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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与日本的中国东北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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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 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 ”,在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过程中 ,通过设置调查机

关 ,投资成立移民执行机构 ,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移民组织等活动 ,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日本

移民侵略。由于满铁与日本军方特殊的密切关系 ,也必然决定了其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活

动中 ,扮演着策划者和执行者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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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铁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 ”,始终是日本移

民侵略政策的主张者和响应者。满铁首任总裁后

藤新平为贯彻其所谓“文装武备 ”思想 ,早在 1908

年就曾向日本政府荐言 ,积极主张向中国东北移

民 ,提出将来日俄冲突不可避免 ,“如果向满洲移

民五十万并有几百万头牲畜 ,一旦战机对我有利 ,

则可作为进而侵入敌国的准备 ”[ 1 ]。特别是在

“九 ·一八”事变后 ,满铁更是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活动 ,在制定移民政

策、设置移民执行机构、提供移民扶持资金、移民

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倾力相助。

一、移民前的调查与准备活动

满铁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 ”,在推行日本侵

略政策的同时 ,担负着对中国 ,特别是东北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情报的搜集和调查任

务。为此 ,满铁广泛设置调查机关 ,进行了大量调

查活动。应关东军要求成立的满铁经济调查会

(简称 :经调会 )是当时最具影响力且最具代表性

的调查机关 ,虽先后几易其名 ,但无论名称及规模

如何改变 ,有一点却始终万变不离其宗 ,即在关东

军的主导下 ,进行诸多的“调查立案 ”,被人称为

关东军的“经济参谋本部 ”。经调会曾担当伪满

洲国各项政策计划 ,特别是经济政策计划的起草

与相关的调查工作 ,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满铁成立“经调会 ”

的重要任务之一。“经调会 ”下设五个部 (后又增

加一个 ) ,部下设班。第二部第一班 (农 )主要担

任农业移民方面调查和政策起草工作 ,第五部亦

参加。此外 ,地方部农务课和各地农事试验场人

员也不同程度介入其中。经调会前后共起草有关

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政策方案和资料 15册 ,其中

包括农业移民方案、关系资料、拓殖会社设立、视

察报告等 [ 2 ]。

在此期间 ,关东军召开了第二次移民会议 ,

1936年 5月 11日正式提出《满洲农业移民百万

户移住计划》,即计划用 20年时间移送 100万户、

500万人到伪满洲国 ,虽尚未证实经调会也参加

了这份计划的起草工作 ,但已往的调查成果对该

计划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说明的是 ,经调会时期是由军方的“少数专

家”批示调查方针 ,命令经调会进行“立案 ”或为

其提供资料 ,并对已完成的“立案 ”进行审查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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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种政策决策与实行体制一直贯彻始终 ,即 :

关东军决定根本方针 ;经调会以此为基础制定计

划或方案 ;伪满洲国政府和满铁执行计划或方案。

对于与军方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满铁 ,关东军小

矶特务部长“盛赞 ”道 :“满铁会社以非常的热情、

坚定的决心 ,回应军方对其莫大的信赖 ,成立了经

济调查会。”[ 3 ]由此可见 ,满铁与关东军的积极合

作关系并非一般。

北满经济调查所 (简称 :北满经调所 )是满铁

另一个重要调查机构。1935年满铁接收中东路

后 ,在哈尔滨铁路局内设立哈尔滨经济调查所 ,接

替原有的哈尔滨事务所的北满情报调查工作 ,同

年 11月改称北满经济调查所 ,其工作重点是为制

定北满政策和对苏国策服务 ,而进行“关于满洲

社会经济的理论和实证调查 ”、“满洲面对的诸形

势与诸问题的研究和为拟定对策提示方向。”[ 4 ]

北满经调所下设五个班 ,第三班负责一般农业的

调查 ,即 :畜产、水产、林业和移民调查。其调查业

务内容包括 :北满移民动向及对策调查、移民时事

问题调查、农业经营法及机械农法调查、农家经济

及农村实态调查等 [ 5 ]。北满经调所调查成果以

不定期形式刊登在《北经经济情报 》、《北经经济

资料 》、《北经调查刊行书 》等期刊上。

二、广泛投资参与移民机构的组建和运营

满铁不但承担着对伪满洲国社会调查和经济

政策、计划的起草工作 ,而且直接或间接地投资、

筹办移民关系会社 ,积极参与和大力扶持日本对

中国东北进行移民。

11大连农事株式会社

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由满铁独资成立 ,宗旨是

在关东州内开垦土地 ,募集并扶持日本移民 ,为移

民事业发展投资及移民生活提供贷款 ,以此为进

一步向全东北大规模移民奠定基础。

1927年 ,田中义一内阁积极推行侵略中国东

北的政策 ,农业移民问题又被提上日程。满铁总

结以往的经验教训 ,认为移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缺乏使定居者获得土地的扶助机构和事业

经营者易于利用的适当的金融机构。”[ 6 ]于是 ,满

铁全额出资 ,职员全部由满铁选派 ,于 1929年 4

月 1 5日成立资本金为 1000万元的大连农事株

式会社。此外 ,还分别在公主岭、熊岳城两地建立

农事试验场来担任移民现地训练等任务。会社成

立之初 ,计划移民 500户 (自耕农 400户 ,佃农

100户 )。1930年首次招募日本移民 60户 [ 7 ]7
,后

因种种缘故 ,移民进行得并不顺利 ,虽历经几次招

募 ,但远未达到预期计划。该时期移民主要来自

两方面 ,一是从日本国内直接募集 ;二是早期在中

国东北居住的日本农家 ,他们由满铁退职社员、农

业实习所毕业生、退职官吏、商人等构成 ,这部分

人在移民中占大多数。而土地则从 1928年 2月

起至“九 ·一八 ”事变前 ,采取所谓“收买 ”方式共

获取民地、官地 3 928町步 [ 8 ]。随着日本政府有

关移民政策的变化 ,日本移民开始大批涌入“北

满 ”地区 ,关东州失去该会社成立之初“国策 ”上

的意义和地位 ,大连农事株式会社于 1937年再次

制定的移入 326户计划也不了了之 [ 9 ]
,到 1939

年 ,入殖者仅存 66户 [ 10 ]。该机构的作用逐渐被

满洲拓殖公社等移民机构所取代。

21东亚劝业株式会社

①　《满洲农业移民方策 》(立案计划编撰书类第 2编第 1卷 ,第 7号 )第 143 - 144页“日本人移民用地面积商租租金及

各种费用明细表 ”。

1921年 12月由满铁出资 1 000万元 ,创立东

亚劝业株式会社 (简称 :东劝 )。“九 ·一八 ”事变

前 ,东劝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攫取土地、进行经营的

总机构 ,宗旨是促进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大规模

发展水田事业 ,但效果并不显著。1933年 3月 ,

关东军制定了日本人移民执行机构设立前的暂行

方案 ,决定由东劝负责代办移民事务。东劝成为

满拓会社成立之前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代行机

构。1934年 ,由关东军第十师团第一线的兵团长

负责 ,在进行军事“讨伐 ”的同时“收买 ”土地。经

日本政府批准 ,由满铁为其贷款 300万日元 ,作为

东劝移民用地所需资金。关东军、伪满洲国政府、

满铁、东劝四方商定 ,从上述 300万贷款中拿出

200万 ,由东劝派人随军讨伐并担任“收买 ”事务

及管理买到的土地。随后 ,关东军又要求满铁追

加 200万日元。1933年 7月至 1935年 6月 ,东劝

利用满铁给予的贷款 ,在关东军的指使下 ,在中国

东北北部强行“收买 ”130余万晌土地 ,其中包括

6万晌熟地。而支付这 130余万晌土地地价只用

287万余日元 ,平均每晌土地不到 2. 18日元①。

1936年 9月“满鲜拓植会社 ”成立后接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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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劝的一切业务 ,东劝结束了它的使命。东劝收

买的土地不仅为日本拓务省第一至第三次武装移

民提供了移民用地 ,而且为后来设立正式的移民

侵略机构奠定了雄厚的物资基础。

31满洲拓殖株式会社与满洲拓殖公社

当时 ,日本政府为达到长期稳定地向中国东

北推行移民侵略政策的目的 ,关东军特务部于

1933年 4月制定了《满洲拓植会社设立要纲案 》。

满铁积极响应 ,与伪满洲国、日本财阀 (三井、三

菱株式会社 )携手合资 (满铁出资 500万日元 ) ,

于 1935年 12月 23日设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 (简

称 :满拓会社 )。作为伪满洲国特殊法人的满拓

会社 ,在成立之初 ,就充当着临时性移民执行机构

的角色 ,承担日本移民用地的取得、经营、管理、分

配、资金贷付、移民扶助设施等任务 ,并计划 10年

间向中国东北移民 2万户。满拓会社的成立 ,加

快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步伐。1936年 1

月至 1937年 8月 ,共安置日本拓务省组织的第一

至第五次集团移民 2 785户。在“满洲国”政府帮

助下满拓会社共掠夺日本移民用地 2 352 855. 07

公顷。

1936年 5月 ,关东军在新京 (长春 )召开第二

次移民会议 ,制定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

移住计划 》。以此为基础 ,日本政府于 1937年 7

月通过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送出计划 》,并将移

民作为当时日本七大国策之一 ,它标志着日本对

中国东北的移民活动 ,从所谓“试验移民期 ”进入

了正式的、大规模移民期。日本有关方面认为 ,为

了适应大规模移民期的到来 ,必须设立一个其组

织及实力均能胜任“百万户移民 ”实施 ,受政府保

护并且有巩固的经济基础的日“满 ”合办的助成

机关。1937年 8月 ,日“满 ”签订《关于设立满洲

拓殖公社的协定 》, 9月 1日“满洲拓植公社 ”(简

称“满拓公社 ”)正式接收满拓会社的营业财产 ,

同时宣布满拓公社开始行使业务职能 ,满拓会社

即日解散 [ 11 ]78。满洲拓植公社的资金为 5 000万

元 ,日、“满 ”两国政府各承担 1 500万元 ,其余部

分由满铁、东拓、三井、三菱、住友等出资 [ 12 ]。满

拓公社设有一室三部 ,即总裁室、建设部 (负责移

民的调查和建设 )、经营部 (负责移民的经营、金

融和助成 )、管理部 (负责移民用地的取得和管

理 ) ,全权负责移民现地的一切事务。

在日本关东军所发布的《日本人移民用地整

备要纲案 》中规定 :“移民用地的收买 ,在满洲国

政府的斡旋下 ,由满拓负责之”[ 13 ]。日本和“满洲

国 ”政府签订的《关于设立满洲拓植公社的协定 》

的第二条也明确规定 ,满拓公社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取得日本“移民用地 ”。满拓公社通过“迅

速 ”而“廉价 ”并带有强制性的对土地的“收买 ”,

到 1938年 11月末共掠夺集团移民用地面积 5

378 791公顷 ;自由移民用地面积 91 729公顷 ;自

警村用地面积 5 480 673公顷 [ 14 ]。满拓公社仅以

一年多的时间竟掠夺土地总数量比满拓会社掠夺

的土地多出近四倍。另外 ,日本移民用地的掠夺 ,

不论由哪个机构出面或什么渠道进行“收买 ”的

土地 ,只要是日本移民用地 ,最终都由满拓公社来

统一管理、经营和分配。满拓公社到 1941年初已

拥有土地 1 172万公顷 ,如果加上“满洲国 ”政府

同时期为日本移民征购的土地 ,共计 2 002. 6万公

顷。这一巨额数字是日本“百万户移民 ”预计掠

夺土地 1 000万町步的 2倍 ,是日本内地耕地面

积的 3. 7倍 [ 15 ]。按照《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

案 》既定的 10年完成 1 000万町步的计划 ,满拓

公社却仅用三年的时间并超额完成 ,可见满拓公

社掠地之迅速。到 1945年 ,日本在中国东北通过

满拓公社和“满洲国 ”政府之手掠夺土地已达 3. 9

亿亩 [ 16 ]。

三、满铁自身的移民组织机构及其活动

满铁除直接或参与上述与移民相关活动外 ,

还组织成立了带有自身特点的铁路 (道 )自警村

和满铁辅导义勇队开拓团 ,并在其他方面采取扶

持移民措施 ,帮助日本移民定居中国东北。

所谓铁路 (道 )自警村 ,即满铁在伪满“国有 ”

铁路沿线以经营农业兼实行警备为目的而设立的

“移民村 ”。其成员以日本退伍军人为主。从

1935年 3月第一期 10户移民迁入奉山线女儿河

村始 ,至 1937年陆续设置了 25个铁道自警村 ,共

403户 1 654人 [ 7 ]131。这些移民村负有开发铁路

沿线产业、保卫铁路的双重任务。满铁在这一过

程中始终担任经营、辅导、管理 ,并发给自警村民

警备津贴。直至 1937年 7月以后 ,由于战争扩

大 ,日本国内劳力开始紧张 ,移民来源成为问题 ,

满铁暂停铁路自警村的设置 ,转而设立经营铁路

自警村训练所 (后改称为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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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训练所 )。

1938年至 1941年 ,有近两万人在满铁开拓

青年义勇队训练所里接受了训练。1944年 ,满铁

开拓青年义勇队人数最多时 ,满铁曾设置了 31处

训练所。这些经过三年开拓青年义勇队训练所培

训结业的日本青年 ,被转入满铁辅导义勇队开拓

团。1941年至 1944年期间 ,共分四次安置满铁

辅导义勇队开拓团 20个 [ 7 ]60。该开拓团与自警

村完全处于满铁的扶助与指导之下 ,并以设在铁

路沿线为前提 ,负有直接警卫铁路的任务。

满铁除由铁道总局殖产局拓殖课设置并经营

其管辖的铁道自警村及训练所之外 ,并在其他方

面采取许多扶持移民的措施。1936年 4月 ,满铁

在牡丹江横道河子开设了开拓科学研究所 ,培养

务农者和农业指导人员 ,对日本移民的农业劳动

和生活方式加以科学指导。另外 ,满铁责成奉天

(沈阳 )医科大学及沿线各地铁路医院、分院、诊

所等为移民的保健、治疗疾病等提供帮助。同时 ,

在与移民有关的铁路运输方面也予以种种优惠。

如 :对于集团移民及其家属 ,以及从日本国内迁来

定居的青少年义勇队训练生 ,采取免费乘车、免费

托运行李 (5吨之内 ) ;对于其他日本移民的流动

及运输所需货物 ,采取运费减半等资助措施。满

铁除上述“直接扶助措施 ”外 ,还采取其他一些

“特殊扶助措施 ”,如在农、畜、林业等有关产业部

门设置农畜产试验所、兽医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积

极协助移民开展土地开垦、培育优良品种、防治作

物病害虫、牲畜防疫等活动 ,并向各移民村进行推

广和宣传 [ 11 ]79。以此达到扶持日本移民永久落户

中国东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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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chur ian Ra ilway Co. and Japanese Em igran ts to Northea st Ch ina

SUN Tong

(Documents Centre of Manchu Railway Co. , J 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chun, J ilin, 130033)

Abstract: A s an executive body of Japanese state policy, in relocation p rojects of Northeast China, Manchurian Railway Co. set

up office of inquiry, invested to set up relocation - executing organ and set up relocation organizations with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se methods, Manchurian Railway Co. supported and took part in Japanese em igrants’invasion. Manchurian Railway

Co. maintained special close contacts with the m ilitary, so that it p 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director and a executive in reloca2
tion p rojects of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Manchurian Railway Co. ; Japanese em igrants;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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