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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 年华县大地震政府救灾策略! 提出用税收与人口计算得出的(承税指数)来

估测古代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 华县大地震中央政府重点援助的地区并非灾情严重的地区! 而是经济发展较好

的地区* 这表明影响明代政府救灾决策的重要因素是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而不是灾情和民情* 该文不仅提出了

有关华县大地震政府决策影响因素的新观点! 并且提出了用于古代经济研究的(承税指数)计算方法*

关键词! 华县大地震' 明代' 政府' 救灾策略' 承税指数'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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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 中国西

北发生了 '

&

#

级特大地震! 通常称之为(华县大地震)

或(关中大地震)* 地质研究显示!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

现今陕西省华州区! 极震区烈度\J度$图&%* 根据历

史记载! 陕西+ 山西+ 甘肃+ 河南等省均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 总死亡人口约为 '%万人"& A'#

*

图 &!华县大地震烈度7JJ度以上震区及烈度

现有研究对于华县大地震发生后明代政府的

救灾行为基本持否定态度* 根据,嘉靖实录-记载!

华县大地震后! 明代政府主要采取了钦遣大臣+

核拨银两+ 蠲免税粮+ 收瘗骸骨+ 充配职官五项

赈灾措施"@#

* 其救灾策略最为后人诟病的是救灾

重点偏离了极震区"&%#

* 其一! 钦差大臣在山西+

河南7JJ度震区停留长达两月余! 巡行陕西7JJJ度

以上震区的时间不足半月' 其二! 最为重要的拨

款和免税政策均向 7JJ度及 7JJ度以下震区倾斜!

7JJJ度以上震区未得到相关救助*

现有研究在分析明代政府的救灾策略时! 一

般只引入震区烈度和死亡人口两项指标* 在探讨

政府救灾重点偏离极震区的现象时! 通常将明代

政府缺乏对地震灾情的准确认识+ 财政存在亏空+

军政统治腐败作为基本解释方法"&&#

* 震区烈度和

死亡人口主要能够反映地区受到地震破坏的程度*

仅以地区受灾程度作为分析指标! 不能全面反映

地震灾害与政治+ 经济发展全局的宏观关系* 本

研究在分析华县大地震后政府救灾策略的过程中!

将引入地区经济发展指标! 以期从灾害经济学的

角度对明代政府的救灾策略给予新的解释*

&!研究方法

承宣布政使辖区是明代的一级行政区! 下设

府+ 州+ 县等各级行政单位* 在历史文献中! 明

代政府的赈灾银两+ 免税指标均向府一级行政单

位下发! 因而本研究以府为单位统计经济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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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华县大地震 $% 年后! 灾区的经济水平

得以恢复! 基本与灾前持平* 本研究用,万历会计

录-中所记载的 &>B' 年$万历六年%经济数据估测

&>>? 年华县大地震所波及地区的经济水平"&$#

*

在,万历会计录-中! 明代的税收主要有(夏

税)+ (秋税)+ (马草)+ (户口盐钞)四项* 其中!

夏税+ 秋税+ 马草均根据农业实际情况按一定比

例征收!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户口盐钞按人口

数量征收! 与经济发展水平关联较小* 本研究用

承税指数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 承税指数

是某地区总税收与总人口的比值! 能够反映该地

区人口缴税的平均情况! 与该地区人口的富裕程

度直接相关* 某地区的承税指数越高! 说明该地

区人口的缴税能力越高! 当地的经济状况可能较

好! 在全国总税收中占有的比重越大*

承税指数 a$夏税b秋税b马草%Z人口*

$&%

灾区承税指数是某地区承税指数与受灾面积的

乘积! 能够反映该受灾地区人口缴税的平均情况!

与受灾地区人口的富裕程度直接相关* 某受灾地区

的承税指数越高! 说明该受灾地区人口的缴税能力

越高! 其受灾事实对全国总税收影响越大*

灾区承税指数 a承税指数 c受灾面积 a $夏税 b秋

税b马草%Z人口c受灾面积*

$$%

$!政府策略

$:&!救灾史实

&>>?年华县大地震烈度7JJ度及7JJ度以上震区

主要涉及太原+ 平阳+ 怀庆+ 河南+ 延安+ 西安+ 庆

阳+ 平凉+ 凤翔 @个府以及汾州+ 沁州+ 泽州 "个直

隶州* 其中! 太原府+ 平阳府+ 汾州+ 沁州+ 泽州属

山西布政使司! 怀庆府+ 河南府属河南布政使司! 延

安府+ 西安府+ 庆阳府+ 平凉府+ 凤翔府属陕西布政

使司* 平阳府完全位于7JJ度及7JJ度以上震区内!

汾州和延安府位于7JJ度及7JJ度以上震区内的面积

约为'%d! 凤翔府+ 西安府约为?%d! 其余各府和直

隶州均不足 >%d* 根据已有死亡人口统计数据! 位于

极震区的西安府死亡人口约为 >?:@ 万人' 平阳府死

亡人口约为 $#:&万人! 不足西安府死亡人口的半数'

太原府+ 凤翔府+ 延安府+ 河南府+ 平凉府死亡人口

均在 %:> e>:%万人之间' 其余各府及直隶州死亡人口

均不足 %:&万人$表 &%

"$! # A>! B#

*

据,明实录-记载! 中央政府共拨款 &%:> 万

元"@#

* 其中 # 万拨付平阳府+ 延安府! " 万拨付延

绥镇! & 万拨付宁夏镇! &:> 万拨付甘肃镇! & 万

拨付固原镇! 并对这些府河边镇实行免税政策*

结合地震烈度和死亡人口可知! 这些得到政府赈

灾款项及蠲免税粮的地区遭到华县大地震的破坏

程度远不及西安府! 而史料中却没有关于中央政

府赈济西安府的相关记载* 造成这样的抵牾原因!

通常的推测有两种"&% A&&#

&

表 &!各府% 直隶州死亡人口估值

排序 布政使司 府$州% 死亡人口Z万人

& 陕西 西安府 >?:@

$ 山西 平阳府 $#:&

" 山西 太原府 #:'

# 陕西 凤翔府 $:$

> 陕西 延安府 &:>

? 河南 河南府 &:$

B 陕西 平凉府 %:?

' 山西 汾州 f%:&

@ 陕西 庆阳府 f%:&

&% 山西 沁州 f%:&

&& 山西 泽州 f%:&

&$ 河南 怀庆府 f%:&

!!$&%拱卫边镇* 延绥+ 宁夏+ 甘肃+ 固原均属

于明代(九边)重镇! 中央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进行了政策倾斜*

$$%钦差奏报* 钦差大臣邹守愚首先前往山西

巡视的行为具有随机性! 其在山西巡视时间较长!

其勘察+ 奏报可能直接影响中央政府决策*

$:$!经济因素

根据,万历会计录-记载! 通过计算得出! &>>?

年前后! 怀庆府+ 河南府+ 平凉府+ 平阳府+ 延安

府的承税指数较高$表 $%

"&$#

* 较高的承税指数说明

当地人口平均缴税额度较高! 当地的人口可能比较

富裕! 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较好* 相比之下! 华县大

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西安府承税指数仅为 %:?"! 不

足平阳府$&:#>%+ 延安府$&:"'%的一半* 结合烈度

7JJ度及7JJ度以上的受灾面积! 平阳府灾区承税指

数为 &:#>! 延安府为 &:"'! 而西安府仅为 %:"'* 受

灾面积较小的河南府+ 怀庆府的灾区承税指数分别

为 %:??+ %:#$! 仍高于西安府*

表 $!各府承税指数% 受灾面积#7JJ度及7JJ度以上震区$

及灾区承税指数估值

排序 布政使司 府$州% 承税指数
受灾

面积Zd

灾区承

税指数

& 山西 平阳府 &:#> &:% &:#>

$ 陕西 延安府 &:"' %:' &:&&

" 山西 汾州 &:"# %:' &:%'

# 河南 河南府 &:?> %:# %:??

> 陕西 庆阳府 &:$@ %:# %:>$

? 河南 怀庆府 $:&$ %:$ %:#$

B 陕西 凤翔府 %:B% %:? %:#$

' 陕西 西安府 %:?" %:? %:"'

@ 陕西 平凉府 &:B% %:$ %:"#

&% 山西 沁州 &:"> %:$ %:$B

&& 山西 太原府 &:%B %:$ %:$&

&$ 山西 泽州 %:>> %:$ %:&&

!!明代中央政府针对华县大地震的救灾行为与地

震烈度+ 死亡人口相悖! 但却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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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 地震之后! 中央政府并不是模糊的认为地震

发生在西北! 安排钦差大臣随机前往了山西平阳府!

进而导致救灾策略失误' 而是有策略的安排钦差大

臣前往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视察* 从灾区承税指数

来看! 受到拨款和免税政策扶持的平阳府和延安府

分别位居前两位* 平阳府和延安府不仅位于 7JJ度

及7JJ度以上震区之内的面积大! 且地区平均缴税

程度较高! 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较好* 相较之下! 河

南府和怀庆府虽然承税指数较高! 但受灾面积较小!

整体灾区承税指数远低于平阳府和延安府* 而位于

极震区+ 死亡人口最多的西安府! 由于承税指数较

低! 受灾面积并未覆盖全府! 其灾区承税指数较低*

受灾地区承税指数低! 说明西安府对全国税粮收入

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此可见! 影响嘉靖年间中央政府救灾策略

的主要因素是灾区受灾情况对全国经济的影响程

度* 如果灾区经济发展情况较好! 缴税程度较高!

受灾会对全国经济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 那么这

样的地区可能会受到中央政府的重点救助' 如果

灾区经济情况发展较差! 缴税程度较低! 受灾对

全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程度不高! 那么这样的地区

将不会得到中央政府的重点救助* 而民众生活受

到的影响程度! 即便哀鸿遍野+ 如火如荼! 可能

也不会对中央的救灾决策造成重要的影响*

"!结语

本文在研究 &>>? 年华县大地震时引入了经济

因素* (承税指数)这一概念! 通过对税收和人口

的计算! 能够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历史资料

记载! 华县大地震中央政府钦遣大臣+ 核拨银两+

蠲免税粮的地区并非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承税指

数显示! 中央政府重点救援的是经济发展较好的

地区* 这表明影响明代政府救灾决策的重要因素

是经济发展情况! 而不是灾情和民情* 本文不仅

提出了有关华县大地震政府救灾策略的新观点!

而且提出了能够广泛应用于古代经济发展水平研

究的(承税指数)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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