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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９４１ 年德国的入侵加剧了苏联本已存在的粮食危机ꎮ 为了攻

克粮食不足的难关ꎬ 苏联在后方颁布了食物购买证政策ꎬ 将城市居民分为四类两

等ꎬ 凭证定量供应粮食ꎮ 在实践中ꎬ 该政策受到了粮食供给不足和影子分配的困

扰ꎮ 对此ꎬ 苏联政府千方百计拓宽供应渠道ꎬ 不断加强对粮食资源的监管ꎮ 在联

共 (布) 积极作为、 社会各界和外国盟友的竭诚襄助下ꎬ 购买证政策的运行日

益良好ꎬ 对保证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 提高关键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但该政策自带的诸多差异性ꎬ 也引发了社会非议ꎬ 有待于农业

改革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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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是俄罗斯凝聚民心、 弘扬爱国主义的宝贵历史资源①ꎬ 也是史学界

不衰的热点问题之一ꎮ 近年来ꎬ 国内同仁在这方面的研究愈益深入ꎬ 表现为将目

光向下ꎬ 关注不同群体在战争中的作用或命运②ꎬ 薄弱之处是较少涉及普通民众

的日常生活ꎮ 其实ꎬ 随着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ꎬ 芸芸众生的生活方式亦发生了

转折ꎮ 在饮食上ꎬ 粮食供应成为最尖锐的问题ꎬ 战争爆发不及一月ꎬ 城市居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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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凭证购买食品ꎮ 食物购买证是在食物短缺情况下发行的一种票证ꎬ 上面印有

食品种类、 定量标准和标注了使用日期的副券ꎮ 顾客在购物时必须出示此证ꎬ 以

表明自己有权利购买该食品ꎬ 而后撕下副券付款交易ꎮ 食物购买证政策下民众的

粮食供给情况如何? 本文尝试利用苏联历史解密档案ꎬ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ꎮ

一　 食物购买证政策的出台

苏联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开展的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ꎬ 严重破坏了农牧业生

产力ꎮ “一五” 计划期间ꎬ 谷物年均产量为 ７ ３６０ 万吨ꎬ 二五计划时期又降为 ７
２９０ 万吨ꎬ 均低于集体化前 １９２７ 年的 ７ ６８３ 万吨ꎮ 畜牧业损失更大ꎮ １９３３ 年ꎬ
牛、 马、 羊、 猪的存栏头数只及 １９２９ 年的一半左右①ꎮ 因此ꎬ 在战前ꎬ 食物短缺

就已呈现ꎮ 乌克兰共和国的很多州ꎬ 面包断货严重ꎬ 只能限购ꎮ 在哈尔科夫市奥

尔忠尼启则区和十月区的商店里ꎬ 每人的购买标准是 ５００ 克ꎬ 斯大林区是 ４５０
克ꎮ 波尔塔瓦州是 ４００ 至 ２ ０００ 克不等②ꎮ 可以说ꎬ 粮食供应已成为政府最为棘

手的问题之一ꎮ
１９４１ 年德军的进攻加重了粮食匮乏态势ꎮ 希特勒军队占领了乌克兰、 北高

加索、 波罗的海沿岸等重要的农业区ꎬ 使苏联失去了 １０ ７ 万个集体农庄、 ３ ０００
个机器拖拉机站和 ４０％ 的播种面积③ꎮ 丢掉的土地可以生产全国 ８４％ 的糖和

３８％的粮食④ꎮ 农村中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男性都上了前线ꎬ 拖拉机、 汽车、 马

匹等农机设备也被征用ꎮ 物力人力的损失和转移使粮食产量骤减ꎮ １９４０ 年的谷

物收成是 ９ ５５０ 万吨ꎬ 而到 １９４２ 年仅为 ３ ０００ 万吨ꎬ 猪的数量也从 ２ ２５０ 万头减

少到 ６１０ 万头⑤ꎮ 供给量的锐减必然殃及需求ꎬ 而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入伍ꎬ 军

需又大大增加ꎮ 因此ꎬ 战争伊始ꎬ 粮食不足就是凸显的难题ꎮ
为了优化配置数量和品种都非常有限的粮食资源ꎬ 苏维埃政权决定将其掌握

在自己手中ꎬ 严格计算ꎬ 并以低于市场价的配给价格凭证定量分配ꎮ 食物购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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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而生①ꎮ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 莫斯科市商业部签署第 ２８９ 号命令: «关于在莫斯科市对

某些食品和工业品实施票证»ꎬ 宣布从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ꎬ 对以下食品凭食物

购买证销售: 面包、 烘焙食品、 面粉、 谷物、 通心粉ꎻ 糖和糖果ꎻ 动物油、 植物

油、 人造黄油、 肉和肉类产品ꎻ 鱼和鱼类产品ꎮ② 从决议内容可知ꎬ 战争爆发不

到一个月ꎬ 上述食品在首都就已脱销ꎮ 于是ꎬ 莫斯科通过凭证定量供应ꎬ 使短缺

食品能够广泛惠及城市居民ꎮ
继莫斯科之后ꎬ 多地也很快陷入供给困境ꎮ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 苏联商业人

民委员部发布第 ３１２ 号命令: «关于在一些城市、 工人新村和城镇对面包、 糖和

糖果实行票证»ꎬ 规定不得晚于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在 １９７ 个城市居民点ꎬ 对面

包、 糖和糖果施行食物购买证政策③ꎮ
该决议将城市居民分为四类: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ꎬ 职员ꎬ 工人和职员的家

属ꎬ １２ 岁及以下儿童ꎮ 其中ꎬ 国防、 煤炭、 石油、 化工部门ꎬ 黑色和有色冶金

部门ꎬ 机器制造业、 机床制造业ꎬ 电力、 交通和建筑部门ꎬ 以及从事季节性工作

的林业、 泥炭和渔业部门的工人和职员是一等定量: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每人每

天凭证可以购买 ８００ 克面包ꎬ 在 ９ 月每人可以获得 ８００ 克糖和糖果ꎻ 相应地ꎬ 职

员为 ５００ 克和 ６００ 克ꎻ 家属为 ４００ 克和 ４００ 克ꎻ １２ 岁及以下儿童为 ４００ 克和 ６００
克ꎮ 在工业、 交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工作的工人和职员ꎬ 以及未列入一等的城

市人口是二等: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分别为 ６００ 克和 ６００ 克ꎻ 职员是 ４００ 克和

６００ 克ꎻ 家属是 ４００ 克和 ４００ 克ꎻ １２ 岁及以下儿童是 ４００ 克和 ４００ 克④ꎮ
由 ８ 月决议内容可知ꎬ 食品资源的分配原则是 “四类两等”ꎮ 规则的制定ꎬ

考虑到了工作性质、 劳动强度及年龄因素ꎬ 但最主要的依据还是该工作对于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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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ꎬ 共实行了四次食物购买证政策ꎮ 分别是在 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１ 年ꎬ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５ 年ꎬ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７ 年ꎬ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３ 年ꎮ １９９０ 年代初ꎬ 由于价格上涨、 通货膨胀和自由贸易ꎬ 票证制度开始崩溃ꎬ
但一些商品的购买券持续到 １９９３ 年ꎮ 因本文研究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的食物购买证政策ꎬ 故将政策推行时
间限定在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卫国战争胜利日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９ 日ꎮ 事实上ꎬ 该政策是在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取消的ꎮ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 (布) 出台第 ４００４ 号决议: «关于进行货币改革和取消食品及工业品购
买证»ꎬ 宣布从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取消票证供应体系ꎮ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дела торговли Мосгрисполкома О введении в г Москве карточек на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и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товары №２８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ｔｏｒｇｍｕｓｅｕｍ ｒｕ / ｔｒａｄ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ｏｒｍａｌ / ３７ / 

Приказ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торговли Союза ССР № ３１２ ２２ августа １９４１ г О введении
карточек на хлебꎬ сахар и кондитерские изделия в отдельных городахꎬ рабочих поселках и поселках
городского тип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ｏｏｋｓｉｔｅ ｒｕ / ｔｒａｄｅ / ｍａｉｎ / ｗａｒ / １ ｈｔｍ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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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ꎮ 因此ꎬ 四个群体中ꎬ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ꎬ 尤其是重工业工人在分

配链中处于高位ꎮ 再从定量上看ꎬ 消费标准稍微拉开了档次ꎮ 不同群体的食品定

额有异ꎬ 同一群体的工人亦或职员ꎬ 两个等级之间也保持着 １００ ~ ２００ 克的差别ꎮ
这样ꎬ 从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 凭证供应三种食物的举措在 １９７ 个城市、 工

人新村和城镇推行ꎬ 到 １１ 月 １０ 日几乎覆盖了国家所有城市居民点①ꎮ 由此可知ꎬ
配给政策肇始于首都ꎬ 一个半月后向全国推广ꎬ 且速度很快ꎬ 不到 ４ 个月就遍及

所有城市ꎮ 配给范围的迅速扩大ꎬ 映射出面包、 糖和糖果在当时是相当紧俏的

商品ꎮ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苏联政府颁布第 ２１４８ 号决议ꎬ 宣布自 １１ 月 １ 日起ꎬ 在

全国 ４２ 个主要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ꎬ 对肉、 鱼、 脂肪、 谷物和通心粉实行票证

供应②ꎮ 其中ꎬ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每人每月可购买肉和鱼 １ ８００ 克、 脂肪 ４００
克、 谷物和通心粉 １ ２００ 克ꎻ 相应地ꎬ 职员是 １ ２００ 克、 ３００ 克和 ８００ 克ꎻ 家属是

８００ 克、 ２００ 克和 ６００ 克ꎻ １２ 岁及以下儿童是 ４００ 克、 ３００ 克和 ８００ 克③ꎮ 可见ꎬ
配给种类在增多ꎮ 继 ９ 月份的三样食品之后ꎬ １１ 月份又添加了五种ꎬ 表明这些

食物也进入紧缺状态ꎮ 再从定量上看ꎬ 对这些高热量和高营养食品的分配ꎬ 四类

居民内部虽未设等级ꎬ 但彼此之间的差别远甚于面包和糖ꎬ 肉和鱼的最高差距达

到 １ ４００ 克ꎮ
在这场攸关民族存亡的较量中ꎬ 定量配给不仅是保障居民生存的理性供应方

式ꎬ 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杠杆ꎮ 因国家需要将西部的生产力迅速转移到东

部ꎬ 并在那里建立军事工业基地ꎮ 战略任务的完成ꎬ 催促原料、 燃料、 动力、 军

工等行业必须快马加鞭ꎮ 为了调动这些部门的劳动热情ꎬ 国家在上述大众标准之

外ꎬ 对相应企业的工人提高了定量ꎮ 这样ꎬ 在食物分配链中本已占据优势地位的

工人群体ꎬ 又细化出多个层次ꎮ
高踞食物金字塔顶端的是高危职业ꎬ 包括在井下、 有毒和高温车间ꎬ 以及从

事繁重劳动的地下工作者、 铸工、 玻璃熔炼工等ꎬ 他们每天得到 １ ０００ 克面包ꎮ
其余食品分成特别高和更高的定量两个档次ꎬ 肉和鱼的特别高定量为每月 ４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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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ꎬ 更高定量是 ３ ２００ 克ꎻ 同理ꎬ 脂肪为 １ ０００ 克和 ９００ 克ꎻ 谷物和通心粉是

３ ０００克和 ２ ０００ 克①ꎮ 位于危险职业之下的是军工企业ꎮ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苏

联人民委员会在第 ２２７３ － １０２８ｃｃ 号决议中ꎬ 发布了国民经济中最重要企业的特

别名单ꎬ 包括航空、 化工、 坦克、 煤炭、 石油、 电力、 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ꎮ 这

些行业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ꎬ 比普通标准中的工人类别拥有较高的定量②ꎮ 每

人每月得到肉和鱼 ２ ２００ 克ꎬ 脂肪 ６００ 克ꎬ 谷物和通心粉 １ ５００ 克③ꎮ 据此ꎬ 工人

群体内部的消费标准ꎬ 可以细分出特别高、 更高、 较高和普通四个层次ꎮ 对比数

据可以看出ꎬ 四个层次在面包的占有量上差别不大ꎬ 差距仍主要体现在高热量食

品上ꎮ 如特别高定量者的面包数额ꎬ 仅比大众标准的一等工人多出 ２００ 克ꎬ 而在

肉、 脂肪、 谷物的占有量上ꎬ 均是后者的 ２ ５ 倍ꎮ
总之ꎬ １９４１ 年德国的入侵ꎬ 加剧了苏维埃政权本已存在的粮食危机ꎮ 为了

战胜短缺困难ꎬ 国家在后方实施了食物购买证政策ꎬ 这是绝对必要之举ꎮ 将粮食

由国家统筹安排ꎬ 有利于其节约和更合理使用ꎮ 而凭证定量、 且按低于市场价的

配给价格销售ꎬ 可以避免稀缺资源的集中ꎬ 保障最广泛社会成员的生存权益ꎮ 特

殊时局下ꎬ 定量供应不仅是求生的方式ꎬ 还是提效的工具ꎮ 工人群体内部呈现的

四个供给层级ꎬ 为 “四类两等” 的消费原则ꎬ 增添了更大的差异ꎮ 但基于战争

状态ꎬ 国家对为捍卫政权做出突出贡献者ꎬ 给予优于大众定量的非常待遇ꎬ 也是

合乎情理的ꎮ 此外ꎬ 从购买证政策的内容可以看出ꎬ 其只限于城市居民点ꎬ 不涉

及农村ꎮ 因此ꎬ 该政策反映出城乡分配差别ꎮ 只有城市居民ꎬ 才有权按照国家规

定ꎬ 获得固定数量的配给ꎬ 拥有相对稳定的饮食保障ꎮ

二　 粮食配给不足与国家拓宽供应渠道

票证局是实施食物购买证政策的机构ꎮ 战争之初组建的食品和工业品票证

局ꎬ 隶属于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ꎮ 市级和区级票证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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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分配票证、 监督和检查票证发放的正确性两项业务①ꎮ
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是负责粮食分配的组织ꎮ 战争之初ꎬ 分配食品的机构是

国家指定的商店ꎮ 为了优先保障工人的粮食供应ꎬ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 政府颁布

决议ꎬ 在企业和交通部门设立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ꎬ 许多商店、 食堂、 各类农业

附属企业等都归其管理ꎮ②ꎮ 这样ꎬ ６０ 个国民经济部门都建立了供应处ꎬ 其任务

是凭证对本企业的工人、 职员ꎬ 及其家属和 １２ 岁及以下儿童出售食品ꎮ 于是ꎬ
四类群体的配给ꎬ 转为主要在供应处管辖的内部食堂和商店解决ꎮ 在上述机构的

合力作用下ꎬ 食物购买证政策得以贯彻ꎮ
购买证政策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ꎬ 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消费标准有时无法

兑现ꎮ 政策实施之初ꎬ 粮食主要来源于战前的储备ꎮ 但德军的突袭使西部各州

７０％以上的动员储备未能抢运出来③ꎮ 到 １９４２ 年末ꎬ 国家的粮食储量只达到

１９４０ 年的 ５７％ ꎬ 其中能够凭证销售的不超过一半④ꎮ 而 １９４３ 年农业又遭遇严重

的旱灾ꎮ 因此ꎬ 在后方ꎬ 即使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ꎬ 实践中也仍然会受到供给不

足的困扰ꎬ 表现在三方面ꎮ
不能按时发放食品ꎮ １９４２ 年ꎬ 莫斯科居民在 ３ 月份才买完 ２ 月份应该供应的

谷物和糖ꎬ 鱼、 鱼肉产品及肉类产品根本就没有发放ꎮ 而凭 ３ 月份的购买证在当

月只获得了鲱鱼ꎬ 还是按照四类居民人均 ２００ 克的标准分发的⑤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中旬ꎬ 克拉斯诺达尔市每天不能按证售出的面包达到 １５ 吨⑥ꎮ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和 ２
月ꎬ 在索契ꎬ 凭面包证未得到的面包超过 ２００ 吨⑦ꎮ 由此可知ꎬ 持有购买证的居

民ꎬ 不一定能够在指定的日期准时获得配给ꎬ 或者延后或者根本就买不到这种

食物ꎮ
未按政策规定供应ꎮ 从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起ꎬ 国家宣布对肉、 鱼等食品凭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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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ꎮ 因食物匮乏ꎬ 摩尔曼斯克州无法按照国家颁布的定额分配ꎬ 使用了另一套规

则ꎮ 工人和职员每月从内部食堂得到 １ ０００ 克肉ꎬ １ ０００ 克鱼ꎬ 最多 １ ５００ 克谷

物ꎮ 当时ꎬ 脱产居民包括孩子在内ꎬ 除了面包什么食品也得不到①ꎮ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 摩尔曼斯克州执行委员会颁布第 ４ 号命令ꎬ 临时缩减面包的日供给量ꎮ
自 １ 月 ２８ 日起ꎬ 应得 ８００ 克者只得到 ６００ 克ꎬ 相应地ꎬ ６００ 克、 ５００ 克和 ４００ 克

变为 ４００ 克、 ３００ 克和 ２５０ 克②ꎮ 遭封锁的列宁格勒更为严重ꎮ 它三次降低定量ꎬ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面包供应减至最低标准ꎬ 工人一天发放 ２５０
克ꎬ 其他三类人是 １２５ 克③ꎮ 指导员雅库尼娜在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的呈文中讲述ꎬ
在加里宁的纺织联合工厂和机械厂ꎬ 四类人得到的面包都低于规定的标准ꎬ 而其

他食品根本没有配发④ꎮ 从上述史实可知ꎬ 居民能够获得的食品ꎬ 在种类和数量

上有时达不到国家的要求ꎮ
食品里放入掺杂物ꎮ 被包围期间ꎬ 列宁格勒虽不断下调定量ꎬ 但面粉里还要

掺上糠、 麦芽、 燕麦、 谷壳和各种代用品ꎬ 它们占面包总量的 ５０％ ꎮ 尽管如此

仍不能充足供应ꎬ 于是想往面包里加什么就加什么⑤ꎮ 据阿尔泰边疆区内务人民

委员部管理局报告ꎬ 由于 １９４３ 年农作物严重欠收食品里添加了猫和狗的尸

体、 野草和草根⑥ꎮ １９４３ 年ꎬ 社会检查员对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下属的食堂和商

店进行检查ꎬ 在莫斯科州国际工厂发现含有杂质的面包ꎻ 在莫斯科州斯维尔德洛

夫细呢工厂ꎬ 查出带有煤油味的夹生面包ꎮ 原来ꎬ 为了润滑农业设备ꎬ 区消费者

联盟往面团里放了机油⑦ꎮ 可见ꎬ 发放的食品时常会变成一个 “集合体”ꎬ 难以

原汁原味ꎮ
由以上三项内容可知ꎬ 政策规定的配给标准在执行中遇到了变数ꎮ 无论莫斯

科、 列宁格勒这样的大都市ꎬ 还是极北地区、 边疆区ꎬ 都碰到了不同程度的供应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Военные" карточки: от введения до отме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Мурм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ｕｒｍａｎａｒｃｈｉｖ ｒｕ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２０１０ － ０４ － ０８ － ０７ － ５１ － ００ / ５００ － ｌｒ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Мурм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 ГАМО )ꎬ ф Р － ８０８ꎬ оп ２ꎬ д ９ꎬ л ６ꎬ ７
" Военные" карточки: от введения до отмены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ⅩⅩ ве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В ３ － х т Т ２ １９４０ － １９５９ С １１１
ГАРФ Ф ５４５１ Оп ３１ Д ２６ Л ８ － １０ И Б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２７
Кринко Е Ф Карточн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егламентация потреб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в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гг С １５２
Там же С １５３
ГАРФ Ф ５４５１ Оп ３１ Д ３３ Л １３ꎬ １５ꎻ Д ３４ Л ２ － ２об ꎬ ６ꎬ ８ － ９ И Б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２９ － ２３０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危机ꎮ 可以说ꎬ 城市居民凭证获得定量食物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ꎮ
为了保证购买证政策的顺利推行ꎬ 苏维埃政府积极寻求解决途径ꎬ 努力增加

粮食供给ꎮ 一是确保存量农田收成ꎮ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不致因劳动力不足减产ꎬ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 联共 (布) 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规定ꎬ 战争期间ꎬ 有劳动

能力的庄员每年必须完成的劳动定额ꎬ 产棉区为 １５０ 个劳动日ꎬ 产粮区和畜牧区

为 １００ ~ １２０ 个劳动日①ꎮ 农忙期间ꎬ 各级苏维埃都动员城市居民下乡ꎬ 有 ３３０ 万

城市职工和学生义务参加田间劳动②ꎮ 可知ꎬ 国家采取了强制劳动和义务劳动的

办法ꎬ 力保现有农业区的产量ꎮ 二是扩大东部耕种面积ꎮ 西部和南部领土被占领

后ꎬ 苏维埃政权迅速组织东部的垦荒ꎮ １９４２ 年ꎬ 东部的粮食播种面积比 １９４０ 年

增加了 ２ ３ 亿公亩ꎬ 其中远东和中亚增长最快ꎬ 分别提高了 ３０％和 ２０％ ③ꎮ 在西

伯利亚和中亚ꎬ 甜菜和油菜籽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ꎮ 与 １９４０ 年相比ꎬ 远东

和西伯利亚的油菜籽种植面积ꎬ 在 １９４２ 年依次升高了 ３７％和 ２７％ ④ꎮ “西方不亮

东方亮” 的开垦措施ꎬ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补蒙受的损失ꎮ 三是恢复解放区的粮

食产能ꎮ 对陆续夺回的农业区ꎬ 政府积极复兴地力ꎮ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 苏联人

民委员会和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颁布决议: «关于在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的

地区恢复经济的紧急措施»ꎬ 其对经济的复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到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ꎬ 有 ２０ 多万头牛、 数十万只羊、 几万匹马从疏散地返回解放区⑤ꎮ 集体农庄

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回暖ꎬ 到 １９４４ 年不仅完成了国家任务ꎬ 还超额交售数千万普

特粮食作为国防储备ꎮ １９４５ 年ꎬ 解放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已达到战前的 ７５％ ⑥ꎮ 无

疑ꎬ 许多原本就是重要产粮区的振兴ꎬ 大大助力供给ꎮ 四是争取外援ꎮ 为了打赢

这场保卫战ꎬ 苏联在战争之初就向盟国求援ꎮ 而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人清

醒地认识到ꎬ 德国法西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和敌人ꎬ 保卫美国的重要途径之一

就是借助苏联、 援助苏联ꎬ 以尽可能减少美国的伤亡ꎮ 于是ꎬ 通过 «租借法

案»ꎬ 美国等盟国向苏联援助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粮食ꎮ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年ꎬ 美国、 英

国、 加拿大共向苏联发送了 ４９１ ５８１８ 万吨粮食ꎬ 包括面粉、 饼干、 糖、 动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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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 牛肉、 巧克力、 豆粉、 奶粉、 脱水蔬菜、 罐头、 人造奶油、 乳酪等①ꎮ 虽

然除婴儿奶粉外ꎬ 这些进口食品都优先供给军队②ꎬ 但对补充城市居民的粮食供

应也颇有益处ꎮ
综上所述ꎬ 面对缺粮困难ꎬ 苏联政府对内增加生产、 对外主动化缘ꎬ 殚精竭

虑充实粮食资源ꎮ 在国家的积极作为下ꎬ 各地区陆续走出低谷ꎬ 尤其是 １９４４ 年

乌克兰的大丰收使得当年的粮食收购量超出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亿普特ꎬ 对改善城市居民

的供应起了很大作用ꎬ １９４２ 和 １９４３ 年普遍存在于苏联居民中的饥饿状态消

失了③ꎮ

三　 影子分配不绝与政府加强粮食监管

影子分配是购买证政策在实施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ꎮ 手握权力的官员ꎬ 以及

与分配票证、 发放食品工作相关的从业者ꎬ 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ꎬ 非法参与食品

资源的再分配ꎮ
表现之一是票证局监守自盗ꎮ 票证局里最便利的盗窃者首推出纳员ꎮ 在克拉

斯诺达尔票证局ꎬ 出纳员苏卡契偷窃 １６ ７８３ 张食物购买证和 ５ １７９ 卢布并潜逃④ꎮ
在新西伯利亚票证局ꎬ 出纳员利娅施科因盗窃 １５ ２７７ 卢布被捕ꎬ 在她那里还发

现少了 ３０９ ８７８ 张购买证和副券⑤ꎮ
票证局领导也介入欺诈ꎮ 在副局长杰列维扬琴科的领导下ꎬ 伏罗希洛夫斯克

票证局的出纳员和检查员ꎬ 将应该烧掉的票证据为己有ꎬ 或根据假介绍信为乌有

之人开具食物购买证⑥ꎮ 在斯科沃罗季诺的区票证局ꎬ 局长诺维科娃和出纳员兼

检查员列翁季耶娃ꎬ 共偷窃总量达 １ ０７０ 千克面包的票证和副券ꎬ 还有 １４ ６９６ 卢

布现金ꎮ 他们还试图伪造票证局遭抢劫的现场ꎬ 为此被判处 １０ 年监禁⑦ꎮ 阿穆尔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振伟、 田钊: «二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及盟国对苏的粮食援助»ꎬ 第 ６６ 页ꎮ
郝健: «二战期间美国对华和对苏租借援助的比较研究»ꎬ ２０１３ 年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ꎬ 第 ３８ 页ꎮ
同上ꎬ 第 ３８ 页ꎮ
Орлов И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３１
Там же С ２３１
РГАЭ Ф ７９７１ Оп ５ Д ２２６ Л １２ꎬ １５ － １６ Там же С ２３１
Там же С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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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共青城票证局局长拉济科ꎬ 除拥有自己的购买证和补充营养外①ꎬ 还为自己

和两名家属ꎬ 非法搞到了按照极北地区标准供给的、 较高定量食物购买证②ꎮ
表现之二是近水楼台者疯狂掠卖财物ꎮ 鄂木斯克卫戍部队专供局局长萨德科

娃ꎬ 通过伪造介绍信ꎬ 非法得到价值 ２００ 万卢布的食物购买证ꎬ 她还建立了一个

完备的代办网络ꎮ 这起案件有 １９ 人被逮捕ꎬ 其中一人被枪毙ꎬ 萨德科娃被判处

１０ 年监禁ꎬ 余者获 ５ ~ ８ 年徒刑③ꎮ 特列布希娜是梁赞市林业粮食贸易托拉斯发

放票证的全权代表ꎬ 通过登记杜撰的人ꎬ 得到了 １０ 名儿童购买证和 ２ 名家属

证④ꎮ 房屋管理员莫罗佐夫ꎬ 从几个并未居住者身上获得了若干购买证⑤ꎮ 切尔

登工业联合企业的出纳员ꎬ 因用这些票证交换手表等贵重物品ꎬ 被判处 ３ 年徒

刑⑥ꎬ 商店里的盗窃极其简单ꎮ 首先发布一个销毁面包等食品副券的假公告ꎬ 然

后按照国家的配给价格把钱交给收款处ꎬ 根据似乎毁掉了的副券数量选出食物ꎬ
再按投机价格倒卖⑦ꎮ

从以上两种表现形式可知ꎬ 出于人性的贪欲ꎬ 上至票证局局长、 专供局局长

等领导干部ꎬ 下到收银员、 检查员、 房管员、 售货员等各类公职人员ꎬ 置人民的

生死于不顾ꎬ 伪造偷盗票证、 投机倒把ꎬ 中饱私囊ꎮ 在粮食贵如油的年代ꎬ 其贪

污的数额之巨ꎬ 令人咋舌ꎮ 这些罪恶勾当导致大部分定量食品转入影子分配领

域ꎬ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的粮食供应ꎬ 束缚了购买证政策能够发挥的效果ꎮ
面对上述乱象ꎬ 苏维埃国家认真查找政策和监管漏洞ꎬ 全力清除购买证政策

运行路上的绊脚石ꎮ
第一ꎬ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ꎮ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决议ꎬ

宣布在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ꎬ 成立统计和监督定量供应人口局ꎬ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ꎬ 该局被改组为定量供应管理局ꎬ 还设有分局及秘书处⑧ꎮ 这样ꎬ 在 １９４２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第 １７０９ 号决议ꎬ 授权企业厂长依靠工厂的副业ꎬ 给完成
和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工人提供一顿热餐ꎬ 这是定量之外的补充营养ꎮ «Военные» карточки: от введения
до отмены

РГАЭ Ф ７９７１ Оп ５ Д ２２６ Л １２ꎬ １５ － １６ И Б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３２

РГАЭ Ф ７９７１ Оп ５ Д ２２６ Л １１ꎬ １３ꎻ Д ２９８ Л ２ Там же С ２３１
РГАЭ Ф ７９７１ Оп ５ Д ２２６ Л ６０об Там же С ２３０
Там же
Там же С ２３１
РГАЭ Ф ７９７１ Оп ５ Д ２２６ Л ２ － ３ И Б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３０
РГАЭ Ф ７９７１ Оп ５ Д ２２６ Л ２ － ３ И Б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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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月ꎬ 管理全国粮食供应的中央机关诞生ꎮ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ꎬ 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下达命令ꎬ 在各加盟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

部ꎬ 以及边疆区、 州、 市和区的商业分部之下ꎬ 设立食品和工业品票证监督统计

局ꎬ 严格监督供应的定量、 票证分派的正确性ꎬ 以及供给食品的情况ꎮ
此外ꎬ 国家还动员企业和机关的工会积极分子、 食品店委员会和食堂委员

会ꎬ 参与检查票证的发放和统计工作ꎮ 在设有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的企业里ꎬ 成

立了工人供应委员会ꎬ 它是在全体工人大会上选举产生的ꎮ 而在各车间或者大会

的换届会议上ꎬ 还降生出社会检查员①ꎮ 这样ꎬ 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ꎬ 各级监

察机构、 群众组织和监督员都配备起来ꎬ 众人拾柴同不法行为作斗争ꎮ
第二ꎬ 打击投机倒把ꎮ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苏联票证总局颁布 «关于加强同

盗窃和倒卖食品和工业品作斗争» 的决议ꎬ 在加强监督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②ꎮ
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研究了同非法发放食品、 直接偷窃食品做斗争的措施ꎬ 以及

保障向居民足量、 及时发放食品的措施ꎮ 为此ꎬ 还成立了国家商业检查总局这一

专门机构ꎬ 它除了监督商业和大众餐饮企业发放的食品外ꎬ 还负责同各种滥用职

权行为作斗争③ꎮ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 日ꎬ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布 «关于加强工会组

织同倒卖和偷窃食品作斗争» 的决议④ꎮ 总之ꎬ 国家成立专管机构、 采取专项措

施ꎬ 坚决制止盗窃倒卖粮食资源的行径ꎬ 切实保障持证居民的定量供应ꎮ
第三ꎬ 规范票证体系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布第 ３８０

号命令 «关于规范面包、 某些食品和工业品的票证体系»ꎬ 宣布从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统一票证样式ꎮ 在出示标准介绍信的情况下ꎬ 才能发放票证ꎮ 介绍信并非无

偿获得ꎬ 需要支付 ５ 戈比⑤ꎮ 可见ꎬ 国家对票证本身的管理也更为严格ꎮ 票证式

样、 介绍信格式的标准化ꎬ 以及介绍信的商品化ꎬ 使这些媒介更加规范ꎬ 既便于

国家的统计和核查ꎬ 又挤压了造假空间ꎮ 此外ꎬ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ꎬ 苏联人民委

员会下达第 ３７２ 号指示ꎬ 规定由大型城市的票政局ꎬ 如莫斯科、 列宁格勒、 斯维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Орлов И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２４

Там же С ２２７
Кузнецова О Д ꎬ Ａверченко М 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снабж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 ６２
Орлов И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２９
Орлов И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１０ －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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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洛夫斯克等ꎬ 来组织统计定量、 提交供应计划工作ꎬ 安排印刷并向各地分发

票证①ꎮ 这样ꎬ 票证的印刷和分发只能由大城市的票证局操作ꎬ 限制了中小城市

和区级票政局滥用职权的行为ꎮ
第四ꎬ 严惩违法者ꎮ 目前的材料显示ꎬ 尽管国家层层设防ꎬ 非法行为仍屡禁

不止ꎮ 各级机构多次进行大型检查ꎬ 将目无法纪者绳之以法ꎮ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ꎬ 各加

盟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在 ５４ 个州、 边疆区和共和国全面检查票证定额ꎬ 共查

出 ８０ ３５５ 张非法得到的面包证等食物购买证ꎬ ６７ ８６６ 张伪造的标准介绍信ꎮ 还发

现 ２０ １１５ 人的定量过高ꎬ ３６ ８７９ 人得到较高供应标准的票证ꎮ 因非法获得标准介

绍信和票证ꎬ 商业人民委员部向法院移交了 ２ ４０８ 起案件ꎬ 对 １ １０３ 人给予行政

处分②ꎮ 同年ꎬ 票证局也进行了类似的检查ꎬ 共发现 ７６ ２８７ 起违反法律和票证规

则的案件ꎮ 票证局向法庭调查机构移交了 ５ ２３９ 起ꎬ 其中 １ ５４３ 人被判处不同刑

期ꎬ ４ ２３６ 人被施以行政处罚ꎬ １ ０７８ 人被撤职③ꎮ
总之ꎬ 国家通过设立各类监管机构和社会组织、 颁布惩治措施、 规范票证体

系、 开展督查行动ꎬ 坚决制止 “蛀虫” 对粮食资源的再分配ꎬ 捍卫人民的食品

消费权利ꎮ 国家的严管严查严惩ꎬ 虽没有彻底杜绝影子分配现象ꎬ 但在很大程度

上堵塞和遏制了违法行径ꎬ 推进了定量供应政策的顺畅实施ꎮ

四　 食物购买证政策的结果

在联共 (布) 艰苦卓绝的努力下ꎬ 以及社会各界包括外国盟友的竭诚襄助

下ꎬ 购买证政策披荆斩棘ꎬ 为城市居民的基本饮食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从持证人口上看ꎬ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年每年 １２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ꎬ 享受定量供给

面包和其他食品的人数均呈递增趋势ꎮ 四年里获得面包证的人数分别为 ３ ８９０ １
万、 ４ １８３ 万、 ４ ７１９ ８ 万和 ５ ２８１ ８ 万ꎻ 获得面包以外食物购买证的人口顺次为

１ ５３３ ７ 万、 ２ ０４９ ５ 万、 ２ ７９０ ７ 万和 ３ ３１７ 万④ꎮ 这说明四年期间ꎬ 有越来越多

的市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食品保障ꎮ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Орлов И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２２２

РГАЭ Ф ７９７１ Оп ５ Д ２２６ Л ４ Там же С ２２６
РГАЭ Ф ７９７１ Оп ５ Д ２２６ Л ２ － ３ Там же С ２３０
Сост Лившин А Я ꎬ Орлов И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м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１９３９ －

１９４５ С ２０５ꎬ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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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配给标准上看ꎬ 受粮食总量所限ꎬ 国家虽没有能力全面提高居民的消费水

平ꎬ 但还是通过调剂类别的方式ꎬ 改善了部分群众的营养ꎮ 如果说 １９４２ 年中期ꎬ
持工人和职员购买证的城市居民只有 ２ / ５ꎬ 其余都是按照家属和孩子的定额供

给ꎬ 那么ꎬ 到 １９４４ 年末ꎬ 已有一半的城市人口执行工人和职员的标准①ꎮ 可知ꎬ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ꎬ 工人和职员类别的供给人口增加了 １０％ ꎮ

不仅类别有调整ꎬ 工人群体内部的四个层次也有变动ꎮ 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工

程技术人员升级为较高定量和一等定量ꎮ 如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９ 日ꎬ 苏联商业人民委

员部签署第 ３７ 号命令ꎬ 对于科学院和专业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ꎬ 斯大林奖金

获得者ꎬ 科学、 技术和艺术功勋活动家ꎬ 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ꎬ 参照特别

名单的工人标准颁发食物购买证②ꎮ 可知ꎬ 从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起ꎬ 上述原本享受普通

工人定量的知识分子ꎬ 将升级为较高定量ꎮ 统计数据显示ꎬ 按普通标准供给的工

人比重ꎬ 在 １９４２ 年第三季度占全体工人的 ７１ ５％ ꎬ 而到 １９４２ 年第四季度已减少

到 ２９％ ꎻ 相应地ꎬ 按照特别名单的标准供给的工人ꎬ 从 ２８ ５％ 增加到 ６８％ ③ꎮ
可知ꎬ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ꎬ 享用普通定量的工人就降低了 ４０％ 多ꎬ 而较高定量

者则添加了 ４０％多ꎮ 总之ꎬ “四类两等” 的类别划分和工人的供应档次并非一定

不变ꎬ 会有一些人群从低标准转为高标准ꎬ 得到更多的食物ꎮ
定量供应的食物质量也有改观ꎮ 城市居民营养中的卡路里ꎬ 战前是 ３ ３７０

卡ꎬ １９４２ 年减少到 ２ ５５５ 卡ꎬ １９４３ 年提高到 ２ ７５０ 卡ꎬ １９４４ 年为 ２ ８１０ 卡④ꎮ 从

这组数据可知ꎬ 虽然到 １９４４ 年时卡路里也没有达到战前水平ꎬ 但已呈持续上升

态势ꎬ 表明饮食中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摄入量在不断增加ꎮ
总之ꎬ 食物购买证政策在保障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最低水平的食品供给上ꎬ 起

到了不可小视的重要作用ꎮ
不仅如此ꎬ 购买证政策还很好地履行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杠杆职能ꎮ 虽然战

争初期工业产量急剧下降ꎬ 但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起停止下跌ꎬ 自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开始

迅速上升⑤ꎮ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年底ꎬ 在东部地区有 １０ 座炼铁炉、 ４５ 座平炉、 １６ 座电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Кузнецова О Д ꎬ Ａверченко М 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снабж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 ５５

Сост Лившин А Я ꎬ Орлов И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м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１９３９ －
１９４５ С １８５

Кузнецова О Д ꎬ Ａверченко М 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снабж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 ５５

Там же С ６３
〔苏〕 В Т 琼图洛夫等编: «苏联经济史»ꎬ 第 ２０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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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钢炉、 ２ 座巨型转炉、 １４ 台轧钢机和 １３ 组炼焦炉投入生产①ꎮ 从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年ꎬ 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 ４０％以上②ꎮ 这些骄人的成就固然与工人阶级强烈

的爱国热情、 英雄主义精神、 各种劳动竞赛的开展密不可分ꎬ 但不能否认ꎬ 较

高、 更高、 特别高的食品定量ꎬ 对那些关键部门的劳动者保持充沛的体力和高昂

的干劲ꎬ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物质效用ꎮ
在炮火连天、 粮食供给阻力重重的条件下ꎬ 食物购买证政策能够取得如此可

喜的成就实属不易ꎬ 必须高度肯定其功绩ꎮ 但同时也应认识到ꎬ 该政策自问世起

就存在消费标准上的 “四类两等” 差异ꎬ 以及执行范围上的乡村歧视ꎮ 在那个

食物远比金钱珍贵的非常时期ꎬ 这些分别始终遭到社会的非议ꎬ 表现如下ꎮ
农村工人的质疑ꎮ 因不是全体居民都能得到食物购买证ꎬ 这一原则引起许多

人不满ꎮ 季霍列茨克铁路站的乘务员克拉夫措夫和博里先科声明: 他们像喂鹅一

样地喂我们ꎬ 为什么要把我们同城里的工人区别对待呢? 联共 (布) 党员、 列

车后备队队长阿加尔科夫说ꎬ 这种分配方法引发了城市居民和火车站居民之间的

敌对情绪③ꎮ
城市同一群体内部的抵牾ꎮ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经济学家 А М 扎贡给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写信ꎬ 反映新西伯利亚在票证分配上的不公ꎮ 在西西伯利亚河

运管理局技术开发组工作的舰队工作记录工程师从不参与生产ꎬ 他们像普通工作

者一样工作 ８ 小时ꎬ 有时还磨洋工、 聊天ꎬ 却能得到 ６００ 克定量的面包证ꎬ 因为

他们属于生产工程师类别ꎮ 相比之下ꎬ 一些员工从早晨 ８ 点工作到夜里 １２ 点甚

至更晚ꎬ 没有休息日ꎮ 但由于包括扎贡在内的这些工作人员被列入了经济学家行

列他们只能获得 ４００ 克面包④ꎮ
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ꎮ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ꎬ 献血者 И М 穆雷连科给联

共 (布) 中央委员会写信ꎮ 他讲道ꎬ 因为献血者持有工人购买证ꎬ 社会把我们

当作幸运儿ꎬ 不愿意帮助我们ꎮ 例如ꎬ 不是所有的单位在献血日都允许献血者离

开岗位ꎮ 还有人向我们抛出这样的话: 我不认为ꎬ 你是出于爱国主义情感才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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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 м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５ С １８５ －１８６



基础文论　

的ꎬ 你主要是因为利益①ꎮ П М 尼基福罗夫是 １９０４ 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ꎮ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 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及ꎬ 当看见艺术家、 作家甚至他们年

轻的妻子在物质生活上得到很好地满足时ꎬ 老布尔什维克们不由得苦楚ꎮ 特别是

当商店的女售货员推开老人ꎬ 说: “这不是给你们的ꎬ 是给作家的”ꎬ 每个人都

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难道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不应该获得哪怕与作家平等的物

质待遇吗②

由此可知ꎬ 基于城乡工人在粮食供应上的不同政策ꎬ 城市居民之间的类别划

分、 以及配给待遇上的等级差距ꎬ 群众对购买证政策不无微词ꎮ
综合食物购买证政策的实施始末ꎬ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ꎮ １９４１ 年德国的入侵ꎬ

迫使苏维埃政权对国民经济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化管理ꎬ 食物购买证政策既是其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也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必要措施ꎮ 该政策蕴含着这样一种权

责关系: 城市居民有权按照规定的标准购买固定数量的食品ꎬ 而分配机构有责任

销售相应数量的食物ꎮ 实践中ꎬ 国家千方百计增加粮食总量ꎬ 层层设防打击影子

行为ꎬ 竭力确保责权兑现ꎮ 定量供应政策虽没有做到尽如人意ꎬ 但是保障了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ꎬ 为刺激关键部门提效也立下了汗马功劳ꎮ
食物购买证政策自带三重差异: 执行范围的城乡差异、 消费标准的部门差

异、 群体之间和内部的等级差异ꎮ 抚平这些差距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改革ꎬ 改变

战前就存在的压抑劳动生产率的状况ꎬ 废除粮食配给政策ꎬ 自由满足人民的口腹

之欲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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