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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黑龙江移民社会保障述论

魏 影

（１．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２．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清末民初，由于中原地区灾荒匪患盛行，大量汉人生路已绝，他们纷纷涌入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
北地区，但因其乃是逃荒之举，因此，对移民的救济就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于是，各级政府、慈善救济机构和

沿线运输机关在移民的招集、输送、安置等方面采取了种种社会保障措施，确保了成千上万的关内农民顺利移

至黑龙江。这不仅使当地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更使得黑龙江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导致日俄

所谓“满洲问题国际化”落空。同时，黑龙江地区的土地也得以快速开发，对减少内乱、实边固防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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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社会保障（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即是指国家
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

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

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它一般由社

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

可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政策如何，对

该国该地区人口迁移的规模和速度有着极为重要

的影响。清末民初，大量关内移民涌入黑龙江，此

“乃为逃荒之举，其对于自身前途的命运全无把

握。徒以故乡生路已绝，不得不迫而出此。至于

出关以后之生路，亦惟有听之天命而己。”因此，

“移民的救济问题，是刻不容缓之问题，不可不急

救解决者也。”［１］于是，各级政府、慈善救济机构、

沿线运输机关纷纷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各种

移民社会保障机制，在移民的招集、输送、安置等

方面采取种种优待措施，确保了黑龙江移民工作

的顺利进行。

　　一、黑龙江移民招垦过程中的社会保障

　　清代的黑龙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清前期黑
龙江地区的空间范围理论上指的是黑龙江将军所

管辖的范围及宁古塔将军辖区的东北部和北部地

区。大致范围西接今内蒙古东部，东至鄂霍次克

海，南到松花江流域，北至外兴安岭这一广大地

区，面积覆盖了我国今黑龙江省辖区和俄罗斯远

东地区以及蒙古东部地区。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

中上游的广大地区由黑龙江将军管辖，黑龙江下

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由宁古

塔将军管辖。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中俄签订了
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中俄两国国界由外兴安岭

分水岭南移到黑龙江，沙俄攫取了黑龙江以北６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致使黑龙江地区的总

面积锐减。之后，清政府对包括黑龙江在内的整

个东北地区放弃了封禁政策。黑龙江地区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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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部分开禁后急剧增加，特
别是在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日俄战争爆发以后，日
俄两国重新划分了在东北的势力范围，沙俄加紧

了在黑龙江地区的殖民统治。“清廷亦感东北之

急需开发，故除多设官司，改善交通外，复于各重

要市镇设置驿站，以致人民闻风向往者日众。”［２］

非但如此，清政府还从移民实边的角度出发，于光

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由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准并
刊布了《沿边招垦章程》五章二十四条［３］，全面开

启了黑龙江沿边移民招垦的法制化进程，为移民进

入黑龙江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民国时期，哈尔滨是移民进入黑龙江地区的
主要通道，各移民机构都有招垦员常驻于此。比

如各省同乡会往往派员在车站、移民收容所及一

切移民可能寄宿的地方，探听有无由哈尔滨溯江

去东部地区的开垦者，若有之则相待于旅馆。并

随时为之确定船与汽车的开出时间，指导移民乘

车搭船各种事宜。同乡会还代省招垦总局发给移

民证明，每家一份。上面记有移民姓名、家眷人

口，内容是“今有某某携家族若干名，赴黑龙江某

县开垦，特为证明。”［４］２４到达指定地点后，各县也

都有招垦员以此证为凭给予安置。移民垦殖公司

亦设置招募人员在哈尔滨等地招徕移民，其招募

对象多是在黑龙江地区没有亲朋可以投靠而目的

地尚不明确的移民。此外，各移民机构还在当时刚

刚兴办的报刊上刊登招垦广告，招徕关内农民出关

垦殖。在此种种社会保障政策的推动下，关内北方

各省的贫苦农民更加蜂攒蚁聚至黑龙江地区。

　　二、黑龙江移民移送过程中的社会保障

　　为了招揽更多的移民，保持移民的效果，清末
民初社会各界对前往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在移送过

程中也给予了很大的保障与援助。主要涉及到移

民的交通工具、路费、生活费用的筹措等方面。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与
黑龙江省巡抚赵尔巽联合上“奉请宽免迁民路川

两费”书。要求“邮传部遇有前赴江人民准将所

需路价轮船费概行豁免，以利遄行，实于边省殖民

要政大有裨益”［５］。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

之中，财政十分困难，这种“路价轮船费概行豁

免”的做法是很难实现的。不过，在第二年，即光

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清廷在《沿边招垦章程》中进
一步做了折中处理，规定对前来黑龙江省屯垦的

移民“减收船费，火车票也一律减收半价，其随带

口眷更是概免收费”［３］。可以说，为了招徕更多

的移民前往黑龙江，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们

在移民移送问题上尽其可能地提出了保障措施，

而这种减收车船费的收费方法对于华北地区一贫

如洗的难民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

是，这一做法直到民国时期仍在沿续。

　　进入民国时期，各级军阀政府所管辖的铁路
亦制订了许多移民移送法令及具体施行办法。如

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５日、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京奉、津
浦铁路管理局两次发布“津浦、京奉铁路局减收

小工车价广告”，内容包括“直隶贫民每岁赴东三

省一带充当小工，往返之时历经铁路减收票价在

案。现届该小工旋里之时，其中籍隶山东工人尤

多，兹由京奉、津浦两路联合售卖通票，可由奉天

直达山东各处。”［６］１９２５年４月北洋政府交通部
公布了《京奉、京绥两路发售移民减价票规则》，

具体包括“凡移民及其家属乘车，票价按规定章

程减至十分之四五，至孩童年在十一岁以下者，及

移民本身携带之农具、均予一律免收车费”［７］。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胶济铁路局局长赵蓝田通电沿线
各路局：“鲁省比岁以来，灾患频降，民生凋敝，今

夏旱蝗告侵，生计日蹙。今当秋冬交迫，各县人民

乘胶济火车赴外省谋生者日多，困苦流离之情令

人生悯，应速设法救济。望贵路援照办理设小工

票车，以利灾民，共速实行！”［８］３９此令下达后，胶

济铁路首先将其第２０次列车作为运送移民的专
列。第二年２月，因每日由济南开往青岛的火车
在发车时就已客满，胶济铁路局又连续增发 ２３
次、３８次、７２次、７４次四趟列车和５—１０辆四等
客车［９］１３０。列车自济南开发，经青岛连运直至大

连的车费只需大洋４元［８］３９－４０。

　　当时横贯东北三省的中东铁路除归日本人管
辖的南满线外，其余各线均奉当局命令准许移民

减价乘车。同时规定“每个车厢免费运送五名六

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十岁以下的小孩”［１０］８８。１９２９
年６月，东北交通委员会制订了更加优惠的《运
送垦荒难民暂行章程》，章程规定“凡垦户难民持

有免费凭单者，无论男女老幼概行免费；持有减价

凭单者一，按普通三等票价核收三成，小孩在十二

岁以下者免费。”［１１］

　　除了交通运输部门减免车船费用之外，在难
民所经之处，黑龙江省还派出地方官员在沿线各

站或入境要路接待前来的移民，为其提供帮助，使

其了解适于垦殖的地方以及前往这些地方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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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以极敏速方法报告所往地方官吏预筹交

插，有遇贫者、无资者并须募款救济，若募款不足

时，得由公款量为补助，务令存活。对于难民无投

靠者则为之介绍佣工处所在。各地同乡会、移民

垦殖公司等移民机构也在哈尔滨等移民中转城市

派驻人员对移民加以指导、给予帮助。这些举措

极大地解决了移民在迁移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为移民大批进入黑龙江提供了便利。

　　与此同时，移出地的地方当局和社会团体并
没有袖手旁观，特别是在灾民较多的河南和山东

两省，当地的社会团体、慈善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

救助措施，以减轻移民的迁移负担。如旅平河南

赈灾会［１２］、华洋义赈会和各地河南同乡会主要负

责移送河南到黑龙江的难民。旅平河南赈灾会给

前往黑龙江的难民“每人每日杂面馍２斤。自河
南各地到郑州，按距离的远近，计日发给，候车期

间给养仍逐日照发。”［１３］１１８而山东省赈灾办事处

则制定了《山东赈务办事处移民简则》、《山东赈

务办事处难民招待所简则》等条例。对前往黑龙

江的山东移民在补助、食宿上都进行了详细周到

的安排。此外，在移民所到之地还设有招待处，由

当地的慈善家和慈善机构提供各种资助。如在天

津华北贩灾会设有招待处，发玉面馒首（头），在

山海关万国红十字会设有粥厂，在打虎山直鲁豫

难民救济所发放高粱米饭，长春收容所的难民

“每天吃小米糊及盐煮黄豆”，营口收容所的难民

“每天吃高粱米、咸菜，咸萝卜”［１４］２３。除食物之

外，因黑龙江地处严寒，难民必须有足够的过冬衣

物，这对于一贫如洗的难民来说是很难能够置办

的。有的慈善机构还发给难民棉衣，如旅平河南

赈灾会就曾送给河南流亡到黑龙江的难民“９角
大洋一身的旧棉衣

!

。”［１４］２３

　　以上这些社会保障措施，虽然比之巨大的移
民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限于移民的财力，如

果沿线各级政府、慈善救济机构、运输机关不鼎力

相助的话，他们“是很难到达垦荒地的”［１５］１２８，因此

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是通过这些社会的帮助

和救济得以顺利到达黑龙江，这对移民运动无疑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黑龙江移民安置过程中的社会保障

　　进入黑龙江的人口多为在家乡已经丧失土地
的农民，因躲避天灾或人祸而流亡他乡的灾民，实

际上都属于难民，他们所携带的盘缠大多在路上

消耗殆尽，到了移民地，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没

有住处、没有金钱、没有农具、没有粮食，除了一身

力气，一无所有。

　　受到政府有组织安插的移民，较之那些各自
逃生、自由迁徙的农民来说，初到黑龙江的生活相

对要好一些。据旅平河南赈灾会调查报告记载，

“送到黑龙江省城的难民，由各县农会代表担任

旅费分批领去。到各县后，由县政府分配给各乡

区；由各乡区警察官再分配给各屯长。各屯按地

抽捐暂时接济难民的粮食和草屋，或由屯中百户

长立即把难民分送各粮户。”［１４］２８“据《国际协报》

１９２７年５月３日报道，地方行政当局对集体移民
给予帮助，要求首先拨给居住区用地，在居住区里

应为每五个人修建一间简易住房，为每五百人打

一眼井，设一盘简陋的碾磨。建筑物应由公家出

材料，但由移民出资。此外，公家发给每个移民购

买一把镰刀、一把锄头、一把丁字镐的钱，一石五

斗谷物实物，还特别发给十美元，以购置家庭用

具。所有这些贷款均由移民担保方能供给。”［１０］８７

　　对于移民来说，除了供给粮食、住房等生活必
须品外，最为重要的就是为其找到合适的工作，使

其能够自食其力地解决自己及家人的吃饭问题。

旅平河南赈灾会送到兴安屯垦区的难民，除一部

分被雇为铁路苦力外，多数寄食在军队里，有些因

迫于生计竟投降了土匪。但是对于大多数移民来

说，到黑龙江还是要依靠土地来生存的。

　　为安置移民，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清政府对土
地使用规定：“（一）凡可耕未垦之地，每百亩定价

四串，卖与人民，但每人以购千亩为限。又无资购

买，愿领地耕作者，每百亩纳地税六百文。（二）

官有荒地，付民间开垦，初免税五年。俟垦地基础

固时，每百亩纳租金六百六十文。此五年免税，专

为垦地最少者而规定之。至开垦达数千亩以上

者，经若干年纳税之后（以垦之多寡定年限之长

短），即归为己有矣。（三）毗连南乌苏里地方，气

候寒冷，地味亦瘠，热心开垦者甚少，故凡愿移居

此地者，不独免纳租税，且政府补助经费二十一

两，藉资购置农器牛马，建设家屋。半纳现金，半

给食料。”［１５］２４这是清政府全部开放东北地区后，

为鼓励移民在土地开发政策上的一大举措。

　　但是，随着黑龙移民的不断增加，这一规定在
很多方面越来越不能满足招民开垦的需要，加之

其只是特别针对于黑龙江沿边地区，因此进入民

国时期后，黑龙江各地纷纷根据自身情况对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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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做出相应调整。１９１４年，黑龙江省颁布了《黑
龙江省清丈兼招垦章程》，在移民安置过程中采

取土地放荒、招垦、清丈三者同时并举的政策，相

应地制定了《黑龙江省放荒规则》、《黑龙江省招

垦规则》、《黑龙江省清丈规则》三个具体条款，并

对领地限制也有所放宽，规定“垦户有犁一具，准

其承垦四方”。“垦户如有火犁者其承领荒地数

目随时酌定”。但要求承垦荒地“一律取具三户

以上连环保结”。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到黑龙江的移民大多

来自灾荒地区的难民，他们没有任何的垦荒资本，

不要说价格昂贵的火犁，即便是普通的犁杖，对于

新来的移民来说都是很难置备的，所以大多数移

民到黑龙江后首先还是依靠双手做地主的佃户。

比如“１９２９年５月山东慈悲社送难民２０００人到
黑龙江东兴县。原拟分配难民在各大粮户家寄食

帮耕；因为该处多稻田，山东人不惯种稻，所以县

政府分给他们荒地每户５晌。另给村基２００晌，
设８个村。草屋、籽种、食粮等完全由慈悲社供
给，每户合需１５０元。”［１４］２８可以说，这种租佃形式
确实给了刚到黑龙江的移民以极大的帮助。

　　四、黑龙江移民的社会保障效果

　　清末民初，在各级政府、慈善救济机构、沿线
运输机关的帮助和救济之下，山东、河北甚至河

南、安徽等地的难民得以顺利到达黑龙江。这不

仅使当地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它

使得黑龙江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据《黑龙江省人口志》统计，明末黑龙江地区
原有人口９０万左右，由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６０
多次派兵征讨和收抚黑龙江地区及边境各地少数

民族，当地居民有的死于战火，有的逃往朝鲜。至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前，只有８４万多人。清军入关，
黑龙江地区的八旗兵及其随行家属大约有２０万
人迁走，余下的人口就不足７０万人了。清初招民
开垦，大批汉人流入。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雅克
萨战役时，由福建调入藤牌军，由吉林调入水军，

由辽宁调兵屯田，吴三桂的降卒也调到黑龙江地

区充当驿站站丁。《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的

侵略被制止，黑龙江地区进入长达１７０年的和平
时期，居民得到了很好的休养生息，关内的流民虽

然来得很少，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高了。到严

格封禁的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黑龙江地区的人口回
升到约８０多万人。据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统计，

黑龙江地区有 １３．６万户，户均 ７人，人口达到
９５．２万人。到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即鸦片战争发
生的那一年，黑龙江地区的人口总数又增长至

１２０万人［１７］８４。但这１２０万人中少数民族占有绝
对优势。主要包括分布在黑龙江地区东部与南部

地区的满族、赫哲族、朝鲜族；居住在西部地区的

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蒙古等族人；此外

还有集中于中南部地区及各城镇的柯尔克孜与回

族；而汉族人口则广布于黑龙江城乡各地区。

　　到了清末民初，移民开垦黑龙江地区，是清朝
与民国政府的重要举措。对纳入开发视野的地

区，各级政府及沿线运输机关无不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移民垦殖。这一方面是为了缓解东北边疆危

机，另一方面是由于黑龙江的移民事业，无论形式

如何，各方面均有物质的利益，“东三省之文武官

僚，多为新辟地方之大地主，故地方官吏，因难民

移住，而得劳力之供给，工资又极低廉，二、三年

后，荒地化为良田，地价自然增高。故救济移民，

自为官吏所乐为。至于海陆机关，则可以增收运

资，又可以希望将来荒地开垦后，间接促进铁路之

发达。”“故东三省各铁路对于难民乘车，一律免

费或减收。”［１］２０再加上关内军阀混战，连年灾荒，

民不聊生，迁往黑龙江的难民众骤增［１８］，尤其是

在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的３年里，关内发生天灾，河北、
山东、河南灾民纷纷到黑龙江谋生［１９］。到 １９３０
年总人口数已达６，２９８，８１２人［２０］３１６。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年又有４７０多万移民进入。
　　大量汉人的涌入，使得黑龙江的人口结构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转

变为以汉族人口为主。这对后来俄国与日本的满

洲战略是致命的打击。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

几千万散布在黑龙江各地的汉族移民，才使日俄

后来无论怎样往此处移民，在人口数量上都是少

数，最终导致其所谓的“满洲问题国际化”落空。

　　在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黑龙江地区的土地
也得以快速开发。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黑龙江省
“各类垦地近三十八万八千垧”［１９］２２２，到１９１５年，
黑龙江省的耕地面积为３，０１２，３３９垧，１９３０年，
黑龙江省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 ７，３１４，６８６
垧［１９］３１６。短短几十年，便在以前人烟稀少的边荒

地区兴建起了许多由移民组成的村屯聚落，之后，

由村落而城镇，由城镇而都市，繁衍不绝。

　　综上可以看出，各种公私机构为了推动移民
事业的进行，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移民的政策，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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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招徕、输送、安置移民，确保了成千上万的

关内农民顺利移至黑龙江，改变了黑龙江地区

“地旷人稀”、“弥望棒芜”的现状和长期封闭落后

的状态，对减少内乱、实边固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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