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地方史研究 】

抗战初期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述论
赵　朗

3

(辽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 沈阳 　110031)

摘 　要 : “九一八 ”事变后 , 日本不仅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 , 而且很快启动了 《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

案 》。通过武装移民、掠夺移民用地等手段 , 向中国东北移民 2 000余户。日本向东北实施移民的行动 , 暴露了日本企图完

全占有东北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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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侵略 , 是日本入侵东北的重大战略措施 ,

它既是政治侵略 , 也是经济侵略。

日俄战后 , 日本朝野上下在讨论 “如何经营

满洲 ”问题时 , 有人就提出向中国东北移民。日

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曾说 : “战争不可能常胜不

败 , 永久的胜利是与人口的增减相关的 ”, 将很多

的日本人移居东北 , 东北地区 “自然而然会成为

日本的强大势力范围 ”[ 1 ]。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在其

就职书中说 : “经营满蒙的的诀窍 , 在于实现满洲

移民集中主义 ”“我们在满洲应占有以主制客、以

逸待劳的地位 ”, 为此则必需 “第一经营铁路、第

二开煤矿、第三移民、第四畜牧 , 其中以移民为

最 ”[ 2 ]等等。不久 ,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和 “关东

州 ”地区进行试点移民 , 但为数不多 , 仅 1 500

名。

“九一八 ”事变后 , 东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

民地 , 这为日本各项侵略政策铺平了道路。日本统

治集团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定为它的七大国策之一 ,

也是伪满的三大国策之一。统治东北的太上皇关东

军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 , 于 1932年 10月制定了

“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 ”, 即 《关于

向满洲移民要纲案 》[ 3 ]11。一些日本学者称其为

“划时代的移民方策案 ”[ 3 ]12。

这个 “移民方策案 ”不仅提出了移民的具体

计划 , 而且着重强调了武装移民于中国东北的军

事、政治的目的 :

第一 , 妄图通过移民 , 在伪满洲国内以日本人

为核心 , “扶植 ”为维护殖民统治的 “现实势力 ”,

使其成为统治 “满洲的尖兵 ”, 作为关东军维护伪

满治安的 “协助者 ”, 其真实目的就是镇压东北人

民 , 巩固殖民统治。

第二 , 把日本移民安置在中国东北北部 , 是为

了 “充实日满两国国防 ”, 使其成为 “对苏防御作

战的军事力量 ”, 以及侵略苏联的 “后方据点 ”,

即作为反苏的桥头堡和军需品的供应地。

第三 , 为了确保其经济掠夺 , 特别是农业掠

夺 , 通过移民侵略直接掠夺到所缺乏的物资和发动

战争 “所需要的资源 ”。

第四 , 为了缓和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 , 特别是

农村的阶级矛盾 , 以维持对本国人民的统治 [ 4 ]。

“移民方策案 ”所提出的移民具体方案是把过

去的 “普遍移民 ”改变为 “特别农业移民 ”。所谓

“特别农业移民是以退休军人为主体 , 在警备上相

当于屯田兵制组织 , 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 ”[ 5 ]11。

与此同时 , 1932年 8月 , 日本第 63次临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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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拓务省的移民方案和移民费用预算 , 总额为

207 850日元。决定当年秋季向中国移民 500名武

装移民 , 重新开始对东北的移民试验。这种移民采

取集团形式 , 称作拓务省集团移民 , 又因这种方式

具有移民经验积累的试验性质 , 也叫试验移民或屯

兵制移民 , 即武装移民。

关东军特务部为指导移民工作 , 又制定了

《日本人移民实施要纲案 》。它规定了移民用地的

获得方法 , 提出了设立移民土地保有机关和移民助

成机关的方案 ; 决定了输送 “满洲 ”的移民户数 :

“普遍移民”15年间 10万户 ; “特别移民 ”5年间

1万户。也就是说 , 计划 15年间输送 11万户。

一、武装移民

在武装移民前 , 1932年 6月 , 日本拓务省组

成 “移住满洲适宜地 ”调查班 , 到中国东北松花

江下游的佳木斯腹地 , 即永丰镇地区对农业的条

件、交通情况及生活方面等一系列情况进行调查 ,

其结论是 : 永丰镇地区可以作为第一批武装移民

500户的 “适宜迁入地 ”。于是 , 日本拓务省就向

在乡军人正式发出招募农业移民的通知 , 招募 423

名受过教育的退伍军人 , 组成移民团。移民团共分

4个集团 , 每个集团以县为单位划分若干小队 , 分

别在岩手县、山形县、茨城县接受为期 3周的训

练。

第一次武装移民 : 1932年 10月 3日 , 在各县

受训的农业移民到东京青年会馆集合 , 组成第一次

武装移民团。团长市川益平 , 团员 430名 (除招

募的 423名之外 , 还有随团医生 , 警务人员等 ) ,

总计 432名 , 在东京参加完各种集合与仪式后 , 于

5日从神户乘船出发 , 8日到达大连 , 然后改乘火

车 , 沿着奉天 ———哈尔滨 ———佳木斯路线 , 于 14

日晚到达佳木斯。他们没有立即到移民点 ———桦川

县永丰镇 , 而留在佳木斯接替正规军担当警戒任

务 , 直到 1933年 4月 , 全部到达移民点。

第二次武装移民 : 1933年春 , 日本第 64次帝

国议会又通过了第二次移民预算 , 开始募集第二次

移民。这次是采取推荐选拔制募集人选。被募集的

人集中接受一个月的集训 , 淘汰 45人 , 其余的

455人组成第二次武装移民团 , 由日泽中佐任团

长 , 下辖三个中队 , 于同年 7月 8日从东京出发 ,

18日到达佳木斯 , 又经永丰镇到达目的地———依

兰七虎力屯。其后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袭击和当地

居民的强烈反对 , 移民本部迁到湖南营 (后日本

人将此地更名为 “千振乡 ”)。

第三次武装移民 : 1933年末 , 日本内阁会议

批准第三次移民的实施要纲。这一要纲与前两次不

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 第一是移住地不限于一处 , 可

分几个地方移民。以 100—200人为一个集团 , 是

以团为经营形态的实验 ; 第二是移民成员资格放宽

了 , 从受过教育的在乡军人放宽到未受教育的在乡

军人 , 也就是说一般农民亦可。前两次以独身者为

主 , 而这次改为以带家眷为主。这两点表明日本统

治集团试图将武装移民过渡为普通农民。第三次武

装移民团由 259名组成 , 于 1934年 10月 16日由

敦贺港出发 , 23日到达目的地———绥棱县的北大

沟 (后称 “瑞穗村 ”)。

第四次武装移民 : 1935年 5月 9日 , 日本拓

务省根据帝国主义会议通过的第四次 500户移民预

算 , 发表 《第四次满洲农业移民纲要 》, 开始募集

移民。这次募集的方法与前三次不同 , 不是经过在

乡军人会 , 而是直接通过日本各道府县征募。募集

地除冲绳外 , 遍及日本全国。移民的资格 , 不是在

乡军人或以在乡军人为主 , 而是扩大到年满 33岁

以下的农耕者 , 同时 , 募集要纲中确规定 : 最初以

移民团为单位共同进行工作及经营。各户独立时 ,

每户所分配的土地数额视当地具体情况而定 , 最少

为 10町步 (作者注 : 町步 ———为日本面积单位 ,

1町步 = 0. 9915公顷 , 约等于 1公顷 ) [ 6 ]48。

根据上述规定 , 募集到 458名移民 , 移住地确

定为伪滨江省密山县城子河地区和哈达河地区 , 前

一地区为 268名 , 后一地区为 190名。之所以选择

该地区 , 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缘故。密山县

位于完达山脉南侧 , 沿乌苏里江支流穆棱河的一个

县 , 东邻虎林县 , 它与苏联远东地区接壤。关东军

在军事上非常重视该地区 , 因此第四次以及第五次

移民团都选择林口至密山的铁路沿线 , 显然关东军

把移民团配置在对苏的最前线上。第四次移民先遣

队在 1935年 8月 —9月间开始进入该地区 , 本队

则于 1936年 2月 —3月间到达该地区。

—121—

　第 5期 　　　 　　　　　　赵 　朗 : 抗战初期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述论



第五次武装移民 (也称 “集团移民 ”) : 1936

年是日本拓务省实施预定的第五次试验移民的一

年。是年初 , 帝国会议通过了 124万日元的移民预

算 , 于 5月开始募集移民 , 把募集的人员按出身地

区编成 4个集团 , 7月 , 入侵到伪滨江省密山县铁

路沿线 , 建成永安屯、朝阳屯、黑台、黑台信浓 4

个村 , 总计 1 000户。详见表 1[ 6 ]58 :

表 1　日本向中国东北第五次武装移民情况

团 名 入 侵 地 团 长 户 数

永安屯 东安省密山县 木村直雄 300

朝阳屯 同上 矢口通爱 300

黑台 同上 加藤熊次郎 200

黑台信浓 同上 青木虎次郎 200

合计 1 000

以上五次 “试验移民 ”, 到 1936年上半年结

束。前四次移民大约 1 000户 , 称为 “试验移民 ”,

即武装移民 , 第五次移民改称为 “集团移民 ”。其

后日本移民方针有了重大改变 , 开始了大规模移民

的侵略活动。

二、掠夺移民用地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它的移民 “国策 ”, 首先

要在中国东北千方百计地获得移民所需土地。他们

意识到 “确保移民用地是关系到日本农业移民事

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 3 ]14。为此 , 制定了 “筹措 ”

移民用地的方案。

在 1932年 2月 , 关东军统治部制定的 “移民

方策案 ”与 “日本人移民案要纲 ”中 , 要伪满提

供 “无偿土地 ”, 主要指 “国有地 ” “官有地 ”,

以及伪满 “没收的被认为是逆产的民有土地 ”, 还

有对于不在地主之地的 “补偿征用 ”, 其面积为

103. 15万町步 , 约占 10万户移民所需土地 166. 8

万町步的 62% , 其余的 63、65万町步土地准备收

买民地 [ 3 ]116。

所谓 “有偿 ”的 “收买 ”, 实际上等于强制剥

夺 , 在 1932年与 1933年向桦川县永丰镇和依兰县

湖南营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移民时 , 移民用地

的 “收买 “由关东军直接出面 , 指导日本东亚劝

业会社向中国移民强行收买。1933年 10月 , 在依

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林、密山等 6个县征用

165万垧可耕地 (约占 6个县可耕地的 57% , 其中

熟地是 18. 2万垧、约占 6个县的 41% )。在 “征

购 ”价格上。不论荒地、熟地 , 一律每垧 1 元。

当时依兰的地价是 : 熟地 : 上等 121. 4元 , 中等

82. 8元 , 下等 58. 4元 ; 荒地 : 上等 60. 7元 , 中

等 41. 4元 [ 7 ]。关东军这样的 “征购 ”就等于是无

偿地剥夺 !

1933年 —1934年间 , 关东军委托东亚劝业会

社在阿什河沿岸收买移民用地 1. 45万町步。该地

区一等地时价每垧伪国币 200元 , 二等地每垧 160

元 , 下等地每垧 130元 , 而东亚劝业会收买价格 :

一等地每垧 56元 , 二等地 40元 , 三等地 24元。

荒地收买价格 : 一等地每垧伪国币 16元 , 二等地

12元 , 三等地 8元 [ 5 ]11, 12。收买价格仅是时价的四

分之一 , 遭到当地农民的反对 , 但劝业会社的方针

是 “坚决按既定的协定价格收买 ”“军部的方针也

是按既定方针进行 ”[ 5 ]214。

1934年 2月 5日 , 由日军第十师团等组成的

特别工作班 , 在佳木斯召开了依兰、桦川、勃利三

个县联合征用土地的会议 , 决定以极低的价格

(即每垧 1元钱 ) 强行 “收买 ”农民的土地。家民

得到消息后纷纷起来抵制 , 拒不交地契。工作班为

强行 “征用 ”土地 , 便采用高压手段。日本侵略

者的暴行 , 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 , 发生了很多反抗

日本侵略者强征土地的事件 , 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

民暴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次暴动打死了

关东军大佐饭塚等 10多人 , 死伤移民数十人 , 移

民团员纷纷退团 , 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 使日

本大肆推行的移民侵略政策受到严重的阻击。但日

本侵略者并未就此罢休 , 仍继续推行移民侵略政

策 , 在移民移居地强行征用土地。

三、移民团的农业经营状况

移民团入侵各移民点之后 , 采取共同经营形

式 , 最初以团为单位 , 后来以村为单位。各个移民

团实施自治村制 , 组织农村产业组合 , 在生产、流

通、消费等领域内 , 全面试行共同经营的形式。

各个村的组织机构不完全一致 , 但大体相同 ,

以密山县永安屯移民的组织为例 , 就会了解各移民

村的情况。密山县永安屯移民主要以团为单位 , 团

下面分为本部和部落 , 本部包括 : 警备、卫生部、

运输部、特技部 (特技部下分石工、木工、锻工

蹄铁等部门 )、消费部、畜产部、农产加工部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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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部包括酿造、榨油、精谷三个部门 )、农事

部、土地菅理部、会计 ; 部落包括炊事、家畜、农

耕三个部门。

这种共同经营的形式维持三、四年后 , 逐渐过

渡到个人经营。无论是共同经营形式还是个人经营

形式 , 第一次移民团与第二次移民团 , 都未把全部

劳动力放在农耕上 , 大部分劳动力却用在 “警备 ”

方面 , 如入侵永丰镇的第一次武装移民团 , 在

1933年劳动力分配的比率如下 : 警务 50%、农耕

30%、建筑 20%。而在 30%农耕人员中 , 还有因

生病等其他原因实际不能从事农耕的 , 实际农耕人

员不满 20%。1933年末入侵的第二次武装移民团 ,

在 1933—1934年间 , “亦多是承担警备任务 ”。

1934年 6月 —1935年 2月间 , 劳动力分配率 : 农

耕 20%、建设 19%、警备 6% , 患病及其他杂用

55%
[ 3 ]399。

这种偏重 “警备 ”方面的劳动力分配 , 主要

是因为移民团不断受到抗日武装力量攻击的缘故 ,

其结果导致大量的耕地无人耕种。即使是这样 , 关

东军与东亚劝业会社还是为各移民点强行征用了更

多的土地 , 表 2是第一次至第五次移民耕地面积

表 :

表 2　第一次至第五次移民团耕地面积表

单位 : 町步

次别 地点 耕地机积 (町步 )

第一次武装移民

第二次武装移民

第三次武装移民

第四次武装移民

第四次武装移民

第五次武装移民

第五次武装移民

第五次武装移民

桦川县永丰镇

依兰县湖南营

绥楼县北在沟

密山县城子河

密山县哈达河

密山县永安屯

密山县朝阳屯

密山县黑台

45 000

12 142

19 800

15 000

6 000

11 015

12 010

18 220

合 计 139 187

资料来源 :牡丹江铁路局 :《东满 (管内 )移民事业的概

况 》牡局综合情报第 4号 , 1937年 3月。

由于各个移民点的土地过剩 ,移民根本耕种不

过来 ,便将剩余的土地租给中国人、朝鲜人耕种 ,以

坐食地租之利。移民团和移民雇佣劳动比率逐渐提

高 , 1935年瑞穗村全部劳动日数的五成依靠雇佣劳

力 ,请参阅表 3
[ 3 ]405

:

表 3　瑞穗村民团的劳动日数及内容 (1935年 )

作物种类 播种面积 (町 )
劳动日数

自家劳动日 比率 ( % ) 雇佣劳动日 比率 ( % )
自家役畜 雇佣役畜

大麦 34 904 22. 5 3 112 77. 5 805 14

小麦 60 1 519 74. 6 518 25. 4 1 388 16

大豆 85 1 477 47. 6 1 644 52. 7 1 909 176

粟 41 1 248 63. 3 722 36. 7 841 24

苞米 12 459 73. 1 170 26. 9 169 8

合计 232 5 607 47. 6 6 166 52. 4 5 112 234

　　从表 3可以看出 , 雇佣劳动日所占的比率为瑞

穗村移民团全部劳动日的 52. 4% , 也就是说这些

雇佣劳动日由被雇佣的中国农民来完成 , 这意味着

中国农民业已沦为日本移民团的佃户。移民团不仅

将土地租给中国人耕种 , 其他各业 , 如畜牧、杂

役、建筑等 , 也都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农民 , 有的甚

至强迫中国农民为他们无偿劳动。这就是说 , 日本

侵略者先从中国农民手中强行掠夺土地 , 再利用这

些土地强占中国农民劳动价值。中国农民不仅受到

他们的经济剥削 , 而且也受到他们的民族压迫。至

伪满后期 , 沦为日本移民佃户的中国农民所遭受的

经济的剥削与民族压迫更加严重 , 同时沦为日本移

民佃户的比率也在增加。

四、日本移民侵略给中国农民造成的灾难

殖民统治当局为日本移民团掠夺移民用地 , 强

行从中国农民那里征用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

地 , 使他们生活无着、背井离乡。如第一次武装移

民入侵永丰镇前 , 日伪当局强行把永丰镇东面的孟

家岗的 4. 5万町步土地划归日本移民团 , 把该区城

的 99户 (约 400人 ) 中国农民强行搬迁到向阳

山、八虎力一带 , 以每人得到 5元钱迁移费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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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赶出家园。1932年 8月 , 统治当局又为移民强

行 “收买 ”私有土地 , 丧失土地的农民走投无路 ,

流离失所。

在密山九洲屯农民的遭遇更为悲惨。1936年 3

月 , 日伪当局在九洲屯强制收买该屯的土地和房

屋 , 强行 “收买 ”熟地 1 500多响 , 此外还有很多

生荒地 , “按当时的地价 , 熟地每垧 120元 , 而日

寇只给 8. 2元 ; 生荒地时价为 40元 , 日寇只给 2

元。除此之外 , 还强占了房屋 30多间 : 一等房每

间给 30元 ”[ 5 ]214。1937年春 , 当地农民被撵走 60

多户 , 这些无地无房的农民被赶到老森林地带 , 重

新开荒和盖房子。1941年春又有 100多户农民被

赶到荒无人烟的地方 , 开拓团扒掉了中国农民房子

100多间 , 这些房子所占用的土地 , 全被移民团强

行 “收买 ”, 实际上就是强夺 , 日本移民侵略给中

国农民造成巨大灾难。

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背井离乡 ,另寻生活 ;一

部分沦为满拓公社或日本移民的佃户。日本移民由

于受日本统治集团的蛊惑宣传 ,以统治民族自居 ,对

中国佃户施以民族压迫 ,中国农民有相当一部分被

作为“国内开拓民 ”,强迁到边远地区开荒种地。到

1944年末 ,这种“国内开拓民 ”约有 4. 5万户 [ 5 ]716。

总之 , 无论是背井离乡的农民 , 还是在原住地沦为

日本移民的佃户 , 其处境都十分悲惨 , 农村经济也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36年上半年 “试验移民 ” (即武装移民 )

阶段结束了。这个阶段所进行的五次 “试验移

民 ”, 为后来日本实施大规模移民侵略活动埋下了

伏笔 , 积累了移民侵略的 “经验 ”。自 1936年下

半年始 , 日本继续实施移民侵略的国策 , 开始大规

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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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 en ts on Japanese Em igra tion in Early Per iod of the

Resistance W ar aga in st Japanese Inva sion

ZHAO Lang
( Institu te of H istory, L iaon ing A cadem y of Socia l S ciences, Shenyang 110031, Ch ina)

Ab s trac t: After the Sep tember 18 th Incident, in addition to m ilitary and econom ic invasion, Japanese govern2
ment formulated policy and started a p lan for em 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 By means of m ilitary em igration and

p lunder land for em igrants, more than two thousand fam ilies were imm igrated to northeast China. Such em igration

exposed the ambition of Japan to comp letely occupy this area.

Key wo rd s: Japan; em igration; the Resistance W 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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