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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县入口与计划生育简志



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的一大创举。今天，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

志，更是一项开拓性的继往开来的工作，它对于总

结历史经验，指导当前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总结

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是客观地认识并发展和完善

一个事物的重要方法。毫无疑问，对人口和计划生

育的发展过程加以回顾，对我们今后借鉴历史，做

好工作，更好地坚持走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是很

有必要的。

萧山县计生委的编志工作，是在县志编纂办公

室指导下于19 84年正式着手进行的，当时统一规定

下限为19 82年，稿成后不久，县志办把下恨重新统

一规定为1984年底止，于是，1985年我们又改写成

第二稿，经审定后打印成册，满足了县志总纂的需

要；1 9 86年我们又修订了第三稿，但未付印；今

年，我们又作了一些增订，这样，我们先后已四易

其稿。为便于内部参阅，交流和保存，经研究，决

定附录一些1 9 84年后的内容，铅印成册，名为《萧

山县人口与计划生育简志》。



在编写《简志》过程中，县志办对我们进行了
具体指导，县志办和县计委还为我们提供了第一、

二章的具体材料；‘卫生、妇保等部门和其他不少同

志，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此谨致谢意。因
限于水平和资料，这本《简志》中的缺点错误在所

难免，请读者不吝指正。

董明菊

一九八七年九月



凡 例

一、《萧山县人口与计划生育简志》的编写，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详

今略古为原则。
二、断限：第一、第二两章上迄三世纪(晋太

康)，下迄19 84年；第三章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

下限亦为1984年，附录附载有所延伸。

三、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县档案馆所藏文字资

料，征集有关部门资料，社会调查和有关部门、有

关同志提供的资料，个别有价值之口碑资料悉经考
证后载用。

四、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本县解放后，即
l 949年5月5日以后。

五、纪年：民国时期和民国前用当时历史纪

年，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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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县人口与计划生育筒志

绪 言

人口的发展，受社会生活、社会思想影响，与

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清末民初以来，因战祸、

灾荒、疫疠、迁徒和婚姻观、家庭观、生育观演变

等原因，出现过三个阶段的不同类型：民国时期为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缓慢增长型； 解放

后，伴随曲折过程，逐步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

高自然迅速增长型发展；七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

全面开展，我县人口再生产情况发生质的变化，从七

十年代初开始，逐步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

自然增长率的类型。全县人口中的年龄构成比例，

已由过去的年青人口型发展成为成年人口型，逐步

向老年人口型过渡。

我县计划生育工作起步较早，也经历了曲折的

过程，发展很不平衡，瓜沥镇、城厢镇和北部的平

原农村发展较早较快，在七十年代后期，即已走上

经常化制度化轨道；而南部山区半山区农村，直到

中共中央下达[1 984]7号文件以后，才开始改变

长期被动后进局面， “六五”后期全县工作发展相

对比较平衡。在这本《简志》里，可以粗略看出我

县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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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口数量和分布

第一节人口发展

一、历代人口

据现存旧志，本县有户籍记载始见于晋代，晋

太康问(280一2 89)，全县有2，333户。至唐开元

(71 3—741)中，全县有23，086户，其中男丁39，453

人。人民为逃避过重的丁口税，常隐瞒漏报户口，

且迁移流寓，旧户籍册不改，故有锌漏，人口数往往

长期相似。明洪武二十四年(1 39 1)至清康熙二年

(1 663)的2 70年问，本县人口均在877余至9万余

人之间。清康熙五十一年(1 7l 2)起，规定增丁不

加丁口税；雍正元年(1 723)开始，将丁口税摊入

各地田赋，不再单独稽征。自此，本县人口记载才

较为详实。乾隆十四年(1 749)全县共46，46 1户，

209，343A。，其中男1 1 9，l 30人，女90，2 I 3人，嘉庆

十八年(1 81 3)，海宁县的南沙地区(今赭山、南

阳、河庄乡的一部分)划归萧山，人口相应增加。

至宣统三年(1 9 1 1)，全县有9 l，449户，460，542

人，其中男241，488A。，女2 1 9，054人。从乾隆十四

年至宣统三年的162年问，共增加25．1万人，年平

均增加I，550人。至民国二十八年(’l 939)，全县
· l ·



人口为52 7，088,人。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八年的

27年内，增加6．6577人，年平均增加2463人。民国

二十九年，日军侵占萧山，烧杀掳掠，人民颠沛流

离，人口减少；至抗战胜利(1 945年)，全县人口为

448，400A．，比日军侵萧前的1 9 39年减少7．87万A．。

沿江沙地坍江，居民流离，也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原

因，民国三十五年，仅新街、小泗埠一带的人口，

从民国卅一年的二万六千左右，减至三千余人，加

上疫病等原因，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全县人

口为490，539人，仍低于本县沦陷前的人口数。

二、解放后人口

I 949年，全县为12．62万户，55．06万人。由于

人民安居乐业，医药卫生状况逐步改善，死亡率逐

年降低。出生率，从l 949年到l 9 70年，除I 96 1年较

低外，其余均浮动在23‰一43．4‰之间。这个时期
的人口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自然增长型。
l 9 T1年起，计划生育全面开展，人口的自然增长得

到控制，出生率从l 9 70年的2 3‰逐步下降到l 9 80年

的9‰，从此，本县人口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的低自然增长型。

解放后，本县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其人口数
曰

疋：

。l 9 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为l 41．2 1 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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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l，350人，比l 949年增加50，66 7人，四年增长9．2

％，平均年增长率为2．23％。其间，1950年绍兴县

有部分乡镇划归本县，本县钱清镇划归绍兴，划入

多于划出，人口相应增加。

1 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为l 73，722户，

823，3 52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增加222，002／',．，

增长36．9％，平均年增长率为2．9％。其间，1 956

年，绍兴、诸暨两县与本县的行政区划互有变动，

划入本县的乡村多于划出，人口相应增加。

1 9 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为263，259户，

1，06 1，l 45人，比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增加23 7，793

人，增长28．88％，平均年增长率为1．42％。

至1 984年底，全县为2 88，742户，1，085，32 5

人，比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24，l 80人，两年半时

间增长2．28％，平均年增长率为0．9％。从1 949至

1984年，共增534，725人，增长97．13％，平均年增

长率为1．96％。

本县人口流动量较大。据1 962年至l 9 84年的人

口情况统计，年平均迁入l 8，881人，迁出I 8，4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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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人口分布

本县人口稠密。民国三十六年(I947)，全县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1 9人。l 9 84年，每平方公

里达72 7人。其中：北部沿江平原区每平方公里为

7 73人(其中围垦地区新建的新围、钱江、宏伟、

宏图、前进、益农五乡每平方公里只l 85人)；中

部水网河谷平原医每平方公里为1，l 52人；南部低

山丘陵区每平方公里为482人。

按城镇乡村分：民国三十六年，城区人口为

1 4，23 1人，占全县人口的3．1％。l 9 5 1年，城厢、

瓜沥、临浦、义桥、闻堰、长河、坎山七镇人口为

3．94万人，占全县人口的6．8％。至l 9 84年，八镇

(加西兴镇)人口达1 o．75万人， 占全县人口的

9．9％。

按农业与非农业分：l 9 49年，全县农业人口为

51．80万人，非农业人口为3．26万人，占全县人口

的5．92％。1 958年起，非农业人口猛增，至1 960年

达12．42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6．98％。1 96 1年，精

简职工、压缩非农业人口。1 962年，全县非农业人

口下降为9．367)"人，占全县人口的1 1．96％。1984

年，农业人口为94．6 7万人；非农业人口为13．87万

人，占全县人口的l3．7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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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人口构成

第一节民族构成

本县系汉族聚居区。其它民族均因工作、婚嫁

等原因迁入，主要分布在城厢镇。1984年，全县有

汉族l，085，1 9 5人，占总人口数的99．9 8％；有少数

民族1 o个，共i 66人，占总人口数的0．02％。其中

回族59人，满族26人，蒙古族26人，壮族20人，畲

族18人，彝族5人，侗族4人，朝鲜族4人，高山族2

人，瑶族2人。

第二节性别、年龄构成

一、性别

民国十八年(1 929)，本县人口中，男性2 76，t 30

人，女·1生223，1 9 i人，性比例为l24(女=100)，

解放后，性比例趋于正常。自1 958年以来，本县人

口的性比例一直浮动在103—105的正常范围。1984
年，男性人口占50．8％，女性人口占49．2％，性比

例为1 03。

二、年龄

1．各年龄组人口比例

·5。



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学龄儿童和学

龄前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比I 964年人口普查时分别

减少l 2．22％和6．1 8％，其主要原因是出生率得到

控制；而劳动年龄和退休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

所占此例分别增长16．8％和7．44％。

～．人口年龄构成类型

1 964年人口普查时的平均年龄为23．7岁；人口

年龄中位数(从不满周岁起累计人数达到总人口一

半的年龄点)为18．05岁；人口老化指数(指65岁

以上人口同。一1 4岁人口之比)为9．62％。
1 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平均年龄为29．1 5岁；年

龄中位数为26．08岁；老化指数为23．56％．

本县人口的年龄构成已由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口

型向成年人口型发展．

见附图：人口年龄塔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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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婚姻状况构成

本县1 5岁以上(含1 5岁)人口的婚姻状况，l 9 82

年与1 947年对比：由于提倡晚婚，故未婚比例明显

增长；由于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故丧偶比

例显著下降；而离婚比例则有明显上升。 详见下

表。

年份 !1947年』(人19口8誓客)

阱訾雩及装聋f 290，568I：I以上人合计 ，

构 成％

未婚

有配偶

人数

比例％

离婚
人数

100

74，092

25．5

177，159

60．97

39，144

13．47

173

比例％ O．06

797，352

100

248，202

31．1

489，115

61．3

57，451

7．2

2，584

0．4

注：引自1947年《浙江经济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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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文化程度构成

t 9 82年人口普查，全县初小文化程度以上的人

口占总人口64．25％，比l 94 7年提高57．85％。1 982年

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24人，比1 947年增加1 9

人；高中文化程度的464人，比l 947年增加441人；

初中文化程度的1，6 77人，比1 947年增加1，629人；

小学文化程度的4，2 60人，比1 947年增加3，693人。

第五节职业构成

民国三十六年(1 947)，全县在业人口数为

1 53，742人，其中农业占73．1 9％；工业、运输业占

1 O．39％；商业、服务业占9．56％；公务人员占

1．8 7％；教师、医生等自由职业的占0．88％；其他

职业占4．1 1％。

1 982年人口普查，本县在业人口数为6 76。386

人。其中：农业占60．48％；工业、运输业占29．72

％；商业、服务业占4．1 9％；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的工作人员占1．85％；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3．74％；

其他劳动者占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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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平均期望寿命

根据1981年分年龄和性别的死亡率编制的《完

全生命表》分析，我县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为71．32

岁。其中男性为68．98岁，女性为73．80岁。比杭州

全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70．52岁高0．8岁；比全省

69．5 l岁高1．8l岁。

附：百岁老人

从目前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本县寿命最长者为

螺山乡新发王村农民王纪昌，他l 82 1年生，l 6岁出

家为僧，卒于1 939年，享年“8岁。

l 984年底调查，全县尚有八位百岁以上老人健

在，其中女六人，男二人。情况如下：

沈阿二，女，昭东乡渔庄村农民。1 879年l 0月

生。年轻时参加渔、农劳动，晚年搞家务，勤劳俭

朴，饮食调匀，思想开朗，子女尊老。已耳聋眼

花，精神尚好。

袁阿小，女，瓜沥镇航民村农民。1 881年9月

生。年轻时以纺纱养蚕为生。喜素食，适量饮酒。

不爱管闲事，心平气和。已耳聋眼花，饮食如常，

生活能基本自理。

张阿二，女，党山乡街村居民。1 882年8月生，

·9·



常年坚持家务劳动。心情开明，不爱管闲事，家庭

和睦。已耳聋眼花，记忆力尚好。

寿银奎，男，楼塔乡楼塔村农民。l 882年3月

生。童年起在外地锡箔坊做工，6 3岁回乡务农。不

饮酒，不吸烟，性情开朗，平时少病。生活能够自

理。
’

楼三见，男，楼塔乡桥头村农民，1 883年3月

生。不吸烟，不饮酒，不爱管闲事，平时少病。

庞顺花，女，义桥乡街村居民， l 883年5月

生。年轻时以纺纱织布为生。饮食有规律，荤素不

忌，少量饮酒。

潘桂花，女，宏图乡宏新村袋民。1 884年1月

生。年轻时常年纺纱、织布，晚年坚持家务劳动。

饮食正常，记忆力尚好。

徐荷姑，女，长河乡街村居民。1 884年6月生。

年轻时在外地做工。52岁后回乡干家务。性情开

朗，儿女尊老，平时少病。现耳已聋、眼稍花，生

活基本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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