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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

王晓燕

【摘 　要】从 20世纪初至 40年代中叶 , 日本在加紧侵略中国的进程中 , 就在中国东北策划并实

施了长达 20年之久的移民侵略 , 这是日本实现 “大陆政策 ”的一个重要步骤 , 移民成为日本侵

略中国的仅次于战争的重要方式。本文主要从其动因、进程、侵略特点和危害方面着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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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 , 中国东北是日本觊觎的目标。从 20世纪初至 40年代中叶 , 日本在加紧侵略中国的进程

中 , 就在中国东北策划并实施了长达 20年之久的移民侵略 , 这是日本实现 “大陆政策 ”的一个重要

步骤 , 移民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仅次于战争的重要方式。因而 “九 ·一八 ”事变后日本立即向东北

进行大规模地移民。总计至日本投降时止 , 它在东北共侵夺土地三千九百多万垧 , 其中日本移民直接

占地有二百二十八万多垧。军事侵略与移民侵略形影相随 , 其移民计划之庞大 , 谋略之久远 , 罪恶之

深重 , 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 ,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

痛苦 , 也使日本移民终尝战争恶果而成为其侵略扩张政策的牺牲品。

一、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动因

自明治维新后 , 日本奉行了 “欲开拓万里波涛 , 布国威于四方 ”的对外侵略扩张总方针。那么

侵占中国东北 , 可以说是日本 “大陆政策 ”的首要目标 , 而移民政策则是 “大陆政策 ”的重要内容

和手段。在长达 40年的移民过程中 , 日本的移民动机和目的曾有着一定的差异 , 但溯其根源 , 战争

与移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线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对中国东北的永久占领。

首先 , 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的政治动机是镇压东北人民 , 巩固其殖民统治 , 从而实现其对中国

领土的永久占领。日本主张满洲移民 “要与原住民配合 , 成为满洲国民的核心。”[ 1 ]日本学者冈部牧

夫曾尖锐抨击 : “日本人农业移民的政策 , 首先是以巩固日本统治东北而确立人口的基础为目标的。

即以增加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绝对数量 , 来确保统治的稳定。”[ 2 ]可见 , 日本的移民实际上就是要把

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一部分。

其次 , 日本要通过农业移民加强经济掠夺 , 使东北成为日本国内和 “大东亚战争 ”的可靠基地。

粮食是日本 “所缺乏的物资 ”和发动战争 “所需要的资源 ”。

再次 , 在直接统治和镇压东北人民、巩固其殖民统治的基础上 , 做好进攻苏联的准备。日本入侵

东北后 , 东北人民进行了激烈反抗 , 因此日本感到只有通过日本移民到东北农村定居落户 , 才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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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东北农村的控制。在日本制定的移民方案的目的一项中 , 都写有 : “对苏国防 ”[ 3 ]的内容 , 所

谓 “解决国防才是第一要务 ”, 其反苏目的显而易见。

最后 , 企图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国内的农业危机 , 解决其国内地域狭小 , “人口过剩 ”、“土地饥

饿 ”问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军备战政策和地主资本家的压榨 , 日本农民的生活陷于破产的边缘 ,

“空前贫困的农民 , 为了争取生存权 , 对地主展开了广泛的斗争 ———佃农争议 ”。[ 4 ]东北是日本的殖民

地 , 对日本移民来说 , 有着相当多的优越条件和特殊待遇 , 会使日本移民充分受益。日本政府为缓和

国内各种矛盾 , 摆脱社会动荡不安 , 遂将一部分国内农民迁住中国东北。

二、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进程

日本政府对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极为重视 , 因此在其实施过程中 , 采取了十分谨慎而渐进的态度。

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 “试点移民 ”开始 , 经过 “武装移民 ”, 直至 “国策移民 ”, 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 , 日本向我国东北的移民步伐才被彻底阻断 , 日本的移民政策也随之破灭。

第一阶段 : 从 1905年开始 , 持续到 1931年 “九 ·一八 ”事变前的试点移民 (1905—1931)。

日本最早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点移民是所谓的 “爱川村 ”移民。这是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

活动的开端。与此同时 , 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在满铁附属地内拨出 4400公顷土地租给自由移民耕种 ,

又从满铁的守备退役兵中择人试验。从 1914到 1917年 , 共网罗满铁退役兵 34户从事移民活动。[ 5 ]至

“九 ·一八”事变前 , 日本共向我国东北农村移民 1457户、3600多人 , 其活动地窄小 , 仅限于关东

州及附属地。这个时期的农业移民尽管数量不多 , 但它对日本其后的 “武装移民 ”及 “国策移民 ”

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阶段 : 从 “九 ·一八 ”事变后到 “七 ·七 ”事变前的武装移民阶段 (1931—1936)。

1932年 1月 , 移民侵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石黑忠笃、加藤完治、宗光彦经共同策划后 , 主张推

行以在乡军人为主体的全国范围的募集移民。日本向东北地区的武装移民共有五次。[ 6 ]参加第一次武

装移民团的 493人于 1932年 10月北上佳木斯 , 改称 “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 ”。1933年 4月 , 侵入

伪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屯居 , 后定名为 “弥荣村 ”。1933年春和 1934年 10月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

次武装移民团。1936年 2月 , 开始第四次移民。1936年 6月 , 又进行了第五次移民 , 改称集团移民。

五次移民共 2900户 , 7296人。

第三阶段 : 从 “七 ·七 ”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的国策移民阶段 (1937—1945)。

1937年 , 日本发动 “七 ·七 ”卢沟桥事变 , 日本移民侵略活动也随之愈演愈烈 , 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1936年日本制定了 300万户移民计划。与此同时 , 日本当局还制定了旨在加紧战争准备与

掠夺战争资源的所谓 “北边振兴计划 ”和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这三项计划 , 曾经被伪满当局称之

为 “三大国策 ”。日本向东北百万户移民计划的核心 , 是从 1937年开始 , 20年内向东北移民百万户

500万人。日本采取了 “分村分乡 ”移民的形式 , 它逐渐成为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要方式 , 最后用这

种方式组成的 “开拓团 ”竟占总团数的 95%。[ 7 ] 1937年 , 日本还制定了向东北输送 “青少年义勇队

开拓团 ”的计划。到 1945年 , 日本向东北派遣义勇队队员 86500人 , 共建立 “开拓团 ”243个。[ 8 ]但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 , 到其战败 , 日本共向东北移民 10万户 , 32万人 , [ 9 ]远远没有达到百万户

500万人的计划。

三、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特点

(一 )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政治性、军事性和掠夺性

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 , 为遏制苏联 , 必须创建对俄作战的军事基地 , 实行武装移民 , 以 “防卫 ”

东北。从移民分布来看 , 大部分集中在北满三江省和滨江省一带 , 这也符合日本帝国主义 “对苏国

防”及 “进攻大陆 ”的战略意图。同时移民具体地点多半选择在第一线日军驻地附近 , 主要铁路和

军用公路附近 , 特别是义勇队开拓团 , 采取所谓 “国防第一线的入植方针 ”, 大部分入侵至备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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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表明 , 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与疯狂 , 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的军事性质日益浓厚。百万户移

民计划规定 , 日本移民将占地 1000万町步。为了获得如此大量的土地 , 侵略者首先是通过 “收买 ”,

实际上是强制剥夺手段。其次以 “危险地 ”和 “维持治安 ”为名 , 把当地人民赶走 , 没收土地。, 再

次是利用驱逐和屠杀中国人民制造无人区的办法 , 夺取土地。因此 , 移民是作为其基本国策的一项重

要措施 , 是与其军事占领、经济控制互为表里 , 互相配合的。

(二 )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强制性和欺骗性

日本帝国主义对迁入的日本移民也是采取法西斯的强制手段 , 并辅之以欺骗性的宣传。百万户移

民计划开始实施后 , 在日本国内实行所谓分村分乡式的移民。而青少年义勇队 , 绝大部分是高小毕业

生或失学的青少年。尤其在战争末期 , 其强制性和掠夺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日本侵略者在募集移民时

经常使用 “为了祖国 ”的口号蒙骗日本人民。为了扩大宣传 , 鼓励不了解满洲而犹豫未决的农民 ,

还派摄影队到我国东北各地拍摄电影 , 在日本国内上映 , 并向全国广播。同时他们以领取补助金和就

业金来诱惑 , 学校的班主任老师从早到晚地去各家劝说 , 鼓吹 “圣战 ”, “劝诱学生报名参加青少年

义勇军 ”[ 10 ]。这样 , 日本青少年在政府的欺骗宣传下 , 离开了自己的土地 , 被强制送往东北 , 由于

不适应气候的变化 , 以及难以忍受严厉的法西斯训练 , 许多队员自杀或逃跑。在我抗日军民的打击

下 , 他们的情绪消极、低落 , “屯垦病 ”迅速蔓延 , 使日伪统治者日夜不得安宁。

(三 )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国策化、法律化

“二 ·二六 ”事件后 , 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在 1936年 8月 25日正式宣布 , 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

日本的 “七大国策 ”之一。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活动的 “国策化 ”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 “满洲

移民 ”政策的最终形成。随后 , 日本帝国主义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移民的法律 , 1939年 12月 , 日伪

双方政府发表 《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 》, 它被称为日本对满移民政策的 “最高法典 ”和实现百万户

移民计划的具体移民政策的 “决定版 ”。以 《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 》为基准 , 又接连制定了一系列

有关日本移民的法令如所谓的 《开拓三法 》[ 11 ]。《要纲 》明确地体现了其移民的军事、政治意义。

(四 )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规模大、时间长、数量多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规模和涉及的范围 , 可以说是举国上下的 , 上至日伪中央政府 , 下至每个

乡村。在日本中央 , 除拓务省外 , 还有农林省、外务省、等部门共同推进移民政策。在地方 , 各府县

的职业课、社会课或社会教育课兼管移民事务。为共同推进移民侵略 , 日伪合办了庞大的移民机构 ,

如 “满洲拓植公社 ”和 “满洲拓植委员会 ”等。同时 , 又在日本移民集中的伪三江、滨江等 10个省

设立 “开拓厅 ”, 在 130个有关县、旗设立 “开拓课 ”或 “开拓股 ”[ 12 ]。这样 , 在整个日本和伪满洲

国从上到下形成一张移民侵略的黑网 , 把东北人民拉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再看其时间、数量 , 根据日

本战犯古海忠之笔供 : 到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 , 移到东北的日本移民实际数共计 1016万户 , 3118万

人 , 其中有 “青年义勇队 ”移民 1018万人。伪满时期用于掠购和为日本移民开造农田的经费达 615

亿万元 , 用于移植日本移民及其他方面的经费达 519亿万元 , 共计 1214亿万元 [ 13 ]

四、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危害

(一 ) 日本的移民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首先 ,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贪婪地巧取豪夺 , 使东北人民痛失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到

1941年 3、4月 , 日本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的东北土地已达 20026000公顷 [ 14 ] , 是 “日本内地耕地

面积约 600万町步的 317倍强 ”。[ 3 ]到 1945年日本投降时 ,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侵占土地

3900多万垧 , 其中日本移民直接占地 2281500多垧 [ 13 ] , 约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 10% —15%。

其次 ,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剥削与压迫 , 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被迫沦为日本移民的佃农及长

工。伴随着日本移民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农民土地的大规模被剥夺 , 未离开原住地的失去土地的东北农

民则终沦为日本移民或移民公司的佃户及长工 , 受其奴役和剥削。日本帝国主义肆意地盘剥与压迫中

国农民。中国农民则堕入被 “东洋地主 ”压迫与剥削的奴隶地位 , 饱受着各种苦难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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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刺刀疯狂劫掠与欺压中国人 , 使中国人民倍受凌辱与伤害。在掠夺农民

土地时 , 日本侵略者还强占农民住房以安置日本移民。另外 , 日本移民团来东北后 , 自称 “优等民

族 ”, 以 “太上皇 ”自居 , 对中国农民肆意欺压和迫害之事也屡屡发生。

(二 ) 日本移民成为日本移民侵略政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首先 , 日本移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政策的工具 , 不仅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 也实

行了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尽的痛苦与灾难。但绝大多数的日本开拓民和被

剥夺土地的中国人民一样 , 也是普通劳动者。可以说 , 当他们在中国东北压迫着中国人民的同时 , 亦

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 , 最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灰和牺牲品。

其次 ,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 , 基本手段是法西斯式的强制辅之以欺骗性的宣传。到中国来的多是

生活贫困的农民 , 在当权者铺天盖地般的宣传欺骗下 , 他们抱着从 “土地饥饿 ”中解放出来的幻想 ,

踏上了日本帝国移民的战车。

再次 , 从日本内地来到东北的日本农民 , 对气候、水土都不适应 , 生活及医疗条件较差 , 许多人

忍受不了这种困苦生活的折磨而纷纷退团。在移民地、移民团内部的骚乱、暴行、纠纷、逃跑、罢工

等事件不断发生 , 移民者的生活混乱不堪。

最后 , 到战争后期 , 随着日本败象的日渐显现 , 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 也越来越多地落在

日本开拓民身上。为收罗炮灰 , 一般移民中凡有战斗力的男人全部征召入伍。就在这种情况下 , 日本

统治者为解战争之急需 , 仍强令开拓团加倍增产粮食以支援前线。日本战败投降时 , 日本移民又被其

统治者无情地抛弃 ,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替罪羊 , 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五、小结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历史 ,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 在中日关系史上 , 只

是暂短的一瞬间。但它却告诉我们 , 任何侵略行为都必然以失败告终 , 因为它是非正义的 , 是不符合

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也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性。同时 , 它

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 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 , 必须摆脱贫穷和落后 , “落后就要挨打 ”,

这是近百年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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