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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1911—1931 年），中国东北成为空前活跃的移民区域。在关内移民大规模涌入的同

时，朝鲜半岛的居民迫于生计，开始移入中国东北，形成庞大的跨国移民潮，无论移民的空间范围，还是人数

规模，均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同一时期关内移民相比较而言，朝鲜移民活动有着自身的特征：即在移民范

围、定居比例、男女比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本文旨在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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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ble Research Between The Migrant From Inside Great Wall To Northeas t
of China And Those From Korea During The Time OfThe Republic（1911- 1931）

Abstract: During the time of Republic, Northeastern China became an active region of migration. With the
massive migrant from inside the Great Wall to Northeast, Korean inhabitants immigra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because of living and political reasons, which became giant and trans- national
migration stream. Comparing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migrant inside Great Wall to Northeast, the
Korean migrant had a larger range and number of people. Korean migrating activity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Chinese. That was: the different migrating range, different settling rate and different
sex ratio. This paper intended to study the different activity between Chinese migrant from inside
Great Wall and Korean 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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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1911—1931 年），由于政治、经济、
历史沿革及地缘等诸多因素，中国东北成为空前活

跃的移民区域。在中国关内移民大规模涌入的同

时，朝鲜半岛的居民迫于生计，开始纷纷移入中国

东北，形成庞大的跨国移民潮，无论移民的空间范

围，还是人数规模，均形成前所未有的规模。据不完

全统计，1910—1920 年，迁入鸭绿江以北的朝鲜移

民有 98657 人，迁入图们江以北的朝鲜移民有

93883 人，总计 192540 人。1920 年，中国东北的朝

鲜移民增至 459400 余人[1] (p.103)。至九一八事变前，

在东北的朝鲜移民已达 607119 人[2] (p.509)。与同一时

期关内移民相比较，朝鲜移民活动有着自身的特

征，与关内移民存在极大差异，即在移民范围、定居

比例、男女比例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本文旨在

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对东北社会所产生的深

远影响。

移民的主要流向和生活范围是考察移民活动

的主要指数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移民的政

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就移民主要流向而

言，关内移民的流向主要集中在东北的北部，朝鲜

移民主要流向中国的南部（即所谓的南满地区），且

主要集中东部地带，河水集中地区。
关内移民的流向主要集中在东北的北部，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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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民地区有着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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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中国关内移民的

定居比率也很到，最高年份的 1927 年高达 71%，最

低年份也达 34%，平均为 53.8%，比移入数的一半

还多将近 4 个百分点。

但比照朝鲜移民而言，定居率却有着明显的差

距，我们可以从 1912—1926 年朝鲜移民归国人数

统计中窥见一斑。
从下表可知，1917 年移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

延边地区和辽宁一带 （主要指靠近朝鲜半岛

地区）均属于南满地区，而这两个地区以外的地方，

亦有在南满范围之内的县市。从上表我们可以看

出，民国以来（1910 年的统计数据也计入在内）的

17 年中，总计移入人数为 300269 人，其中移入延

边地区和辽宁一带南满地区计 239227 人，占移入

人数总量的 79.7%，而移入其他地区的朝鲜移民仅

占 20.3%，其中还包括南满除延边地区和辽宁一带

以外的地域，因此，在东北南部即所谓的南满地区

朝鲜移民人数要超过 80%，而且绝大多数移民集

中在东部地区。这一点，我们亦可从当时韩国学者李

勋求的著作《满洲的朝鲜人》中得到验证。该学者李

勋求指出，民国时期出现了朝鲜移民的狂潮，“其接

踵而来者，尚月以数千计。此数十万之韩民，虽十之

八系殖于延边，然内地各县，几皆无县无之”[5] (pp.123,124)。

可见，这一时期，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主要聚

集在中国东北的东部、东南部地区。

定居比率也是考察移民活动的主要内容之

一，它直接影响到此地区的稳定、资金的外流、可持

续开发的能力等诸多问题。这一时期朝鲜移民表现

为定居者多，返乡者寡，归属感强，表现出远远高于

关内中国移民的定居比率，成为民国时期朝鲜移民

与中国关内移民的又一主要区别。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中国东北移民的主要构成

团体即中国关内移民和朝鲜移民，其中中国关内移

民的定居情况见下表：

是吉林、黑龙江两省北部，靠近中东东线附近地区。
根据哈尔滨总商会难民簿调查，1927—1929 年流

入东北的关内移民大多数散布在吉黑两省。至该两

省的难民差不多一半是在中东铁路东线附近各县。
中东铁路东线以北便是依兰、富锦、同江三县地方。
“1927—1929 年东北联合航务局运送的难民一半

是到这三县去的”[3] (p.31)。又据满铁会社调查课 1928
年的统计，在被统计的 139546 人中难民的分布地

点，北满占了移民总数的 97.6%，高达 136227 人，

南满地区仅占 2.4%。可见，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主要

流向为东北的北部地区。
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朝鲜移民流入东北的东

部、东南部定居，聚集居住，成为朝鲜这一时期移民

中国东北的特点之一。由于这一地区毗邻朝鲜半

岛，未开垦土地相对集中，加之河流密集，适合栽种

水稻，进而成为朝鲜半岛居民的主要移入之地。民

国以来移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的流向从下表可

以清晰地看出来。
表 1：1910—1926 年移入东北之朝鲜人统计表（单位：人）

表 2：1923—1939 年历年华北人口入、离东北人数表[4](P.8)（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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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居比例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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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19—1931 年东北地区朝鲜人累年统计表（单位：人）[8] (p.168)

表 3：1912—1926 年朝鲜移民归国人数表（单位：人）[5] (p..100)

民 为 337461，1918 年 为 361772 人 ，1921 年 为

313826 人，1923 年为 45570 人，1924 年 为 48018
人[6] (p..187)，而同一时期朝鲜移民的归国人数却很少，

1917 年朝鲜移民归国人数为 6169 人，1918 年为

5936 人，1921 年为 10285 人，1923 年为 7630 人，

1924 年为 7765 人[5] (p.100)。可见，1917 年留居东北的

人数占移入人数的比例及定居率为 98.1%，1918 年

为 98.3%，1921 年为 96.7%，1923 年为 83.2%，1924
年为 83.8%，尽管统计数据有一定误差，但我们不

难发现，朝鲜移民定居率最低的年份，其定居率也

高于中国东北关内移民定居率最高的年份。高定居

率就意味着对移入地政治、经济生活较为满意，生

活水平有所提高，能够产生较强的归属感，从一定

意义上说也有利于被移入地区的经济开发。
可见，定居者多，返乡者寡，归属感强是这一时

期中国东北朝鲜移民活动与中国关内移民的又一

主要差别。

性别比是考察移民活动的一个另一关键指

数，它直接决定着移民的定居倾向、被移入地的社

会稳定等诸多问题。朝鲜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活动较

中国关内东北移民性别比而言，男女比例相对合

理，这也是这一时期朝鲜移民中国东北的主要特点

之一。
中国关内移民移居东北，由于流动性较强，移

民构成单位往往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单身男性移民

移入较多，而女性移入人数明显少于男性，性别比

处于明显的不合理状态，这直接对定居率、区域内

流动以及关内外流动产生深远影响，并对东北社会

稳定均存在消极影响。
表 4：经由大连海上陆路进入东北男女人数统计表（单位：人）[7] (pp.138,139)

据上表可知，1927—1928 年经由大连陆路进

入东北关内男女人数性别比分别为 376.67:100、
420.23:100、482.86:100，严重超出正常的性别比率，

而由海上进入东北男女人数性别比分别为 754.70:
100、710.82:100、683.90:100，比陆路进入东北的男

女比例还要高出很多，1927—1928 年总计经由大

连进入东北的男乘客为 2088216 人，女乘客为

434378 人，总的性别比为 480.74:100，这就意味着

东北移民单身男性居多，以赚钱、谋生，返乡养家者

多，定居意愿不浓，流动性强。
而这一时期东北的朝鲜移民却表现出与中国

关内移民的性别比截然相反，其男女比例相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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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比合理程度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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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相对较多，因此，移

民的归属感较强，民族聚居特征明显，我们从下表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东北地区朝鲜移民的性别比情

况，以分析与关内性别比的差别：

从上表可知，性别比最高的年份 1920 年，也

仅为 132.55:100，远远低于中国关内移民的性别比

率，最低的年份 1931 年仅为 115.67:100，综合

1919—1931 年东北地区朝鲜移民的男女比例而

言，总计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其中也包括

民国之前移入中国东北的朝鲜人） 共计 7003318
人，其中男移民为 3836475 人，女移民为 3166843
人，性别比为 121.15:100，虽然不是完全合理，但高

出正常比率也不是很多，较中国关内移民的性别比

而言要正常合理得多。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1911—1931 年朝鲜移民

中国东北活动比照中国东北关内移民而言，存在明

显差别，表现在移民范围相对集中且定居比例较

高、男女性别比相对合理等方面，这对中国东北政

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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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得以通过，但有关海军法案的争论却没有结束，

最终导致了日后劳里埃的下台。
曾有加拿大的历史学家认为是麦克唐纳为加

拿大的发展设计好了路线，劳里埃仅仅是继承麦克

唐纳的政策并收获了其成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劳

里埃执政后，在开发西部、保护关税方面或许继续

采用了麦克唐纳的某些政策为其服务，但在外交和

商贸等领域则采取了与麦克唐纳完全不同的政策，

而且还创建了对加拿大有重要影响的新部门———
外交部。在处理同帝国的关系上，麦克唐纳似乎并

没有想让加拿大完全走向独立；但劳里埃不同，他

坚信加拿大迟早会独立，“那一天肯定会到来———
这个国家将拥有它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3] (volⅠ,p.111)，

“我们正努力争取这样的一天———我们的议会有与

英国的议会平等合作的权力”[8] (p.126)。如果没有劳里

埃这种坚定的信念，20 世纪的加拿大也许会经历

一段痛苦的摸索阶段。所以如果说麦克唐纳是奠定

加拿大统一的联邦之父，那么劳里埃就是加拿大独

立进程的启动者。
正是由于劳里埃这种坚信独立但又不急于独

立，稳步推进其独立进程；相信最终会摆脱英国，但

又不激怒英国，不草率了断二者紧密关系的稳中求

进的策略，以及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运

用，使得加拿大在劳里埃执政期间，在争取独立国

家的地位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虽然离摆脱殖民

地地位，取得完全的独立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他为

日后加拿大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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