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评析

齐春风

内容提要 　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政策 ,是近代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向东北扩张的重要手段。这一政策从 20

世纪初开始 ,到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历时达 40 年之久 ,经历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等三个

相互衔接的阶段。日本实施向东北移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 ,吞并东北。该政策虽以

失败而告终 ,却给东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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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发端

在近代 ,中国东北是日本觊觎的目标。1890

年 ,日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宣称 :“国家独立自

卫之道有二 :一曰捍卫主权线 ,不容他人侵害 ;二

曰防护利益线 ,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

线’? 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 即同我

主权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①他明确

主张日本吞并朝鲜、中国东北。

1905 年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 ,夺取

东北南部 ,随后 ,将向东北移民作为永久占据东北

的一项重要政策提了出来 ,始作俑者为有着丰富

殖民经验的前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他认为 ,日

本要在日俄争霸中居于有利地位 ,“第一经营铁

路 ,第二开发煤矿 ,第三移民 ,第四兴办畜牧农业

设备⋯⋯其中以移民为要务”②。曾任台湾总督府

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在就任满铁总裁时的论调与

此同出一辙 :“满蒙经营的要诀在于实行满蒙移民

集中主义”,要“以经营铁路为基础 ,不出 10 年 ,则

将有 50 万国民移民满洲 ,俄国虽强 ,亦不敢轻易与

我挑起战端 ,和、战、缓、急的大权 ,我安然在握”③。

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实施

日本在东北实行的移民政策 ,可以分为试点

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

试点移民从 1905 年开始 ,持续到 1931 年九

一八事变前。

日本最早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点移民是所谓

的“爱川村”移民。从 1913 年开始 ,有着“劝业都

督”之称的日本“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从山口县

玖珂郡川下村和爱岩村搜罗移民 17 户 ,从新泻县

弄来移民 1 户 ,共计 18 户 43 人移入金县大魏家

屯 ,从川下村和爱岩村名中各取一字 ,将这个移民

点定名为“爱川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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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 ,为日本向东

北移民政策的第二个阶段 ,即“武装移民”阶段。

东北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后 ,鼓噪向东北

移民的各种论调纷纷出笼。1932 年 1 月 ,农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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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石黑忠笃、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加藤丸治以

及公主岭农业实验所所长宣光彦等人共同炮制了

一份《满蒙移植民事业计划书》,提出以在乡军人

为主体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招募向中国东北移民

的人员。2 月 ,日本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日本人

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关东军特

务部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要纲案》,提出 :“农

业移民 ,是以在乡军人为主体 ,在警备上是屯田兵

制的组织 ,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6 月 ,所谓“满

洲开拓之父”的东宫铁难大尉向日本政府提出《屯

垦意见书》,主张由在乡军人为主干 ,编成吉林屯

垦军基干队。8 月 ,日本第 63 届临时议会通过了

第一次向“满洲”移民 500 名的方案 ,预算移民试

验费 20. 7 万日元。这种移民当时被称作“拓务省

集团移民”,又称“试验移民”、“国防移民”。由于

这种移民招收对象均为在乡军人 ,按军队形式编

组 ,并配发武器 ,因此他们更多地被称为“武装移

民”,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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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 4

个步兵中队 ,12 个小队 ,还有炮兵 1 队、机关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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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第 64 届临时议会通过第二次

移民预算费。7 月 ,第二次武装移民 493 人及 8 名

干部强入依兰县的七虎力 ,建立了名为“千振村”

的移民点。第三次武装移民团 259 人于 1934 年

10 月闯入伪滨江省绥棱县北大沟 ,组建“绥棱开

拓组合”,后定名为“瑞穗村”。

1934 年 2 月 ,谢文东在土龙山组织农民起义 ,

打死日本移民 39 人 ,是为轰动一时的“土龙山事

件”。事件发生后 ,日本移民团内部惶惶不可终

日。为了给日本移民打气 ,1934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6 日 ,关东军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

议”,西尾寿造在会议上强调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

的“国策意义”。1935 年 5 月 ,日本拓务省制定《关

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决定自 1936 年起 ,在

15 年内向东北移民 10 万户。10 月 ,日本在国内

成立“满洲移民协会”,12 月 ,在伪满成立“满洲拓

殖株式会社”。

1936 年 2 月 ,第四次武装移民中的 268 人窜

入密山县城子河 ,190 人窜入哈达河。6 月 ,第五

次武装移民正式定名为“集团移民”,共 1000 户 ,

侵入伪牡丹江省密山县 ,与第四次移民定居地相

毗邻 ,共四地移驻 ,其中永安屯 300 户 ,黑台 200

户 ,朝阳屯 300 户 ,信浓村 200 户。

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 ,是日本向东北

移民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 ,也是最猖獗的一个阶

段 ,即“国策移民阶段”。

1936 年 4 月 ,关东军召集了有关东军、陆军

省、拓务省、伪满政府、“满洲拓殖公社”、满铁、日

本农村更生协会及“满洲移民协会”等机构参加的

“第二次移民会议”。5 月 ,会议通过《满洲农业移

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及其具体的实施计划《暂行

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日本拓务省以此为基础

制成政策案 ,于 7 月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通过。8

月 25 日 ,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将“二十年移民百万

户计划”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 ;随后 ,

又“要求”伪满政府将其列为三大“国策”之一。为

掩人耳目 ,日本将“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

“事业”改称“开拓事业”。

1937 年 8 月 ,关东军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

改组扩大为“满洲拓殖会社”,作为日本在东北的

移民活动管理机关。同时又成立以关东军高级军

官及伪满大臣为成员的“拓殖委员会”,作为伪满

领导移民活动的最高机关。1939 年 12 月 ,日本制

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被日本殖民分子

视为其从事移民侵略的“最高宝典”⑦。1940、

1941 年 ,日本又制定了推行百万户移民政策的

《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

合称“开拓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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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共分四期 ,每期 5 年 ,第一期 1937～1941

年 ,计划移民 10 万户 (甲种移民 6 万户 ,乙种移民

4 万户) ;第二期 1942～1946 年 ,移民 20 万户 (甲

种移民 12 万户 ,乙种移民 8 万户) ;第三期 1946～

1951 年 ,移民 30 万户 (甲种移民 14 万户 ,乙种移

民 16 万户) ;第四期 1952～1956 年 ,移民 50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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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种移民 18 万户 ,乙种移民 22 万户) 。⑧其中甲

种移民又称“集团移民”,系指由日本政府予以优

厚补助并直接受理的移民。乙种移民又称“自由

移民”,是指日本政府予以微薄补助、主要依靠民

间实行的移民。

日本采取了“分村分乡”移民的形式 ,即把日

本国内的一个村或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

农户组成“开拓团”,移到东北后建立一个“分村”

或“子村”。“分村分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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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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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本期共有 85086 户日本移民进入东北 ,没有

完成第一期移民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又制

定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除补齐第一期

没有完成的移民 2 万户外 ,还要再向东北移民 20

万户 ,此外还要移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3

万人。�λ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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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λω远远没有

达到百万户 500 万人的计划。

日本实施向东北移民政策的目的

日本向东北移民的政策 ,有其险恶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 ,日本想借此改变东北的民族构

成 ,造成日本人在东北的人口优势 ,反客为主 ,霸

占东北。1936 年 ,日本确定 20 年内向东北移民百

万户 500 万人的依据是 :“现在满洲国人口约有三

千万人 ,二十年后将近五千万人 ,那时将占一成的

五百万日本人移入满洲 ,成为民族协和的核心 ,则

我对满洲的目的 ,自然就达到了。”�λξ这个目的就

是要鸠占鹊巢 ,吞并东北。日本为使向东北移民

“合理化”,竟拾起了种族优劣论 ,说什么“大和民

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在伪满境内的各民族中

“有力量把它建设成为近代国家的 ,在目前来说 ,

除了日本人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民族”�λψ ,并颠倒

黑白地将强行移民东北说成是为“满足满洲国的

期待”�λζ !

日本深知其移民东北的政策与东北人民的利

益是根本对立的 ,必然遭到东北人民的反抗 ,因

此 ,日本向东北的移民是携带武力而来的 ,并以武

力来维持 ,他们“一手拿枪 ,一手拿锹”�λ{ 。

俄国 (苏联)一直被日本看作是其推行吞并东

北计划的障碍和威胁 ,是其极力防范的对象 ,日本

移民也毫不例外地承担起这一任务。日本推行百

万户移民计划后 ,将众多日本移民布置在中苏、东

北与外蒙古边境地带 ,将伪兴安北、兴安南、三江、

东安、牡丹江、间岛省划为“开拓第一线地带”,移

入的日本移民占其总数的一半 , �λ| 妄图“在军事设

施周围安排日本移民居住 ,使这一带日本化 ,用可

信赖的地带把国境包围起来”�λ} 。

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危害

绝不能因为日本未完成向东北移民的计划而

低估了这一政策的巨大危害性。

日本为向东北移民 ,大肆霸占土地。九一八

事变后 ,日本殖民分子叫嚣 :“日本人移殖中国东

北 ,要尽量多的毫无顾忌地取得土地 ,因为土地如

不迅速取得而逐步取之就难了 ,所以要下决心大

胆地把广大的土地弄到手 , 以备将来殖民之

用。”�λ∼

伪满时期日本掠夺东北土地的方法可分为三

种。一是没收土地 ,主要是“国有地”、“公有地”和

“逆产”(抗日将士的土地) 。二是以超低价格强行

“收买”土地。1933 年 , 依兰县地价熟地一垧

12114 元 ,中等荒地 4114 元一垧。�µυ 而“东亚劝业

株式会社”为日本移民团出面收买时 ,不论荒地熟

地 ,一律作价每垧 1 元 ,简直等于白抢。�µϖ 1934 年 ,

阿什县一、二、三等地价格分别为 200、160、130

元 ,而日伪的收买价格分别为 56、40、24 元。�µω日

本于 1936 年提出百万户移民计划后 ,其制定的

《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中 ,装模作样地

表示移民用地“努力不给原住民造成恶劣影

响”�µξ ,但实际上 ,为日本移民而“整备”的土地仍

多是以超低价强行从农民手中征购的土地。1942

年 ,木兰县水田价格最高 500 元 ,中等 400 元 ,最

低 350 元。旱田最高 250 元 ,中等 200 元 ,最低

180 元。杂地最高 5 元。而伪县公署为日本“德

荣村开拓团”征地的收买价格为水田 150 元 ,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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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元 ,杂地 2 元。�µψ广大农民谴责伪满开拓局连土

匪都不如 :“土匪抢金银物品而不抢土地 ,满拓强

制收买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µζ日本不仅以低

得难以置信的价格强购土地 ,而且常常不及时支

付地价。在“满拓”强买的土地中 ,支付地价的仅

为 59215 万公顷 ,未支付者达 57915 万公顷。伪满

政府也有 343 万余公顷的土地没有支付地价。两

者合计达 92215 万公顷。�µ{ 三是以“维持治安”为

借口 ,将日本移民目的地宣布为“危险区”,将当地

农民赶走了事。截至 1943 年 ,日本以这种方式逼

迁中国农户 40771 户。�µ|

到 1941 年 ,日本掠夺的东北土地已达 2000

万公顷 �µ} ,是其百万户移民用地计划 1000 万町步

(1 町步合 99117 公亩或 115 垧) 的 2 倍多。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为止 ,日本通过伪满政府

和“满拓”掠夺的土地高达 319 亿亩�µ∼ ,是日本国

内耕地面积 (600 万町步)的 317 倍�νυ 。

众多祖祖辈辈生活在东北大地上的中国农民

被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被迫给日本侵略

者出卖廉价劳动力。1939 年 ,伪三江省依兰县的

“千振村”有日本移民 348 户 1160 人 ,而充当他们

佃户和雇工的中国人有 4379 户 25548 人 ,朝鲜人

有 360 户 894 人。�νϖ 据 1942 年 3 月的调查资料反

映 ,日本移民出租的土地 ,少者占其掌握土地的

1Π4 ,一般占 1Π3 至 1Π2 ,多者占 60 %～90 % ,最多者

高达 95 %左右。�νω1943 年 ,伪三江省桦川县“弥荣

村”雇佣年工 4000 人 ,日工 118 万人。除耕作外 ,

连修建道路、房屋也要用中国人作苦力。制材工

场、碾米工场等日本移民公共事业每年也要由中

国人提供 17941 个劳动日。�νξ

另有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日本掠夺东北

矿产资源的廉价劳动力。1941 年 ,日本为掠夺珠

河县土地 ,以“维持治安”为名 ,将县内所谓“危险

地区”的 600 户农民迁到鹤岗煤矿充当苦工 ,许多

人葬身矿井。�νψ日本推行向东北移民的政策给东

北人民造成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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