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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伪满移民的两个问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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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一八之后 ,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移民总数 ,有 220968 人 ,270428 人 ,241374 人 ,318000 人等。本文综合
各方资料 ,认为从 1932 到 1943 年 ,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有 313327 人 ,其中包括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朝鲜移民和“满
洲建设勤劳奉仕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日本青少年开拓团和“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在本质是一样 ,都应当移民
看待。另外 ,需要区分日本入满奉仕队与伪满自身组织的勤劳奉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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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俄战争后 ,当时的日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及满
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就极力鼓吹向中国东北移民 ,以
此来确保日本在我国东北利益的持续化。1906 - 1930

年称为“早期移民”,由与满铁直属关系的“东亚劝业株
式会社”具体负责实施。

九·一八之后 ,日本陆军省、拓务省和关东军决定加
快移民侵略步伐 ,提出武装移民的方针。主要招收“在
乡军人”,先由“东亚劝业株式会社”满足移民所需的土
地和资金 ,1932 年后 ,改由“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具体资
助移民 ,“满洲移住协会”负责组织日本内地移民 ,很快
掀起第二次向我国东北移民的高潮。这一时期称之为
“试验移民”,或“武装移民”。1932 年 3 月 ,日本拓务省
以茨城县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加藤完治拟订的《满蒙殖民
事业计划书》为基础 ,制定了《满蒙移殖民计划》,并付诸
实施。

1936 年 4 月 ,在试验移民的基础上 ,关东军在伪满
首都“新京”(长春) 召开移民会议 ,制定了《满洲农业移
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在 20 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
100 万户 500 万人的庞大移民计划。同年 8 月 25 日 ,广
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七大国策
之一。《百万户移民计划》出台后 ,日本政府采取集团移
民、集合移民、分散移民和青少年义勇队移民等办法。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 ,1937 年 ,满鲜拓殖公社成立后 ,朝鲜
移民正式纳入日本东北移民的规划之中。100 万户 500

万人的移民计划分四期完成 ,第一期 10 万户 ,以后依次
递增 ,第四期达到 40 万户。其后由于日军战事不利 ,最
后也只实施了不到两期就宣告破产。

本文主要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从 1932 年至 1943 年向
我国东北移民的具体数字 ,另外 ,关注日本入满建设“勤
劳奉仕队”与青少年移民开拓团 ,及与伪满勤劳奉仕队
之关系。

一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移民到底有多少 ,

各种说法 ,莫衷一是 ,无法统一。笔者试图把日本在三
个时期的移民数字做个分析 ,从而得出日本在我国东北
移民的总数字。

1906 年 ,大连及满铁附属地日本侨民 16000 余人 ,

1930 年 ,215000 多人 ,农业移民有近千人。[1 ] (P45 - 46) 英国
琼斯 (F·O·Jones) 认为 ,1931 年前 ,“在东北落户的日本农
户 1400 户 ,人数 4500 人。”[2 ] (P85) 高乐才认为日本在旅大
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从事农业的日本移民共约 2500

户 ,6800 人。”[3 ]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 4500 人 ,还是
6800 人 ,都是一些估计数字。其一 ,日俄战争之后 ,大部
分来东北的日人都是侨居者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移
民。1915 年的“二十一条”其中有一款规定 ,日人可以在
“南满”任意居住并从事任何职业。这样关东军就组织
了第一批移居者 (所谓的“爱川村”) 19 户 ,虽然中间还补
充了 12 户 ,但到 1937 年只有 7 户 65 人坚持下了。其
二 ,这些数字还包括移民的家属与相关从业人员 ,因为
日本移民在东北大部分从事商业及与商业相关的行业 ,

农业并不是首选。综上所述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初期
的农业移民数字超不过 1000 人。

1932 年 ,第一个移民村在黑龙江佳木斯建立之后 ,

到 1936 年 ,日本帝国主义总共进行了五次武装移民。
“5 次移民共 2900 户 ,7296 人。”[4 ] (P173) 琼斯认为 ,到 1936

年 ,“军人移民区里移民共有 4245 人。”[2 ] (P87) 以上两组
数据 ,差异很大。据琼斯自己所说 ,它的资料来源是英
美学者根据日本和东北地方媒体的数据汇编 ,其中有些
遗漏在所难免。7296 这个数据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
用 ,基本已没有疑异 ,主要是因为这个数据来源于满铁
调查部。满铁调查部被称之为满铁决策的大脑 ,在东北
一些大中城市设有分支机构 ,其“基本工作是实地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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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调查的结果也就成‘让事实说话’的发言根
据。”[9 ] (P2) 当然 ,草柳大藏在这里主要是为满铁调查部
歌功颂德 ,但在史料上却是可信的。其二 ,日本帝国主
义的武装移民 ,类似于古代“军事屯田”,具有战略实验
性质。近期打压东北的抗日武装 ,远期可威慑苏联。所
以 ,其军事意义远远高于“开发农业”。既然它主要目的
是军事实验性的 ,那么人数就不可能太少 ,近万人是可
以起到实验目的的。

1937 年 ,“百万国策移民”前两期计划 30 万户 150

万人 ,第一期从 1937 年到 1941 年 ,计划 10 万户 ,其中集
团开拓民 7 万户 ,集合开拓团 3 万户 ,青年义勇队移民
31 万人。成年移民的完成情况 ,据东亚研究所《关于满
洲开拓民的资料调查》统计 ,截止 1941 年 12 月 ,最后集
团开拓民完成户数 23804 户 ,人数 74606 人 ,集合开拓团
户数 5042 户 ,人数 15131 人 ,还有 ,分散开拓团户数 1241

户 ,人数 4711 人。[5 ] (P679 - 680)

青少年开拓民完成情况 ,据东亚研究所统计 ,截止
1940 年 1 月 ,按照东北当时的伪省别计 ,东北各地的训
练生 29743 人 ;按各种训练所接受的训练生的数字是
32862 人。这两组数据是 1938 和 1939 两年来东北的日
本青少年移民数。再根据伪满洲国发行的《满洲年鉴》
的统计来看 ,康德五年 (1938) 和康德六年 (1939) 两年来
的青少年移民是 30965。三个数据差距也不是太大 ,因
为这中间有一些中途退团的 ,或死亡等 ,因此 ,就取中间
数 30965。从 1938 年到 1942 年 ,他们总共接收了 64138

名青年移民。[5 ] (P684)

第二期移民目标比前一期要更大 ,因为第一期完成
率较低 ,所以第二期就希望把第一期未完成的补上。计
划开拓民 22 万户 ,青少年义勇队移民 13 万人。第二期
青少年移民从 1942 年开始 ,实际上在 1943 年之后就基
本上处于瘫痪状况了。1943 年计划移入青少年移民
20800 人。最后招收到 11510 人[6 ] (P790) ,他们应该基本都
被送到来东北。成年农业移民 1942 是 6551 人 ,1943 年
是 9608 人 ,[7 ] (P537) 总数是 16159 人。这个数据与古海忠
之的笔供基本吻合。

“大陆归化农”,是一些日本国内企业的失业人员 ,

或者无业游民等 ,把他们召集起来 ,送到我国东北 ,这个
计划从 1940 年开始的。初期 ,它的人数不是很多 ,但到
来 1942 年之后 ,日军战事不利 ,大陆的农业移民都参加
战争。“大陆归化农”就取代了农业移民称为日本成人
移民的主力。1944 年《满洲开拓年鉴》统计 ,“大陆归化
农”在东北有 1249 户 ,人数是 3666 人。[5 ] (P696)

日本“入满勤劳奉仕队”是 1939 年组建的 ,目的是
为日军在后方生产粮草 ,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
争 ,另外 ,也可以使这些青年充分认识中国东北对日本
的重要性。1941 年公布的《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要纲》
明确这点 ,“入满勤劳奉仕队”服务于农耕、土木及特殊
作业等 ,通过这些实践活动 ,“着眼于使其把握满洲建国
的理想。”据《满洲开拓年鉴》统计 ,1939 年人数是 8065 ,

1940 年是 11398 ,1941 年是 14382. 1942 年是 16535 ,1943

年是 14490。[5 ] (P700 - 701) 总共在中国东北的“满洲勤劳奉
仕队”人员有 64870。日本“勤劳奉仕队”1942 年后主要
经营是所谓的“报国农场”,目的是为以后的日本移民及
伪满的“勤劳奉仕队”树立榜样。据《满洲年鉴》统计 ,截
止 1943 年 6 月 ,17 个所谓的“报国农场”共有 1727 奉仕

队员为日本帝国主义生产粮食。
值得注意的是 ,1937 年成立的满鲜拓殖公社 ,以日

伪官方的形式开始处理朝鲜移民开拓团。其实在此之
前 ,已经有百万多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 ,只是当时日本
并未将其纳入到它的移民范畴内。1938 年 7 月 ,《鲜农
处理要纲》出台 ,对朝鲜移居东北进行规范。其中将朝
鲜人也分为集团、集合、分散开拓团三种。1939 年 12

月 ,《满洲开拓基本要纲》规定 ,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开拓
民待遇要与日本内地开拓民一样。1939 年到 1942 年 ,

在满鲜拓殖公社控制下的朝鲜移民有 51240 人。
综上所述 ,据笔者的考证、分析 ,1932 年至 1943 年 ,

进入中国东北的各色移民有 313327 人。另外 ,关于日
本在我国东北移民的总人数 ,山田豪一在《满洲的反满
抗日运动与农业移民》一文 ,根据日本外务省调查 ,从日
方的资料得出 ,战败时在整个“满洲”移民有 102239 户 ,

220968 人[7 ] (P566) (中译本《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将其定为
22968 人 ,显然是错误的) 。再有 ,山田豪一所引用数据 ,

日本移民在东北死亡 46000 人 ,扣留苏联的 34000 人 ,去
向不明 36000 人 ,返回日本 110000 人。这里需注意的
是 ,单以日本外务省的调查不足以说明问题 ,“满洲建
设勤劳奉仕队”,不可能当做移民来统计 ,还遗漏了朝鲜
移民开拓团。另外 ,笔者之所以分析了 1943 年以前的
数字 ,是因为到了 1944 年之后 ,日本移民的力度已大不
如前 ,加之战事不利 ,在东北无论是成年移民还是青少
年移民基本都要编入战斗序列。这样 ,他们移民的目的
和初衷已经发生了偏移 ,且统计起来偏差也较大。

二
对于日本“满洲勤劳奉仕队”, 我们首先要清楚它

是否为概念上或事实上的移民 ? 概念上 ,《满洲建设勤
劳奉仕队要纲》将其称之为做一些“服务性的劳动”,而
且说是“派遣”,有“入满”和“离满”之说 ,他们的工作还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因此 ,在某些时候有可能被送回本
土 ,他们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民。但事实上 ,他们
起着移民的作用 ,服务于帝国主义战争 ,正如伪满《盛京
时报》所论述 ,日本“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类似军队 ,

被赋予了“枪后青年国防”的重要意义。[8 ] (P92) 而且随时
都可以转化为当地的永久性居民。

既然勤劳奉仕队具有移民性质 ,那么他与青少年移
民是不是一回事 ? 1944 年 ,伪满洲开拓总局拟定的日本
移民《战时紧急实行方案》,“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人数
13500 人 ,“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人数 11100 人。[5 ] (P708)

由此看来二者不是一回事。1945 年 1 月发行的《旬报》
中的《满洲开拓现状》也可证实这点 ,它也很明确的将
“开拓青年义勇队”与一般来满“勤劳奉仕队”区别对待。
另外 ,派遣的“勤劳奉仕队”有向伪满洲国、华北及内蒙
三地之分 ,入满“勤劳奉仕队”只是其中之一部分 ,但却
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由此看来 ,入满勤劳奉仕队与日本
青少年开拓团是截然不同队两种的移民形式 ,相同的是
都以青年人为基础 ,名为进入我国东北从事义务劳动 ,

实则就是一种变相的移民。如上所考 ,1938 年到 1943

年 ,青少年开拓团人数有 75638 人。日本入满勤劳奉仕
队移民 ,1939 年至 1943 年人数有 64870 人。二者合起
来 ,近 15 万的日本青年人被送到我国东北 ,无论对日本
还是对我国 ,冲击都是很大的。

其次 ,他们之间到底有哪些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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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日本青少年移民开拓团担负着拯救日本在我
国东北《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即将失败的重任。
1937 年 6 月实施《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宣布列为
日本“七大国策”。但当“国策移民”计划实施仅仅不到 1

个月的时间 ,日本就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为尽
快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战争 ,不得不加大兵力投入 ,不得
已日本实行扩大征兵计划 ,使得国内适合的移民被陆续
应征入伍 ,“国策计划”一开始就面临实施不下去的危
险。面对移民源枯竭的严峻形势 ,日本殖民主义者们便
纷纷呼吁实行青少年移民 ,以挽救即将失败的“百万户
国策移民”。1937 年 7 月 ,《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已
将青少年移民纳入规划。1938 年 1 月 ,日本拓务省又颁
布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同年进行适当
的培训后 ,就送往我国东北。

“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则是在我国东北后方为日
本帝国主义在各条战线确保物资供应顺畅且高效 ,同
时 ,和青少年移民一样 ,担当军事后备力量。《满洲建设
勤劳奉仕队要纲》说的很明了 ,“为增产日满两国的粮食
和饲料 ,促进满洲的开拓政策 ,动员日满两国青年 ,组成
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 ,服务于农耕、土木和其他生产建
设事业 ,”[5 ] (P697) 并加深日本青少年对我国东北的认识。
1939 年 4 月 ,日本政府以伪满产业五年计划为名 ,决定
建立“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并于当年 6 月开始向东北
派遣奉仕队员。1942 年之后 ,他们主要在各种所谓的
“报国农场”进行义务劳动 ,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生产军
需物资。

第二 ,日本青少年移民是要进行多次训练后 ,才被
送到各个移民点。先在日本本土内原训练所进行两个
月的训练 ,主要是灌输军国主义意识 ,强化其效忠天皇 ,

培养具有“武士道”精神。送到我国东北后 ,由满洲拓殖
公社和满铁负责进行现地训练 ,满洲拓殖公社预定在嫩
江、宁安、勃利、铁骊、孙吴等五处进行 ,满铁预定在自警
村训练所进行。[5 ] (P682) 然后再分配到各个据点。

“满洲勤劳奉仕队”具体由在大东亚省设立的“满洲
建设勤劳奉仕队”本部 ,协同文部省、农林省共同负责 ,

计划向我国东北派遣 10 万日本青年。[8 ] (P91) 管理和监督
机构是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中央实践本部来执行。日
本入满勤劳奉仕队分为开拓生产队 ,特殊作业队和开拓
应援作业队。还有青年队和学生对之分 ,青年奉仕队由
学校、男子青年团中选拔 ,学生队由高等学校、师范生中
选拔 ,主要从事农耕、除草、驱除病虫害、开垦改良土地 ,

畜牧 ,建筑 ,工矿劳务等方面的义务劳动。被输送到东
北的日本奉仕队员多是些技术工、技术员或熟练工。他
们本身都有一定的技能 ,因此不需要专门训练就可以直
接为侵略战争服务。

伪满当局的“勤劳奉公制度”由时任伪满协和会中
央本部计划部长半田敏治从德国那儿学来的。1938 年
6 月 ,协和会以营造宫内府和建国神庙为名 ,决定从 7 月
1 日起在伪满实行勤劳奉仕。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向
伪满派遣勤劳奉仕队 ,《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要纲》解释
到 ,主要原因是要帮助其实现“产业开发和北边振兴工
作”。

什么是“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

1939 年 4 月 ,伪满当局将其纳入所谓的“三大国策”。

“三大国策”的提出是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在我国东北
的大调整 ,其目的就是进一步把东北变为日本法西斯主
义的战争基地 ,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

“产业开发计划”是以发展煤、铁等基础工业 ,农牧
产品方面是尽量增产大米、小麦、棉、麻等与军需工业有
关的农业资源 ,交通通讯业在原有计划基础上要进行相
当规模的扩建和新建。其中急需技术工、技术员 ,后日
本政府提供了 2700 名[10] (P105) 。这里所说的技术工和技
术员无疑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本派往东北的“勤劳奉仕
队”员。“五年内对不熟练劳工的需要量总共需要增加
的数额 , 概算起来 , 大约达到 100 万人。也就是说 , 在
今后数年期间 , 每年大约需要增加 20 万人。如果再加
上土建方面的需求 , 实在是庞大的数量。”[10] (P105)

“北边振兴计划”实施的目标是与苏联接壤的牡丹
江、三江、漠河等 7 个边境省的所谓北边地带。计划内
容主要是以军事基地建设为中心 ,并将边境地区的殖民
统治转向军事法西斯体制。据伪满洲国原总务副厅长、
企画局长古海忠之笔供 ,“在这样大规模的建设事业中
所使用的劳工 , 每年最少也有 30 万人。”[5 ] (P862 - 863)

要同时募集到如此多的劳工 ,而且华北劳工已不再
相信日伪欺骗性的宣传 ,拒绝入东北做苦力 ,古海忠之
也供述说 ,“如果招募的人数不够 ,用勤劳奉公队来补
充。”[5 ] (P860) 虽然原则上说 ,日伪建立奉仕队的目的是解
决伪满洲国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伪满的“勤劳奉仕
队”只是起着劳工作用而已。

根据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笔供 ,国民
奉公制度创立的 1943 年“动员了 6 万青年 ,令他们平均
从事 4 个月的劳动 ,1944 年动员了约 20 万人 ,”[5 ] (P8856)

关于劳动条件 ,据伪吉林省长阎传绂交代 ,由于劳动条
件不好 ,死亡率极高 ,吉林省派出的劳工有 20 %没有回
来 ,1942 年 ,吉林勤劳奉公队约有 5000 人。[5 ] (P881 - 882) 伪
满洲国的奉仕青年 ,从事如此长时间的劳动 ,生命安全
却得不到保证。这点在日本奉仕青年中是不可能出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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