展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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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

使这些 国家在战后一定

时期内人口增长速度很慢
。

如苏联 年

月 日有人 口
, ,

人
,

第二次世界大

战损失 多万
,

从 年发展到 年

月 日人 口也只有一 , ,

人
。

③这种战

争对这些 国家战后人 口发展 的影响
,

既是战

争使青壮年人口 大量死亡造成的
,

也是战争

使战时生育率大大降低
、

人 口年龄结构出现

不规则运动所产生的后果
。

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后果对这些国家的严

重影响
,

致使这些国家在战后的一定时期内

人口增长极其缓慢
,

甚至于 出现停滞或负增

长
。

战争也使一些国家在战后出现补偿

性生育
,

人 口生育率和出生率迅速上升
、

人

口增长速度加快
。

战争停息以后
,

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
,

就会出现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
,

因而在

军队中服役的大量青壮年男性公民
,

开始大

批复员
,

返回家园
。

这样一来
,

一方面是大

未婚的青壮年男性公民
,

从军 队 中 退 役

后
,

很快就结婚成家
,

使战后的一定时期内

钻婚率迅速上升 同时这些战后结婚的青壮

年夫妻
,

还会立即就开始生育
,

使社会的人

口 出生率也随之迅速提高
。

另一方是那些已

婚的青壮年因为战争的爆发丈夫参军服役
,

推迟了生育 那些在战争中失去配偶的青壮

年战后很快再婚
。

他们随着和平 时 期 的 到

来
,

也会很快的开始生育活动
,

使社会的人

口 出生率迅速提高
。

从理论上来分析
,

人类的生育行为是有

一定规律性的
,

但是战争不仅使社会人 口 大

减少
,

而且还使大量的人 口处于不生育的

状态
,

破坏了生育的发展变化规律性
,

出现

了不生育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不规则运动
,

这是战争强制性外力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战

争一旦停息及和平时期的到来
,

必然会出现

补偿性生育期
,

一方面是对战争中人 口大量

死亡的补偿
,

一方面是对战争中生育率和人

口 出生率急剧下降使人口增长太少的补偿
,

通过这种补偿性生育
,

使人 口生育率和人 口

出生率迅速提高
,

弥补战争中的人 口损失
。

这既是人们心理期望和情感补偿 的 作 用 结

果
,

也是战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需求
。

在这个补偿性生育期内
,

社会人口生育

率和人 口 出生率必然会迅速提高
,

使战后一

定时期内的人 口增长速度迅速提高
,

人 口数

量迅速增加
。

保加利亚人口 出生率 年是

筋
,

而 年便提高到 编
,

补偿期

过后 年又降为 汤
。

匈牙利 年人

口 出生率是 汤
, 一 年是 输

,

年是 汤
。

捷克斯洛伐克 年人口 出生

率是 汤
,

年达到 汤
,

年达到

筋
。

④ 日本战后 年至 年生育高

峰阶段的出现
,

是说明战后会出现补偿性生

育期的又一最好例证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后
,

日本从国外复员 回国的军人和遣送回

国的人很多
,

除了离开 日本的人之外
,

净增

加 万人
。

这时日本的结婚率 剧 增
,

人 口

出生率也猛增 同时
,

原有已婚人 口的生育

率也大大提高 所以
,

昭和 至 年

— 的 年 ’
,

出生 人 口 多万
,

年出生人数达 万
,

出生率提 高 到 汤

这就是 日本战后的
“

婴儿高潮期
”

到 。

年人 口总数达到 万
,

与 年战争结束

时的 万相比增加了 万人 口
。

⑥

战争的停息
,

使大量人 口不再死子

战争
,

也是对战后社会人 口发展的形响
。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在分析我

国解放初期人口增长太快的原因时
,

曾将国

内战争的消灭
,

国内秩序空前安定
,

要少死

大量的人 口 ,

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也说

明了战争对战后社会人 口发展的影响 战争

的停息使大量人口不再死于战争
,

也是战争

影响战后人 口发展的一个方面
。

。

三
、

战争的负担
、

摄失和破坏
,

对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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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影晌

战争 不仅需要消耗巨额军费
,

它还对社

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巨大的破坏
,

带来难 以

估量的财产和经济损失
。

这些不仅严重地阻

碍着战时和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
,

而且对社

会人 口及其发展也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

战争使军费剧增
、

军费开支庞大
,

必然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
,

影响人 口 的运动

和发展
。

战争爆发以后
,

用于战争的军费必然急

剧增加
。

同时随着战争的规模扩大和持续的

时间延长
,

军费开支也就更加庞大
。

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
,

各国大体每 日共开支军费

亿美元
,

年有时增至每天 亿美元
,

总计军费支 出共达 , ,

亿美元
。

其中 协 约

国占 。亿美元
,

同盟 国 占 亿美元
。

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费消耗
,

增加到约

亿美元
。

庞大的军费开支
,

不仅
“

和任何现代化

所需要的建设投资直接竞争
”

⑦ ,

而且直接

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
,

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

水平的提高
。

尤其是战时军费开支庞大
,

会

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的下降
,

甚至难 以

维持生计
,

再加上战争带来的死亡威协
,

其

结果一方面是人们疲于奔命
,

食不终 日
,

健

康状况极差
,

死亡率上升
,

社会人 口 总量不

断减少 另一方面是严重的生活危机迫使人

们不敢生育
,

不能生育
,

社会人 口出生率下

降
,

低于人口死亡率
。

即使在战争中幸免遇

难的人们
,

也只能艰难地维持其本身的生命

再生产运动
。

战争中的社会财富损失
,

也会加重

人们的生活困苦
,

从而影响人 口 发展
。

战争使战前创造积累起来的大量社会财

富毁于一旦
,

造成巨大的社会财产和社会经

济报失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

陆上财产损失

和。亿关元 , 海上对产 损 失 亿美元 ,

战时

救济及中立国家损失 亿美元
。

据不完全统

计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参战国家的物资总

损失多达 亿万美元
,

中国的 损 失也达

亿至 亿美元左右
。

同时
,

在战争期间
,

侵略者还在被占领

的地区
,

通过没收接管
、

横征暴敛
、

明抢暗

夺
,

大肆掠夺资源和其它各种社会财富
。

日

本法西斯在中国
、

朝鲜和东南亚各国贪婪地

掠夺石油
、

其它矿产
、

粮食和居民的各种财

产
。

日本在东南亚各国仅公债一 项 就 掠 夺

亿日元
,

相 当于 日本军事 支 出的
。

朝鲜的大米 肠
,

被 日本法西斯抢走
。

战争所造成的这些财产和经济损失
,

严

重地削弱 了受损失被掠夺的地区 的 经 济 力

量
,

加重 了人民生活的困苦
,

造成人 口 的大

量死亡
。

如在日本统治期间
,

盛产大米的印

度支那竟饿死了 万人
。

在第二次 世 界大

战中
,

德
、

意
、

日法西斯强取豪夺
,

足迹所

至
,

赤地千里
,

饿拌遍地
,

也是使这些 国家

人 口 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法国著名人

口学家阿
·

索维研究战争中财富损失对人口

产生的影响时也指出
“

当财产被摧毁而人

倒活下来时
,

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饥荒
” 。

⑧

因而战争中的财富损失对人 口生命再生产运

动和人 口发展
,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

战争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
,

形成大

量无 以为生的失业人 口 队伍
。

战争使许多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
,

无数

的工业企业
、

商店和铁路
、

桥梁遭到破坏
,

使大量的工矿企业停工停产
,

同时
, “

战争

使土地变得不能用于农业
”

⑨ ,

农业生产经

营也遭到破坏
,

因而整个社会生产都受到严

重的催残
。

这样一来
,

战争使许多国家的工

业
、

农业和财政都陷入混乱状态
。

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
,

先后有 多个 国家卷入战争
,

战

争对这些 国家的社会生产都产生 了不 同程度

地影响
。

据不完全统计
,

苏联在卫国战争期

间
, 。多座 城 市

、

个 工 业 企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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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遭到破坏
。

战争 首先破坏了被占领地 区 的 社 会 生

产
,

当这些地 区的社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破

坏以后
,

大批就业于工农业
、

商业
、

交通运

输业等行业 的生产者
,

因工作场所被毁
,

失

去工作
,

他们及其家属子女则都失去了生活

资料的来源
,

成了无 以为业的失业人口
,

终

日遭受饥饿和疾病的威协
。

由于战争对整个

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

战后一定时期内社会

生产也难 以很快得到恢复发展
,

所以大量失

业人 口在战后一段时间内
,

也仍然遭受饥饿

疾病等苦难地折磨
。

生活的艰难困苦
,

既使

人们身体体质下降
,

死亡率上升
,

也迫使人

们控制自己的生育
,

使人 口出生率在一定时

期内较低
。

其次
,

战争也使那些战败国的社会生产

遭到极大的破坏
。

如停战以后数年中
,

意大

利的工农业生产依然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前的水平 到 年
,

日本制造工业的产

全
,

仅大约及战前的一半
。

这样
,

这些发动

战争的国家
,

他们的人民在战后也受到社会

生产遭破坏的影响
。

如战后 日本 人 民 的 生

活
,

一般低于 — 年的水平
。

生

活的艰难 困苦
,

迫使 日本在
“

婴儿高潮期
”

之后人 口 出生率不断下降
。

战争对医疗卫生设施的破坏
,

使人

口 的健康状况受到一定的影响
。

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
,

各种医疗卫生设

施也遭到严重地破坏
,

不仅在战争中受伤的

人员难 以得到及时的有效治疗
,

同时
,

一般

居民所患的各种传染病及其它疾病也难 以得

到控制
,

再加上生活难得温饱
,

这样就会使

战争期间人 口的健康水平下降
。

同时
,

在战

后一定时期内百业待兴
,

医疗卫生事业
,

难

以很快就得到发展
,

人们的健康状况仍受到

一定的影响
。

由于战争时期和战后一定时期内人 口的

健康水平下降
,

尤其是战争期间健康状况下

降
,

使其生育率也大大降低
,

这对战后的生

育率和死亡率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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