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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与
经济援助问题研究 *

易海涛

【摘 要】1968—1972 年，江西大约安置了 11.6 万名上海知青。这些上海知青大体按照开发山区的原则

安置，但其中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沿江沿河的平原地带；既有向人口稀疏地区重点倾斜的情况，也有全面铺开

的态势，总体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事实上，在江西的上海知青人口并非一成不变，受返城滞留

不归、升学、招工、婚姻等因素的影响，其数量一直在变化当中。围绕上海知青的安置、巩固、返城等问题，

江西与上海进行了诸多互动，其中尤以上海对江西的经济援助最为突出。这些经济援助紧紧围绕上海知青的人

口总数、分布等展开，既对江西安置上海知青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加强了沪赣两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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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江西便与黑龙江一样，成为当时青年垦荒运动的一面旗帜。1955 年，上

海动员了 98 名青年赴江西垦荒，在江西省德安县建起了共青垦殖场，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共青城市。 a

在既有关于江西知青史的研究成果中，有的研究对整个历程有所讨论 b，也有研究专门讨论了江西知青

下乡安置工作 c，还有研究关注了上海知青在江西的相关活动 d，等等。总体来看，有关江西知青的研究

仍有很大空间。江西早在 1955 年便开始安置上海青年垦荒，但究竟有多少上海知青在江西安置，目前似

仍不甚清楚。例如，有研究认为，1955—1956 年，上海有 3 万余名青年赴江西垦荒。 e 也有文章指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 18 万“上海知识青年告别繁华的都市，告别亲爱的父母，来到赣鄱大地，成为

那个特定年代里红土地上的新群体”。 f 还有文章援引地方志中的记载，指出江西在 1968—1978 年共安置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5ZDB051）的阶段性成果。

 a张浩波口述，林升宝、易海涛整理：《到江西去、到新疆去——张浩波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工作琐忆》，《青年

学报》2018 年第 1 期。

 b汤水清、李小萍：《从“活动”到“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江西的历史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6 年

第 10 期。

 c黄珊：《知识青年下乡安置研究——以江西省为例》，江西师范大学 2016 年硕士学位论文。

 d相关学术成果主要有阮清华：《上海移民江西垦荒问题研究（1955—1956）》，《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12 期；

毕晓敏：《1950 年代上海青年江西垦荒运动述略》，《青年学报》2017 年第 2 期；朱文静：《知青的疾病及其应对：以

江西省上海知青为中心（1968—1979）》，复旦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e阮清华：《上海移民江西垦荒问题研究（1955—1956）》，《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12 期。

 f《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春秋》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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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 118805 人（其中插队 106856 人、农场 11949 人）。 a 但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印的资料显示，1962—

1979 年，江西省安置上海知青 11.8 万人，其中插队 10.6 万人，1979 年末在乡人数为 0.42 万人。 b 上述数

据表明，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目前并不是特别清楚，而且，其数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为此，

本文主要依据 2019 年 9 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以下简称《上海

知青在江西》） c，对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分布、变化及江西与上海围绕上海知青所展开的经

济援助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对知青史的研究。

一、人口的总数及分布

据前文，1955—1956 年参加垦荒的上海青年人数已经比较清楚，但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西安置上

海知青的人口总数争议较大。实际上，总数本身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与统计时间早晚等有直接关系。

此外，安置在江西的上海知青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安置的、分布情况如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人口总数再厘定

江西安置上海知青人口总数存在差异与统计时间早晚有直接关系。譬如，在地方志的相关文献中，

1998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劳动志》显示，1968—1978 年江西共安置上海知青 118805 人；

2003 年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铁路分局志》则显示，1970—1974 年江西共安置上海知青 11.4 万人。 d

总体来看，这些数据与前述国务院知青办的数据大致相当，但统计时限却大有不同。地方志中的统计多

为后来的总结数据，而《上海知青在江西》则为江西安置上海知青人口总数的厘定提供了一些过程性数据，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因统计时间和口径不同所造成的人口总数差异。譬如，1970 年 2 月，江西省永丰

县的统计显示，1969 年 2 月上海市虹口区 1030 名知青到该县插队落户；9 月，该县的一份材料则又指出，

自 1969 年至今共接收安置虹口区知青 2530 人。 e 如果统计口径不变，这就说明 1970 年 2—9 月永丰县接

收安置了上海虹口区知青 1500 人。这也进一步证明，随着时间推移，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总量在一段时

间内有一个增长的过程。

1972 年 12 月 1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在《关于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中指出，

自 1968 年以来，江西先后安置了上海知青近 10.3 万人（另建设兵团 1.3 万人）。 f 由此可知，自 1968 年至

1972 年 12 月，江西共安置上海知青 11.6 万人，这与前述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数据 11.8 万人比较接近，但

 a朱文静：《知青的疾病及其应对：以江西省上海知青为中心（1968—1979）》，复旦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8 页。

 b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1981 年内部编印，第 19 页。

 c这套档案文献汇编对江西安置上海知青进行了拉网式的文献搜集，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已有文章专

门探讨了这批资料的学术价值，详见易海涛：《知青研究的新资料、新视野、新路径——〈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

料选编〉评介》，《浙江档案》2020 年第 7 期。

 d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44、2277 页。

 e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5、77 页。

 f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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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 0.2 万人的差距。笔者以为，造成数据出入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时间范畴的不同。1973 年 10 月，江

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划》中提出：“一九七三年

到一九八○年，全省城镇知识青年要动员上山下乡的约有五十二万人。加上上海市来我省下乡知识青年

十二万人，八年内，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约六十四万人，平均每年约八万人。”其中，1973 年便计

划安置上海知青 2.15 万人。 a 不过，后来这个计划并未真正落实。1976 年 5 月 28 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知青办 b 在一份报告中仍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先后有 11 万多名知青来到我省插队落户。根

据中央文件精神，1973—1980 年上海市还有 12 万名知青来到江西。 c 此时已是 1976 年 5 月，说明这 12 万

名上海知青的安置计划并未推行。显然，1973 年之后江西便不再安置上海知青，因此，国务院知青办统

计的江西安置 11.8 万名上海知青与上述 11.6 万名之间的差异主要出现在 1962—1967 年。换言之，1962—

1967 年江西共安置上海知青 0.2 万余人。

另一个数据 11.6 万人究竟是 1968 年的哪一个月至 1972 年 12 月的人数？1968 年 7 月 5 日，江西省革命

委员会《关于上海四十名知识青年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函》指出：“上海市陆行中学和六十一中学有四十

名知识青年多次要求到井冈山落户。经请示领导，同意在你区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作为

插队试点工作，以便总结经验。” d 这份函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江西是在 1968 年 7 月 5 日之后才开始规

模化安置上海知青插队，而更大规模的安置则要到 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最高指示” e 下发后，因此，

也才有前文提及的 1969 年便安置了 3.2 万名上海知青。概言之，江西安置 11.6 万余名上海知青主要集中

在 1968 年 7 月至 1972 年 12 月之间。

（二）人口的分布

如前所述，1968—1972 年，江西共安置 11.6 万名上海知青，其中插队 10.3 万人、兵团 1.3 万人。那么，

这些人究竟是如何分布的？

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 1969 年 3 月，1974 年撤销。成立之初，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下设 2 个师

23 个团、6 个独立营。其中，农业团 11 个、农业独立营 2 个，工业团 12 个、工业独立营 4 个。1971 年 2 月，

工业团、营划出兵团建制归所在地、市领导管理。1972 年 2 月，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机构和以恒湖、五星（鲤

鱼洲）等农垦企业为基础的 8 个农业团、2 个独立营缩编为 1 个农建师，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

区农业建设师”。 f 总体来看，兵团（农建师）以其部队编制的形式集中安置了这 1.3 万余名上海知青。兵

团（农建师）主要沿江西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周边分布 g，因此，安置在江西兵团（农建师）的上海知青主

要分布在鄱阳湖周边。相较于兵团（农建师），插队的上海知青分布则更加分散。

 a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31 页。

 b全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这一办公室的名称各地有一定变化，在一开始也有的

地方称“五·七”办公室等，为保证行文方便，本文除文件中原名外统称知青办，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c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4 页。

 d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 页。

 e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在转发《甘肃日报》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时刊发了毛

泽东的最新指示，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

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3 页。

 f罗时烽主编：《江西省农垦志》，方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3 页。

 g李山赓：《我的教育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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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12 月 1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在《关于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中提道：

上海在江西插队的知青分布在 73 个县。 a 而当时江西省辖 80 个县 b，接收上海知青插队的县占全省辖县

总数的 91.25%。这说明江西全省各地几乎都有上海知青插队。与此同时，各县安置上海知青也呈现出相

同特点。例如，1970 年宜春专区宜春县共安置上海市黄浦区知青 1034 人，分布在 20 个公社（全县有 22

个公社）100 多个生产队，“几乎整个县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上海知识青年的足迹” c。不过，人数过于分散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1973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

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其中，第一项是插队，要适

当集中，建立青年点。 d 这个报告突出了集中二字。但在这之前，1972 年 12 月 1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赴江西学习慰问团在向江西省知青办的工作汇报中便提出：宜春县三阳公社从有利于青年学习、劳动生

活和再教育工作出发，在调整生产队规模时，要求青年班能不变动尽量不变动；确实需要调整的也不宜

过于分散，一般保持在 5 人以上。 e 这就说明，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上海和江西就已经注意到要

适当集中安置上海知青，故在分散的基础上，江西安置上海知青也呈现出小集中的特点。总之，上海知

青在江西的安置可概言为大分散、小集中。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江西共有宜春、九江、抚州、上饶、吉安（“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名为井

冈山）、赣州 6 个专区（1970 年后更名为地区）接收安置了上海知青。 f 这些地区后来变动较大，上海知

青的相关资料比较分散，故目前对于上海知青在这些地区的具体分布人数并不清楚。根据《上海知青在

江西》及《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以下简称《新方志》）的相关记载，可以对上海知青

在江西的插队分布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1968—1972 年江西部分地区插队安置上海知青人数表

地区 九江 赣州 宜春 上饶

《新方志》中的人数 13381 14156 13080 —

《上海知青在江西》中的人数 10063 7500 — 7897

资料来源：《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4、3068、3111页；《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金大

陆、金光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01、444页；《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

下册，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页。

说明：《新方志》中对宜春地区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有较大出入，其中提道：1973年共有13080

 a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75 页。

 b江西省行政区划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行政区划志》，方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4 页。

 c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6 页。

 d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7 页。

 e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77 页。

 f江西省行政区划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行政区划志》，方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9 页。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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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上海知青；至1978年，宜春地区接收上海知青21000人。但前文便证明1972年之后江西未安置

上海知青，故本文取其中更可信的13080人。《上海知青在江西》中并没有明确记录各地区安置上

海知青人数，笔者根据其相关记录计算得出人数。而在赣州地区的计算中，发现人数差距较大，取

1974年统计最多的人数。总之，因这些数据有一定误差，仅为了解上海知青在江西的插队分布提供

一定的参照，具体人数的考证有待进一步开展。

江西的人口分布历来呈现“南疏北密”的特点。 a 结合《新方志》和《上海知青在江西》的人口记载

可以发现，九江、宜春、上饶三个北部地区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约 3.4 万人，那么，南部地区则安置了

7 万余人。上海知青的人口分布恰好与此前江西的人口分布特点相反，这体现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发山区

的特征。

二、影响人口变动的几个主要因素

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多，但变动也较大。以赣州地区为例，1972 年 7 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

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统计显示，定南县原有上海知青 969 人，而当时只有 700 多人在当地。其中原因很

多，既有招工、升学等，也有外迁、病退、死亡等。 b 大体而言，人口变动的因素就包括这些，但在不

同时段、不同地区又有所不同。

（一）回城滞留不归

在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程中，回城滞留不归的人数并不在少数。有学者指出，这些长期滞留城市的

知青人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不断上升，而且还有数据显示仅在 1975 年这些“黑人黑户”全国就已经达到了

几十万了。 c 不过，大多数论及知青回城滞留不归的文字多较模糊，而江西的上海知青则提供了比较丰

富的数据和事例。通过分析也可发现，影响知青人数变动的首要因素就是回城滞留不归。

1970 年宜春地区分宜县有 2500 名上海知青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 11 月 18 日已有 250 人

回沪，其中有的已逗留三四个月不返回农村。 d 宜春素有“赣中粮仓” e 之称，在江西境内属条件较好的

地区之一，其上海知青回城不归比例尚且如此，其他条件较差的地区自会更高。赣州和井冈山属于江西

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 f，这两个地方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1974 年 7 月，《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

分团调查情况汇报》中提道：对该地区 13 个县 82 个公社 3842 名下乡青年统计，从访问时间计算，在队

2220 人，占 61.8%（按现在统计实际数要高于 61.8%）；回沪半年以上的 671 人，占 15.8%；回沪 1 年以上

的 697 人，占 16.4%；回沪 2 年以上的 204 人，占 4.8%；回沪 3 年以上的 50 人，占 1.2%。在队人数高的

 a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人口志》，方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9 页。

 b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58 页。

 c〔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6 页。

 d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37 页。

 e《宜春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宜春市志》中册，方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91 页。

 f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人口志》，方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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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达 80% 以上，低的不到 50%。 a 井冈山较赣州的情况更差，其回沪滞留不归的情况更为严重。井冈

山地区永丰县原有上海知青 2558 人，截至 1975 年 2 月，该县离开农村的上海知青有 732 人，其中长期（1

年以上）在沪知青 600 余人（其中因病在沪的 200 余人）。 b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益发突出。

（二）以升学、招工等方式调离下乡地区

以升学、招工等方式调离下乡地区的存在两种主要情况，一种是离开江西，一种是在江西省内流动。

1970 年上饶地区贵溪县泗沥公社王湾大队共安置上海知青 20 人，其中男 9 人、女 11 人，后由外地转来上

海男知青 1 人，共 21 人。截至 1976 年 6 月，除招工、招生、外迁、病亡外，尚有上海知青 13 人，其中

男 6 人、女 7 人。 c 以上述方式离开下乡地区的上海知青人数占上海知青总数的 38.1%。上海知青离开下

乡地区的方式是多样的，同时必然导致人口变动规模颇大。总体来看，升学、招工等调离下乡地区属于

较大范围的流动，同时也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

从招工来看，一开始是严令禁止从下乡知青中招工，但随后政策逐渐放开。例如，1969 年江西省给

九江地区下达的招工计划中就明确规定不得招收下乡知青，但 1971 年便将下乡知青纳入招工范畴，只是

规定必须劳动锻炼两年以上，名额控制在招工指标的 25%—40% 以内。 d 这就说明，1971 年是知青人口

变动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因此，《上海知青在江西》中也记录了当年的大批人口转移材料，其中就包

括因家庭、个人等诸多因素需要离开下乡地区的情况。 e

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在江西的上海知青加快了调离农村的步伐。1972 年 12 月 20 日，福建省莆田

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其子在插队时的艰难生活及相关情况。1973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f 此后，国家加强了

对知青工作的调整。6 月 22 日至 8 月 7 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改进知青工作

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g 会议期间，7 月 13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便致函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知青办，提

出如果家庭确有困难，可由上海发公函调上海知青回沪。 h1974 年 7 月 12 日中共江西省委批转省知青办《关

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进一步细化了知青回城程序，提出：“对符合收回城市安

排的下乡知青，劳动部门应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逐步进行安排。” i 此后，江西知青调离农村人数有

一个较大的提升，直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a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45 页。

 b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6 页。

 c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 页。

 d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20 页。

 e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61～487页。

 f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76～477 页。

 g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3、107 页。

 h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3 页。

 i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84 页。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64

1974—1979 年江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离农村人数

招生 征兵 招工 转制 提干 其他 合计

1974 年 7978 1336 846 0 41 7076 17277

1975 年 5524 928 7332 0 15 10362 24161

1976 年 5059 5082 10996 0 52 11381 32570

1977 年 5818 5436 11675 0 167 23252 46348

1978 年 9712 10482 15770 0 59 55309 91332

1979 年 3205 3447 48425 181 48 85172 140478

合计 37296 26711 95044 181 382 192552 352166

资料来源：《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编印，

第30～41页。

上表显示的是 1974—1979 年江西全省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其中招生、招工、提干在总数中的占比

分别为 10.59%、26.99%、0.11%。因为这个人数是从一个动态的数据中析出的静态百分比，为进一步与

上海知青通过上述方式调离下乡地区展开对比，可以结合具体年份的数据进行分析。例如，截至 1975 年

2 月在井冈山地区永丰县的上海知青中，升学 125 人、进厂矿 229 人、提干 3 人，占离开农村上海知青总

数 732 人之比为 17.08%、31.28%、0.41%。 a而同时期（1974 年）江西的占比分别为 46.18%、4.9%、0.24%。

又如，截至 1976 年 6 月在抚州地区宜黄县神岗公社的上海知青中，升学 15 人、招工 22 人，占外迁上海

知青总数 86 人的 17.44%、25.58%。 b 而同时期（1975 年）江西的占比分别为 22.86%、30.35%。

上述数据说明，江西不同地区上海知青调离下乡地区的数量有较大差异，既有高于同期江西全省比

例的，也有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就调离的比例来说，上海知青要明显高于江西全省平均水平。仅以上

述神岗公社的数据便可以发现这一点，外迁 86 人而总人数为 180 人，外迁之比达 47.78%。 c 显然，江西

全省平均调离农村的比例要远低于此。此外，有一点也需要注意，即在上海知青调离江西农村的情况中，

以进厂矿（招工）这一方式调离农村的比例似乎较高。但也有研究发现，截至 1972 年 4 月 30 日，江西省

新干、峡江、永丰三县，无论是招工、升学还是参军，上海知青的比例都要远低于本省知青。 d这就说明，

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既需要进一步扩充史料，也需要有比较研究的视野。

 a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6 页。

 b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0 页。

 c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0 页。

 d朱文静：《知青的疾病及其应对：以江西省上海知青为中心（1968—1979）》，复旦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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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

随着下乡时间推移，知青年龄渐长，其婚姻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如果配偶非上海知青，则会影响到

已婚知青的迁移问题。与此同时，知青下一代也逐渐诞生，从而扩充了上海知青的人口规模。同样，这

种情形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1975—1979 年江西已婚知青人数概况

婚姻状况　 已婚知青人数
占在乡知青人数的

百分比
插队知青已婚人数

占插队知青人数的
百分比

1975 年末 21152 5.8 17417 5.5

1976 年末 24309 6.8 19062 6

1977 年末 30343 9.2 23118 8.3

1978 年末 38241 15.2 28166 14

1979 年末 35287 29.9 24321 29.2

资料来源：《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编印，

第47、49、51、53、55页。

与江西全省已婚知青所占比例相比，上海插队知青的结婚比例显然要低得多。1974 年 12 月，据上海

市赴江西省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在九江地区瑞昌、永修两县的调查发现，两县共有上海知青 1757 人，已

婚知青共 48 人，占总数的 2.7%。 a 上海知青解决婚姻问题，存在诸多现实困难。例如，1976 年 6 月，贵

溪县知青调查小组在对该县泗沥公社王湾、赤石生产大队上海知青调查时发现：“在婚姻问题上，不少青

年说：‘想也不敢想’，他们等待观望，等待中央会议有新的政策规定，顾虑婚后生育，抚养不起子女，

生活造成更大困难，也顾虑失去招工、招生的上调机会和失去病退条件。有的男青年年龄已大，当地女

知青同等年龄差不多均已结婚，不易找到，上海女知青考虑地方今后生活困难又不愿意。” b 一方面结婚

确实会给下乡上海知青的生产生活等带来一定困难，譬如需要更多口粮、抽时间照顾小孩等，另一方面

确也有一些知青顾虑与当地青年结婚后无法离开农村。

回城滞留不归和通过升学、招工等调离下乡地区，主要体现的是知青跨区域的横向流动；知青婚姻

虽也有横向流动，但更多仍是一个“知青”队伍的总量扩充。这些都体现了知青人口的动态变化，也说

明下乡知青人口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在变与不变的数字之间，知青输出地上海和接收地江西又产

生着更多的互动，这既是知青工作的需要，也是当代区域关系尤其是区域经济关系的生动写照。

 a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5 页。

 b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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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对江西的经济援助

已有论者使用人口推拉理论研究过知青输出地与接收地围绕知青下乡所展开的互动，指出输出地的

资源是下乡地点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a 同样，在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过程中以及之后，知青输出地上海

与接收地江西之间围绕上海知青的接收、安置与巩固做了大量工作。1970 年 4 月 22 日，抚州专区金溪县

各公社“五·七”大军负责人上海护送干部联席会议记录中提道：“上海来的同志和我们去的接待人员在沪、

路上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到了这里后，大家一直跟着同学到队，大家深深感到做好上海知

识青年的工作，使他们在农村安下心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一个很艰巨繁重、复杂的工作。”

上海护送干部也在会上提道：“来了几天受教育很深，学生一到，马上召开大队书记、主任会布置任务，

公社杨主任很忙，仍放下其它工作，跟我们一起去专抓这一工作，老付同志都累病了。” b 可见，江西和

上海两地均遵照知青下乡的相关政策规定的职责，分工协作，积极开展了相关工作。此外，围绕知青安

置和巩固，上海与江西还持续进行了相关经济往来，其中尤以上海对江西的经济援助最为突出。这不但

贯穿了安置过程，而且还延续到了后知青时代，成为两地经济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在慰问中不断发现问题

随着大批知青下乡，知青输出地派出慰问团成为知青工作的一部分。例如，1956 年 2 月 19 日，上海

市副市长金仲华率上海市访问团 100 余人，分赴江西各地慰问赴江西山区垦荒的上海青年。 c《上海知青

在江西》也显示，当上海知青赴江西下乡后不久，上海各知青输出区县便派出工作组赴江西开展调查及

慰问工作。1970 年 8 月，上海市黄浦区派出赴宜春县学习宣传小分队，并对该区在宜春插队的知青人数、

来源及分布等有一个较为详细的总结。 d

上海所派出的慰问团，既有以区县为单位的，也有上海市整体的。 e 例如，1972 年上海市革命委员

会派出赴江西学习慰问团，其中，3—6 月上饶分团部分同志到该地区波阳县（即今鄱阳县，下同）16 个

公社 106 个大队 403 个生产队进行了学习慰问。该分团在报告中指出了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安置经费管理

紊乱，出现了经费被挪用、占用的情况；二是青年的收入低，生活困难，2411 名青年中有 36.21% 的人

全年收入 75 元以下、个人粮食款还不够；三是住房问题缺乏长期打算，有些社队认为“青年在农村待不

长，房子不造没关系”，有 72 个班的 491 人分散住在 212 处，给青年的集体生活、学习带来了不少困难。

总之，绝大多数的下乡青年生活困难，80% 左右的人得向家庭要钱。 f 应该说，上饶分团在波阳县慰问

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974 年，赣州分团、九江分团等都发现了这些类似问题。其中，

 a参见易海涛：《社会经济史视野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缘起研究（1962—196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b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69、272、

274～275 页。

 c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65 页。

 d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6 页。

 e自 1971 年至 1976 年 5 月，上海共派出 418 人赴江西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协助江西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

置巩固工作。他们采取定期轮换的办法，在县设慰问小组，地区设慰问分团，省设总团。参见金大陆、金光耀主编：

《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4 页。

 f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21～423、

427 页。



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与经济援助问题研究

67

赣州分团在慰问汇报中着重强调了住房、收入、粮食等方面的问题；九江分团也指出上海知青的“生活

自给程度太低”、收入普遍不高，既有思想层面的问题，又与青年的“生活水平不高，分值低”有很大关

系。 a 不过，这些问题往往又不是知青自身或者安置地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上海提供相应的援助。

（二）上海为江西提供经济援助

知青上山下乡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知青输出地和接收地、知青

及其家庭和下乡地区之间持续进行着资源的交流。 b1962—1979 年，中央财政向江西共拨付知青经费

27744.4 万元，1979 年末尚结余 1539.5 万元。 c 一方面中央财政拨款尚有结余，另一方面下乡知青又面临

着生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这就要求知青输出地提供相应的支援。随着各类调查、慰问工作的开展，尤

其是“李庆霖事件”之后，上海为江西提供了大量物资、技术、资金等援助。

1973 年 3 月 17 日江西省知青办下发《上海支援农机物资的分配通知》，指出：“上海市革委会为配合

我们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支援我省知识青年插队地区拖拉机的分配，重点照顾生产队条件较差，特

别是下乡青年生活自给有困难的地方和先进下乡青年所在社队，以鼓励先进，有利于做好巩固工作。” d

7 月，《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切实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

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以必要的补助。今后安置经费要适当增

加。” e 同月 13 日，江西省知青办在通知中指出：“这批拖拉机是上海支援的，生产队要选派上海知青去

学习和驾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f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些援助主要针对上海知青展开。不过，不

管是上海还是江西，也并未将这些资源全部分配给上海知青，而是体现了适当照顾上海知青和满足当地

需求间的协调。例如，8 月 6 日上海市闸北区致函新干县，提出了一份关于下乡青年上学名单的函，其中

既有上海知青也有当地青年。 g 可见，上海为江西提供的支援一方面重点向上海知青倾斜，另一方面也

强调要适当照顾当地青年。

1975 年 7 月 21 日，上海市赴江西学习慰问团政委刘长江在江西省知青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帮

助青年搞小作坊，开展亦农亦工不单纯解决病弱青年的安排和青年生活自给问题，帮助他们扎根农村，

创造一定的条件，而且可以把农村社、队二级经济带动起来”；“我们看到不少地区进行了试点，摸索了

一些好的经验，永丰铁锅厂、全南县大庄公社藤椅厂、抚州乐安伞骨厂等等”。这些小作坊、小工厂“规

模小，收效快，富有强大生命力，大有发展前途”。 h 据统计，上海为江西、安徽、吉林三省安置上海知

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 550 余个小作坊、小工场，其中江西 335 个、安徽

187 个、吉林 28 个。江西乐安县金竹公社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在上海油布伞厂帮助下，组织几十

 a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44～447、

407～408 页。

 b详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3～205 页； Emily Honig, 

Xiaojian Zhao, “Sent—down Youth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22, 

2015, pp. 499-521. 等等。

 c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1981 年内部编印，第 90～91 页。

 d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42 页。

 e国务院知青办编：《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81 年内部编印，第 88 页。

 f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42 页。

 g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2～44 页。

 h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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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知青创办了一个竹木加工厂，人均年收入 250 ～ 300 元，使 20 多对青年在那里结婚安了家。 a

无论是援建小作坊还是其他工农业生产，上海既提供技术设备又提供无息贷款。截至 1975 年，上海

已为江西提供大小拖拉机 2625 台，柴油机、电动机等农机具和小作坊设备 3245 套，提供无息贷款 175 万

元，等等。 b 一方面，上海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江西搞好上海知青工作，但另一方面，这些资源在江西

的分配又不单单体现在对上海知青的照顾上，也涉及支持江西各地的工农业发展。例如，1974 年 7 月上

海支援江西“工农 11 型”手扶拖拉机 900 台、“丰收 35 型”拖拉机 80 台，江西省知青办决定：“手扶拖拉

机按各地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分配，丰收 35 型拖拉机由各地摸清情况，将需要单位报省，由省统一平衡

后分配。”10 月 12 日，江西省知青办决定，丰收 35 型拖拉机“应分配给上海知识青年较多、规模较大的

青年场、队和安置上海青年比较集中的社队”。 c

1974 年上海支援江西拖拉机分配曲线图

13.22%
15.33%

20.33% 19.11%

14.00% 13.44%

1.11% 0.67% 0.56%

0.00%
2.22%

3.75%
6.25%

12.50% 12.50%

5.00% 7.50%

1.25% 2.50% 1.25%
6.25%

41.25%

赣州 井冈山 上饶 宜春 九江 抚州 南昌 景德镇 萍乡 农建师 待拨

工农11型号拖拉机 丰收35型工农 11 型手扶拖拉机 丰收 35 型拖拉机

资料来源：《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版，第496～497页。

从上图可以发现，无论是“工农 11 型”手扶拖拉机还是“丰收 35 型”拖拉机都并未平均分配，而是

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总体来看各地区两种类型拖拉机的分配比例大致相当。应该说，江西在分配这

些资源时确实考虑到了上海知青的人口分布情况，但同时也照顾了各地的工农业生产需求。譬如，农建

师只分配了“丰收 35 型”这种较大型的拖拉机，且占总数的 6.25%，但以其安置上海知青 1.3 万人计，则

占 1968—1972 年江西安置 11.6 万名上海知青的 11.21%。显然，除考虑人口分布因素外，还需要注意各地

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这些援助物资对技术、环境等因素的匹配。

 a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47 页。

 b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4 页。

 c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95、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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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息贷款的分配则呈现出另一幅图景。1976 年，江西关于上海无息贷款的分配原则是“分给生

产条件较差、收入较少、自给程度较低的上海下乡青年比较集中的青年队、场和单位” a。换言之，无

息贷款主要是照顾条件较差地区的上海知青，因此其分配与拖拉机等设备还不太一样。譬如，井冈山地

区相较其他地区条件更为艰苦，因此其在当年收到上海提供的无息贷款最多。同样，因各地内部条件不

尽相同，资金分配也呈现出一定差异。譬如，当年赣州地区最多分配上海无息贷款的定南县为 3 万元，

而最少的赣县为 0.7 万元。 b

上海为江西提供了大量援助，这让江西各级党政机构感触颇深。1975 年 3 月 6 日，江西省知青办在

给省农业局的函件中提道：“近几年来，上海市为了配合我省做好上海下乡青年的工作，供应了上海青年

所在的社、队和知识青年队（场）一大批农业机械……今年供应的数字将不少于去年。”因此，这也造成

“有的地方愿意接受上海青年而不愿接受本省青年”。与上海大量援助形成对比的是，江西所能投入的资

源则较为有限。1976 年 6 月 19 日，江西省知青办收到省财政局拟从省级机动财力中安排 100 万元作为扶

助知青点的经费。对此，同月 30 日省知青办在给中共江西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认为，供需悬殊颇大。

为此，再报省委，请省委尽可能多地拨出经费，支援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成长壮大。” c

（三）后知青时代的经济往来

改革开放后大批上海知青返城，但仍有 3 万余人留在了江西当地。围绕着这些留下来的上海知青，

上海与江西持续互动，上海继续为这些知青提供了相应的援助。尤其是一些地区在知青上山下乡结束后

忽视知青工作，给知青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些困难。例如，1980 年 4 月赣州地区知青办在给上级的报告

中表示：有的公社在知青场队调走物资、摊销费用等，使知青场队办不下去。 d 这就要求上海和江西进一

步做好知青大返城后的相关工作。1981 年 7 月，上海市知青办拨给江西一笔知青就业补助费。江西省知

青办决定将这笔款分配各相关地、市用于扶持生产，特别是解决已婚知青的就业问题。 e随后，各相关地、

市及时将这笔经费拨了下去。例如，1981 年 10 月 22 日，吉安地区知青办下发《关于增拨上海知青就业经

费的通知》，指出：每人按 1000 元计算，分配给各地，由地区知青办从银行直接汇拨给各地，包干使用。 f

这笔就业经费为解决留在江西的上海知青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知青遗留问题不断产生，江西各相关地区先后向上级和上海提出相应的支

援请求。截至 1989 年 6 月，峡江县尚有 112 名上海知青没有安排工作，另外还有已在该县各企业就业的

上海知青 171 人（这些企业不太景气、工资收入不稳定，上海知青思想波动较大）。6 月 22 日，该县劳

动人事局向上海市劳动局提交《关于请求为妥善安置我县上海老知青遗留问题，解决联办扶持技改企业

所需资金的报告》，请求上海市劳动局给予帮助，投资 40 万元。9 月 20 日江西省劳动厅致函上海市劳动

 a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29 页。

 b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30 页。

 c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97～498、

501 页。

 d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39 页。

 e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05～506

页。

 f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21、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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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指出：“我们认为《报告》中提出解决上海下放老知青遗留问题的办法可行，请在资金上予以大力支

持。”1990 年 8 月，新干县也提出请求上海扶持无息贷款 25 万元，用于解决该县新办塑料编织袋厂安置

上海知青就业问题。 a 与此同时，还有请求江西省内提供帮扶的计划。例如，1990 年 8 月吉安地区劳动局

向江西省劳动厅提出报告，要求解决专项经费 6 万元。9 月 25 日，江西省劳动厅给吉安地区劳动局批复：

“同意拨款五万元给你区就业服务管理局。” b

总体来看，仍是上海提供的援助要远多于江西本身的拨款。据统计，1980—1990 年上海拨给安徽、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江西、四川、江苏和浙江等上海知青集中地区的扶持生产资金 3965 万元，占

同期上海城镇青年就业经费的 37.8%。 c 尽管此处只是一个总体情况，但从 1995 年 10 月 16 日江西省劳

动厅给上海市劳动局《关于上海知青扶持经费使用情况和继续要求扶持知青贷款的函》中亦可见上海对

江西的援助力度之大。该函提道：截至 1994 年，上海共投放资金 463 万元（包括直接投放的 55 万元），

扶持了 36 个市县，共解决上海知青或知青子女约 450 人的就业问题。该函提出：“为了继续做好上海遗

留知青的就业安置工作，解决农婚知青的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共需上海扶持资金 164 万元。” d 换

言之，上海为江西提供相应的援助在 1995 年仍在继续，且紧紧围绕上海知青的人口分布和再安置来

展开。

四、余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便开始陆续向江西输送人口。其中，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共江西省委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分批从上海接收了９万劳动力约 30 万人口到江西省九江、上饶、南昌、吉安、抚州

等地区 18 个市县落户，其中抚州地区安置了１万名劳动力，其他４个地区各安置了２万名劳动力。 e 在

此过程中，江西也接收安置了大批上海知青。据国务院知青办统计，1962—1979 年上海向外地输送知青

71.99 万人（其中插队 39.91 万人、国营农场 32.08 万人）。同时期，江西安置上海知青 11.8 万人（其中插队

10.6 万人、国营农场 1.2 万人），占上海输出知青人口总数的 16.39%，其中插队的约占 26.56%。 f 除安徽

外，江西是上海知青插队安置最多的地区。安徽距离上海近，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便成规模地安置过

上海知青。 g相较而言，江西距离上海更远，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虽然在这之前江西就安置过上海知青，

 a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6～178、

178、181 页。

 b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1～182

页。

 c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76 页。

 d“农婚”，即下乡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的情况。 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3～186 页

 e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74～2975 页。

 f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1、262 页。

 g参见易海涛：《社会经济史视野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缘起研究（1962—196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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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城的也不在少数。1963 年 11 月 8 日，上海团市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便明确提道：“一九五五年以来，

我们和劳动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动员组织了二十七批，共计八万九千七百四十六名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支援

农业第一线……历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倒流回上海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a 诚然，人口分布本

来就有其规律。譬如，江西的上海知青回城滞留不归现象，这就体现了城乡、区域差距所导致的人口返迁。

与此同时，前期的人口安置工作也会为后期的相关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这体现在上海知青在江西的

人口分布上。

围绕这些上海知青，上海与江西的关系更加紧密，上海也为江西提供了相应的援助，从而对江西各

安置地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样，上海知青的上山下乡本身也在一定程度推动了江西的工农业生

产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截至 1974 年 7 月，赣州地区 15 个县 87 个公社 4301 名上海知青中，担任各级领

导成员和管理工作的有 695 人，占 16.2%。其中，参加生产队以上领导班子的有 234 人，占 5.5%；民办教

师 217 人，占 5%；赤脚医生 32 人，占 0.7%；会计 36 人，占 0.8%；保管、广播、拖拉机手等 176 人，占

4.2%。 b 由此可见，大批上海知青在江西的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

总之，江西安置上海知青与全国各地知青上山下乡有相似也有不同。就人口问题来看，它们都属于

当代人口工作之一部分，在人口的总量、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性，譬如向人少地多的山区倾斜，大

分散、小集中等等。这些特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现实因素有关，也

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相对统一、固定，但由于回城滞留、升学、招工、

婚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口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中。围绕上海知青的安置、巩固，上海与江西进行了反

复的沟通，上海这一人口输出地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援助，从本质上来说仍是知青工作的一部分，体现

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与再配置。换言之，江西安置上海知青是为上海减负，而上海需要付出的

成本就是为江西安置上海知青提供必要的帮助。不过，自始至终，这些工作又都与上海知青在江西的人

口总数、分布等呈现出密切的关系。

［易海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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