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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移民、难民与经济

李芳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４３４０２０）

　　摘　要：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失利、自然灾害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正确的移民、难
民政策等原因，数量众多的移民、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增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力，推动了边区经

济的发展，同时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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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宁边区建于１９３７年，位于陕北、陇东、宁夏

东南交界处，以陕北为主，总面积最大时为１２、９万

平方公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侵占，
减至９、８万 平 方 公 里），总 人 口 为２００万。１９４１年

边区总人口１３４２６３４人，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

绥德分区总人口５４４５５２人，人口密度为４９．５人／每

平方公 里，占 边 区 总 人 口 的４０．５７％；人 口 最 少、人

口密度最小的三边分区总人口６７６８７人，人口密度

为２．６人／每平方公里，占边区总人口的５％。［１］（Ｐ３６）

边区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造成这种

分布状况的原因与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

相关。黄土丘陵高山、沟壑绵延，难以形成较大的聚

居区，只有较为平坦的高原地带才会有大片的人口

聚集。
陕甘宁边区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

地区，沟壑纵横，干旱少雨，不利于农业种植。农业

生产技术落后，工具简单，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

业的开发是以扩大耕地为主的粗放型的开发。同时

农村副业以及工商业的发展都极其有限。“抗战时

期，由于受战争的破坏，仅有耕地８．４３１万亩。副业

如植棉、纺织等大都停顿。畜牧业只有牛、驴等大牲

畜１０万多头，羊４０多万只。工商业衰落，食盐运销

停顿，公营工业仅有２００多人的军械所和被服厂两

处。”［２］（Ｐ６１）从陕甘宁边区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可耕

种土地稀缺，农业生产不足，工商业极不发达，无法

拉动经济增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移民、难民的涌入，一 方 面 为

边区的生产、抗日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另一方面对边

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民、难民的成

因、数量和安置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正面战场的失利，大批

移民、难民纷纷涌向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采取适当

措施进行了安置和救济。
（一）陕甘宁边区移民、难民形成的原因

首先，国民党政府正面战场的失利是陕甘宁边

区移民、难民潮形成的主要的原因。“随着日本帝国

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加深，无数的中国人民在敌

人炮火之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沦陷区

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背井离乡而沦为移难民，其中

一部分辗转进入边区”。［３］（Ｐ５６）其次，国民党政府鼓励

移民的政策对其有一定的推动。抗战爆发后，在国

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的同时，也将中东部、沿海地

区工业、高校陆续内迁，为继续抗战提供经济保障和

人才支持。数以万计的沦陷区人民迁往西部边区，
其中一 部 分 来 到 了 陕 甘 宁 边 区。第 三，自 然 灾 害。

１９４２年河南大 旱 灾 引 起 的 中 原 大 饥 荒 就 使 豫 籍 灾

民入陕者先后达到８０万人。１９４３年河南又遭水蝗

灾，不仅重创了河南等中原地区，由此也产生了数量

极为庞大的难民。第四，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

府出台了一些奖励移民的政策和实施措施。这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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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措施吸引了移民、难民来到边区。
（二）移民、难民的数量

边区的移难民主要包括边区外移入的难民、向

往共产党的领导而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来

到边区做生意的商人以及边区内部人口的迁移。据

统计，抗 战 期 间，边 区 移 难 民 达 到 了２６６６１９人。

１９４４年３月民政厅统计的边区人口总数为１４２４７８６
人。因 此，边 区 移 难 民 占 当 时 边 区 总 人 口 的

１８．７％，移民数量是相当惊人的。

表１　边区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移民难民人口流动数量统计表［４］（Ｐ４００）

年份（年）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合计

移难民户数 ３３７３５　 ７８５５　 ５０５６　 ８５７０　 ７８２３　 ８１１　 ６３８５０
移难民人口 １７０１７２　 ２０７４０　 １２４３１　 ３０４４７　 ２６６２９　 ６２００　 ２６６６１９

　　边区内部人口迁移。在边区的移民运动中，边

区内部人口的迁移也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由于边

区人口分布不均衡，绥德分区人口最为稠密，而三边

分区人口最为稀少。陕甘宁边区成立后，组织边区

内部人口迁移。“１９４１年内移民８５２７户，２７７４４人，
其中 移 居 延 安 县 的 人 口１１６８４人”。［１］（Ｐ３８）１９４２年，
边区政府继 续 实 施 内 部 移 民。“１９４３年，从 绥 德 分

区移出的１８３６户，４９６１人，其中全劳力与半劳力约

占总 数 的５５．７５％”。［１］（Ｐ３８）这 其 中 也 包 括 进 入 边 区

的移难民 的 迁 移。由 于 实 行 了 有 效 的 内 部 移 民 措

施，使边区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合理的调剂。
（三）移民、难民的救济与安置

陕甘宁边区的移难民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过

程。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间 移 难 民 运 动 基 本 处 于 无 序 状

态。１９４０年以后 边 区 政 府 出 台 了 第 一 个 优 待 移 难

民的条例，１９４３年 以 后 走 上 了 正 轨。“边 区 政 府 为

了妥善安置如此众多的难民，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制
度，采取了诸多有利措施使难民救济工作形成一个

较为完整的体系”。［５］（Ｐ８８）

首先，自 愿 原 则。１９４０年３月１日，陕 甘 宁 边

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

民之决定》。《决定》规定：凡沦陷区域，非沦陷区域

之难民贫民，如自愿迁入陕甘宁边区居住，从事劳动

生活者，均准许自行迁入。
其次，对移难民实行救济。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７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发出了《关于赈济灾难民的

指示信》，要求各县应将已拨之粮款，迅速发放，并强

调：放赈只是 个 消 极 的 方 法，积 极 的 办 法 是 以 工 代

赈，改进生产工具，扩大生产以及动员广大人民互相

调节救济。
再次，妥善安置移难民。边区政府设立 了 移 民

接待站，对于进入边区的移难民由各县区政府进行

登记，把移难民调剂到各个移民的开垦区，移难民在

居住、垦 荒、贷 款、医 疗 方 面 都 有 一 定 的 优 惠 政 策。

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两年内，边区政府就

发放救济粮４０００余石，调剂窑洞６２４０孔，调剂熟地

８、６７万亩，农具９１００件，耕牛１３８８头，种籽１８０多

石。［６］（Ｐ５９８）

此外，边区政府对移民垦荒进行奖励，在政治上

也规定移民、难民和边区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力，使得

大批移民、难民来到陕甘宁边区能够安居乐业，恢复

和发展生产。

　　二、移民、难民对陕甘宁边区的作用

　　（一）移难民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移民、难民对经济发展

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增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力。陕甘宁边区地广

人稀，再加上 连 年 战 乱 和 自 然 灾 害，劳 动 力 资 源 短

缺。移难民绝大多数为农民，迁往边区正好为边区

增添了劳动力。根据１９４４年西北局调查组对关中

分区的新宁、赤 水、淳 化 和 同 宜 耀 四 个 县 的 调 查 统

计，农民 占 全 部 移 民 总 数 的９３．６％，手 工 业 者 占

５％。这两项就占了移民总数的９８．６％，还有商人、
学生 等，当 然 也 有 少 数 农 民 兼 营 商 业。［７］（Ｐ６４７）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３年两年，移民中劳动力的比例分别是４６％
和６０％。［７］（Ｐ６４０）大量移民劳动力的投入，使边区的农

业生产获得急缺的劳动力。
推动了边区农业的发展。移民进入边 区 以 后，

边区政府组织他们广泛垦荒，开展大生产运动。据

１９４３年２月 统 计，边 区５年 扩 大 耕 地 面 积２４０万

亩，其中２００万亩是移民开荒增加的。１９４３年增产

细粮８万石，６０％是移民完成的。［４］（Ｐ４２４）移民推动了

边区的农业生产，也解决了边区的军民粮食问题，为
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与繁荣。陕甘宁边区在

抗战之前基本上没有工业。原有的可以算作现代工

业的油矿在内战时期被破坏掉了，保留下来的基本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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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属于作坊式的手工业和家庭纺织业。要抗战，
要发展经济，边区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

就是技术和人员问题。移民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如

“抗日大学第五期共有学员１３３９０人，其中外来知识

青年有１０４０３人”［８］（Ｐ４０）在 抗 大 其 他 期、延 大 等 学 校

中也有一 些 外 来 的 高 素 质 移 民。他 们 对 边 区 的 教

育、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工业的发展都起了推动作

用。如在机械工业和军事工业上，来自浙江的沈鸿

不仅带来了１１部机器，还带了７名技术工人，后任

边区军工一厂厂长，奠定了边区机械工业和军事工

业的基础。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钱志道１９３８年来到

边区后，也使边区的化学工业建立并发展起来。此

外边区还设立了移难民工厂，其中的移难民在技术

革新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较高素质的移

难民在工业发展中基本上都担任了指导性职务，他

们在培养边区工业发展急需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对边区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边区商业

萧条，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了封

锁，边区的商业贸易发展极其困难。移民在边区商

业的发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１９４４年西北

局调查组对新宁、赤水、淳化、同宜耀四县的统计，商
人占移民总数 的１％，此 外 还 有 为 数 不 多 的 农 民 兼

营商业者。他们活跃了商业贸易，例如，“在延安市，

１９４１年边区以外的商户占了２／３，其中战争爆发后

迁到边区的１０大家占了延安市全部商业资本的１／

２以上”。［９］（Ｐ２０）

总之，移难民的迁入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的

发展有着很显著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移
民是发展农业的条件之一。”“移民增加，不但耕地面

积扩大了，也发展了牧畜，繁荣了商业”。［１０］（Ｐ７５６）

（二）移民、难民对陕甘宁边区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移民、难民对陕甘宁边区也有负面影

响，主要表现在人口压力之下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

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移民、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既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也增加了边区军民粮食

的负担。因此，边区选择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

展道路。而边区农业的开发，属于粗放型的开发模

式，大量烧荒，开荒，滥垦滥伐，甚至在不构成耕地条

件的坡地也开荒。１９３７年边区的耕地面积为８６２、２

万亩，１９４５年抗战结束时为１４２５．６万亩［９］（Ｐ８５－８６），八
年的时间增长了５６０多万亩，每年差不多增长７０万

亩。虽大大扩大了耕地面积，解决了边区军民生存

问题；但同时也破坏了边区的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

失加重、水旱 灾 害 频 繁。１９４０年《陕 甘 宁 边 区 森 林

考察团报告书》明确指出：“在洛河流域、延河流域、
葫芦河流域以及沮水、汾川、清涧河等地，因为近年

人口的增加，正进行着扫荡的砍伐呢！”［９］（Ｐ１２３）

林业、工业 的 开 发 也 破 坏 了 当 地 的 生 态 环 境。
林业中大量的砍伐，工业中马兰纸的制造，都导致水

土流失严重。
因此，“尽管边区农业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总体上来 说 开 发 水 平 不 高，大 量 的 开 荒、滥 垦 滥

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１１］（Ｐ２１）。这种不计

后果的开发方式是当时特定情况下产生的结果。随

着战争结束，我们理应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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