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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世纪 30年代初的中国灾害频发，以长江水系为核心的广大南方地区水灾

肆虐，百姓生活困苦，为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展开了积极地救援，尽

管出台了多种救援措施、方案，但是灾民还是源源不断，难以救济。因此，“移

民赈灾”方案逐步出台，而如何移民、移去何处成为当时人们需要思索的问题。 

于是，早年孙中山关于移民的思想逐步被部分人士挖掘出来，在孙中山的

设想之中，东北、西北是移殖民的优选之地，特别是当时国境周边列强环伺，

也可通过移民戍边卫国，而对于东北地区在孙中山看来应加以科学方法之引导，

在政府推动之下化无序为有序。于是，因孙中山对于国情的预测以及日本殖民

侵略东北程度的加深等原因使得部分地方官员开始尝试实践其移民设想，化民

众自发移民为官方组织移民，其中以浙江、湖南两省最为瞩目。浙江省经过详

细地实践调查、社会动员，最终派出三百余人于 1930 年 5 月初赶赴东北地区，

但由于气候、饮食、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人返乡，总体来看是失败的；

湖南省因早年东北地区“湖南营”移植的成功，使得湖南对东北移民始终信心

充足，在与国民政府中央的不断拉扯中，最终于 1931 年 8 月初出发，但还未及

大规模移植，日本关东军便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湖南移民亦不了了之。 

纵观浙江、湖南两省之移民行动，在当时饱受社会各界关注。同时，因为

其移住地为东北地区，亦引起了日本的积极关注。日本关注中方东北移民其根

本原因是与其本身的利益冲突有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觊觎大陆发展，

特别是日俄战后，日本获取了“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更是积极谋求对

“满洲”的治理，而移民便作为其重中之重。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

移植了大量的日本人来到东北地区，还包含多次的农业移民试验，但是效果不

佳。最终，日本只能以擅长水田、适应东北环境之朝鲜人与当地中国人竞争，

间接达到侵占东北的目的。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日本在华领事馆、“满铁”、“关东厅”对此次移民高

度关注，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信息致电东京，就浙江、湖南两省的移民进程、移

民办法等进行了详细的汇报。最终，在 1931 年 9 月 17 日东京回电，表达了对

朝农生存的担忧，要求继续密切注意。总之，还没有等到日方就中日移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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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对策之时，日本关东军已然发动事变打破僵局，中日东北移民进入了新的

局面。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分析，能够清晰看到日本当局当时对中国的强势态度以

及无理做法，这对于我们当今认识日本战争罪责，了解“九一八”事变前东北

移民真相，树立正确历史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共有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含第 1 章的内容。阐述文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与选题意义，介绍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以及说明文本写作思路、创新之处与

不足。 

第二部分为正文，主要包含第 2、3、4 章。论文以中国、日本两个视角展

开叙述，进而引出日本对此次移民的调查。首先，于中国视角来看，主要涉及

第 2 章的内容，论述了 1930 年代初中国的水灾及赈灾情况，从而提出移民方案，

追述移民思想产生的背景，随后就浙江、湖南两省移民情况展开详细叙述。其

次，就日本视角来看，主要涉及第 3 章的内容，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觊觎源自

明治维新以后，阐述日本对于东北的野心与做法，进而得出中日双方在东北地

区的争夺之势。因中日对东北地区的移民争夺，使得日方积极关注中方行动，

并向东京方面汇报了大量此次移民情报。 

第三部分为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归纳。认识 1930 年代中日双方的复

杂态势，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真实面目，把握史实，正确看待历史，增强民族自

信心。 

关键词：移民；“九一八”事变；“满洲经营”；浙江省；湖南省；情报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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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意义 

移民问题是一个长期持续讨论的问题，近年来对于日本移民东北问题的研

究颇丰。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为了不断获得“满洲”①权益以及防备俄国，主张

不断向“满洲”地区开展移民，与此同时，中国各界广泛关注日本农业移民问

题，对日本移民东北表达了担忧之情。值此之际，中国部分地方 20 世纪 30 年

代初因灾害及国难戍边力主向东北移民，其中以浙江省最为瞩目，湖南省在浙

江省基础之上亦积极筹划。 

此次于前人对于日本东北地区移民研究的基础之上，将视角下放，从微观

视角研究因水灾影响的浙江、湖南两省移民东北地区的事实以及日本对于此次

移民的情报搜集。 

因此，从学术价值上来说，一方面可以弥补史学界对于日本关注浙湘移民

的忽略，另一方面亦能呈现“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在移民问题上交锋的实态。

从现实意义来说，梳理日本“九一八”事变之前对中国移民的关注，有助于认

识日本侵华的计划性；同时，于日本侵华方式上和深刻程度上有更深的认识，

了解客观、真实的侵华史实，以抵抗日本及社会上对于日本侵华罪行的抹杀；

其次，树立正确的史观，从民族情感走向客观理性认知，拒绝口号，对历史事

实具有客观理性的把握，认识历史真相，建立真实的民族感情和民族信仰。 

1.2 研究现状 

在国内研究方面，针对浙江移民问题主要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对浙湘移

民进行阐述。建国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防范日俄侵犯、开发东北等主题之下

对于中国大量自发流动的移民进行关注，呼吁政府积极展开行动。其中有少部

分关于浙湘移民问题的研究，例如雷殷《江淮大灾声中移民东北问题》，着重对

于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移民政策的分析，也对湖南移民的进展进行了论述；

在其另一著文《湖南移民东北之应注意点》中，系统对于 1930 年春以来浙江移

① “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东北的称呼。鉴于本文探讨之“满洲”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地理，因此从

尊重中日双方史实出发，将“满洲”与中国东北做统一地理范围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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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也表现出其本人对于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官方移民

的极大关注。 

建国之后，蔡禹龙、顾珣、董学升等人关注到了这一历史细节。蔡与顾所

写《1930 年浙江省移民东北论述》，也是建国后国内相关研究首次关注 1930 年

浙江移民的文章，从发起原因及过程两个角度展示了浙江移民东北的这段历史，

介绍的相对简略；而董所作《民国时期浙江移民东北之研究》，从缘起、经过、

结果三个角度结合朱家骅《浙江移民问题》为中心展开较为细致的论述。这两

篇论文研究与本文主题契合度较高，在对中国浙江省移民研究梳理上具有重要

的参考意义。但是对于湖南省的移民筹备问题，相关研究较少；而且文章只是

以中国视角对浙江移民进行叙述，而日本方面对于此次移民的态度，并未涉及。 

在国外研究方面，主要参考日本研究成果。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有

大量对于中国移民的研究调查，但是战后对于中国的国内移民研究越来越少，

而浙湘两省农业移民关注几乎没有。但是，以日本对战前日本移民背景的相关

研究可以为本题提供诸多思考。例如安腾彦太郎的「戦前の満洲営業論と日本

移民」（战前的“满洲”经营论与日本移民）以战前“满洲”经营与日本移民的

内在关系来解析日本移民问题，是认识日本“满洲”移民的重要文献；天沼香

的「カナダ移民·ボリビア移民·ハワイ移民·満洲植民への視座：国際関係

とそれぞれの日系社会の基本的特性」（加拿大移民、玻利维亚移民、夏威夷移

民、满洲殖民的视角：国际关系与各个日裔社会的基本特征），以无产劳动者的

社会背景入手，再结合当时的排日浪潮，梳理了内村鉴三、柏木义元等人的移

民思想，从国际视野观察日本移民的情况，这对于认识日本移民的发展变化具

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中国学术界虽对浙江移民有所关注，但对于浙江移民带动下的

湖南移民筹备工作没有关注，且没有注意到日本的反应，而日本学界几乎没有

关注。因此，本选题的研究有助于历史细节的弥补，更加全面地展现历史面貌。 

1.3 方法思路 

本文采取历史实证主义方法，从科学的角度对中国浙江、湖南移民的史料，

以及日本各领事馆、关东厅、“满铁”等对于此事件关注的相关史料进行梳理、

分析，尽量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同时，针对移民相关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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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要做到严格筛选，使论述有理有据，立足

史料，论从史出。通过以上对于史料的把握，尽量清晰还原在 1930 年代日本势

力介入中国移民之后对于中国移民的影响，以及日本谋求侵略中国的计划的同

时面对国民政府行为所做出的反应。 

1.4 创新与不足 

移民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篇，近代日本随着国力增强、

人口增长，积极谋求向世界各地移民，在移民南美、北美等逐渐受阻的情况之

下，鼓励本国民众向中国东北移民，同时也实现向大陆扩张的政治野心。1930

年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时期，“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相继发生，显

示出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速，而伴随着日本士兵接踵而至的是大批的日本移

民。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几年（约 1929-1931 年），日本不仅积极在中国东

北推行移民试验，例如大连农事会社移民、“除队兵”移民等，还极其关注中国

移民动向，发表了诸多研究性论文。因此，发生在 1929-1930 年这几年之中由

国民政府推动的浙江、湖南移民东北事项受到日本高度关注，也代表着日本极

其狂傲的移民野心，一直筹划着将中国东北视作自己的囊中之物。也正如此，

日本对 1930 年代中国国民政府推动的移民关注于我们认识日本移民侵略史具有

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历史时间较短、后世影响较小，使其关注度不高，且仅仅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阐述浙江移民情况，而对于湖南移民东北没有介绍，同时，

忽视了日方对于此情况的关注，不能较为全面的反映历史全貌，因此，该题能

够一定程度弥补 1930年代浙湘移民的历史全貌。 

本文的不足之处为：首先，笔者日语能力有限，翻译水平不足；其次，历

史事件小，持续时间短，历史联系与历史价值有待深入挖掘；同时，在写作框

架上，突出中日对抗矛盾而造成历史连贯性、整体性欠缺，阅读体验可能遭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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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浙湘地方政府移民中国东北的尝试 

20世纪 30年代初，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重大的水灾，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各地政府及民间团体随即组织赈灾救灾，为更好的安顿灾民，移民东北成为多

地民众和政府救济选择之一，临近的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等地灾民大量流

入东三省地区，多地地方政府也在筹划移民计划。而移民东北亦并非是一时兴

起的办法，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其中孙中山对于民国时期的移民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他早年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计划，在持续的建设之中不断发展、成熟；

同时，由于日俄列强逐步加大侵略力度，也使得众多民间人士逐步关注移民问

题，期盼通过移民东北实现“一石多鸟”的效用。 

2.1 1930 年代初的移民背景 

2.1.1 水灾与赈灾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受 ENSO（厄尔尼诺-南方涛动）①的影响，中国广大

地区接连出现极端天气，呈现出“1927-1929 年干旱、1929-1930 冬季大规模严

寒、1930 夏季大规模洪涝”②的大空间尺度上的气候模式。而从历史资料来看，

1930、1931 年夏季接连暴雨，洪涝肆虐，危害甚大。 

1930 年夏季时期，“珠江、长江、两淮、运河各流域，泛滥横溢，苍茫无

涯，田园庐舍，悉付洪涛，被灾之区已及十六省，待赈民众将近一万万”③；而

1931 年入夏之后，“雨量骤然的增多，所有长江、黄河、珠江、黑龙江、浙江、

闽江、淮河、白河、辽河等各大流域都无法容纳，因此溢出大地，泛滥成洪水”

④，导致所有南方省份以及北方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其所波及的区域涉及十

九个行省，包括“湖北、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江苏、广东、河北、陕西、

 
① ENSO（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是指热带太平洋地区（20°S~20°N，150°E~90°W）存在的一种强

烈的海气相互作用，包含指示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的厄尔尼诺（El Niño），以及指示东南太平洋与

印度洋及印尼地区之间的反相气压振荡的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简称 SO）。引自徐天澳、巫明

娜、张仲石《末次间冰期 ENSO 对全球海平面上升响应的模拟研究》，第四纪研究，2023，43（04）。 
② 陈旭东 田芳毓 陈思颖 苏筠：1929-1930 年中国极端冷冬事件的重建，古地理学报，第 23 卷第 5 期，

2021 年 10 月。 
③ 省宣：各省水灾实况概述，闽峰周刊，1930 年第 17 期，第 16 页。 
④ 沙陀：全国水灾概况：附表，中国杂志（南京 1931），1931 年创刊号，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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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建、四川、山东、山西、贵州、广西、吉林、黑龙江、云南，占中国

行省十分之八，被灾的人民，记有一万万，占中国全人口四分之一强。”①由此

可知，1931年相较 1930年的洪涝灾害波及范围更广、伤害更大，连续两年的洪

涝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不计其数。 

这段时间的水灾对于当时中国的各个领域产生极大冲击。1930 年受水灾影

响，浙江上虞蚕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今岁春夏茧收成均歉，故均饲育秋蚕，

现正头眠足叶。讵自前星期一起，连日淫雨，继以江潮上涨，山水下泻，章镇

等乡尽成泽国，作物尽遭淹灭，蚕蚁牲畜，均被急流卷去，今岁上虞秋茧收成

无望。”②与此同时，农业也遭受巨大打击，据《银行周刊》统计 1931 年山东、

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诸省总耕地面积为 554,600 万亩，

受灾面积为 141,700万亩，占比 26％；其总人口为 33,036,000户，有报告各县

受灾农户数估计 8,579,000 户，占比 26％；水稻损失 894,200 万斤，占比 36％，

棉损失 14,600 万斤，占比 24％，高粱小麦损失 140,700 万斤，占比 29％，③由

此可知全国农业损失的惨重；同时，因交通阻碍导致物资匮乏，市场极具不稳，

例如 1931 年汉口“因水灾关系，交通艰阻，各货来源断绝，市况清淡，谷米飞

涨，银根紧俏，拆息因以上腾”④。总之，1930 年代初水灾对中国经济造成重

大打击，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灾区浮尸遍野，惨不忍睹。 

因此，1930-1931 年国民政府积极推动援灾救灾。1930 年，国民政府中常

会决议救济水灾办法，从节俭全国建筑经费、惩办不负责官员、移救灾民、惩

处官员非法行为、发动党员、节省宴席、加征奢侈品税、禁止贩卖耕牛等诸多

方面开展救灾⑤。而随着 1931 年灾情更甚，7 月 29 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

“派员前往各灾区调查水灾及农业受灾实情，按照灾况统筹救济”⑥，对各地灾

情进行勘察。且于当日“转饬财政部拨款三万元为南京市区水灾急赈”⑦，以财

政拨款的形式开展救灾援建；除此之外，还通过豁免征税的办法开展救济，8

 
① 沙陀：全国水灾概况：附表，中国杂志（南京 1931），1931 年创刊号，第 37 页。 
② 浙属秋蚕讯：上虞蚕蚁备受水灾损失，农业周报，1930 年第 44 期，第 22 页。 
③ 数据来源于国内要闻：本年水灾中农业之损失：统计局之估计，银行周报，1931 年第 15 卷第 44 期，

第 67 页。 
④ 国内金融：汉口（八月上旬）：金融大势：本旬因水灾关系交通艰阻，中央银行旬报，1931 年第 3 卷第

24 期，第 22 页。 
⑤ 参考国民政府中常会决议救济水灾办法，闽锋周刊，1930 年第 17 期，第 29 页。 
⑥ 《国民政府公报》，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 35 册，中华民国二十年八月一日，第 837 号，第 2 页。 
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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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令行政院“核陕西蓝田县被水成灾田亩，请将应征银两准予豁除，以纾

民困”①；在粮食方面，“闻黑吉本年大豆，收货甚丰”②，遂“经实业部长孔祥

熙，电请张副司令饬属调查确数……可运灾区赈济”③，以此缓解灾区粮食问题；

而在交通方面，10 月 30 日，“国民政府会议决议为救济水灾，国有铁道增收一

等至三等旅客一成车费”④，以此筹集赈灾款项；并且，国民政府亦求助于国际

支援，9月 25日，与美国签订《美麦借款合同》，商议“救济长江水灾用小麦二

十三万吨，面粉二十二万吨”⑤，共计四十五万吨。 

同时，社会面各阶层也展开了抗灾救灾的各项支援。各地商界活动起来展

开救援，例如无锡商会“征收旧衣件共计五十四件”⑥移交政府支援救灾；上海

工部局华员总会“为尽同胞手足之谊起见，发起救济水灾义捐”⑦，收得赈款

“共计洋二千一百九十四元八角六分”⑧；教育界则主张提出“募款施赈”“研

究水灾”⑨为核心的救济方案；8 月 23 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

联盟本日提议全世界红十字会，对长江一带前所未有之大洪水罹难民众开展救

济，此外，还决定与中方官员就接受各国送来的慰问品分配事宜进行会晤。”⑩；

9 月 10 日上午，国际联盟亦就救济中国水灾一案，“已获满场一致通过”
⑪
。由

此可知，在社会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灾所震撼，不同程

度地展开了积极的救援行动。  

正是基于赈灾救济的大环境之下，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思考更多的救济方案，

移民救灾逐步被世人“提上日程”，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政府的《移民垦殖

计划大纲》规定其移垦区为“（一）东三省南部辽河、鸭绿江沿岸北部、松花江

 
① 《民国政府公报》，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 35 册，中华民国二十年八月六日，第 841 号，第 7 页。 
② 国内农业消息：东北余粮南运救灾，《农业周报》，1931 年第 1 卷第 22 期，第 24-25 页。 
③ 同上 
④ 『中国ニ於ケル水害関係雑件／漢口地方水害関係』，第三卷，0108，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s://www.jacar.go.jp/）。 
⑤ 『中国ニ於ケル水害関係雑件／漢口地方水害関係』，第三卷，01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s://www.jacar.go.jp/）。 
⑥ 公布：无锡县商会水灾筹赈会带电，无锡旅刊，1931 年第 151 期，第 3 页。 
⑦ 本会代谢救济水灾捐款诸君，会声（上海 1931），1931 年第 1 卷第 10 期，第 1 页。 
⑧ 本会代谢救济水灾捐款诸君，会声（上海 1931），1931 年第 1 卷第 10 期，第 9 页。 
⑨ 郑宗海：教育界救济水灾的责任及办法，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 年第 3 卷，第一期，第 1-4 页。 
⑩ 「国際赤十字会議開会 洪水救済協議」，日米新聞，1931 年 8 月 25 日，page2，

（https://hojishinbun.hoover.org/en/newspapers/jan19310825-01.1.2） 
⑪ 时事见闻：国联通过救济中国水灾，公教周刊，1931 年 126 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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