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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移民研究的兴起几乎和“日系移民关系资料”的收集、整理是同步

的，二者相互促进。国立国会图书馆在“日系移民关系资料”的收集、整理中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这

一工作延续至今，成果显著，为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了保障，本文在第一部分将对此进行概述。日本移民

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战前移民政策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第二部分从移民通史研究、移民

思想研究、移民政策研究、移民外交与移民政策研究、人口问题与移民政策研究五个方面介绍日本学术

界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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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人口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国

内人口移动（如北海道开拓移民）；二是殖民圈人

口移动（如亚洲各殖民地的侵略移民）；三是非殖

民圈的人口移民（如夏威夷、北美、南美的海外

移民）。这些不同形式的人口移民也决定了移民政

策性质的不同。本文所要梳理、分析的主要是第

三种—近代日本人美洲移民政策。关于美洲移民

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是有关移民政策的

研究还比较滞后。

一．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移民关系资料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移民研究的兴起几乎和

“日系移民关系资料”的收集、整理是同步的，二

者相互促进。移民关系资料整理存在着涉及领域

较广、时间跨度长、种类庞杂、数量巨大、形式

多样、语种众多、存放地点分散等诸多困难，日

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组织了“日系移民关系资料”

的收集、整理工作，持续至今，成果丰硕，为移

民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档案资料：

日本国会国立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资料以

公文、文件、书信、日记等档案文件类为中心，

按内容分为“宪政资料”、“日本占领关系资料”、

“日系移民关系资料”三种。其中“日系移民关系

资料”的收藏数量最大、种类数最全。日本国立

国会图书馆于 1981 年发布了对“日系移民关系资

料”进行收集、整理的决定，主要围绕“美国的

亚洲系移民资料”、“巴西移民资料”、“夏威夷移

民资料”三大部分，1984 年又把整理范围扩大到

“中南美洲移民资料的收集”。这一庞大的移民资

料收集计划一直持续到现在，时段包括明治、大

正、战前昭和时期（1868—1945），展开国内资料

的全方位收集、整理工作的同时，组织专门的人

员前赴各移民“接收国”（主要是中南美洲诸国和

夏威夷）进行当地资料的收集，资料范围包括日

文、外文的公文、图书、杂志、报纸、日记 / 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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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献和微缩资料，以及个人收藏的照片、笔记

等资料。

（1）外务省资料

因为涉及“接收国”，所以移民问题也属于外

交问题，如美国的“排日移民法”在战前日美关

系中影响深远。战前日本海外移民人数（非“殖

民圈”移民）约 76 万人
[1]

，涉及国家和地区近 30

个。毫无疑问，日本政府势必要与这近 30 个国

家和地区就移民问题进行一系列外交交涉，外务

省承担主要交涉任务。外务省材料是研究移民问

题必不可少的，主要包括外务省记录、日本外交

文书、领事报告及其他相关文献。这里以外务省

记录为例，做简单介绍。外务省记录主要包括电

报、公函、信函、备忘录、条约书等与公务相关

的外交文件。其中明治大正时期（1868-1925 年）

的 记 录 主 要 分 为 1 门（政 治 ）、2 门（条 约 ）、3

门（通商）等 8 个门类，涉及移民的文件主要在 3

门（通商）目录下的“8 类帝国臣民移民”和“9

类外国人移民”两个子目录里；昭和战前（1926-

1945 年）的记录主要分为 A 门（政治、外交）、B

门（条约）等 16 个门类，涉及移民的文件主要

在 J 门（移民、护照）和 K 门（内外人外国在留，

旅行及保护，监督管理）两个门类里。这些战前

的《外务省记录》在外交史料馆中都能看到原

文，2016 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在主页上公开了电

子版的文件，遗憾的是涉及移民的部分未能公开。

1992-1993 年，原书房出版了由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编的《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总目录（战前

期）》全 3 卷（第 1 卷明治大正编，第 2 卷昭和

战前编，别卷索引参考资料编），极大地方便了资

料的查找。通过对日本国内移民研究的梳理，发

现学者们以往对政府的移民政策涉及甚少，随着

包括外务省记录、外交文书、领事报告等原始资

料的整理、公开，使得移民研究的一手资料更为

丰富，有助于移民研究各个领域的深化。

（2）各都道府县地方志、移民史资料

日本各都道府县、包括市町村都有着撰写地

方史、地方志的传统，且内容翔实。随着战前日

本政府实施积极移民政策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各

府县设立海外协会
①

的进度，由知事担任会长。

1927 年以后，为了促进日本人的巴西移民事业，

各府县相继设立了以知事为理事长的海外移住组

合。各府县的移民事业都由知事挂帅，可见其重

视程度，这也直接体现在相应的地方史、地方志

中，目前有 12 个县专门出版了县人移民史。下面

以富山和广岛为例做简单介绍。

由富山县编的《富山县史 通史编 5 近代上》

（1981 年）“第七章县民的生活”中，有一个小标

题“本县的海外移民”（pp.846-851），《富山县史 

史料编 7 近代下》（1982 年）“社会问题”章节中有

一小标题“移居、移民、出稼”（pp.1089-1126），

专门介绍了富山县的海外移民情况。富山县南美

协会编写了《富山县南美移民史》（富山县，1989

年）不仅介绍了自战前到战后日本移民南美的详

细情况，书中还有翔实的资料编，包括移民名单

及按照市町村统计的具体移民数据。广岛县编

的《广岛县史（近代 1、近代 2、近代现代资料编

3）》中都有专门介绍海外移民的章节。广岛县还

专门编辑出版了数百万字的《广岛县移民史》（资

料编 1991 年，通史编 1993 年），通史编详细的介

绍了广岛海外移民的全貌，资料编提供了具体的

广岛移民相关文件、数据和解说。

各都道府县地方志、移民史资料提供的移民

相关文献，有着各自的特点，且更为具体。因为

移民的输出（日本各县）和移民的接收国都具有

地域区别，这些史料的陆续编辑出版为后续的移

民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3）微缩胶片资料

宪政资料室所藏的“日系移民关系资料”中，

还有数量众多的微缩胶片资料。胶片文献来源主

要分布于美洲主要日本移民接收国的相关政府机

构、研究机构和大学图书馆等地，语种有日语、

英语和葡萄语等多种。以巴西日本移民史料馆所

藏公文类资料为例，数量：73 卷，资料形态：微

    ① 海外协会中央会会则中概括了其主要工作内容：海外情况的调查宣传、国民海外思想的培养、海外移民的指导和教育、在

外同胞的后援、机关杂志的发行等，各府县的海外协会的主要工作也基本与此相同。（海外協会中央会編 . 海外協会要覧 [M]. 東京:

海外協会中央会,19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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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胶片，宪政资料室的分类名：移（一）-D3, 主

要内容：个人日记、团体文件、圣保罗州日本领

事馆文件、照片、合同书及证明书等。这些文献

可以到国立国会图书馆查阅，有一部分已经作成

电子数据在网上公开，如宪政资料室中分类名为

移（一）-D5 的《巴西日本移民史料所藏—赴巴

西移民名录（乘坐船名录）。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清

晰的了解到随着政府移民政策的调整而发生移民

数量的变化情况。宪政资料室还对未能收藏的各

国政府机构（如美国国立公文馆等）、大学（如美

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等）微缩胶片资料进行目录编辑，登载于主页，

便于使用者检索和查阅。

2. 复刻版资料

自明治维新开始，战前日本海外移民活动长

达近八十年，其中以书籍等形式出版发行的移民

相关文献数量非常之多，但是有的分散在各移住

国，有的资料馆藏太少不易查阅，有的文献过于

珍贵不提供借阅。随着“日本人移民关系资料”

收集、整理过程的推进，大部头的复刻版文献不

断问世，有日文、英文、葡萄牙文等多种原始资

料，可以直接借阅和购买。

阪田安雄监修的《日系移民资料北美编》（共

18 卷 ） 和 石 川 纪 友 监 修 的《日 系 移 民 南 美 编 》

（共 31 卷另有 1 卷别卷），由日本图书中心先后于

1991 和 1999 年 出 版。 对 明 治、 大 正、 昭 和（战

前）的日本有关海外移民的各种原始资料进行了

分门别类的整理，以复刻版形式发行。可以说是

研究日本近代“移民圈”移民的较为全面和权威

的两套大部头丛书。被称为日本移民研究第一人

的大阪大学阪田安雄教授监修的《日系移民资料

北美编》（1991—1994 年），是对战前美国和夏威

夷地区移民的重要史料进行汇编后的复刻版，共

18 卷，最后 1 卷由阪田安雄来编写，他对丛书进

行说明、解读，并且对未能收入该丛书的外务省

史料、杂志论文等与“北美移民”相关的关系文

书、文献资料做了目录和检索。丛书收录的著述

都发表于 1880-1940 年间，包括北美移民史、海

外务工及移住奖励论、旅美介绍、在美日本人史、

在美日本人县别（移出所属地）等各个领域。对

于北美地区、夏威夷地区的移民研究不可或缺。

琉球大学石川纪友教授以“南美地区冲绳县出身

移民研究”为研究切入点，因成果显著而在日本

海外移民界颇具影响。由他监修的《日系移民南

美编》多达 31 卷（1998-1999 年），收集了明治至

昭和战前有关南美洲庞大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

对近代日本南美洲移民研究来说必不可少，同时

对南美洲各国历史、地理、文化人类学、国际关

系、族群、文化多元等各个领域均有涉及，对研

究中南美洲移民及社会各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是极

具价值的。

1984 年 PMC 出版的一套“日本人海外发展史

丛书”，包括《明治海外日本人》、《纽约日本人发

展史》、《在美日本人史》及《北美百年之樱》，这

套丛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对在美日本移民的当

地生活状况、职业、性别、教育、宗教、日本人

移民组织、日系人移民体验等各个领域进行了详

细的、全面的介绍。不仅对于北美移民过程的研

究颇具价值，对于考察日本移民的同化和融合问

题更是十分之珍贵。

1995—2002 年不二出版社分三次发行佐佐木

敏二教授编辑的《加拿大移民史料（全 16 册复刻

版）》。该史料集是 1909—1974 年间日加两国有

关战前日本移民的原始资料、战后的间接资料和

相关研究的汇编，同“日本人海外发展丛书”一

样，是关于日本移民在加拿大的生活史角度来整

理的资料丛书。

不二出版社于 2006 年发行了由坂口满宏教授

解说编辑的两卷本复刻版《日本移民协会报告》。

191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的海外移民政策开

始逐渐转为积极鼓励，移民协会的成立、发展及

主要工作都集中体现了这一积极政策的转变。《日

本移民协会报告》是日本移民协会的机关杂志，

自 1914 年 10 月 至 1919 年 6 月 共 发 行 16 号， 内

容涉及日本海外移民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

上述仅是列举了一些代表性复刻材料，实际

上复刻的范围还包括移民相关报纸、年鉴、图片

等多种文献类型，复刻文献的工作也在不断向前

推进。

3. 国立国会图书馆电子图书工程

自 2002 年起，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古籍馆藏及

明治、大正时期和昭和早期出版的图书为对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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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字化工作，并通过互联网提供其影像的阅览

服务。截止 2016 年 6 月符合知识产权相关规定的

可以在互联网公开阅览、下载的图书已达 35.1 万

余册。在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馆主页的检索系统

中输入关键字“移民”，在限定范围中选择“互联

网公开”，检索结果涉及移民的电子资料多达 7032

件，其中图书 2312 册，这些文献资料通过互联网

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为移民研究者提供了极其丰

富的文献资源和便捷的使用服务。

可以说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至今，关于日本海

外移民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现了一个热潮，除了

国立国会图书馆之外，政府其他官厅所属图书馆

（如经济产业省图书馆、总务省统计图书馆等）、

各府县图书馆、各大学所属图书馆、移民关系社

会团体图书馆（如国际协力事业团图书馆，海外

移民资料馆等）也逐步切实推进移民资料收集、

整理工作，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

料。

二、日本学术界“移民政策研究”现状

移民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历史学、社会

学、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学科，日本学者

在不同领域里展开研究。就具体移民问题本身，

也包括移民产生的原因、输送方式、移民教育、

移民当地生活、移民与母村的关系等等诸多方面，

日本移民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战前

移民政策研究却相对滞后，本节将从移民通史研

究、移民思想研究、移民政策研究、移民外交与

移民政策研究、人口问题与移民政策研究五个方

面介绍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 移民通史研究

针对特定移民接收国的通史（如日本人夏威

夷移民史、北美移民史、巴西移民史）无论是战

前还是战后都比较多，随着移民资料的不断收集

整理，以各府县为单位的海外移民史也陆续推出

（如广岛县移民史、静冈县海外移民史等）。论述

近代日本海外移民的通史概论数量还比较少，战

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日本人的海外发展》（大

日本文明协会编，1916 年）、《日本移民概史》（滨

野秀雄，1937 年）《邦人海外发展史（上、下）》

（入江寅次，1942 年）；战后主要有《日本国民海

外发展：百年移民的变迁》（外务省领事移民部，

本 编 1971 年、 资 料 编 1972 年 ）、《移 民 史（全

3 卷 ）》（今 野 敏 彦、 藤 崎 康 夫 编 著，1984-1986

年 ）、《日 本 移 民 史 研 究 叙 说 》（儿 玉 正 昭，1992

年）等。

《日本人的海外发展》的出版正值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明治时期政府限制海外移民的政策

开始调整，随着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在与列

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同时也开始鼓励日本人向海外

移民。该书分析了截止 1916 年日本海外移民的情

况及其发展的趋势，对美洲移民的介绍放在了重

要位置，其中还专门讨论了“日美关系和移民问

题”。大日本文明协会的编著者抱有强烈的“海外

膨胀思想”，首章开篇就提出“我国海外发展大业

不仅仅委任于个人或者三两个盈利公司，而应该

作为帝国必至之国是稳步推进”
[2]

的观点，借此书

的出版，以期鼓舞“开国进取”的国民精神。

《日本移民概史》主要梳理了明治元年至 1937

年间的日本海外移民情况，主要分为“夏威夷移

民时代”、“北美移民时代”、“南美移民时代”，并

以“移民政策的变迁”做专章简单回顾了明治以

来的移民政策。该书的特点是简明扼要，且较早

地对日本海外移民进行了时代划分，这也成为此

后移民划分的一个主要参考，同时引用了大量外

务省、驻外领馆的移民数据，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邦人海外发展史》按照时间和地域为线索，

论述了明治维新开国后七十年间日本向势力圈内

殖民地的人口移动和非势力圈的移民全貌。其中

对美洲移民部分是全书的重点，上卷对夏威夷日

本人移民和北美日本人移民的情况、在移住国的

生活状况着墨较多，对美国出现的排日运动及其

产生的影响也专门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下卷以日

本人巴西移民为主，重点介绍了向南美各国的移

民输送、移民的南美生活状况、整个美洲的排日

运动下日本移民的生活状况。上下卷共 45 章数

百万字，书中的数据和材料直接取材战前外务省

的外交文书等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极高，成为

研究日本海外移民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作者将当

时日本整个海外人口移民都纳入研究视野，包括

对亚洲殖民地的侵略移民。对日本移民获得的成

功作者大家赞赏和歌颂，对排日运动影响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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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窘境则报以极大的同情，“膨胀主义的海外

发展论”充斥全书，这是战前日本移民相关研究

的一个集体特征，离不开时代背景，在使用时需

要认真对待。该书最后附录了《日本人海外发展

史年报》（1868-1936 年），这为后续研究者的移民

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日本国民海外发展：百年移民历程》（本编和

资料编）由外务省领事移民部编写，如书名所示，

1868 年日本迎来移民百年，在回顾历史的同时，

也对今后日本移民问题面对的新情况进行了论述，

是移民相关材料的一个集大成之作。本编主要介

绍了海外移民的意义、百年移民概况和移民政策

的变迁、移民相关政府机构的变迁以及世界各国

移民概况。在资料编中，第 1 章“移民统计及移

住地概况”第 3 部分“战前海外移民统计”一节

中，对战前涉及各种移民统计都提供了具体的数

字，数据来源于外务省，所以非常有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还专章介绍了移民相关法令，是移民

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神繁司教授认为这套书

是“唯一公认的可以作为移民史依据的书”
[3]

。

今野敏彦、藤崎康夫编著的《移民史》分为

三 卷， 第 1 卷“南 美 编 ”、 第 2 卷“亚 洲、 大 洋

洲编”、第 3 卷“美国、加拿大编”，移民地区按

照三个主要流向几乎都被涵盖在内，全套丛书

数百万字。该部移民史的最大特点是，作者选取

的材料主要是日本移民在各移住国当地发行的日

系移民关系报纸、杂志等，编著者针对这些资料

仅做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解说。这种用移民自己的

“声音”（当时的报纸、杂志等）的方式，也是编著

者的一个初衷——这部移民史希望以“移民自身

及与移民关系者的原音再现”
[4]

的方式来实现，作

者在选取材料时也着实下了功夫，也给读者一个

全新的视角来理解移民史。但是，正如其优点突

出一样，这部移民史存在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第

一，移住国当地的移民相关文献数量庞大，语种

繁杂，作者主要选取的是日文文献，显然是一个

遗憾；第二，虽然作者按照移民流向分为三个主

要地区，但是作为移民史来说作者对各地区、各

个移民接收国的介绍比重不均，美国和巴西的比

例几乎占据了一半，很多国家则没有涉及；第三，

作者希望用当时移民的“原音”来记述移民史，

自己的理解和论述明显不足。总之，这部《移民

史》也算不上真正的移民通史，在日本学术界也

是褒贬不一，但其独特的写作视角还是应该予以

认可。

儿玉正昭教授长期从事县别移民和夏威夷移

民研究，是日本移民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儿玉教

授的研究主要从移民输出的视角出发，重点考察

移民输出的原因、输送过程、移入地接收状况、

移民产生的影响等。1992 年，他将自己已有的研

究成果集结成《日本移民史研究序说》一书，主

要对明治时期移民史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作者在

序言中对日本移民现状提出了批评，“纵观现在的

移民史研究现状，理论层面的研究滞后，大多是

靠简单方法的应时之作，借助基础史料而进行的

基础性实证性研究非常少见”
[5]

。《日本移民史研

究序说》展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对基础史

料的运用功力以及自己对移民问题的真知灼见。

尽管这部移民史也仅是明治时期的断代史，但作

者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

都是非常突出的，“对日本移民输出领域而言，儿

玉教授的研究可谓一笔巨大的财富，因而评价颇

高”
[6]

，该书出版至今一直被奉为移民研究的经典

之作。

纵观日本移民史通史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

下几个特点：

第一、战前的研究者无疑都代表了移民（殖

民）当局的宣传工具，大部分作者本身就是移

民论（殖民论）倡导者，对移民和殖民不能做到

科学的区别，论述中经常交织在一起。对向美洲

“殖民圈”的海外移民持积极的态度，对向“殖民

圈”的移民则无视日本当局的殖民侵略本质；

第二、战后真正的移民通史还未出现，相反

特定移民对象国或者特定移民输出县的通史却有

了很多的发展。如日本人的美国移民史、巴西移

民史、夏威夷移民史和广岛县移民史、冲绳县移

民史史等。

第三、无论战前还是战后，移民通史的研究

重过程轻内容，分析日本移民输出原因、移民政

策变化、移民的作用等问题时不够全面、不够深

入。

2. 移民思想研究

日本学术界近代移民政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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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幕末开始海外雄飞思想在日本就十分盛行，

随着日本国力增长，在亚洲不断获得殖民地，殖

民思想、理论不断深化，涌现出一大殖民论者，

其中广为人知如后藤新平、新渡户稻造、矢内原

忠雄等，这些殖民论者积极为政府的侵略活动鼓

吹、呐喊。

伴随着日本向夏威夷及美洲大陆移民的发展，

具有国际知识背景、心怀“海外膨胀思想”的移

民论（有的兼具殖民论）者开始著书立说，宣

传“海外雄飞”、“海外拓殖”思想。纵观日本近

代史，发表移（殖）民言论、阐述移殖民思想的

有政客、官僚、军人、知识分子等不同阶层，他

们十分积极，有的人本身就参与实际的移殖民活

动，进而对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相当大影

响力，如被奉为巴西移民之父的水野龙和永田稠

就是典型。但是与殖民论者的丰硕研究成果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学术界对移民论者的研究还

处于起步阶段。笔者搜集到的论文数量也不多，

如广濑玲子的《国粹主义的移民论、殖民论笔

记》（1993）、间宫国夫的《朝河贯一与移民问题》

（1994）和《崎山比佐卫与海外移民学校》（2004）、

长谷川雄一的《日本人哥伦比亚移民之父竹岛雄

三的移民论》（2014）等。下面结合原著介绍三位

移民论者。

大河平隆光和井上雅二是早期代表性的移民论

者。大河平隆光 1905 年发表了《日本移民论》
[7]

一书，考察了当时日本的国际地位及当时日本海外

移民的状况，并分析了因移民问题产生的国际争

端，提出政府应采取积极移民政策来推动日本的海

外移民活动，进而对日本在非“殖民圈”之外的移

民事业做出展望。

井上雅二者自称为“大日本主义”论者，是

当时南进论的主将，他一生著述 20 多部，大部分

体现了其海外殖民移民思想。代表性著作有《南

洋》、《移住和开拓》、《海外雄飞：年轻日本的新

路》等，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期井上对海外殖

民、移民的认识。在早期，他根据对当时国际移

民的态势的认识，主张日本要积极开展海外雄飞

事业，并把目标锁定在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扩张；

而后期在美洲移民问题上，他不仅考虑移民教育、

移民外交、移民与国家关系等相关问题，对具体

的移民政策也提出了移民事业的“民营主义”原

则。这样不仅有利于移民事业的发展，更是出于

回避因日本政府色彩太浓而招致移民接收国反对

的“排日运动”，这一点与政府后期对美洲积极展

开保护奖励政策向左，但更具合理性。

志贺重昂以《南洋时事》（1887）一书而扬名，

通过对欧洲各国在南洋地区的殖民侵略考察，意

识到面对白色人种的侵略，黄色人种必须联合起

来与之对抗。日本为了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必须向

海外发展，方式是移居海外。“在世界各地创立商

业的新日本”，这实际上是一种工商业立国的主

张。志贺开始认为南洋地区是最适合日本人海外

移民的地区。后来志贺思想发生了转变，主张模

仿欧美殖民主义方式，主张对中国、朝鲜等国的

侵略。进而主张带着资本移居南美洲，争做地主、

谋求经济利益。志贺的移民论主张鼓励移民，是

为了追求国家的经济利益，表达了对经济侵略的

赞同。

近代日本移民思想和移民政策一样，目前还

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移民思想的深入研究，势

必对移民政策的研究大有裨益。

3. 移民政策研究

整个明治时期（1868-1912）45 年间日本海外

移民人数大约是 21 万余人，1913-1941 年 28 年间

移民数大约是 56 万余人 ，数字也表明明治政府出

于国内国际环境的考虑，对海外移民始终采取的

是消极态度。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国力大增，

政府开始调整移民政策，很快由消极保守转为保

护鼓励。

战前针对日本移民政策的专门研究很少，前

面提到的滨野秀雄所著《日本移民概史》中曾设

专章“移民政策的变迁”，但仅用了不足四页的篇

幅，仅是简略叙述有关移民具体措施的变化，并

未展开分析。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

本的侵略行径招致世界各国警惕，日本政府则开

始酝酿向中国东北的“国策移民”计划，南美洲

的巴西也开始出现了排日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外务省出版了《移民政策的合理化》一书，

该书还是一贯体现了战前日本“海外扩张”思想，

认为“移民问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非

常重要的国家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国力的海外

日本学术界近代移民政策研究综述



93日本研究·2016 年第 2 期

伸张、贸易的伸张，国民的海外发展都有待推

进”
[8]

。以官方的角度对明治初年以来的移民政策

进行了检讨，并对未来移民政策提出了全方位的

“合理化”设想，移民政策的合理化首要的是确立

移民政策，依次是移民立法的改正、移民行政的

统一和咨询机构的设置、移民从业机构的统合、

移民保护奖励设施的改善、移民外交的刷新。尤

其是对于美洲的日本人移民问题，提出积极应对

各国的排日运动的措施，突出政府应对海外移民

活动采取保护鼓励政策。该书其实不是学术著作，

而是外务省对以往移民政策的回顾和对未来移民

政策的规划。外务省的设想过于理想化，随着国

际形势的变化，在实际的移民过程中，其设想显

然是难以实现的。

整个战后的移民研究处于兴起阶段，成果已

然非常丰硕。但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检索、整理、

分析，可知对日本移民政策的研究刚刚起步，日

本学者就指出“政策层面的研究几乎处于尚未着

手的阶段”
[9]

。当然移民问题各个领域的研究都离

不开移民政策，所以学者们也在自己研究课题里

有所涉及，并对一些具体政策措施进行分析，为

今后移民政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借鉴。

下面举几个学者的代表性成果。

原 口 邦 纮 教 授 发 表 了《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的移民政策：移植民保护奖励计划的立案过程》

（1989 年）、《1924 年移民问题—排日移民法下的

帝国经济会议》（1997 年）等论文，通过对 1922

年“全国移植民协议会”和 1924 年“帝国经济会

议”中相关“移民保护奖励案”的立案过程及内

容的分析指出日本政府以往消极移民政策的转变。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美国的排日运动，“对于依

然接受日本的巴西，不仅仅是‘劳工移民’的输

出，要鼓励伴随资本（投资、金融）的移居型移

民”
[10]

，显然这直接说明了日本政府移民政策调

整的目的和本质。

饭漥秀树教授对日本移民政策的主要观点体

现在《1920 年代内务省社会局的海外移民鼓励政

策》一文中。饭漥首先对日本人美洲移民中经常

出现的“移民”、“植民”、“移植民”概念进行了

简单的区分，这个对日语以外的其他语种读者很

是必要。“移民”是根据契约在农场里劳动并以获

得酬金为目的，而“植民”是携带资本并以独立

经营农业为目的，有时也成为“企业移民”，但二

者本质上都可以统称为“移民”。1921 年内务省下

设了社会局，来解决当时面临的人口和失业问题，

把以往由外务省主管的移民问题也纳入管辖范围。

一般认为外务省对海外移民持消极态度，社会局

则连同国内问题的解决一并考虑，对海外移民采

取了积极的鼓励政策。经过一番较量，最终内务

省（1929 年转为拓务省）主导了移民事务，并实

施了积极鼓励移民的政策。具体体现就是对海兴

株式会社的支持、对移民出国费用的减免和资助、

对移民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拨款等一系列措施。

特别是日本的巴西移民，已经逐渐转为“国策移

民”，一改初期以巴西的“拉力”为主，而是日本

政府的“推力”为主，且大力推进“企业移民”，

希望把巴西乃至接受日本移民的国家变为日本海

外势力扩张的阵地，变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坂口满宏教授从移民输出的视角，对日本政

府的“移住政策” 进行了考察。认为对作为近代日

本国策的“移住政策”，有必要进行综合的历史考

察。发表了《移民史研究的射程》（2004 年）、《谁

从事了移民输出——环太平洋日本人的国际移动

概观》（2010 年）、《移民输出的课题和方法》（2012

年）、《日本向巴西移国策移民事业的特质》（2014）

等系列论文，主要对日本的移民输出政策进行了

分析考察。比如对“移民公司”海外兴业株式会

社（简 称“海 兴 ”） 的 考 察， 认 为“海 兴 ” 是

1920 年代中期至 1941 年日本政府移民保护奖励政

策的实施机关，“海兴”输送的移民多以移居为目

的，“国策移住”的推进是移民政策转变的直接体

现。

日本学者关于移民政策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第一，战前的研究者大多将“殖民圈”移民

和非“殖民圈”移民交织在一起，鼓吹日本的

“海外膨胀发展”，缺少对移民政策的总体把握。

第二，战后的研究者涉及移民政策研究的较

少，部分研究者就某个具体政策措施展开论述，

对移民政策进行系统而全面研究的成果还未见到。

第三，由于战前管辖移民的行政机关经历了

很大的变动，特别是 1929 年的拓务省接管移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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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后，情况就更为复杂。因为拓务省的主要职能

是管辖殖民地的事务，本来战前日本为了掩盖侵

略本质，往往把“殖民”和“移民”混为一谈，

结果又把殖民政策和移民政策交织在一起。

第四，日本政府移民政策由消极保守转为积

极鼓励，与近代日本的国家战略密不可分，日本

学者鲜有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的。

4. 移民外交与移民政策研究

从明治初年来自海外的日本人移民诉求到

“元年者”事件，从海外移民热潮到各国的“排日

运动”，从夏威夷及北美地区移民到南美移民，移

民问题最初就成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的外交问题。

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调整，与其移民外交有着密

切关系。

以日美关系为例，移民问题已然成为两国牵

制对方的外交棋子。美国的“排日移民法”事实

上成为各国排日运动的风向标和范本，战前关于

这一研究就是一个热点，近年来有关“排日移民

法”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本文仅就其中代表性

的成果做以介绍。日本著名的历史学者、国际关

系学者细谷千博所著《太平洋、亚洲圈的国际经

济纷争史：1922~1945》（1983），从经济竞争的角

度分析了日美之间因排日移民法而产生的矛盾，

并把日美之间的竞争放到整个亚太地区。体现在

移民政策上就是日美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的调整，

这种以宏观视角结合时代背景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方法突出了移民问题在日美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三轮公忠与他的研究会成员共同编写了《日美危

机的起源和排日移民法》（1997 年）一书，通过对

日本亚太地区移民的考察，以 19 世纪 20 年代亚

太地区国际关系为中心，论述了日美关系中的移

民因素。全书分为五个部分：日本的情况和应对、

美国的情况和应对、谋求相互理解的意见领袖、

国际环境和反响，最后是余论。因为这是一个研

究组成员围绕一个主题而各自独立完成的作品，

因为参与者的水平不同，书中也有很多瑕疵。但

是能明显感觉出这本合作而成的作品有这样一种

思路，就是以美国排日移民法为纵轴，以日本移

民问题为横轴，试图廓清 20 世纪 20 年代错综复

杂的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书中原口邦纮所撰写的

《1924 年移民问题》一文，更是指出日本政府以美

国排日移民法的实施为契机，推进了日本移民政

策的一大转变——政府逐渐改变以往的以“出稼”

移民为主的形式，转变为提供资本的移民，并鼓

励移民归化。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排日运动刺

激了日本保护奖励主义移民方针的实施。这一观

点极具代表性，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确实，以往

赴美移民的人多半是以“出稼”为目的，契约期

满且赚到了钱后就要“衣锦还乡”，排日移民法的

限制使得日本人不能再到北美地区“出稼”，已经

移民美国的日本人，因为对二次入国等问题的限

制也大幅减少了流动性，日本政府正是在与美国

的外交交涉中认识到了这点，决定向南美移民时

更多强调投资和归化。

从 1908 年 的“绅 士 协 定 ” 到 1924 年 的“排

日移民法”来看，虽然美国政府迫于各州的压力

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但是日本外交对抗也取得了

相应的成果。1882 年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单方

面提出的歧视性法案，而日美“绅士协定”则是

磋商后出台的保全双方体面一个非正式协定，由

日方主动限制赴美移民数量。但协定同意家属团

聚，所以此后赴美人数不减反增，而且由于以女

性移民为主，进一步平衡了男女比例，促进了在

美日本人移民群体的稳定。到 1924 年在美日本人

也就十万左右，日本政府与其说是为了移民在与

美国交涉，莫不如说是为了其与欧美强国平起平

坐的“面子”而与美国对抗，日美双方因移民引

发的外交争斗，显然有了更深层的意义。

北美“排日运动”迫使日本做出了相应的让

步，反而促成了日本人的南美移民高潮的到来。

这不仅仅是移民流向的简单改变，而是日本移民

政策调整的结果。

对日本人的巴西移民来说，尽管最初有来自

巴西的劳动力需求（“拉力”），但更多的是日本

政府的积极鼓励政策（“推力”）——“国策移民”

促成了移民数量的增长，从 1920 年代开始，政府

更注重移民“投资”及移民的当地永久居住。经

过积极的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除了

一般在巴西农场里工作的契约劳工外，日本在圣

保罗获得了相当于今天东京二分之一面积土地的

使用权，这些土地供“国策移民”使用，并以永

久居住为目的进行开发。1931 年后，随着日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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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侵华步伐，巴西也开始了“排日运动”。巴西移

民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关于巴西的排日运动比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国立国会图书馆于 2008 年为

纪念移民巴西 100 年推出的电子书《巴西移民 100

年》，虽然该电子书正文仅概要性的介绍了百年历

程，但其凭借国立国会图书馆自身的资料优势，

对与巴西移民相关的史料文献进行了链接展示。

电子书第五章以“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对日本移民

的排斥”为题，从“二分限制法的成立和日本移

民排斥的变迁”和“日语教育的禁止”两方面，

介绍了巴西于 1934 年最终制定《排日移民法》与

日本政府就巴西移民的外交斡旋。在外交斡旋中

由日本政府来主导，虽然从实际的效果看未能达

到预期目的，但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排日运动”之于日本，已经超出了移民问题

本身，体现的是外交较量。所以日本移民政策的

调整既有来自各国“排日运动”压力，也有自身

国力增长后侵略扩张思想的助力，充分利用国家

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

了移民问题在外交交涉上的作用，反过来，移民

外交也进一步推进了日本移民政策的调整。

5. 人口问题与移民政策

关于近代日本人口政策和海外移民的论述比

较权威的是平凡社 1962 年推出的《人口大事典》。

由厚生省和农林省担任编辑干事，组织了国内

人口学方面的众多专家，对明治以来到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的日本人口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其

中第十一章“海外移住”和第十二章“人口政策” 

，更是对战前日本人口政策和移民政策进行了从

理论到一般政策的梳理和总结。《事典》限于本身

写作要求，对所有问题都是概要性的介绍，但参

考价值颇高。

近代日本海外移民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移出

地相对比较集中，尤以广岛、熊本、冲绳、山口、

福冈等县作为移民大县而为众所知。战后很多县

的海外协会都陆续组织推出了本县的移民史，这

些县别的海外移民史研究，大多采用实证主义方

法，他们的统计数据也更为准确。而且根据县别

移民的个案分析，也可以更好的理解日本移民人

数浮动及流向等问题，在解释移民动因上也有着

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体现日本移民政策的调整。

实际上早在 1905 年大河平在其论著《日本移

民论》中就对日本海外移民移出地的人口数量、

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县别的考察，通过数据分

析给出了明治时代海外移民人口与该地人口总数

不成正比，根据当时的经济、人口发展状况，一

般认为诱发海外移民的原因是人口压力、劳动力

过剩、人口与粮食等因素，在解释日本海外移民

问题动因上还不是十分充分。

冈部牧夫在 2002 年出版了《渡海的日本人》

一书，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某个地区，什

么时候、向哪输送移民，决定移居移入国是何时

发生的，当时世界上哪些地区输送移民是可行的；

传统的共同体社会（日本社会）的静止性多大程

度上发生了动摇，先驱移民的经验交流、输送移

民的各项制度和信息是否有着充分的普及，事实

上与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因素相交织在一起，

共同发挥作用的”。

东荣一郎在《日本海外渡航史》（2002）一文

中，谈及由于近代医学和卫生保健制度的完善，

促进了明治时期人口的激增，由于国内资源的贫

乏，为了缓解人口压力，政府采取了剩余劳动力

海外移民的有效途径。显然，这些都是基于日本

的人口压力、日本人海外移民意愿、政府的人口

政策和移民政策的调整。

      对于移民政策研究滞后的问题，日本学术界已

经有所重视，这也将是今后一个研究重点。随着

“日系移民关系资料”的不断完善，以及相关研究

成果的不断充实，移民政策研究将得到应有的发

展。

（责任编辑  王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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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80’s, the rise of the research about Japan’s migration is in the same time with the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its material. And they were help each other. The NDL was just as an organizer in this process 

and the work resulted significantly a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scholars. This will be talke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essay. Although some great results have been gotten, the research of pre-war is relatively lagging. The second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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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s thought, migration’s policy, migration’s diplomacy and the populatio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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