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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农村人口迁城及其社会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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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人口迁城一般受农村推力与城市吸引力的作用而形成。法国 19世纪及 20世纪初始农村人口迁城

分两个阶段和四次高潮 ,这些盲目流动的农村移民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们总结这一时期法国农村移

民迁城的教训 ,给我国今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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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人口迁城往往是在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进行的 ,一

种是农村本身的推力 ,如农民在农村没有安身之地 ,生活环

境特别恶劣 ,剩余劳动力增多等 ;另一种是城市的吸引力 ,

如较高的收入 ,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 ,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

等。法国 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迁城受到这两种

力量的共同作用 ,这些迁城的农村劳动力促进了法国整个

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 ,法国这支迁城大军的盲目流动 ,自

然也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

的资本主义大国之一 ,法国历史发展与我国历史发展有着

许多相似之处 ,被学者称为“欧洲的中国 ”。在“中法文化

年 ”之际 ,我们总结法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迁城的教

训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警

示意义。

一、19世纪及 20世纪初始法国农村人口迁城的基本

概况

法国 19世纪及 20世纪初始农村人口迁城以 50年代

为界 ,前后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其最大特点是先慢后快 ,呈

现出一种渐进的、阶段性的特点 ,形成四次高潮。法国农村

人口迁城早在 18世纪就开始了 , 17世纪末 ,法国城市人口

不到总人口的 1 /10,到 18世纪末叶 ,城市人口增到 550万 ,

占总人口的 20%。进入 19世纪 ,最初农村人口迁城反而减

缓。但从 30年代重新开始农村人口迁城。1831年 —1836

年 , 30个省有人口迁出 ,到 1851年则达到 57个省 ,人口迁

移速度逐渐加快 ,第二帝国时期出现了农村人口大量迁往

城市的现象。总体上 ,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农村人口迁移规

模不大。19世纪前 50年 ,法国城市人口增加了 350万 ,但

1851年 ,法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25%。这主要是因为

法国农民迷恋土地 ,而法国大革命后 ,农民的赋税负担减

轻 ,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保障 ,农民安于农村生活。贵

族和资产阶级也回到他们的乡村安闲度日。再加上这时期

法国工业化进程步伐不快 ,城市劳动力需求量也不大。所

以 ,这一时期法国农村人口迁城规模不大。

但从 50年代开始 ,由于第二帝国时期工业化速度加

快 ,城市迅速发展 ,法国农村人口迁城速度加快。整个 19

世纪出现三次农村人口迁移高潮 ,第一次迁城高潮是 1860

年左右。形成这次高潮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太贫困、人口增

长与资源不足的矛盾 ,造成人口压力。同时 ,开始出现的经

济危机和工业化进程 ,减少了农业的生计来源 ,引起农民对

未来的恐慌。第二帝国工业化进程加快 ,造成工业中心转

移和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使农民传统的补充生活来源受到

了威胁。贫苦农民被迫背井离乡 ,寻找更好的生路 ,于是形

成第一次迁移高潮。第三共和国前期出现第二次人口迁移

高潮。在 1876～1881年 ,约有 82万多人迁往城市。这次

高潮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农业危机造成农民不堪困

苦 ,而城市由于基础设施大量投资 ,重工业出现繁荣景象 ,

城市工人工资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提高 ,城市这种面貌对农

民极具诱惑力。此时 ,铁路交通发达 ,旅费下降 ,方便了农

村人口进城。于是 ,出现了第二次农村人口迁城高潮。第

三次高潮是在 1896～1901年出现的 ,这时期农村迁城人口

达到 67万多人。第四次高潮是 1906～1911年 ,迁城人口

为 77万多人。这再次高潮相隔不远。主要原因是存在过

去的迁城传统因素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城市发达的文明

的吸引力。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 ,交通通讯的发展 ,新闻报

刊的传播等等 ,使穷乡僻壤的农民也感觉到了现代都市文

明的气息 ,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寻找机会纷纷迁居到城市去。

二、农村人口迁城带来的社会问题

任何事物都具有彼此对立的两方面 ,法国 19世纪农村

人口迁城促进了法国现代化进程 ,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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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自然形成的较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迁城 ,带有很大的盲目

性 ,不可避免地给城市生活带来诸多问题 ,引起一系列的社

会问题 ,突出表现为 :

1. 导致农村人口男女比例失衡与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19世纪农村迁城人口中 ,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多 ,农

村中留下了相对多的妇女。农村外迁人口中 ,最活跃、最积

极的是社会中最贫困的人 ,如失业工匠、无地农民以及前途

无望的农民的儿子等 ,这些人都是农村中身强力壮的中青

年人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固守在传统农村从事收入很低的

职业、过那种贫困的日子 ,同时他们向往城市现代文明带来

的新生活 ,于是纷纷迁城。而农场主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农

场主 ,不愿意离开自幼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去冒险、漂泊过一

种不同的生活。1853～1893年 ,加莱海峡省马莱矿 4 645

名来自农村工人中 ,青年短工占 73% ,自由农民占 5% ,农

场仆人占 5% ,手工业者占 17%。所以 ,农村外迁人口都是

一些年轻人 ,年纪越大越不愿意离开农村 ,导致农村劳动力

男女比例失衡与农业劳动力趋于老龄化。

2. 农村人口迁城后存在与当地市民的融合问题

农村人员迁城后 ,往往同乡人联系紧密 ,自我封闭 ,自

我隔离 ,大多数仍保留各自的地方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

等 ,形成很深的心理障碍 ,与迁入地居民形成一种文化隔

阂。如流入巴黎市的各地农村人员 ,就按不同地区成帮而

来 ,象较早来到的法国中央高原各省的人就是如此 ,其中最

晚到达的是 19世纪 70年代以后陆续到达的最穷的布列塔

尼人 ,这些人更为乡土 ,保持自己地方语言习惯 ,更加抱为

一团。他们迁来时正值法国工业开始高度集中时期 ,他们

家乡的小手工业与大城市的经济环境无法比拟 ,因此缺乏

应对即将从事的工作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加上语言不通 ,

生活风俗习惯各异。他们很难融入都市社会 ,虽然有一身

力气 ,也不知如何发挥是好。

法国从 19世纪开始城市规划建设 ,由于各自本身财富

积累和收入的差距 ,居民居住区逐渐形成了贫富之分。迁

城农村人员作为下层工人一般居住在工人贫民区 ,如他们

一般居住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而富人和社会上层人

士则居住在巴黎西部地区 ,迁城农民与城市达官贵人形成

明显的社会贫富差异。同时 ,因为迁城农村人员中年轻人

和单身者居多 ,当地市民对之采取警惕与不信任态度 ,把他

们与落后、贫穷、下等和犯罪等同起来 ,于是对这些移民猜

疑、排斥 ,使这些人很难融入居住地社会。从而形成农村人

员迁城后的融合问题 ,这种状况长期发展下去 ,对一个城市

的发展极为不利。

3. 加剧了城市住房拥挤问题

19世纪法国工业化进程加速 ,大量农村人口进城 ,使

本来不堪重负的城市住房问题更加突出 ,巴黎表现最为明

显。巴黎市本来人口密度就很高 ,贫穷的农村迁入者往往

选择到房租便宜的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农村人口迁入使

巴黎人口平均密度猛增 , 1813年 ,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为

22 495人 , 1846年增到 30 655人 , 1856年达到 34 200人 ,

市中心更是拥挤不堪。1841年 ,有四个街区的密度超过每

平方分里 10万人 ,有九个街区为 7. 5～10万人 ,第四区的

勒阿尔西居民区每个居民只有 5平米的居住地 ,那里到处

是廉价出租的房子 ,租住者大多是较贫穷的刚来城市的农

村迁城人员。这里还有无数没有身份者 ,他们无所事事 ,没

有安身之地 ,经常出入下等酒馆和妓院 ,成为社会不安定因

素之一。

4. 带来城市环境污染

人满必然为患。19世纪大量农村人口迁城 ,造成人均

空间狭小 ,卫生状况很差 ,疾病猖獗 ,死亡率很高。1832年

3月 ,霍乱袭击法国 ,城市越大 ,人口越拥挤 ,居住区越贫穷

的地方受害就越大。巴黎所有居民区无一幸免 ,平均死亡

率 22‰,最严重地区的死亡率达 53‰,因为那里的人口过

于拥挤。如拉莫尔泰里街和勒马尔姆塞街 ,就是因为人口

密度太高 ,这次霍乱夺走了这两个街区的 18 402人的生

命。另外 ,肺结核的发病率也很高。19世纪末 ,该病的年

死亡率在巴黎的 20区和 19区各为 5. 26‰和 4. 86‰。有

位医生到巴黎贝尔维尔区工人住室调查 ,发现 95%的家庭

受到肺结核的威胁。其它传染病如伤寒、白喉、麻珍、狸红

热、百日咳等都不同程度地在城市中威胁着人们 ,特别是底

层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所以 ,法国城市的死亡率一般都高

于农村 , 1816～1826年 ,两者各为 36‰和 23. 7‰, 1891年 ,

城市人均寿命 45. 5岁 ,农村为 53. 3岁。

城市人口增多 ,生活排泄物自然增加 ,给本来就条件较

差的城市排污系统造成压力 ,城市污水、粪便、垃圾得不到

及时处理 ,污染环境。1832年 ,巴黎只有一条排污水的管

道位于塞纳河右岸。污水管道的容量和走向不能满足人口

增长的需要 ,政府没有及时修建 ,致使雨水加上家庭污水造

成污泥堆积而堵塞管道 ,使污水横流 ,有的流入邻近房屋的

院子和地窖。

有的地区空气十分污浊。巴黎由于人口增加 ,以往远

离城市的垃圾场渐渐靠近城市 ,最后就位于城市边缘 ,一般

都在穷人和工人住地附近 ,垃圾越堆越高 ,可高达好几米 ,

在炎热和暴风雨天气时 ,垃圾发酵 ,臭气熏天。居民叫苦不

迭。一些会造成严重污染的生产活动场所也和住宅区混在

一起 ,如屠宰牲畜的地方 ,约有 1 /3的巴黎人生活在这种既

拥挤又肮脏、没有卫生设施、没有照明和没有足够新鲜空气

的房子和环境里。

5. 引起城市社会治安恶化

由于 19世纪大量农村人口迁城 ,而城市工业化进程加

速 ,社会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扩大 ,使城市社会矛盾日益尖

锐。加上城迁农村人员本身的原因 ,较难融入流入地社会 ,

城市居民对这些贫穷的农村移民怀有警惕、歧视、不信任、

排斥态度 ,使得有些城迁农村人员产生不平衡心理 ,有的人

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 ,偷盗、抢夺、吸毒、卖淫、自杀、凶杀

等 ,走上犯罪道路 ,构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使法国全国犯

罪率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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