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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日俄战争后 ,日本殖民主义者为达到独霸中国东北的目的 ,开始对中国东北进行有组织、有计

划的移民侵略活动 ,其中以“除队兵”移民、“爱川村”移民和“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移民最典型。尽管日本殖民

主义者煞费苦心的经营移民侵略事业 ,但终因种种主客观原因 ,使得日本向中国东北的初期农业移民招致失

败 ,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移民理论和移民政策的狂妄性与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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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 ,自然也就成了日本向海外移民的主要地

区。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 ,日本殖民主义者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对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活动。下面

仅就日本对我国东北初期农业移民情况作简要论述。

一

日本对外扩张野心勃勃 ,自明治维新后便开始侵略朝鲜 ,窥伺大陆 ,染指中国。甲午战争日本战胜

中国 ,割占辽东半岛 ,日本势力伸进大陆。日本的侵略行为触犯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于是沙俄便

联合德、法两国干涉日本割占辽东半岛。日本在三国的强大压力之下 ,被迫将用血的代价所换来的利益

归还给中国。但日本并不甘心 ,便卧薪尝胆 ,整军经武 ,积蓄力量 ,以报沙俄的一箭之仇 ,重返大陆。

日本经过十年的努力 ,终于在 1904 年东山再起 ,卷土重来 ,发动了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

争。双方经过激烈的殊死较量 ,最终以沙俄的失败退居“北满”而宣布战争结束。日本势力侵入中国东

北 ,为实现“大陆政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与此同时 ,日本军、政各界为此甚感担忧 ,普遍认为 ,俄国

不会就此罢休 ,一定会再次发动战争 ,以报惨败之仇 ,夺回已失去的利益。时任日本“满洲”参谋总长的

儿玉源太郎指出 :“日俄两国间的战争未必以满洲一战而结束”,为了防御俄国的进攻 ,日本“必须控制俄

国的策动而居于优势的地位”。日本在“满洲”优势地位的确立 ,移民至关重要 ,“必须以移民为要务。如

果从现在开始 ,经营满铁不出十年 ,将有五十万国民移殖满洲”,只有这样 ,我才能“岿然不动 ,持和以待

时机”[1 ]485 - 486 。因此 ,儿玉源太郎认为 ,只有实施移民政策才能壮大日本在华的实力 ,确保“满洲利益”,

有效地防御俄国的进攻。同时 ,日本外务相小村寿太郎也提出 ,为了“保护国防第一线的永久安全”,必

须尽速“安排相当数量的大和民族定居满洲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要实施十年五十万农业移民的入

殖”[2 ]41 。

儿玉源太郎和小村寿太郎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各界的支持和赞许。日本国内的一批军国主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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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御用文人、政客也极力鼓吹向中国东北进行农业移民。认为儿玉源太郎等人的主张是“一种真知灼

见”,“其远见卓识令人佩服”[ 1 ]41 ,不仅“可以避开吞并他国领土不利的政治责任”,而且还可以“得到与之

相同的利益和效果”[3 ] 。并将这些主张移民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推崇为推行移民的先驱者。

另外 ,由于日本人口的迅速增长 ,导致人口过剩 ,造成粮食危机 ,阶级矛盾激化 ,日本亟待解决面临

的社会问题。因此 ,日本朝野一致认为 ,为了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 ,日本必须大力推行海外移民政策。

1910 年 3 月 ,在日本议会的会议上 ,小村寿太郎提出了“二十年向满洲移住大和民族百万人的计

划”[1 ]487 ,将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推向了政策化和具体化。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 ,日本向中国东北农

业移民 ,就是要造成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强大的大和民族的实力 ,形成强大的军事后盾 ,防御俄国的反攻

和列强在中国东北的插足 ,解决日本不断膨胀的人口和粮食的危机 ,转移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 ,达到独

霸中国东北的目的。

因此 ,日俄战争后 ,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东北 ,日本人口在东北也不断增加 ,1905

年 9 月 ,由战前的1 902名增加到5 215名 ,到 1907 年 ,仅两年的时间就猛增到37 885名。但其中绝大多

数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各公司的职员、商人 ,农业移民寥寥无几。对此 ,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曾再三

强调“满韩移民集中论”,并为此潜心研究了种种对策 ,于 1908 年 6 月 ,抛出了他的所谓杰作《满洲移民

论》。后藤新平在《满洲移民论》中 ,对日本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充分

的阐述。尽管日本许多要员鼓吹向中国东北进行农业移民 ,“但在当地的日本人试图务农者仍然很少 ,

即使是有租种附属地的农耕者 ,亦多为梦想一掘千金之徒”。甚至有的人根本没有农业经营的经验 ,因

此对经营农业毫无兴趣 ,为了寻求发财之路 ,将租种的土地转租给中国人耕种 ,坐收地租 ,而自己去经营

农业以外的其他事业。就是经营土地的日本人 ,也都是以旱田为主 ,“直到明治末期 ,以抚顺附近古城子

的大江氏 ,奉天附近的胜弘氏和熊岳城附近的人口氏为首 ,逐渐有了耕种水田的人”[4 ]36 。但这种自由移

入的日本移民 ,极不稳定 ,来去自由 ,无长期打算 ,很难形成日本人口在中国东北的发展。因此 ,南满铁

道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为实现日本移民的战略计划 ,先后在 1914 年和 1915 年分别在满铁“附属地”

和旅大租借地内实施了“除队兵”移民和租借地“实验”移民 ,开始了日本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侵略活动。

二

满铁“除队兵”移民的策划者和推行者是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后藤新平曾在台湾任民政长

官 ,在台湾就推行移民侵略政策。就任满铁总裁时 ,发表了《就任满铁总裁情由书》,宣称经营满铁十年

将向中国东北移民 50 万人。为了在满铁附属地内推行农业移民 ,将“附属地内的4 400公顷适于农耕的

土地”低价出租给日本“各体自由移民”,“企图通过低租金的租佃形式来吸引日本内地人移入中国东北

定居”[5 ] ,形成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广大农村发展的基础力量 ,以实现移民计划。但事与愿违 ,很多日本人

并非到满铁来经营土地 ,而是乘机将土地低价承揽 ,然后转租给当地的中国人 ,从中渔利。

对此 ,满铁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 ,决定从满铁守备队的退役兵中选拔有农业经营经验和热心农事的

士兵进行移民试验[6 ] 。满铁认为 ,退役兵经过几年的军队锻炼 ,身体健康 ,组织纪律性强。而且他们已

经适应了中国东北的实际生活、气候和环境 ,是最佳的实验对象。如果对他们给予优厚的待遇和精心的

指导 ,将一定会安心农事 ,定居中国东北 ,定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中坚力量。满铁在选拔“除队兵”的

移民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耕地的租种者必须是移住定居意志坚定 ,携带家眷 ,而且家属中要有两名以

上适于农业劳动者 ;耕地面积以每户 4 至 6 万坪 (1 坪 = 3125 平方米)为标准 ,租借期限为 12 年 ;租借者

必须要有充足的经营资金 ,并且要准备一年的生活费用 ;必要时 ,可申请 300 元以内的现金 ,用于建筑房

屋、购置役畜、购买农具。贷款年息为 8 厘 ,贷款 3 年后 ,按 10 年分期偿还 ;在经营方法及农作物选择等

方面 ,要服从满铁会社的安排。

满铁“不以出租附属地内的农耕地为营利目的”,以保证“除队兵”移民的顺利展开。因此 ,“一般出

租地远远低于附属地以外的中国农村的土地的租金”。同时 ,“对退役兵还要降低租款 ,努力减轻他们在

农场经营的负担”。满铁为了鼓励移民 ,决定“贷给退役兵农业移民者 300 元以内的现金或物资 ,为其充

当固定资本的购入费用 ,并规定根据年赋偿还法偿还”。从贷款的金额上看虽然有限 ,但给最初贫困的

日本农业移民却带来了经营的方便条件。此外 ,满铁还对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家属给予交通上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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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待遇 ,“会社发给本会社铁路免费乘车券。日本内地铁道院及朝鲜铁道局 ,于所辖线路车费减半。由

海路来满者 ,大阪商船、日本邮政船两社于大连航路费减半”,为移民提供更多的方便 ,吸引日本内地人

移入中国东北。

满铁要求独立守备队“除队兵”申请移民的人员 ,在“离队前的二、三个月 ,即免除他们参加随时勤

务”,“可全副武装地为其从事农业准备而外出 ,办理租种耕地事宜 ,修建农舍、畜舍及其他建筑”。同时

满铁还要求各地方事务所人员 ,“要经常向他们提供经营技术”,指导经营方法 ,“以期万全”[ 7 ] 。同年 ,满

铁开始从独立守备队的“除队兵”中选拔移民 ,并陆续安置在事先选定的地点。满铁附属地“除队兵”移

民先后实施三次 ,移民 34 户 ,共租种土地 63016 町步。尽管满铁对“除队兵”移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给

予了许多优惠待遇 ,但退耕者不断增加。到“九一八”事变前 ,“除队兵”移民的 34 户中仅存 17 户。其中

因不认真从事农业 ,被测定产业无法维持而收回耕地者有 3 户 ;虽专心于农事 ,但经营不善 ,收支不能相

抵 ,自己放弃农业经营者 2 户 ;因满铁会社市街规划的需要而土地被收回的 1 户 ;因贪得转让权利金而

转让土地者 6 户 ;不专心农业经营而兼营商业 ,土地荒芜 ,进而弃农经商者 3 户 ;因病而死亡者 2 人。在

所剩下的 17 户中 ,只有 1 户较有成效 ,其余 16 户皆经营不善 ,勉强维持生产。

日本向旅大租借地推行农业移民者为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 ,被日本军、政各界誉为“劝业都督”。福

岛安正为在租借地内推行农业移民 ,1912 年春亲自前往各地视察 ,寻觅土质优良 ,适于农耕 ,交通便利

的地区。当福岛安正来到大魏家屯附近时 ,发现这里的土质肥沃 ,面积广阔 ,是移民最佳的优良地点。

于是便下令禁止在此自由开荒造田 ,决定在这里试办“日本人移民模范村计划”[8 ] 。

1914 年 12 月 ,福岛安正派遣有关方面人员回国进行移民的招募工作。到 1915 年 3 月 ,已有“19 户

(山口县 18 户 46 人 ,新泻县 1 户 2 人)农家应募入殖 ,并分给了房屋 ,贷付了农具 ,从事水田作业”。因

为移民多来自山口县的爱宕村和川下村 ,因而将移民村命名为“爱川村”[ 6 ]753 - 754 。移民的资金、输送等

方面皆由官方提供。一切安排妥当 ,进入了正常生活和生产。但第一年“爱川村”就遭到了十年不遇的

旱、虫灾害 ,颗粒未收 ,所携带的资金已消耗殆尽 ,而新任都督中村觉和殖民局又扶植无力 ,移民生活困

苦不堪。移民由于生活所迫 ,对前途失去信心 ,“加之移民的素质不良而归于失败”。一部分移民转做其

他行业 ,大部分回国 ,19 户的“爱川村”移民在几年之中仅存 3 户。后经退休回乡的福岛安正的多方的

努力 ,在其家乡的长野县“募集移民 13 户进行补充”。但由于世界大战对商品经济的刺激 ,“弃农者继续

出现 ,残留者仅存 7 户”[9 ]104 。后来 ,经关东厅土木课长清水的多次考察 ,“提出用地下水确保灌溉 ,才使

得水田经营面目一新”,使仅存的 7 户移民才算勉强定居下来 ,被日本殖民主义者誉为“满洲日本集团开

拓民的创始者”[2 ]43 。

满铁为了挽救移民的失败 ,1928 年 4 月在“关东州”内成立了“大连农事株式会社”,购买民地2 564

町步 ,官有下放地 366 町步 ,投入资金1 000万元 ,计划在 5 年内向中国东北“入殖日本开拓民 500

户”[9 ]105 ,开始了新的移民规划。1929 年开始实施移民 ,当年向中国东北移民 3 户 ,1930 年移民 57 户 ,

1931 年移民 14 户 ,1932 年以后移民募集终止 ,合计移民 74 户 ,“到 1939 年 ,入殖者仅存 66 户”[1 ]488 。

三

日俄战争后 ,日本向中国东北的“除队兵”移民、“爱川村”移民和“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移民皆遭到了

失败的命运 ,其“结果全部落空”[4 ]37 ,完全出乎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究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有 :

第一 ,日俄关系的缓解。日俄两国在日俄战争后关系仍然十分紧张 ,相互戒备。但由于美国企图插

足中国东北 ,日、俄双方为保护各自的利益 ,便对美国采取联合抵制的态度 ,化敌为友 ,关系得到缓解 ,以

移民壮大实力来抵御俄国想法不再感到迫切。

第二 ,战后日本经济困难 ,财力匮乏。计划中的百万移民从大洋彼岸的日本迁徙到中国东北 ,不仅

需要土地的租赁 ,人员的投入 ,而且还需要大批的资金。由于日俄战争的消耗 ,日本尚待恢复 ,无力大批

资金的投入。另外 ,战后的日本扩军备战以及国内事业的发展 ,满铁的改造等等 ,都需要相当的资金。

因此 ,无力向移民投入。

第三 ,中日社会条件、自然环境相差悬殊。“东三省的生活程度低 ,同日本内地的生活程度相比较起

来 ,低两倍以上”,“因此日本内地的人民 ,都视移住东三省为畏途了”。另外 ,中国东北气候寒冷 ,空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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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 ,与日本内地的气候大不相同 ,“所以移住东三省的日本人 ,所有疾病和死亡率都较日本内地为大。据

关东厅调查所得 ,东三省日本人患传染病者的数目较日本内地多至七倍以上 ,东三省日本儿童死亡率比

日本内地也相差多达二倍。这种气候的不适应 ,当然使日本内地人民裹足不前”[10 ] 。

第四 ,土地经营不善 ,农商收益相差悬殊。日俄战后 ,在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问题上 ,尽管“关东

都督府”和满铁的要员们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但一直没有形成国家的政府行为 ,力量有限 ,资金不

足。又由于农业收入低 ,生活困难。为了生存 ,只好弃农经商。也有一部分人“梦想渡满能一攫千金”,

根本不想务农 ,“把土地转租给支那人 ,以贪得不正当的收获”[7 ] 。就是有一部分农村青年虽对农业经营

较为认真 ,但“对农业的知识和经验不多 ,更因满洲的农法和日本的农法相差很多 ,因此在经营上就有很

多的困难 ,不等熟悉经营方法时 ,在二、三年内因经营的不好 ,对前途失去信心 ,就把农场转租出去 ,甚至

有竟至放弃了的”。特别是在满铁“附属地”的一些日本人 ,因正处在日俄战争后以满铁为中心的建设时

期 ,更受到“欧战前后洋溢着的一种战胜心理和投机思潮的冲击 ,他们之中大部分也有些思想动摇 ,不愿

踏实认真地去经营薄利的农业”[11 ] 。

第五 ,中国人民和东北地方当局的抵制。日俄战争后 ,日本的势力虽在“南满”,但实际上势力范围也

只是在旅大租借地和满铁及其“附属地”内 ,人口稠密 ,土地有限 ,土地价格昂贵。因此 ,日本为尽速大批移

民 ,达到人口占领的目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 ,必须采取能够使日本人“自由地永久借用或借贷土地”[12 ] 。为

达此目的 ,日本强迫北京政府同意并获得了“在南满的土地商租权”。允许日本人“自由居住往来 ,可以从

事各种工商业及其他业务”等权利。但由于东北地方政府的抵制和中国人的强烈反对 ,使日本在中国东北

的土地商租权和向租借地和“附属地”以外地区的移民未能得以立即实现。在此期间 ,日本殖民主义者虽

采取了委托中国人或与中国人合办经营等种种的卑劣手段企图骗取土地的租赁权 ,仍未能得逞。

总之 ,尽管日本殖民主义者煞费苦心的经营移民侵略事业 ,但终因种种主客观原因 ,使得日俄战争

后到“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时期的日本向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招致失败 ,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殖民主义

者移民理念和移民政策的狂妄性和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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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Agricultural Migration of Japan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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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fter the Russo2Japanese War ,Japanese colonialist s began to carry on the organized and designed plans of mi2
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for the sake of forcibly occupying Northeast China alone. It reflected that the migration and coloni2
zation theories and policies of Japan in this period were very sightless and conce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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