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是一个移民大省，从宏观层面上说，移民可以

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两大类并以此为基础的移民研究。
研究和探讨黑龙江移民问题，有益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从过去的移民工作中得到启示，为现在制定正确的移民

政策和措施提供有利的依据，使人口分布与资源有个较为合

理的布局，服务、适应现代化的需求。
一、移民的含义及类别

国内外学者对移民的定义有很多，根据在迁入地居住目

的的不同，移民的定义也有所不同。一类强调以定居作为移

民的标准，“移民”都是以重新定居作为最终目标，这是“移

民”区别于人口流动或人口迁移现象的主要标准；另一类则

不强调以定居为目的，认为只要在迁入地停留一段时间即可

称为移民。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移民可分为不同的类型，目前学

界对移民的分类大致有以下四个标准：

第一、根据移民迁移的区域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

民。国内移民指在同一国家之内从一个地方(省、地区或市)迁

居另一个地方；

第二、根据移民在迁入地投入资本的性质可将移民分为

劳动力移民、知识移民和投资移民。
第三、根据移民的原因和目的不同，可以分为工程移民、

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灾害移民。
第四、根据移民是否主观上愿意迁移，可以分为志愿移

民和非志愿移民。前者一般是出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后

者则是指迫于现实各种因素而不得不迁移外地的移民。
二、建国前黑龙江省移民研究

建国前黑龙江移民问题研究主要有，石方的《黑龙江移

民概要》书中作者主要介绍解放前黑龙江移民史要，以清为

界限，介绍了渤海人、女真人大批南下产生的影响。同时介绍

了民国时期黑龙江地区移民以及日伪统治时期的国内移民。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移民，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中国社

会的大问题，作者系统地对流民现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

考察。分析了近代流民产生的原因。流民与近代中国社会的

关系，如何解决流民问题作者也做了回答。葛剑雄：《四海同

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作者从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影响来阐述，进而表明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移民

就没有中华文化。周春英：《近代东北三省关内移民动态的分

析》由于受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近代出现的关内农民

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移民运动，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近代关内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是明清以来就出现的东北

三省移民运动的高潮阶段，仅在清朝一代，由山东、河北、河
南三省移入的农民就达 1000 万人，其中山东一省就约占

70%。丁鼎、王明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的论文从由国家政

权组织的移民、自发的无序移民两方面说明“移民”指以改变

定居地点为目的而进行的跨地区、跨国界的人口迁移和流

动。它既包括由各种突变而引起的无序流民，也包括国家政

府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而组织的有计划的人口迁移，

是对失衡的人类社会的一种整合手段。石方：《中国人口迁移

史稿》从中国不同时期来论述人口迁移，讲述了中国历代人

口迁移的类型、原因、作用等。还如《难民的东北流亡》、《东北

移民问题》、《东北移民问题》、《东北垦殖史》。吴希庸所著《近

代东北移民史略》(1941 年) 萧一山所著《清代东北之屯垦与

移民》(1942 年) 等。
《清代山东移民东北述论》文中阐述了山东移民东北的

原因、对东北的开发作用，且对山东社会的影响也稍作分析，

认为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山东地区的人地矛盾，缓解了

耕地紧张的状况，促进了山东本地经济的发展，使山东与东

北结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有利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等著

作。《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中国东北人口绝大多

数为移民，而近代期间移民就高达 2 000 万之多，主要是来自

华北，其中以山东移民为最，河北次之，两省占移民总数的

90%以上。一方面是来自原住地的推力，另一方面是来自移住

地的吸力，是两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还有论文《九一

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史学月刊》2002

年第 4 期)。2001 年周春英《试论近代关内移民对东北经济发

展的影响》。2005 年刘举、李营《浅析加世纪初至 30 年代关内

移民与东北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学术论文的发表无

疑为进一步研究移民问题开阔了视野。
三、建国后黑龙江移民研究

建国后黑龙江移民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垦史等专门

史方面，如《黑龙江农垦史》、《牡丹江农垦史》（1947~1985）、
《知识青年在黑龙江》等。王俊祥、王洪春《中国流民史·现代

卷》从现代流民族群概观、现代流民探源、现代流民流向分

析、现代流民职业选择等几方面来论述移民的作用以及现代

流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涉及到农村经济、政治、生
活各方面也涉及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罗平汗《大迁徙——

简析黑龙江省移民研究
——以省内移民研究为例

刘喜友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黑龙江移民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国内学术界，针对黑龙江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建国前，对建国后黑龙江移民问题的系统研究从宏观意义上说还有某些空白。特别是建国后的移民改变了黑龙江的
蛮荒景象，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今日的北大仓，对建国后黑龙江移民问题的研究仍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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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63 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书中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深刻

论述。郭汉英等著《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
分时期论述从中国人口流动的背景、原因到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人口迁移再到现代化等多方面说明。李德滨《解放后黑龙

江移民问题探讨》将这一问题从黑龙江移民类型、黑龙江移

动原因、黑龙江移民的作用等几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北大荒”开垦史》讲述了一位农垦兵开发：“北大荒”的经历

等研究著作。
除此外建国后黑龙江移民研究在知青史著作方面也有

一定成就，《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属于出版

较早、体例严整的一部作品。书中对诸如人口失控、教育体制

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等进行了综合分析。《激扬与蹉

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书作者从人口问题、城市

发展、经济结构、就业体制、农业建设、思想教育、边疆开发和

国防卫戍等方面多角度地阐述了运动的起因、后果及在“文

革”中的特定形态。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

中的生产建设兵团》则运用以小见大的撰述方式，记载了当

时安置知青的组织系统。近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劳动

就业》、《知青运动与文化冲撞》等一系列颇有新意的理论探

讨，为新时期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现在国

家做出了开发西部的号召，这就说明支持边远落后地区建

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长期进

行，都有着现实意义。
四、结语

黑龙江移民历史长，类型复杂，移民对移入地的利弊在

不同类型中是不同的各有所侧重，研究要作区别，要作分析。
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有益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

过去的移民工作中得到启示，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

据整合已有的移民研究资料，本人认为移民研究还存在有待

于深入研究的方面：

第一，在研究领域上，应注重对国内移民尤其是建国后

黑龙江省移民的研究。目前我国学者针对建国前黑龙江移民

的研究很多，成果丰硕，但是对建国后黑龙江移民的研究略

显单薄。
第二，移民移动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怎样组

织和控制移民?都需要我们继续研究探讨。
第三，研究方法上继续加强实际考察研究。理论与现实

的结合，对于理解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理论成果应回到

现实生活中进行检验。因此，应该加强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推

进移民研究深入发展。
最后，我们应该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加强多学科之间

的交叉研究，以便更好地促进黑龙江省移民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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