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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就实施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侵略”。 在近代东北社会变

迁过程中，“移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篇论文中即针对伪满洲国成立的前五年东北移民问题进行探讨，在

一定程度上厘清在伪满这个特殊殖民时期到来之前，东北地区的移民的来源、职业，以及移民分布、定居情况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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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北移民研究已经非常丰富， 代表性成

果包括萧一山的《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和吴希

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等。 移民一方面对于区

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但是不当的

移民活动也会对地方的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产生

消极的影响。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针对东北的移

民活动，剥夺了广大当地农民的土地，通过实行新

的土地政策，又大量的侵占了旧有官地、公地和荒

地，并声称其掠夺并非熟地，而是“尚未被开发利

用地”。 ①其移民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严重破坏

了大量东北地区的垦地。 九一八前，仅 1927 年一

年进入到 东 北 地 区 的 移 民 就 有 118 万， 而 1931
年—1937 年的 7 年间， 进入东北的人数不足 60
万。 由本文数据可知，这个数字是难以想象的。 伪

满，一方面，控制并剥夺了农民土地，破坏了农业

生产结构， 造成大量当地农户流离失所、 无田可

种。 另一方面，吸引大量人员进入工业产业，充当

其剥削东北的廉价劳力， 致使本来生产力就较为

落后的东北地区， 尤其是黑龙江地区发展一度停

滞。
本文主要将《満鉄調査資料》第 70 编、100 编、

130 编、157 编以及 161 编中所提及的 “满洲出嫁

者”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出嫁者系日文说法，主

要包括苦力、避难者、农业移民在内的一切移民，在

维基百科的现代日语中“出嫁者”也有“打工仔”之

意。 这里的“出嫁者”和移民并无含义差别。 本篇论

文的时间限定在 1927 年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伪

满洲国建立之前的这个时间段。
一、“出嫁者”出身地

清代之后， 关内向东北的移民活动就一直持

续，也以农民为主要移动群体。 这种黄河下游居民

为谋生计而向山海关之外的东北地区进行移民的

重要历史进程也被称为“闯关东”。 在清代后期“闯

关东” 的人员有超过八成来源于山东省与河北省，
少量来自于河南、山西、察哈尔、江苏等地区。②如图

所示，1930 年进入东北的移民出自于河北省的已

经很少， 其他地区就更加微乎其微，9 成以上都已

经来源于山东省。
另外，从滞留年限上来看永驻色彩最浓的东临

道（山东省西北部）移民者，在昭和 5 年（1930 年）
定居在黑龙江的占到该地区总体移民者的 56%。而

非长春、哈尔滨等主要城市。而以季节移民、商业移

民为主要群体的胶东道地区，大多都选择在城市定

居，哈尔滨的移民者中就有 53%来自于胶东道。 可

见一方面出身地直接影响移民者的职业，另一方面

移民者的职业又决定其移居地区的选择。从移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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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别

山东省
河北省

其他

各省
合计

济南道 济宁道 东临道 胶东道 计

百分比% 人数

辽宁省 15 24 19 31 88 9 2 3589
奉天以南地方 15 16 21 38 90 7 3 1538
安奉线地方 98 — — 2 100 — — 45
北宁线地方 12 23 — — 95 2 2 43
开原中心地方 11 42 24 17 94 2 2 781
沈海线地方 11 20 14 37 81 1 1 952
四洮线地方 16 30 14 25 85 6 6 230
吉林省 12 13 21 43 89 4 7 5776
长春中心地方 17 18 31 22 88 10 1 807
吉长、吉敦线地方 9 24 31 33 97 0 3 743
东支南部线地方 16 28 33 16 94 4 2 250
哈尔滨 11 7 15 53 86 4 11 3130
东支东部线地方 12 25 16 45 96 0 4 529
松花江下流地方 10 7 28 41 85 7 8 288
伪国境地方 — 7 — 93 100 — — 29
黑龙江省 7 19 56 10 92 5 3 1714
松花江下流地方 — 39 54 7 100 — — 87
呼海沿线地方 13 7 62 15 96 3 1 178
东支西部线地方 7 19 60 8 92 4 4 1384
呼伦贝尔 7 25 6 18 57 35 7 65
其他地方 23 — 23 55 100 — — 22
混合 22 17 4 47 91 7 2 183
合计 12 17 25 34 88 6 5 2284

数上可以看出，吉林省最多，辽宁省次之，而今黑

龙江省内， 哈尔滨的移民者是其他地区移民者的

两倍。安奉线（即沈丹铁路 ）西起奉天市，东至安东

市，则有 98%的人都来源于济南道。

所以下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移民者进入东北地

区的几种途径又包括：通过港口；乘坐货车，这里

主要指大连和营口发出的货车；徒步者。
京奉线的数字是由奉天站查定的奉天站乘车

出身地和定居地的关系①（昭和五年调查数据。 所用为当时地名）

年份经路 大连港 京奉线 安东 营口 合计 增加率

1923 年 6 月起 107632 96608 20000 25000 249240 100
1924 年 103350 147503 20000 25000 295853 118
1925 年 122596 138594 20000 25000 306190 123
1926 年 165915 117082 20000 25000 227997 132
1927 年 331460 256095 23808 88647 700000 277
1928 年 330272 279726 20792 89210 720000 289

另附表格 6 年间出嫁苦力经路比较表②

注：大连上陆数为实数，但是不包括女子。

① 《満鉄調査資料 第 157 編 满洲出嫁移住汉民の数的考察》第 137 页。

② 《満鉄調査資料. 第 100 編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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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计

1927 年 1928 年 1929 年

上半年 全年 上半年 全年 上半年 全年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275824 82.7 481031 80.2 278784 83 418960 82.7 267571 83.3 433777 84.6

57785 17.3 118421 19.8 56992 17 87593 17.3 53545 16.7 79170 15.4

333609 100 599452 100 335776 100 506553 100 321116 100 512947 100

数（欠缺一月）。
安东和营口是通过海关统计而大体估计得到

的数字。
综合上面两个表格可以知道， 大连港和奉天

站（京奉线）是出嫁移民进入东北地区最主要的两

大枢纽，在当时，一个作为南满①的心脏，一个作为

北满的核心，其地理优势更加明显，较其他地区具

备优越的交通条件。
大连港作为上陆者的主要径路， 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 所以这里选取大连港的两项数据加以说

明。 三年期间上陆者的数据反映出在这个时期移

民者的性别比例是极为不平衡的， 男性 （尤其是

20-40 岁之间）要远远多于女性。 另外，移民从群体

形态上主要分为家族形态和非家族形态。 作为非

家族形态主要指的是男性、 男性带着担任辅助劳

力的子女。 家族形态包括：男性与妇女同伴（夫妇

或看做是夫妇关系的男女）、 男性带着妻子孩子、
只有妇女和孩子这三类。 根据满铁调查资料所述，

径路时间 上半年 全年

大连 321116 512947

营口 79098 148577

安东 24274 53557

奉天 200880 331210

合计 625368 1046291

大连上陆者男女比例统计③

图一：1931 年出嫁移民的群体形态④

① 1907 年 7 月 30 日在俄国的彼得堡签订的《日俄协议》中的秘密部分称之为日俄密约。 将中国东北三省划分为南满和北满两部分，

分属日本和俄国势力范围。附款划定了南满﹑北满的分界线。该线从俄﹑朝边界西北端起，分别以直线连结珲春﹑镜泊湖极北端和秀松花江至

嫩江口﹑溯嫩江至洮儿河上游与东经 122 度交点止。

② 《満鉄調査資料. 第 70 編》第 6 页。

③ 《満鉄調査資料. 第 130 編》第 30 页。

④ 《満鉄調査資料. 第 130 編》第 28 页。

1929 年出嫁移民径路统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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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省 农业劳动者百分比% 养蚕业百分比% 铁路工人百分比% 工业劳动者 其他

柳河县 50% 30% 20%

通化县 80% 20%

西安县（现辽源市） 37.5% 62.5%

西丰县 49% 9% 42%

盖平县（现盖州市） 34% 66%

吉林省

苇河县（现尚志市） 70% 30%

怀德县 60% 40%

长白县 95% 5%

伊通县 80% 20%

黑龙江省

望奎县 50% 30% 20%

萝北县 100%

滨江县（现哈尔滨市） 80% 10% 20%

以二到三例来看东北地区移民从业状况①（1927 年）

当时的日本人认为造成这种移民群体形态差异的

主要原因在于： 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很多人举家

迁徙来到东北地区进行新生活的开拓， 或因经济

条件的窘迫。 其后与同乡、朋友相谈后，或与有经

验者结伴而行，或以无经验者的身份冒险航渡，或

通过亲戚、家人、朋友托关系找门路，孤身一人踏

上旅途，也有直接被招工者雇佣的。 根据滞留年限

的调查统计数字也能看出， 在 20 年代至 30 年代

之间造成出嫁者移住的根本原因就是战祸、天灾、
虫害、匪害等原因，也有一些身在大家族中因分不

到土地的，基本就是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有巨大的

经济压力。 结合出嫁者的年龄特征，以 1931 年大

连港和营口港来看， 出嫁者都是以非家族形态进

行移民活动的， 具有移民意愿和现实需求的以青

年男性为主， 非家族形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

性移民者数量的偏低。 以 1941 年伪满时期女性就

业率为例，男性占整体从业者的 81.4%，而女性从

业 者 仅 占 18.6%。 男 性 从 业 者 占 男 性 总 人 口 的

75.9%，而女性同样不高，仅有 21%。 27 年—31 年

东北地区为女性就业者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更少之

又少，从传统到现实，都决定女性出嫁者数量的寡

少。

二、“出嫁者”从事职业

近代东北移民有很强烈的农业色彩。 农业劳

动者主要包括农人、种地人、庄稼人、下大地这几

类说法， 当时进入黑龙江的移民主要从事耕作的

劳役和荒地的开垦。 而 1927 年—1930 年之间虽然

东北的工业产业发展并不发达， 但工厂类型已经

很丰富，主要包括铁工厂、火磨（制粉厂）、烟草工

厂、烧 锅、豆 腐 坊、窑 坊、磨 坊、洋 灰 工 厂、玻 璃 工

厂、纸坊、纺纱厂、机坊、丝坊、染坊、兵工厂、制铁

所、教 养 工 厂（官 办 慈 善 机 构）、电 话 局 等。 根 据

1927 年到 1929 年的调查， 油坊从业者是最多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从业者主要包括，无业、找

地 方 落 脚、探 访 亲 戚 朋 友、厨 师、学 徒、公 司 从 业

员、渔人、教会、道士、天主堂、理发师、教书、说书、
学堂、警察、海关官吏、屠宰场等。 商业从业者的身

份也是极为丰富的，在满铁调查资料中主要涉及到

杂货商、饭酒商、煎饼铺、药铺、布匹商、鞋帽铺、面

包饼干铺、露店行商人（街头商人）等的详细数据。
左侧图表分别抽选了东北三省的某几个地区

作为对象， 可以看出大部分移民主要从事农业工

① 《満鉄調査資料 第 70 編 》第 143 页———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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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二也可以佐证上表满铁调查报告的数

据，本表显示民国时期从 1912 年开始至 1924 年，
入关移民以较为平稳的趋势逐年增加。 1928 年极

剧增加的原因主要由于当时山东的政治环境所导

致， 自 1925 年张宗昌担任山东军务督办以来，残

酷镇压工农运动， 包括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事

件。 为了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大量征兵，继而战

祸不断。 最终致使山东境内物资匮乏，食不果腹，
难民数量大量增加。 再者是匪祸、内乱的发生造成

了社会治安的动荡不堪，诸如逃亡的士兵、地痞流

作， 在极少数地区有从事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

移民。 从清代中后期至东三省沦陷前期，东北地区

人烟相对稀少，土地也相对荒凉，因此吸引了大量

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而来的移民，甚至其中有很

多人是以难民的身份流亡至此。 1927 年的少数城

市的移民就业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 仅有少数城

市有半数以上的人从事铁路工人或者工业劳动者

的工作。 以 1927 年—1929 年的调查数据可知，大

连和营口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 其就业结构也有

别于其他地区。 大连出嫁者从事自由业最多，约占

整体的 36%，农业次之约占 27%，工业约占 17%，
商业约占 12%。 而营口最多的为工业从业者，约占

整体移民者的 32%，商业次之约占 26%，自由劳动

者排在第三位，约占 25%，农业仅占 8%。 可以看到

就业结构和地区有直接关联，第二、三产业虽不发

达， 但在少数地区也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机

会。 在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大量获取东北资

源，掠夺廉价劳动力，也大量投资建盖工厂，让工

商业从业者也有所增加。
三、1927 年———1930 年五年间，“出嫁者”数

量变化趋势

民国 16 年即 1927 年，上半年“出嫁者”男女

共计 70 万余人，下半年约 48 万人，共计 118 万人

进入到了东三省地区①， 其中上半年有 36 万余人

进入到了北满地区，除去归返者，永住者也达到了

73 万人。 ②民国 17 年上半年入满人数为 72 万余

人，其中南满约 29 万人，北满约 43 万余人，回迁

者有 15.7 万人，又有移住者 42 万余人。 ③1929 年

由中南满三港及北宁线④而来的 “出嫁者”（除幼

儿）有 1046291 人，归返者数大大增加，从 27 年的

34 万、28 年的 39 万，到该年的 62 万人，单单是归

返者就较前年增加了 20 余万人。 而 1930 年的移

民仅有 81 万人⑤。
纵观几年的定居率， 从 1923 年至 1928 年上

半年，除 1926 年较 1925 年稍有下降，基本均以大

幅度逐年上涨。

年次移动 入满数 离满数 差引 定着率

大正十二年 1923 年 392286 286765 105521 26.9%

大正十三年 429254 232720 196534 45.8%

大正十四年 490142 214547 275595 56.2%

大正十五年 592343 299392 292951 49.4%

昭和二年 1927 年 1065864 317011 748853 70.3%

昭和三年上半年 596678 148381 448297 75.1%

合计 3566567 1498812 2067755 58.0%

入满数与离满数⑥

① 《満鉄調査資料》第 100 篇，第 1 页。

② 《満鉄調査資料》第 70 篇，第 71 页。

③ 《満鉄調査資料》第 100 篇，第 2 页。

④ 北宁线地贯辽西走廊,西起北京,东至沈阳,全长 800 多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昌黎、秦皇岛、山海关、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连接

关内外的重要陆路通道。

⑤ 《満鉄調査資料. 第 161 編 》，第 5 页。

⑥ 《満鉄調査資料. 第 100 編 》，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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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 世纪以来的“闯关东”移民：回顾与评述》李军，胡鹏 《古今农业》2016 年第 4 期，第 109 页。

氓形成了多个土匪势力，少则下聚集百余人，多则

万余人， 而土匪势力主要以山东西南地区济南道

下的蒙阴、汶上、莱芜、巨野、诸城为中心，匪人胡

作非为，为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第三，是税祸，苛捐

杂税过于苛刻， 大量兵力屯积在山东就势必需要

花费大量的军费加以维持，比如货物税、货物加快

费、招牌税、渔航船捐、矿业军事特捐、烟酒税、卷

烟草特税、纸烟捐，还包括房捐、卫生税、地租附加

税等等，税目种类繁多，税率极高也造成了大量民

众苦不堪言。 第四，人祸之外的天灾，1927 年的大

旱导致了大量蝗虫灾害的发生， 根据尚华洋义赈

灾协会的调查，山东省在 1927 年的灾害中灾区的

面积达 56 个县，灾民约两千万余人，这个数字也

是相当之巨。 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大

量山东难民如潮水般涌入了东北地区， 也使之其

成为 1932 年伪满洲国建立之前， 东北移民的峰

值。
结束语

觊觎东北地区已久的日本， 早在丰臣秀吉时

期就开始酝酿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活动， 一方面

为了进一步影响并辅佐日本决策层具体实施侵略

活动， 另一方面在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

本接管了俄国在东北的权益， 为了配合深入殖民

东北的工作、最大化掠夺东北的资源，由此日本持

续性的做了大量的情报收集工作， 长篇综合性资

料就包括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パンフレツト》
《満州事情》《满蒙经济事情》，《満鉄調査資料》等

等，也包括个人专著如羽贺哲治的《富の満州》、平

田德治郎的《満州論》、坂本萁山的《実業の満州》

等等，时间段都在 1900—1932 年之前，包括人口、
面积、气候、行政、财政、金融、税租、森林概况、海

关概况、海关制度以及关税、军事、教育、社会、司

法、卫生、防疫、邮政等等，涵盖了整个东北地区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学者或日

本统治机构妄图利用丰富的数据和资料， 更好制

定殖民东北的政策与计划，1932 年最先就由关东

军统治部提出了《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
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在 1936 年关东军又提

出了《二十年百万移民计划》。 日本将“移民”作为

殖民东北的基本国策，可见“移民”在整个东北沦

陷时期担任的重要角色， 乃至在整个东北近现代

化进程中的所承担的重要作用， 本文针对于伪满

洲国建立之前的五年间， 东北地区移民状况作为

研究对象， 在此期间虽然日本就已经开始渗透对

于该地区的移民，但依然还是少数，大部分移民依

然是来自于或受战祸或受匪祸或因自然灾害甚至

是通货膨胀产生的物价等原因而举家迁徙 （大部

分移民以团体模式进行迁徙）, 大部分移民依然来

自于山东和河北， 延续了闯关东这一历史现象持

续流入进东北地区。 另外，当时的移民对于定居的

选择，与移民的出身地（出身地又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移民的职业）、从事职业有关，并且受限于当时

的交通因素。 1912 年开始至 1928 年，移民数量呈

逐年上涨趋势，并在 28 年达到了顶峰，可见移民

数量的多寡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治安、赋税、
天灾都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责任编辑：张 港〕

图二：民国时期“闯关东”移民流向变动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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