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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31年东北地区移民
的影响与启示

谢 颜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动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规模较大的人口流动，清末以来的农民流向东北即“闯关东”，是中国历史

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它对东北地区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大规模

移民在民国时期达到了高潮，本文以 1912-1931年东北地区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历史经济学分析

方法，运用大量的史料考证还原东北地区农民流动的概况。通过分析这一阶段东北地区移民的规模、人

口结构、地域分布、职业分布等人口特征描绘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移民的总体状况。同时，利用历史经

济学方法和理论分析东北地区人口迁移的深层次原因，从土地价格、交通条件、就业机会、收入差距等

方面分析东北地区人口迁徙的原因，民国时期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地区人口迁

徙。东北地区农民流动对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农业、经济、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得到

了有效缓解，直接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和种植结构的变化，为东北地区成为我国著名的“大粮仓”

奠定了基础，同时推动了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东北地区人口迁徙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对

于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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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农业社会把人们“粘”在了土地上，产生了以土地为纽带的聚居社区和宗族

制度，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中国的社会世代定居是常态，但移民现象贯穿了整个经济社会

发展变迁的过程，这种现象与农业中国的乡土性、与中国农民的文化传统背道而驰。传统农业社会

中，农民失去土地而被迫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成为无所依归的流民，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严重的

冲击，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移民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过程，同时也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

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移民不仅直接改变了全社会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同时也一定影响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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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开发区域，是近代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大量人口流入，而不是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清代之前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

内蒙古东部的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的状态，居民主要是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发祥的龙兴之地，在满族入住中原之后即被封禁保护。1840年直到鸦片战争之

后，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动开启了我国农业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了中国

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元结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被迫开启了东北地区的大门，自此中国历

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人口流动正式拉开了序幕。这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过程持续了近百年，其中民国

初期是东北移民最多，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经历了几次移民的高峰。本文以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移

民为研究对象，探索分析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移民的规模、人口结构、空间分布、职业分布、迁徙原因以

及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对分析和研究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移民问题和东北老工业区振兴

问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移民状况

1.民国时期东北地区人口数量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内有耗时 10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外有国外列强不断

对中国发动战争，其中东北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俄国侵略扩张的主要方向由欧洲转向东方。此时

的东北地区不仅兵力空虚，人口也非常稀少，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的人口数量还没有俄国移民数量

多，不能有效防御外来势力入侵。由此，清政府被迫开放东北的部分土地，允许关内人口流入东北地

区开垦土地，东北地区移民浪潮开始了。1912年之前的东北地区奉天全省有 170.76万户、1 101.85
万人；吉林省有 80万户、553.84万人；黑龙江省有 26.94万户、185.88万人。整个东北三省共有 277.72
万户、1 841.57万人。［1］经历了民国近 20年的人口迁徙，20世纪 30年代初东北人口大约达到了 3 500
万人。［2］这个时期东北地区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不是人口自然增长，而是关内人口大量涌入东北。

这个移民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12-1924年是加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平均每年移民数量约

在 20万至 40万之间，以 30万计算，约为 360万人。1925-1930年是急剧增长阶段，移民数量急剧增

长，短短 5年时间，总计达 500余万人。据满

铁调查统计，从 1927年开始华北人口流向东

北地区的人数增至 100多万人并且持续 3年
之久，而 1926年的移民数只有 50多万人。即

从 1921年至 1930年的 10年间共有近 615万
余人到东北谋生，平均每年有 60多万人流入

东北。

从东北地区三个省份来看（见表 1），以

1908年为基期是 100，黑龙江省人口最少，但人

口增长最快，增长了近 3倍；奉天省人口最多，

人口增长速度较慢；吉林省人口增长速度和增

长率居于黑龙江和奉天两个省份之间。

图1 1912-1931年迁入东北地区人口数量折线图

资料来源：池子华 .中国近代流民·近代卷［M］.合肥：安

徽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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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08-1930年东北地区人口变化（千人）

地区

总数

奉天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1908
17 156（100）
10 796（100）
4 553（100）
1 807（100）

1918
21 569（126）
12 527（116）
6 180（136）
2 862（158）

1928
28 034（163）
14 477（134）
8 592（189）
4 965（275）

1930
295 757（172）
15 152（140）
9 192（202）
5 231（289）

资料来源：［日］满史会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52。
2.东北地区移民人口结构

民国时期移民东北的人口不仅数量多，规模大，在人口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了鲜明特点。首先，移

民比较年轻，以青壮年为主，大致在 15-40岁之间。史料显示 1928年在大连的约 14 000名山东码头

工人平均年龄是 32岁，其中年龄最小的为 18岁，年龄最长的为 63岁，年龄在 20-40岁的人数占比为

84.9%。［3］其次，东北移民以男性为主，女性比例较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批移民开始携妻带子举

家迁往东北，女性比例有所增加。

以 1921-1928年在大连登陆的山东移民的性别比情况为例，男性比例大致在 80%~90%左右，男

性的比例一直偏高，1921年在大连登陆的移民中男性的比例最高，达到了约 95%，1928年 1月最低也

达到了约 77%；而女性所占的比例很低，最低的 1921年女性移民比例仅为 5.2%，最高的 1928年 1月
也只达到 22.6%。但是在这一时期，流入东北的女性比例呈现增长的趋势，从 1921年的约 5%增加到

1926年的 10%以上，到 1927已经快速增加到近 20%。虽然女性数量较少，但却有增长的趋势（见

表 2）。［4］

3.东北地区移民地域分布

民国初年开始东北地区的移民地域总体上呈现以下显著的特点：流动区域由流入开发较早、相

对富庶的东北南部地区如奉天等地开垦土地，转向流入相对荒芜、人口压力较小的东北北部地区如

黑龙江等地，再转向流入东北南部的城市和工业区。这期间北满人口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南满，其

中土地和耕地最多的黑龙江地区人口

最少，人均土地面积和耕地面积可开发

的空间大，移民和开发的空间潜力大。

根据何廉的统计数据，1927-1929年 3
年间迁往北满的移民总数大约在 150
万人，其中 1927年、1928年和 1929年
迁往北满的移民数量分别约为 57万
人、56万人和 37万人，分别占当年移民

总数的 57%、60%和 36%。［5］王慕宁先

生在《东三省之实况》中，对 1927年（民

国十六年）东北移民的调查研究认为在

移民定居东北的人口中，大约有 27万
居住在南满，而居住在北满的则达 40
万人以上。据统计 1900年北满人口为

表2 1921-1928年3月在大连登陆的

山东移民的性别构成（人、%）

年份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年1月
1928年2月
1928年3月

上陆人数

男

195 160
189 990
197 583
197 244
213 502
265 213
477 860
11 385
34 338
108 151

女

13 870
14 409
15 408
13 699
18 539
33 506
118 685
3 349
6 061
23 823

上陆人数百分比

男

94.8
93.0
92.8
93.5
92.1
88.8
80.1
77.4
85.0
82.0

女

5.2
7.0
7.2
6.5
7.9
11.2
19.9
22.6
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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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左右，到 1927年增加至 1 300万左右，增长了近 8倍，而 1900年南满人口为 300万左右，到 1927
年估计可能只增加到 900万左右，增长了约 2倍。［6］在整个民国时期，东北农民的主要流向集中在黑

龙江和吉林两省，特别是以流向黑龙江省的农民规模最为显著，据统计黑龙江省的人口总量在 1931
年增长到663.15万人，与1912年相比，大约增长1倍。［7］

4.东北地区移民职业分布

清末开禁之前东北地区人烟稀少，仅有部分满族旗人驻军以及部分少数民族散居生活于此地，

比如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多以放牧、狩猎和捕鱼为生，不事稼穑耕种，广袤荒芜

的土地长期没有开发利用，东北的农业生产处于蒙昧状态。东北地区开禁后，华北流入东北的移民

大多是奔着土地来的，进入东北后领荒开垦土地，主要从事耕种等农业生产活动。最初农民到达东

北后大部分受雇于旗户之下，或者投进官庄做佃户，另有小部分农民烧荒私垦，临田定居，发展为小

自耕农。随着东北地区开禁以后土地的不断开发，工商矿林业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农民逐步开

始到林场从事伐木，到矿区从事采矿和淘金，或者从事经商等工作。1930年满铁会社于东北各地进

行实地考察，在被访问的 11 284人中，农业劳动者为 3 134人，占总数的 28%；工业劳动者为 1 946人，

占17%；商业劳动者为1 387人，占12%；自由劳动者为4 018人，占36%；其他各业占7%。［8］

三、东北地区移民原因分析

民国时期很多学者研究当时农民离村问题，积累了很多调研资料。吴至信利用南开经济研究院

于 1932年调查东三省鲁籍农户 1 149户的资料，认为关于农户脱离山东本地农村的原因有多种，其

中“天灾兵祸”占比 27%，与天灾兵祸有密切因果关系的“生活艰难”占比 49.5%，两者合计共占移民

总数的 76.5％，即 3/4的移民直接或间接与天灾兵祸有重大关系。中国的离村现象，除极少数靠近工

业城市区域或与工业化有关，绝大部分由于天灾兵祸而被迫发生，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是病态的不

是常态的。［9］

综合全国 22个省的情况，由于天灾、战乱离村者占 44.1%，因经济压力、人口压力离村者占

43.0%，两者合计农民被迫离村者占到 87.1%，而主动离村者（求学、经济吸引）只占 4.5%。民国时期

农民的离村都显现出极其浓厚的逃荒求生色彩，就其主流而言，可以说是“流动的饥民”“流动的难

民”（见表3）。迁入东北地区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压力，流出地的土地稀缺，人口数量众多，劳动生产率

低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始终处于低水平，而东北地区所具备的城市工商业相对发达、社会相对安定

以及丰富的土地资源等正是人口流出地所缺乏的。

1.土地价格较低

一般来说人地关系越紧张则地租率越高。与关内相比，东北地区的地租率普遍较低，而土地租

金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民收入情况。根据关内各省志记载，关内地区的地租率普遍重于东北地区，

1908年奉天的地租率为 16.65%~40.15%，而 1910年山东省的地租率高达 50%~66.7%，比奉天高出

31~33.4个百分点，更高于吉林、黑龙江。

2.流动便利

东北地区交通便利，陆路航运兼有，铁路尤其发达。自 1896年俄国在东北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的

铁路开始，发展到 1931年东北地区共修建铁路总长 6 522公里。有纵贯南北的南满支线，贯穿东西

的中东铁路和沟通关内外的京奉线等主干线，加之安奉、深海、吉长等辅助干线，东北铁路网已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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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交通的便利为移民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关内农民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出入东北。同时铁路

的修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为大量进入东北的移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

铁路建设达到高峰，“自 1921年 2月至 1931年 9月，使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的铁路营运里程共计

1 521.7公里。”东北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铁路运输比轮船运输更有优势。铁路运载量大、速度

快、票价低，为关内移民东北提供了快速、便捷的途径，便于移民进入地广人稀的吉林、黑龙江。“东三

省在 30年（1897年）前，并无铁道之敷设。彼时人口不满 20万，至今铁道之长，已达 4 000英里，与全

国铁路之长相等。人口亦增值至 2 700万人。近年移民之来尚如潮涌。本年（1927年）三月内，内地

移民，经大连而达东三省者，计达20万人。统计平均每年移民，计有百万人”。［10］

表3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原因分析（%）

省份

察哈尔

绥远

宁夏

青海

甘肃

陕西

山西

河北

山东

江苏

安徽

河南

湖北

贵州

四川

云南

湖南

江西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合计

天灾

28.3
38.2
20.0
46.9
32.0
39.7
22.2
26.0
24.2
25.3
50.9
33.1
41.6
29.4
24.4
24.0
39.5
43.3
24.9
23.8
11.9
19.5
29.5

战乱

33.3
17.7
—

3.1
15.1
28.5
4.0
12.3
7.6
7.0
14.7
22.7
18.3
26.5
15.7
11.3
15.4
17.0
11.2
33.0
9.1
5.5
14.6

经济压力

33.3
32.4
70.0
37.5
44.5
20.6
58.9
40.0
45.4
50.3
29.4
28.1
33.0
38.2
49.8
35.2
30.3
27.7
40.7
32.0
60.1
48.6
39.4

人口压力

—

—

—

—

—

1.1
4.4
5.8
6.2
2.6
1.4
3.5
0.7
—

2.3
7.0
4.9
2.1
3.0
1.0
4.9
4.2
3.6

经济吸引

—

—

—

—

0.8
1.7
1.0
0.5
3.1
4.4
0.7
1.6
0.7
—

—

2.8
1.1
2.1
2.0
1.0
2.1
5.5
1.6

求学

—

2.9
—

—

1.7
1.1
3.0
4.6
4.2
2.6
1.4
4.6
3.6
—

0.8
2.8
1.7
0.7
3.0
—

0.7
4.2
2.9

其他

5.1
8.8
10.0
12.5
5.9
4.5
4.0
8.4
8.7
7.5
2.9
3.7
2.1
5.0
4.3
15.5
7.1
7.1
12.7
8.2
11.2
12.5
7.0

不明

—

—

—

—

—

2.8
2.5
2.4
0.6
0.3
—

2.7
—

—

2.7
1.4
—

—

3.5
—

—

—

1.4
资料来源：实验部中央农业实验所 .各省农民离村调查［J］.农情报告，1936，4（7）：171-187。
3.就业机会充足

东北地区土地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有大量的土地等待开发；劳动力短缺，有充足的就业机会，职

业选择范围广泛。劳动力短缺的东北对于劳动力过剩的直鲁豫等省份的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东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原始物产和资源，“关东云棒打獐子瓢贮鱼，野鸭飞在饭锅里。余尝见野鸡盛

时，往往飞集门窗，一握而得，此言不误然。”东北还拥有丰富优质的矿产资源，据统计，铁矿蕴藏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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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煤为 228亿吨。各种有色金属铜为 132亿吨，铅、锌为 113亿吨。因此，东北地区的产业开发和

修建铁路为一部分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使之获得了一定的酬劳。

4.收入高且增幅较大

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是导致农民个体流动的重要因素。从收入方面看，1921年山东省农业劳动

力日收入为 0.13元，山西省为 0.14元，奉天省为 0.42元，吉林省为 0.36元。东北劳动力工资不仅比关

内诸省高，而且增长幅度也较大。

1914-1915年仅一年时间，东北地区职业劳动日收入增加幅度很大，收入增长最大的职业日收

入增长了4倍多（见表4）。

表4 民国初年东北地区部分职业劳动日收入（元、%）

职业

民国三年

民国四年

增长幅度

木匠

2.6
1.0

-61.54

伐林木

0.7
2.1

200.0

细木

0.7
1.75

150.0

泥水匠

0.6
2.0

233.33

石工

0.6
1.75

191.67

瓦匠

0.5
1.66

232.0

扫屋

0.8
1.75

118.75

印刷工

0.4
1.75

337.5

染色匠

0.23
1.4

508.7
资料来源：徐恒耀 .满蒙的劳动状况及移民［J］.东方杂志，1925，22（21）。

从支出方面看，各种税赋是农民除生活支出外较大的支出项目。民国政府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

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 30%。于是，各地政府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

以应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军费。华北诸省还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非正规赋税全部并入，作

为正赋征收。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到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河

北、河南两省 1926年和 1927年的附加税超过正税 2倍多，山东省 1926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 4倍
多。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

四、民国时期对东北地区的移民管理

20世纪初，民国时期政府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支持向东北地区移

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把移民实边列为建国方略之一。1914年北洋政

府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和《边荒承垦条例》两部领荒、开垦的条例，详细规定国有荒地的范围

和边荒的范围。这两个范围内的草原、树林或沙积地，除政府认为有特殊用途的之外，其余部分都允

许人民依法承垦，用于耕种、植树、畜牧或者养殖。为了鼓励垦荒，北洋政府以较低的地价招徕承垦

者，如果开垦者能够提前竣垦，根据提前的期限，可以减免地价的 5％至 30％，并且开垦者缴纳地价

后就可以获得所开垦荒地的所有权。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制定颁布了进一步

细化的垦荒制度，并以东北屯垦督办的名义制定垦荒计划，划分垦区，筹集款项，准备农具，并编配垦

军用以保护农民开发土地，以此来吸引移民。

在地方政府层面，1914年黑龙江省设立了垦殖局，该局任务是测量和调查该省可耕土地，在农事

方面协助新来移民。同期，绥远、察哈尔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垦务总局。1930年辽宁省制定了《辽宁省

移民垦荒大纲》，在辽宁境内的铁岭、营口和四平等多地设置了难民的收容所和救济处，并派人在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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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洮安、镇东等县引导难民至各县开垦。［7］东北地区地方政府还先后出台了《黑龙江放荒规则》《吉

林全省放荒规则》《绥远清理地亩章程》和《奉天试办山荒章程》等地方性垦殖条例、法规。吉林省在

1927年关内发生大规模灾荒时，派专人在绥远、依兰、富锦、敦化、穆棱、同江等地引导难民到各县垦

荒，设置难民救济所、收容所和指导所等机构来安置难民，并开办银行，贷款给难民，以资助难民经营

山林、矿产和开垦土地。同时颁布了《吉林省救济难民办法》《运送垦荒难民章程》和《吉林省东北各

县招垦章程》。各稻田公司、煤矿和林场等私家也招揽难民，给难民提供工作机会。

输出地以向东北移民最多的山东和河南为例，1928年山东省赈务处用运输粮食的空车把本省大

量灾民运送到东三省各个县区，乘车期间的饮食全部由该处负责。河南省政府利用舆论大力宣扬移

民东北的好处。河南赈灾会首先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向灾民宣扬东北的富庶和谋生之易。

同时，在河南境内设立了多处招待所，对河南农民进行移民指导，增强了河南农民对于移民东北的自

信心。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移民政策是清末时期“移民实边”的继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这一

政策的强度大大增强了，从移民输出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输入地吸引和引导两个层面加强对移民

的政策引导，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东北地区移民影响与启示

1.人地资源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1860年之前的东北有大面积的荒地，东北地区可耕地面积约为5.025亿亩，经过一百年的人口流

动，土地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到 1932年全国耕地面积为 12.49亿亩，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

耕地为 2.06亿亩，东北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6.5%。［11］1914年至 1927年东三省耕地面积不断

增长，1927年东北地区超过一半的可耕地得到了开垦（见图2）。

东北人口数量增加，开垦了耕地，极大地缓解调整了国内紧张的人地关系。1931年陈彩章先生

在《中国历史人口变迁之研究》中提出：“大概移往东三省之人口，百分之八十为山东人，次之为河

南河北人。”吴希庸对民国时期关内移民东北的人数按照输出地来源做了进一步的统计（见表 5），

山东是最大的输出省份。据记载，“1912年，山东共有人口 3 137万，到了 1919年增至 3 323万，1931
年则达到了 3 377万”。［12］但根据《户部清册》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人口达 3 778万。1931
年山东人口数量与光绪二十四年人口数

量相比减少 401万。所减少人口除去各

类死亡及统计误差之外，应该是因为人

口外流导致的。

2.推动了东北地区农业近代化

随着人口的增加，东北地区的农业

生产方式和种植结构发生了变化和调

整。关内农民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大

量的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

生产技术。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形成了几

个著名的农业主产区，如辽河平原、辽东
图2 1914-1927年东北三省耕地状况（100万英亩、%）
资料来源：《中东经济月刊》第7卷，第4、5合号，第21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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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地区、吉长地区、松嫩平原、松花江

中游地区和三江平原等，到 1933年，辽

宁、吉林、黑龙江都跨入了我国十大农业

省的行列，东北地区逐渐发展成中国的

主要粮仓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东北

地区以大豆和玉米的种植最为突出，

1924-1931年东北耕地面积增加约 600
万公顷，其中大豆种植面积扩大 200万
公顷以上，促进了东北商品粮生产发展。

1930年东北大豆产量达到 536万吨，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大豆产量最高

记录，1931年世界大豆产量为 800万吨，

其中我国东北产量占 66.3%，我国内地

产量占 12.5%。［13］大豆等农作物产量提

升为东北地区贸易发展提供了契机，20
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是国内对外贸易发

达地区。1870-1930年大豆及大豆制品出

口额占东北地区出口额的 60%~90%，［14］

可以说东北地区出口贸易主要依赖大豆

出口。

3.推动了东北地区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发展

大规模移民东北的浪潮推动了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消费群体和劳动者，这

是东北工商业发展的基础。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和种植结构调整，农民自给率下降，消费水平相应提

高，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

场，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随着农业种植业结构的变化，东北地区农产品商品率有了

大幅提高。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展和繁荣起来，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为酿酒业

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酿酒业是当时东北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据统计，1929年东北地区有

1 258家生产面粉、火柴、纺织等工厂，同时棉纺织业、丝纺织业都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据1931年统

计，全国对外贸易除了东北三省每年是贸易顺差，其他各地均为逆差。［14］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约90%的

油坊使用机械榨油，做出的豆饼坚实，出油多、品质好、效率高，榨油工业在这里兴起，成为中国榨油

业的诞生地。东北除了榨油业，面粉业和酿酒业也发展迅速。1912年哈尔滨只有 2家大厂，1921年
时增至 40家以上，此外还有数百家土法经营的小榨坊。1929年整个东北的民族制粉厂发展到 293
家，日生产能力达 459万斤。民国时期东北无论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还是在商业、金融、邮电和服

务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东北作为现代中国重工业基地，在民国时期机械制造业就已经兴起了。机

械制造业的发展为东北的农业生产提供农业机械设备，促进了农业经济近现代化进程。

4.促进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

东北的城镇是在大规模人口流动聚集点的基础上，因经济活动频繁而自发地形成、发展起来的。

表5 按照输出地省份统计东北移民人数（%）

省份

山东

河北

河南

其他

合计

移入东北人数

742 000
176 000
116 000
10 000

1 040 000

占总移民数

71
17
11
1

100
资料来源：吴希庸 .近代东北移民史略［J］.东北集刊，1941，（2）。

图3 1929-1931年东北地区主要农作物平均产量和输出量（万吨）

资料来源：佐藤贞次郎 .满蒙资源论［M］. 东京：日本评论社，

19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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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关内人口到达东北的初期，便开始经营商业，开办商店。“此类商店多系山东等地有巩固基础营

业之分支，多取杂货店形式。商品以烈酒居多，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

收发书信。此后总行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用以统辖各支店，于是城镇随之兴起。”［15］大规模人口流

动加速了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促进了城镇形成，东北地区的城市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1907年
东北共有 37座城镇，其中有 2座城镇人口规模在 10-20万之间，有 4座城镇人口规模在 5-10万，有 7
座城镇人口规模在 3-5万，有 24座城镇人口规模在 1-3万。1925年东北共有 70座城镇，与 1907年相

比增长了近 1倍。其中大连、沈阳、哈尔滨 3座城市人口在 20万以上，长春人口在 10-20万之间，有 9
座人口规模在5-10万，有6座人口规模在3-5万，有51座人口规模在1-3万。城市总人口由106万增

加到 263万。到 1930年时东北城镇数量达 75座，有 3座城市人口在 20万以上，有 2个城市人口在

10-20万人，有17个城市人口在3-10万人，有53个小城镇人口在1-3万，［16］城市人口总数达303万。［17］

东北的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5.对新时代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启示

东北地区既是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任。近些年来，东北地区人口外流现象比较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 2010年相比，

东北地区人口减少了 1 101万人。东北是全国人口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其人口变动主要表现为人口

负增长、老龄化加速和人口外流严重等特征，人口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净流出严重影响经济的发

展。净流出的人口流动现状，再加上长期超低生育率导致的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成为东北振兴必

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之一。回顾民国时期人口流入极大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每一次

人口流动高峰都伴随着东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历任政府都出台过政策鼓励、调节人口向东北地

区的流入。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实现东北地区振兴的战略性资源，加快东北地区振兴发展，鼓励

人口尤其是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流动，提升人才储备，对于重构东北地区竞争新优势，建设

推动老工业区改造升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活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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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and Enlightenment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east China from 1912-1931

XIE Yan
（College of Labor and Educ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a’s large-scale migration，the movement of peasants to the
Northeas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is called“Crashing into Guandong”is one of the largest size of
mig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t has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especially the Northeast.“The Great Migration”reaches its climax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paper is“The Great Migration”from 1912 to 1931. By means of historical economic
analysis，this paper restor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peasant migration using large number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describes overall condition of“The Great Migration”by analyzing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migration scale，population structure，region distribution and profession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period. Meanwhile，this paper analyses deep reasons for“The Great Migration”from
aspects of land price，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employment opportunity，income gap and so on by using
historical economic methods and theories. The national macro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so promotes
the migration to some extent. The peasant migration has impacts on the agriculture，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Northeast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It alleviates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effectivel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hange of planting structure directly.
Besides，it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ortheast to become a famous“big granary”in China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Northeas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rought by“The Great Migration”has important inspir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or a new era，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Northeast，and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base.
Key W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Northeast，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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