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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政策”移民与伪满洲国人口的变化∗

宋 从 越，秦 嗣 权
（包头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３０）

　 　 摘　 要：伪满时期，伴随日本殖民政策的推行，中国东北地区人口状况发生较大变化。 “产业开发”役使

大量华北劳工，使中国东北地区人口数量保持较大增长；“北边振兴”促使人口由中国东北地区中南部向北部

转移，北部人口密度显著增加；“百万户移民”为核心的移民侵略，导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人口中占比有

所上升。 殖民政策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但其出发点是为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无疑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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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满时期，日本殖民者为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

治和掠夺，相继抛出“产业开发” “北边振兴” “百万

户移民”等所谓“国策”。 其实施，引发人口大规模

流动，使中国东北地区人口在数量、分布、民族构成

等方面均出现较大变化，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重大

影响。

一、伪满“政策”移民与伪满洲国
人口数量的变化

　 　 伪满洲国出笼时，鉴于“民国山东以及其他各

处下流劳动者移入国境人数甚众，此等劳动者中良

莠不齐，难免有便衣队混杂其中，殊难鉴别。 当兹新

国家建设伊始，关于治安以及公众卫生上均有预防

之必要。” ［１］ 出于治安的考量，伪满洲国对华北劳工

的进入采取限制措施。 为此，伪满民政部于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布《取缔外国人入国规则》，授权指定官

署禁止有以下各项情形之一的“外国”人入伪满洲

国：“一、未持护照或国籍证明书者；二、有害及本国

利益、妨害公安或紊乱风纪之虞者；三、对于公众卫

生上有危险之病患者；四、应需公私救助者。”凡“欲
入本国之外国人，须应警察官吏之要求提示护照或

国籍证明书”，并对于必要事项之调查询问须确实

陈述之，违者“禁止其入国或命退出国境” ［２］４８１ － ４８２。
为实施《取缔外国人入国规则》，伪满民政部指定下

列官署负责“外国”人入“国”取缔事宜：伪奉天、伪
吉林、伪黑龙江、伪热河各省省长及伪东省特别区长

官，“首都”警察总监及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厅长，各
“国境”警察队队长［２］４８２；对于伪兴安省内取缔“外
国”人入“国”，则由伪满兴安总署指定扎兰屯、达尔

罕王府、海拉尔各兴安警察局局长及奈勒穆图警察

署署长负责［３］。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５ 日，日本关东军特务部设立劳动

统制委员会作为伪满洲国最高的统筹劳动政策的机

构。 当时，对于华北劳工入伪满洲国一事，日本殖民

者的态度较为纠结。 据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

纂的《满洲国史·分论（下）》记载，日本殖民者认

为：“作为独立国家，劳动力的主力依靠国外劳动者

是一种变态，而且在非常时期是不利的”；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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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在全部致力于维持国内治安之时，容易

从国外潜入不良分子，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由
于引进廉价高效的华北劳动力，导致了定居满洲的

劳动者的失业和生活的不安定”；在对华汇兑关系

上，有必要控制华北劳工工资外流；“由于汉族的流

入，势力增强，有失去五族协和平衡的可能”；“要给

日本人将来的发展留有余地”。 但是，“从效率这一

点上来说，当地人是山东苦力的 １ ／ ３。 可是从工资

多少上来说，山东苦力是当地苦力的 ２ ／ ３。” ［４］１０ 于

是，伪满劳动统制委员会决定对华北劳工入伪满洲

国既要利用又要限制，即“关于劳工入满，从维持治

安和防止失业的角度判断，对有害治安的人及没有

就业希望的人，决定不使其入满。” “中华民国的入

满劳工大致可以分布在土木建筑、煤矿、装卸以及农

业等行业。 其人数应该限制。” ［４］１３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根据伪满劳动统制委员会的旨意，伪满民政部颁

布《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 与《取缔外国人入国规

则》相较，《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将取缔对象集中

于劳工。 根据该规则，“外国”劳动者经管人对于

“外国”劳动者于其入“国”以前须发给身份证明书，
但“对于具有左开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发给身份

证明书：一、身份不确实者；二、身体不强健者；三、无
就业之希望者；四、曾经本国禁止其入国或居住

者。”“外国劳动者于入国时，须将外国劳动者经管

人所发给之身份证明书向该管警察官吏呈验并请加

盖入国许可检印。” ［５］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殖民者对入伪满洲国劳工

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态度，尽管华北劳工仍源源不

断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但其势头与“九一八”事变前

已不可同日而语。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入伪满洲国华北

劳工为 ２ ３７５ ５３６ 人，年均 ４７５ １０７ 人，但同期离伪

满返乡的华北劳工也多达 ２ ０９９ ２７９ 人，定居中国东

北的仅 ２７６ ２５７ 人，对于同期伪满洲国人口增长的

贡献非常有限（见表 １）。
表 １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入、离、留伪满洲国华北劳工人数统计

年度
入伪满洲国

人数

离伪满洲国

人数

留伪满洲国

人数

１９３２ 年 ３７２ ６２９ ４４８ ９０５ － ７６ ２７６
１９３３ 年 ５６８ ７６８ ４４７ ５２３ １２１ ２４５
１９３４ 年 ６２７ ３２３ ３９９ ５７１ ２２７ ７５２
１９３５ 年 ４４２ ６６７ ４２０ ３１４ ２２ ３５３
１９３６ 年 ３６４ １４９ ３８２ ９６６ － １８ ８１７
合计 ２ ３７５ ５３６ ２ ０９９ ２７９ ２７６ ２５７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

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８ 页。

经过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的五年“治安肃正”，日本

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趋于稳固，转而着手从经济

上大肆掠夺东北。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起，伪满洲国开始执

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原计划投资总额为

２５ 亿元，其中工矿业部门 １２. ２ 亿元，交通通信部门

１０ 亿元，农畜产部门 １. ３ 亿元，开拓部门 １. ５ 亿元。
后因“七七”事变爆发，为应对逐渐紧张的国际形

势，并与日本的发展生产四年计划衔接，伪满遂修订

五年计划：工矿业部门投资 ３８. ８ 亿元，交通通信部

门 ６. ４ 亿元，农畜产部门 １. ６ 亿元，开拓部门 ２. ７４
亿元，总计 ４９. ５４ 亿元。 经审议，最终将总金额提到

６０. ６ 亿元［６］２０２ － ２０３。 该计划的重点是工矿业部门和

交通通信部门，急需大量劳动力，仅靠伪满洲国的劳

动力显然难以支撑计划的达成，伪满洲国原有的限

制华北劳工入伪满洲国的“政策”必须改弦更张。
一方面，伪满洲国通过“满华劳务关系者会议”达成

“满华劳务调整分配协议”，即“为了在满华之间合

理地分配和调整华北的劳工，将随时在华北方面或

满洲方面召开联络会议。” “在华北方面，当前由派

遣军进行统治。 为了适应华北的形势，将设立华北

劳工协会，满洲劳工协会‘国外’部参加上述协会，
以谋求密切的联络。”“满洲劳工协会指定的‘国外’
劳工募集人，同时作为华北各地劳工协会的指定募

集人。” ［４］１４１另一方面，伪满民生部（此前称伪满民

政部）发布《关于中国劳工募集并使用纲要》，内容

涉及华北劳工的募集、输送、保护等诸多方面；同时，
伪满洲国还加强相关劳动统制立法，相继制定了

《满洲劳工协会法》《国家总动员法》《劳动统制法》
等法令，强化对华北劳工的招募。

通过上述措施，华北劳工入伪满洲国人数有了

显著增长。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入伪满洲国华北劳工达

４ ０３８ ９９８ 人，除去离伪满洲国返乡者 ２ ４３７ ６０５ 人，
留居伪满洲国的华北劳工为 １ ６０１ ３９３ 人（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入、离、留伪满洲国华北劳工人数统计

年度
入伪满洲国

人数

离伪满洲国

人数

留伪满洲国

人数

１９３７ 年 ３２３ ６８９ ２５９ ０９３ ６４ ５９６

１９３８ 年 ４９２ ３７６ ２５２ ７９５ ２３９ ５８１

１９３９ 年 ９８５ ６６９ ３９０ ９６７ ５９４ ７０２

１９４０ 年 １ ３１８ ９０７ ８４６ ５８１ ４７２ ３２６

１９４１ 年 ９１８ ３５７ ６８８ １６９ ２３０ １８８

合计 ４ ０３８ ９９８ ２ ４３７ ６０５ １ ６０１ ３９３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

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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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 年起，伪满洲国开始实施第二次“产业开

发”五年计划，对劳工的需求持续增加，但华北可供

输出的劳力却大为减少。 为此，日本殖民者对伪满

洲国劳务掠夺政策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在继续奴

役华北劳工的同时，确立了“劳务自给体制”。 值得

关注的，由于在华北招募劳工的难度越来越大，日本

殖民者在伪满洲国开始大量役使华北战俘劳工（即
“特殊劳工”）。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年，入伪满洲国华北劳

工为 ２ １５８ １８６，扣除离伪满洲国返乡者 ９３６ ６３３ 人，
定居伪满洲国的华北劳工为 １ ２２１ ５５３ 人（见表 ３）。
表 ３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年入、离、留伪满洲国华北劳工人数统计

年度
入伪满洲国

人数

离伪满洲国

人数

留伪满洲国

人数

１９４２ 年 １ ００４ ４７９ ５９５ ６７４ ４０８ ８０５

１９４３ 年 ７８６ ６３８ ２４４ ４４２ ５４２ １９６

１９４４ 年 ３４６ ４４８ ８７ ２１９ ２５９ ２２９

１９４５ 年（１—３ 月） ２０ ６２１ ９ ２９８ １１ ３２３

合计 ２ １５８ １８６ ９３６ ６３３ １ ２２１ ５５３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

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８ 页。

综上所述，伪满傀儡政权存续期间，入伪满洲国

华北劳工定居中国东北者 ３ ０９９ ２０３ 人，对于同期中

国东北人口的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人

口之总数，根据民国三十年末伪满治安部警务司之

调查，约为 ４ ３１８ 万余人。 以之与民国二十二年伪

满第一次人口调查之统计数比较，计增加 １ １９５ 万

人。” ［７］３４５同期定居伪满的华北劳工为 ３ １７５ ４７９ 人，
占增加人口的 ２６. ５７％ 。

与“九一八”事变前相比，华北移民对中国东北

人口增长的贡献大打折扣。 中国东北地区人口“自
中东铁路建设以后，至九一八事变之期间，大致每年

平均约增五二万人至五七万人之谱。 于此二十五年

之岁月中，总计约增二倍之多。 其中由华北移民而

增加之人口实占半数。” ［７］３６０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往

入伪满洲国劳工的半数在伪满洲国定居，成为佃农

或自耕农。 然而，伪满洲国的现状是，农耕地价格暴

涨，农产品的价格却比较低廉，而且在劳力、施肥等

方面需要相当大的花费。［４］２０１由于不能以劳工身份

转为当地农民，入伪满洲国的华北劳工定居中国东

北的意愿明显降低。 伪满统治时期，入伪满洲国华

北劳工尽管高达８ ５７２ ７２０人，但离伪满洲国返乡者

也多达 ５ ４７３ ５１７ 人，定居中国东北者仅３ ０９９ ２０３

人，仅占入伪满洲国华北劳工总数的 ３６. １５％ 。

二、伪满“政策”移民与伪满洲国
人口分布的变化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８ 月 １１ 日，张鼓峰事件发

生。 为加强备战，日本关东军着手制定所谓的“北
边振兴”计划。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伪满参议府会议

通过该计划。 计划的内容主要是，于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在伪间岛、伪牡丹江、伪东安、伪三江、伪黑河、伪
北安、伪龙江和伪兴安北 ８ 省，“加强和充实‘国防’
力量，整备交通和通讯，同时还要增强运输力量，加
强城市建设，特别是电气、给水防水和各种防卫设施

的完备、农畜产品的增产、物资的配给、日本移民的

入殖、防疫设施的普及、扩充适应军事需要的行政机

构和各会社团体等” ［８］，投资总额约 １０ 亿元。 “《北
边振兴计划》作为‘三大国策’之一，与伪满《产业开

发五年计划》及《日本移民百万户计划》有着密切联

系。 它对于《五年计划》来说是专以北边地区为对

象的进一步加码的计划……对于《移民计划》来说，
它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日本移民中有 ４０％ 将被移

居于北边地区，它为这些移民的迁入和定居提供交

通通讯、物资供应和销售产品的条件。” ［９］ 为确保

“北边振兴”计划所需资金，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伪满

洲国公布了《北边振兴事业公债法》。
大规模的建设无疑需要役使大量劳工。 为保障

“北边振兴”计划顺利实施，在入伪满华北劳工的分

配方面，伪满有意识地向“北边振兴”计划相关省份

倾斜。 通过对 １９３６—１９４１ 年“北边振兴”计划相关

地区历年使用华北劳工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 年间使用华北劳工 １８３ ３２６ 人，而“北边

振兴”计划实施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间则为６４７ ３２４人，
是之前的 ３. ５３ 倍（见表 ４）。

随着“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大批华北劳工进

入中国东北地区北部，交通的发展、城市设施的完善

也吸引了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人口北移，从而导致北

部人口有较大增加。 与 １９３７ 年相较，１９４１ 年中国

东北 地 区 人 口 增 加 了 ６２２. ５ 万 人， 增 长 率 为

１６. ９％ 。 同期，“北边振兴”相关省份中，除伪龙江

省人口增幅与整体增幅持平外，其他 ７ 省都超过平

均水平， 其中伪黑河省为 ７７. ２％ ， 伪东安省为

５２. １％ ，伪牡丹江省为 ４８. １％ ，伪间岛省为 ２９. ８％ ，
伪北安省为 ２９. ０％ ，伪兴安北省为 ２３. ７％ ，伪三江

省为 ２１. ２％ （见表 ５）。

５５



表 ４　 “北边振兴”计划相关地区华北劳工人数统计

省别
年度

１９３６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合计

伪龙江 １０ ９７５ １２ ５３６ １５ ５３３ ２２ ８０６ ２９ ４２８ １４ ７９２ １０６ ０７０

伪三江 １０ １６１ ５ ４９０ ９ ５３０ １９ ３９０ ３６ ４７５ ２１ １９８ １０２ ２４４

伪黑河 ３ ２３６ ２ ５６４ ３ ７３２ １２ ００７ ２２ ８３９ １２ ３７５ ５６ ７５３

伪间岛 １ ６９１ ８ １３６ ６ ００１ ２２ ９８０ ２４ ０６３ １１ ５１５ ７４ ３８６

伪牡丹江 ２９８ １５ ０５０ ７４ ８９１ ５８ ７３４ ２３ ０２６ １７１ ９９９ ３４３ ９９８①

伪兴安北② １ １５６ ９９６ １ ３５０ ２ ８７２ ５ ５５１ ２ ７４７ １４ ６７２

伪东安、伪北安 １５ ５６４ ６９ ４６３ ４７ ５００ １３２ ５２７

合计 ２７ ５１７ ４４ ７７２ １１１ ０３７ １５４ ３５３ ２１０ ８４５ ２８２ １２６ ８３０ ６５０

　 　 资料来源：徐占江、李茂杰主编《日本关东军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第 ７５２ 页。

表 ５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伪满各省市人口增长情况

省市别 增加人口（千人） 增长率（％ ） 省市别 增加人口（千人） 增长率（％ ）

伪兴安东 ９５ １０８． ０ 伪热河 ８０８ ２２． ３

伪黑河 ５０ ７７． ２ 伪三江 ２２０ ２１． ２

伪长春特别市 １９２ ５７． ５ 伪滨江 ７１３ ２０． １

伪东安 ２０６ ５２． １ 伪通化 １４３ １８． ０

伪牡丹江 ２０４ ４８． １ 伪龙江 ２９６ １６． ９

伪兴安西 ２２４ ４３． ５ 伪奉天 １ ０５７ １５． ７

伪间岛 １９１ ２９． ８ 伪四平 ２８７ １０． ３

伪北安 ５０４ ２９． ０ 伪吉林 ４１４ ８． ２

伪兴安南 ２１７ ２６． ２ 伪锦州 ２９８ ７． １

伪兴安北 ２０ ２３． ７ 伪安东 ８６ ３． ９

　 　 资料来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民国与伪满洲时期东北经济史料丛书》（第 ５ 册），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６３ － ３６５ 页。

　 　 《满洲国现势》（康德六年版）“地方行政概况”
部分，对 １９３８ 年伪满各省市诸多方面情况进行宣

传，其中包括区域面积和人口信息。 通过对这些数

据的分析处理，“北边振兴”计划实施前一年有关伪

满各省的人口密度分别为：伪龙江省 ２１. ６８ 人 ／平方

公里，伪黑河省 ０. ６１ 人 ／平方公里，伪三江省 １１. ７０
人 ／平方公里，伪牡丹江省 １１. ５５ 人 ／平方公里，伪间

岛省 ２３. ８５ 人 ／平方公里，伪兴安北省 ０. ５５ 人 ／平方

公里，伪东安省 ７. ８３ 人 ／平方公里，伪北安省 １４. ９３
人 ／平方公里。 另据《东北经济小丛书·人文地理》

记载，１９４１ 年“北边振兴”相关伪满省份人口密度分

别是：伪龙江省 ３０. ４ 人 ／平方公里，伪黑河省 １. １
人 ／平方公里，伪三江省 １３. ６ 人 ／平方公里，伪牡丹

江省 １９. １ 人 ／平方公里，伪间岛省 ２７. ８ 人 ／平方公

里，伪兴安北省 ０. ７ 人 ／平方公里，伪东安省 １２. ６
人 ／平方公里，伪北安省 ２９. ５ 人 ／平方公里［７］３４７ － ３４９。
通过“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计划相关伪满 ８ 省的

人口密度均有显著增长，伪北安省增幅为 ９７. ５９％ ，
增幅最小的伪三江省也达到 １６. ２４％ 。 （见表 ６、７）

６５

①

②

原文 １２ ３７５ 有误，本文予以修正。
原文系伪兴安东省、伪兴安西省、伪兴安南省、伪兴安北省使用华北劳工的整体数据，本文按 １ ／ ４ 的比例算出伪兴安

北省使用华北劳工数量。



表 ６　 １９３８ 年“北边振兴”相关伪满地区人口密度

省别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人） 密度（人 ／平方公里）

伪龙江 １２５ ５３９ ２ ７２１ ５０２ ２１． ６８

伪黑河 １１０ ０６１ ６７ ０００ ０． ６１

伪三江 １０７ ５４４． ６１ １ ２５８ １３３ １１． ７０

伪牡丹江 ５７ ３８８ ６６３ ０２９ １１． ５５

伪间岛 ２９ ４０９． ２１① ７０１ ３２５ ２３． ８５

伪兴安北 １６０ ０００ ８８ ０００ ０． ５５

伪东安 ４３ ４００ ３４０ ０００ ７． ８３

伪北安 ６７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 ９３

　 　 资料来源：吉林省图书馆编《满洲国现势》 （康德六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３２、２３８、２４３、２４８、２６１、３１４、
３１７ 页。

表 ７　 １９３８ 年与 １９４１ 年“北边振兴”相关伪满地区人口密度对照

省别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４１ 年 增长率（％ ） 省别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４１ 年 增长率（％ ）

伪龙江 ２１． ６８ ３０． ４０ ４０． ２２ 伪间岛 ２３． ８５ ２７． ８０ １６． ５６

伪黑河 ０． ６１ １． １０ ８０． ３３ 伪兴安北 ０． ５５ ０． ７０ ２７． ２７

伪三江 １１． ７０ １３． ６０ １６． ２４ 伪东安 ７． ８３ １２． ６０ ６０． ９２

伪牡丹江 １１． ５５ １９． １０ ６５． ３７ 伪北安 １４． ９３ ２９． ５０ ９７． ５９

三、伪满“政策”移民与伪满洲国
民族构成的异常变化

　 　 伪满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 关于其

移民的目的，黑龙江省档案与省社科院历史所编纂

的档案选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有详尽记载：
“满蒙无论从国防、经济、思想以及其他各方面来

说，都是皇国日本的生命线。”因此，“务必要把培植

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 现新满洲帝国虽已成立，但
其主要成员大部分仍属与我国民性相异之人。 故

此，认为建立了新国家就可连彼等的国民性也会骤

然改善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 因而，此事决不可

放任自流，必须从现在起就切实着手培植我之实际

势力。 而实际势力之培植，首在人口之增殖，而人口

之增殖，又必须移殖由日本精神培育出来的日本人。
缘此之故，光靠资金投入和企业设施，其根基是不牢

固的。 那些工矿业及商业者或知识分子的移居固然

很好，但光靠这些缺乏固定性、以薪资维持生计的移

居者是靠不住的。 尤其是在农业立国的满蒙，无论

如何必须以意志坚强的真正农业移民为骨干。”日

本殖民者之所以特别重视农业移民，根本原因在于

“日本的农村，现在以过少农业，一些集结零细农家

真是穷迫到极点。 想要让农村更生，仅利用日本国

内的土地面积到底不可能。 日本现有五百五十万农

户耕种六百万顷的地，加上北海道平均一户整种一

顷（一百亩）的地，若除去北海道平均一户的面积才

九十亩，其中有七成是仅有五十亩内外的农户。 耕

种五十亩内外的土地，来维持日常生活。 这样增加

土地与增加生产力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日本农家

的次子、三子工作的地方在本乡内寻求就不可能，所
以都向都市里跑盛行活动的青年，一年离开乡村的

数目，据称有二十万乃至三十万，这样日本农村更生

的道路怎样能打开呢？ 固然一方面被国内商工业方

面吸收了去这倒是事实，可是全部被吸收去怎样也

办不到。 如此说来农村更生无论怎样也得日满一

体，以副建国的希望。 所以不能不树立固定移住的

计划” ［１０］。
１９３２ 年起，日本殖民者即开始在伪满洲国进行

７５
① 原文中间岛省面积为 ２ ９４０ ９２１ 陌，本文换算为平方公里。



移民试验。 根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调

查，截至 １９３６ 年，先后在中国东北北部的桦川、依
兰、绥稜、密山入殖 ５ 批武装集团移民，总计 ６ ０８５
人［６］６５３（见表 ８）。 在此期间，除日本和伪满政府管

理的移民外，还存在“日本国臣民或日本国臣民之

团体，取得土地或租得土地而经营农业，不赖日满两

国政府之办理”的农业自由移民［１１］，主要有：失业者

构成的天照园移民、天理教主办的天理村移民、由学

生构成的镜泊学园移民、由退伍兵组成的自警村移

民。 因自由移民系民间自发组织，亟待规范和支持，
于是伪满民政、伪满实业、伪满蒙政三部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布了《暂行农业自由移民办理规则》。

表 ８　 五次试验集团移民一览表

移住批次 移住地名
入殖地

省别 县别
入殖年月 入殖人口（人）

第一次 弥荣 伪三江 伪桦川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 １３１

第二次 千振 伪三江 伪依兰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１ １８１

第三次 瑞穗 伪滨江 伪绥稜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６１４

第四次
城子河 伪牡丹江 伪密山

哈达河 伪牡丹江 伪密山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５３５

４４７

第五次

永安屯 伪牡丹江 伪密山

朝阳屯 伪牡丹江 伪密山

黑台 伪牡丹江 伪密山

黑台、信浓 伪牡丹江 伪密山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６２０

５８８

４９７

４７２

合计 ６ ０８５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 年，第 ６５２ － ６５３ 页。

　 　 在五次试验移民的基础上，日本殖民者着手更

大规模的移民侵略。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日本关东军提出

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 同年 ８
月，计划得到日本政府的确认。 该计划拟用 ２０ 年时

间，分 ４ 期将日本百万户（５００ 万人）移入中国东北。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为计划的第一期，拟向中国东北

移民 １０ 万户。 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量日

本农民应征入伍，移民来源出现匮乏，于是日本侵略

者开始招收 １６ ～ １９ 岁日本青年，送至伪满洲国进行

为期 ３ 年的训练，再组成义勇队开拓团。 为推进第

一期移民计划，伪满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令，把日本

殖民者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伪满洲国公布《开拓总局官制》，并据此设立了

负责移民事务的专门机构。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伪
满洲国又发布了《开拓事业公债法》，决定发行 １. ５
亿元公债，以“充关于开拓事业上所必要未利用地

之取得、改良、管理及处分之事业并其附带事业之资

金” ［１２］。 为规范移民事务，伪满洲国相继颁布了“开
拓三法”，即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３ 日的《开拓团法》、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的《开拓协同组合法》和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的《开拓农场法》。 此外，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伪
满洲国还公布了《关于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训练本

部之件》，以谋伪满洲国开拓青年义勇队训练之彻

底［１３］。 据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述：“第一次

开拓五年计划的实际成绩如下：移殖东北的日本移

民约 ４. ３６ 万户，１０. ７ 万人。 青少年义勇队约 ２. １
万人。” ［６］６２９

根据 “ 满 洲 开 拓 第 二 期 五 年 计 划 ”， 该 期

（１９４２—１９４６ 年）的目标是：一般开拓民 ２２ 万户，青
年义勇队 １３ 万人。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国内

人力资源日渐枯竭，青年义勇队成为这个时期移民

的主要形式。 同时，移民“政策”的关注点集中到粮

食增产上。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伪满洲国颁布《满洲

农地开发公社法》，“以谋开拓农地及其他农地之造

成及改良事业之促进，以资农产物之增产” ［１４］。 “至
日本投降，这次计划的实际成绩如下：移入日本开拓

民约 ４. １ 万，其中 ８０％是开拓青少年义勇队转变而

来，开拓义勇队约 １. ８ 万人。” ［６］６２９

据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 日《寻报》记载：“自从满洲开

拓圣业开始以来，历经 １３ 年了。 截至目前，日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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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拓民移入在籍户数约 ８ 万户，共计 ２０ 万人，开
拓团约 ８５０ 个；开拓青年义勇队约 ８ 万人；一般勤劳

奉仕队来满约 ５ 万人；在满中等学校学生从事开拓

的约 ５ ０００ 人。” ［６］６４２鉴于勤劳奉仕具有义务劳动性

质，来伪满洲国勤劳奉仕的日本人在义务劳动期限

结束后仍要返回日本，而从事开拓的学校学生因其

已在伪满洲国，因此这两部分人不应计入移民人口。
据此，伪满时期移入的日本农业移民约 ２８ 万人。

伪满时期，为了实现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日
本加强了对伪满洲国的投资，大量工商业者、技术人

员和熟练工人随之进入东北地区。 同时，基于从政

治上操控傀儡政权的目的，日本殖民者不断强化对

伪满洲国的所谓“内部指导”，大批日本官吏进入伪

满洲国各级“政府”机关。 据伪满总务厅所编《康德

二年满洲官吏录》记载，伪满“省级”及以上机关主

要官吏共 ７ １００ 人，而其中日本人就有 ３ ２４９ 人，占
比高达 ４５． ７６％ ［１５］。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者编造了所谓“五
族协和”的谎言，将日本人说成是中国东北当地固

有民族。 为了确保日本民族在伪满洲国各民族中的

核心地位，日本殖民者不仅大量向中国东北移民，而
且还试图通过制定伪满洲国的“国籍法”将这种核

心地位加以确认。 然而，日本移民并不愿意因加入

伪满洲国“国籍”而放弃日本国籍，日本殖民者只好

退而求其次，于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１ 日炮制了《暂行民籍

法》。
在日本殖民者的极力推动下，大量日本移民进

入中国东北。 《满洲国史·总论》载，截至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除去日本军人及其家属，生活在伪满洲国的日本

人达１ ４３３ ３２４人。 日本移民的增加改变了当时中

国东北人口的民族构成。 据《东北经济小丛书·人

文地理》记载，１９３２ 年中国东北人口为２９ ９６８ ８３７
人［７］３６２。 另据“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外务省调查，
１９３２ 年日本领事馆管辖的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为

３６ ６１２人［１６］。 据此，１９３２ 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全部

人口中的占比仅为 ０. １２％ 。 但至 １９４０ 年年末，在
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增至 ８８２ ２４５ 人，在全部人口

４１ ６６０ ６７２人中的占比升至 ２. １２％ ［１７］５５４ － ５５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市人

口中比重的增速远远高于其在中国东北地区人口中

比重的增速。 以伪满洲国大都市为例，１９３７ 年中国

人占 ８５％ ，日本人占 １１％ 。 至 １９４１ 年，中国人稍

减，占 ８１. ７％ ，日本人则占 １４. ２％ ［７］３７８。 其中，伪满

奉天、新京、抚顺、鞍山、牡丹江 ５ 市日本人占比均超

过平均水平的 １４. ２％ （见表 ９）。
表 ９　 １９４１ 年伪满洲国大都市民族人口构成表

都市名 中国人 日本人 朝鲜人 其他

奉天 ８１％ １６％ ３％

哈尔滨 ８６％ ８％ １％ ４％

新京 ７２％ ２５％ ３％

安东 ８４％ ８％ ８％

抚顺 ８３％ １５％ ２％

吉林 ８５％ １０％ ５％

鞍山 ７５％ ２３％ １％

牡丹江 ５３％ ２８％ １９％

营口 ９４％ ５％ １％

阜新 ８９％ ８％ ３％

本溪 ９０％ ８％ ２％

锦州 ８６％ １３％ １％

齐齐哈尔 ８７％ １３％

佳木斯 ８３％ １３％ ４％

辽阳 ９３％ ７％

　 　 资料来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民国与伪

满洲时期东北经济史料丛书》 （第 ５ 册），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７９ －
３８０ 页。

四、伪满“政策”移民的影响

（一）中国东北地区行业人口分布被人为改变

源源不断的廉价华北劳工进入中国东北地区，
为日本殖民者掠夺东北资源的所谓“产业开发”提

供了充足劳动力。 正如伪满洲国通信社出版的《满
洲建国读本》所言：“满洲呈现近代工业之相貌者，
乃在建国以后，依据日满不可分之原则，运用练达堪

能之技术与动力，并赖低廉劳动力之动员，已完全成

功。” ［１８］

大量华北劳工进入伪满洲国，也对当地行业人

口分布产生了较大影响。 “九一八”事变前，关内向

关外的移民基本上是自发的农业移民。 伪满时期，
日本殖民者出于经济掠夺和备战的需要，通过骗招、
强掳的手段将大批关内人口转移至东北地区，并驱

使其在工矿、采伐、土木建筑等部门进行劳动，移民

类型由农业移民转为劳工移民，导致中国东北地区

行业人口分布逐渐发生改变。 以伪吉林省为例，据
《满洲国现势》 （康德十年版）记载，１９３９ 年该省拥

有 ５ 名以上员工的工场为 ７２２ 户，１９４０ 年升至 ９３３
户，１９４１ 年更进一步增至 １０８１ 户［１７］６３，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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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２２％ 、１５. ８６％ 。 就中国整个东北地区而言，１９３６
年全东北矿业人口 １２６ ２８２ 人，工业人口 ９２７ ０５５
人［１９］，合计 １ ０５３ ３３７ 人。 至 １９３８ 年，伪满洲国施

行之调查统计显示，当时全东北矿业人口约２５７ ２８１
人，工业人口约 １ ０６９ ４９３ 人［７］３５５，合计１ ３２６ ７７４人。
与 １９３６ 年相较，工矿业人口增加２７３ ４３７人，增长

２５. ９６％ 。
（二）中国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比重非正常提高

为掠夺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资源，日本殖民者

重点发展工矿、森林、交通等部门；同时，为加强备

战，又在与原苏联邻接的北部大规模兴建军事工程

及配套设施。 由此使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逐渐向城

镇集中。 东北都市人口之集中率，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 年） 为 １７. ５％ ， 民国三十年 （ １９４１ 年） 为

２２. ２％ ［７］３７４。 年均增加速度竟达 ５. ３７％ 之多。 城

镇化率的上升使中国东北地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
“全东北各都市人口之增减，若以民国三十年与民

国二十八年之统计数相较，民国二十八年为六四八

万人，民国三十年为九五七万人，计增三零九万

人。” ［７］３７３其增加率为 ４７. ８％ ，较之同一期间全东北

人口增加率之 １６. ９％ ，约达 ３ 倍之多。 又农村人口

在同一期间内，仅增加 １３. ３％ 。［７］３７３尤其是“北边振

兴”计划涉及的伪东安、伪间岛、伪黑河及伪三江 ４
省，其城镇人口增加率分别为 ２１５. ０％ 、８１. ３％ 、
７２. ７％ 、６９. ９％ ，远远超过中国东北地区整体水平

（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伪满洲国省别都市人口增加率

省别 增长率（％ ） 省别 增长率（％ ） 省别 增长率（％ ）

伪东安 ２１５． ０ 伪兴安北 ４５． ９ 伪兴安东 ２９． ８

伪间岛 ８１． ３ 伪吉林 ４３． ７ 伪龙江 ２６． ８

伪锦州 ７５． ２ 伪北安 ４２． ８ 伪热河 １７． ４

伪黑河 ７２． ７ 伪兴安南 ３７． ８ 伪兴安西 １５． ７

伪三江 ６９． ９ 伪安东 ３４． ０ 伪四平 １３． ８

伪奉天 ６０． ７ 伪牡丹江 ３３． ９

伪通化 ４９． ３ 伪滨江 ３２． ８

　 　 资料来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民国与伪满洲时期东北经济史料丛书》（第 ５ 册），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７４ 页。

　 　 伪满时期，依据人口之多寡将都市分为大都市、
中都市、小都市及小城镇四类。 其中，大都市人口在

１０ 万以上，中都市人口在 ２ 万 ～ １０ 万之间，小都市

人口在 ５ ０００ 以上 ２ 万以下，小城镇则为人口不满

５ ０００的地方行政中心地。 １９３７ 年，伪满洲国共有都

市 ２９９ 个，其中大都市 ８ 个、中都市 ６０ 个、小都市

１９２ 个、小城镇 ３９ 个。 至 １９４１ 年，都市总数升至

３１０ 个，其中大都市 １５ 个、中都市 ８４ 个、小都市 １７２
个、小城镇 ３９ 个。 此间，大都市增加了 ７ 个，中都市

增加了 ２４ 个，小都市却减少了 ２０ 个，反映了人口从

小城市向大中城市集聚的趋势（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伪满洲国都市分布

省市别
都市总数 大都市 中都市 小都市 小城镇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伪新京 １ １ １ １

伪吉林 ３１ ３１ １ １ ７ ９ ２２ ２１ １

伪龙江 ２３ ２３ １ ３ ４ １６ １５ ４ ３

伪北安 １８ １９ ５ ９ １２ ９ １ １

伪黑河 ８ ８ １ ７ １ １ ６

伪三江 １８ １８ １ ２ ３ １２ １１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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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续表）

省市别
都市总数 大都市 中都市 小都市 小城镇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１ 年

伪东安 ９ １１ １ ５ ７ ６ １

伪牡丹江 １０ １０ １ ２ １ ８ ８

伪滨江 ３６ ３７ １ １ ６ １０ ２９ ２６

伪间岛 １０ １１ ３ ４ ７ ７

伪通化 １３ １５ ３ ３ ８ １２ ２

伪安东 １０ １０ １ １ １ ３ ８ ６

伪四平 １８ １８ ９ １１ ９ ７

伪奉天 ２７ ２９ ３ ６ ９ ７ １５ １６

伪锦州 ２０ ２０ １ ２ ３ ８ １５ ９ １ １

伪热河 １６ １７ ３ ３ ８ ９ ５ ５

伪兴安西 ８ ８ １ １ ３ ３ ４ ４

伪兴安南 １１ １１ １ １ ３ ３ ７ ７

伪兴安东 ４ ５ ２ ２ ２ ３

伪兴安北 ８ ８ １ １ １ １ ６ ６

合计 ２９９ ３１０① ８ １５ ６０ ８４ １９２ １７２ ３９ ３９

　 　 资料来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民国与伪满洲时期东北经济史料丛书》（第 ５ 册），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７２ － ３７３ 页。

　 　 （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伪满时期，日本殖民者实施的大规模移民，给中

国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人员、财产损失，使中国人民

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之中。
首先，役使华北劳工，造成巨大人员损失。 在驱

使华北劳工的过程中，日本殖民者肆意践踏劳工的

基本人权，劳工待遇极其恶劣，生命健康得不到最起

码的保障。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汪伪驻伪满洲国通

商代表林耕宇就入伪满洲国华北劳工待遇恶劣问题

呈文汪伪外交部，劳务“管理方法，尤为腐败，同人

道于 牛 马， 视 生 命 如 草 芥， 黑 暗 情 形， 不 胜 枚

举。” ［４］２０２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

办事处处长致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报告提及，
长滨组招募的在伪兴安北省五义沟就劳的 ５０ 名华

北劳工返回青岛，“出发时正在下雪，因而到山海关

就死了 ６ 名。 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在出发时受冷而

感冒，以致心脏衰弱者很多。 运送途中饮食供给情

况也不好。”“到青岛后又死亡 ２ 名，相当衰弱者有 ５
名” ［６］９６８ － ９６９。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３ 日，伪通化宪兵队队长

向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报告：“东边道开发会社

大栗子沟采矿所工人患病，同去年相比较，大有增

加。 这主要是自本年一月以来，新进入矿山的山东、
河北特殊辅导工人占 ８０％ 。 这些人是在严冬中输

送来的，取暖设备不完善，配给不足。 加之，进山后

气候不调，又滥饮生水等等，遂发生各种痢病。 到六

月份， 工 人 患 病 总 数 １ ０００ 人， 其 中 死 亡 ２６８
名。” ［６］９７１ － ９７２上述史料对日本侵略者残害华北劳工

的披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如前文所述，伪满时期

入伪满洲国华北劳工总数高达 ８５７ 万余人，而虐待

劳工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因而劳工伤亡数量无疑

巨大。
其次，疯狂掠夺土地，导致农民流离失所。 伪满

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述，伪满时期开拓移民所占

土地约 ３３０ 万町步（０. ９９ 公顷） ［６］６２９。 而这些土地

都是以极低的价格强行从当地农民手中掠取。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厅长给伪满民政部

警务司司长的报告称，收购阿城县阿什河右岸土地，
一等地每垧时价 ２００ 元，收买价为 ５６ 元，二等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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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１６０ 元，收买价为 ４０ 元，三等地时价 １３０ 元，收买

价为 ２４ 元［６］７１４， 收买价分别为时价的 ２８. ０％ 、
２５. ０％ 、１８. ５％ 。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哈尔滨宪兵

队关于收买木兰县开拓团用地时住民动向的报告》
称，耕地每垧时价分为最高、中等和最低三等。 其

中，最高等水田 ５００ 元、旱田 ２５０ 元，中等水田 ４００
元、旱田 ２００ 元，最低水田 ３５０ 元、旱田 １８０ 元。 而

收买价格，水田 １５０ 元、旱田 ７５ 元，［６］７３１分别为最低

时价的 ４２. ８６％ 、４１. ６７％ 。 因土地被超低价掠夺，
大批当地农民背井离乡，生活陷入绝境。 伪黑河省

次长中井久二供述：“１９３９ 年整顿开拓团用地时，于
孙吴、爱辉县强制赶走了 ３ ０００ 名当地居民，征用了

９ ２００ 垧土地。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至 ６ 月间，在瑷珲县大

额泥开设了能容纳 １ ０００ 名日本开拓义勇队的开拓

训练所。 为了给这个训练所提供土地，在省开拓科

和瑷珲县的协助下，强制赶走了 ５０ 户原住居民，占
用了 ７００ 垧耕地。” ［６］２７８

再次，鱼肉中国民众，施行民族歧视压迫。 日本

移民进入中国东北，以征服者自居，无端欺压中国东

北人民。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伪滨江省警务厅厅长

秋吉威朗致函伪满治安部警务司司长植田员太郎，
称：“在管内五常县朝阳川开拓团，目前从事团员房

屋修建工程的今年 ２４ 岁的铃木久，担任劳力系工

作，因值农忙期，满农为自己耕作除草不愿应募，因
而该人难以得到所要求的苦力，对满农村民伤了感

情。 七月十日午后十时，该人无意中听到有满人四

五人在自己住宅后的满人房中闲谈，估计是策动反

对开拓团建设工程，愤慨之下，丧失理性，从自家取

来警备用三八步枪并推上子弹，向上述满人目标开

枪，满农李洪玉当即被击毙” ［６］７２４。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齐齐哈尔宪兵队队长就伪兴安东省阿荣旗开拓

团“妨碍民族协和的事件”向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

令官报告：“自昭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至昭和十八

年四月八日，发生了八次妨碍民族协和的事件”。
其中，“昭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宫崎开拓团山下津

雄到原住民家借建筑木料，遭到主人的拒绝。 当时，
山下津雄用棍棒殴打原住民，伤势很重，而山下根本

不予理睬。”“同年八月五日，原住民田文利通过开

拓团的庄稼地，当时被开拓团员叫回并打伤头部。”
“同年八月十一日，五名开拓团员向原住民借马车，
因未借给，多次殴打原住民。” “昭和十八年一月十

日，开拓团把原住民的猪宰杀供自己食用，仅付给很

少的钱。”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开拓团方面的民

族优越感，对原住民进行压迫。” ［６］７３３ － ７３４日本移民实

施的一桩桩暴行，扯下了“民族协和”的遮羞布，把
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五、结语

本文从人口总量、空间分布和民族构成三个方

面，阐释了伪满时期我国东北地区人口状况的变化

及其成因，并揭示了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

响。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就成因而言，无论是驱使华北劳工进入中

国东北，还是促使中国东北人口由南向北流动，抑或

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殖日本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政策使然，这种殖民者主导的政策性移民与此前

华北农民闯关东式的自发性移民迥然不同。
第二，就性质而言，伪满时期我国东北地区人口

的变动，并非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地发生，而
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人为操控的结果，从而

使移民具有强制性，骗招的华北农民、强掳的特殊工

人自不待言，即便是日本的所谓“开拓民”亦多身不

由己。
第三，就效果而言，伪满时期的移民是不可持续

的。 伪满的移民为政策性移民，移民的数量、方向受

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目标的制约，随政策目标的转换

而变化。 就伪满洲国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言之，北部

人口快速增长是“北边振兴”计划实施的结果，但由

于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日军的侵

略方向由北进转为南下，中国东北北部人口增长趋

势便戛然而止。
第四，就影响而言，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移民政

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化

和城镇化，但其出发点是掠夺我国东北丰富的资源，
不仅导致资源大量流失，而且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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