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伪察 傀儡自治政府南

年“七 月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由南口溃退。

日，日寇占领张家口市， 月底，张家口地区各县均沦入敌手。

原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国民党二十九军一四三师师长）和他的

军政要员均逃之夭夭。当时张家口市商会执行委员于品卿以商界

“代表”的名义，带领一小撮所谓“地方绅士”之流，手持自制

的日本国的膏药旗，前往张家口郊区迎接日军进入张家口市。日

军进城后，由于品卿带头组织有 人参加的“察哈尔治安维持

委员会”， 月并于 日在张家口市正式成立。于品卿因迎接日

军进城“有功”，让他担任“维持会长”。

日寇占领张家口后，推行了“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扶植

汉奸于品 月卿于 年 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南自治政

府”，以红、白、蓝三色星条旗为“察南自治政府”的表证。于

品卿当上了主席，杜运宇当上了副主席，最高顾问是日本人金井

章二。机构有：官房、民生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警务

厅、保安厅、总务厅、民政厅，各厅下设处，如总务处处长陈玉

铭。“首府”设在宣化，把宣化变为“蒙疆”地区的反动统治中

心。将原察哈尔省所属的宣化、万全、怀安、涿鹿、蔚县、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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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赤城、龙关、延庆、怀来十个县均归于“察南自治政府”管

辖之下， 万。人口

随后“晋 月北、蒙古自治政府”也先后出笼。 年

日成立“晋北、蒙古自治政府”，“首府”设在大同，统治的地区

有大同、阳高、天镇、左云、右玉、平鲁、山阴、浑源、广灵、

灵邱、怀仁、应县、朔县等 个县，夏恭当上了“主席”。内蒙

古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 月称德王）于 日组织起“蒙

古联盟自治政府”，下辖巴彦塔拉、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

昭、察 个县和归绥、包头二市。“察哈尔五个盟的 个旗、

南自治政府”是日寇侵华的忠实工具，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政府，

它的统治期虽然很短，但其罪恶却是极大的。“察南自治政府”

成立之后，提出四项施政纲领：（一）日察合一；（二）铲除共

党；（三）民族协和；（四）民生向上。在这四项施政纲领的实施

中，察南的经济资源如煤炭、铁矿、油料、粮食、牲畜，均成为

日寇侵华的战略资源，支援了日寇的侵华战争和以后的太平洋战

争。而察南地区完全沉沦为日寇的殖民地，人民生活逐日下降。

察、晋、蒙三个伪政权出现后，在察、绥、晋三省相连地域

形成了三个“自治政权”。日本人为便于控制这三个伪政权，于

年 月 日，召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所谓政府的“代

表会议”。“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于品卿、杜运宇到会。会上达成

了“为促进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的相互善邻关系，加强相互

关系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事项的联络，达成这三个自治政

府的政权紧密联合共同防共，民族协和与民生向上的协议”。并

本着“相互谅解”的精 月年神，于 日成立了“蒙疆

联合委员会”，原察南、晋北政府主席于品卿、杜运宇、夏恭当

上了“总务委员会”委员，日本关东军大特务头子金井章二任最

高顾问，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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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委员长”。

日本帝国主义强使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政权合流，除了

谋取掠夺资源的便利条件外，还为了便于统治。统一这三个伪政

权是金井章二的阴谋。

日本人金井章二是日本派遣到中国的特务。他认为，察南、

晋北、内蒙古三个地区的风俗、民情、文化基本相同，在经济上

和地理上都与其他中国地区不同。在经济上内蒙古是它们的伙

伴，况且，平绥铁路已经使这一地区联结在一起，这一地区就是

后来被日本称为“蒙疆”的地区。金井章二向其主子汇报中说，

“蒙疆”的地域北接外蒙古，南达陕西、 万，宁夏，人口约

万。其中蒙古族 同时商品运输量的 是通过大同作东西走

向流通的（指察南和内蒙古），所以切实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

对于日本帝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还有蕴藏量丰富的大同

煤矿、龙烟铁矿以及冶炼厂，是日本重要的战略物资来源。为

此，日本关东军总部同意了金井章二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

政权合并为一的建议。

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政权合一后，日寇以为这样可以使

三个伪政权服服帖帖地服从“蒙疆委员会”的领导，但由于原三

个伪政权各自为政，相互矛盾，虽然在名义上建立了“蒙疆委员

会 年”，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各行其是。 月份，三个伪政

权头目德王、于品卿、夏恭访问了日本国。 日本人他们回国后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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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个“巨头”还是放心不下，又将察南、晋北、蒙古“自治政

府”并成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

恭为“副主席”。取消了“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张家口市为首

府，以黄、蓝、白、赤四色七条旗为蒙疆政权的表证。下辖

个旗、 个县和归绥、包头二市，并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

年 ）年为 月成 日，根据日本人的旨纪 。到 年

意，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大汉奸、原

“察南自治政府”“主席”于品卿又当上了“蒙古自治邦”“副主

席”。这个伪政权建立后，日本人规定，只允许对内称“邦”，对

外称“联合自治政府”。

年秋，将伪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伪省长由刘继广担

任，次长由日本人泽田贞一担任（次长相当副省长，但掌握大

权），“省会”由张家口移到宣化。而伪察南政厅的办公地址（今

张家口市委党校院）做了德王“主席”的王府。同时把伪察南政

厅长官陈玉铭调任为“蒙古自治政府”参议，并将张家口市改为

“蒙古自治邦政府”“政务院”直辖的“特别市”，伪市长崔景岚。

伪察南政厅所辖一市十县（相当“察南自治政府”地盘），伪察哈

尔盟公署所辖张家口的县有：张北、康保、尚义、沽源、崇礼五

县。

四

月年 日，“蒙古自治邦政府”建立后，日本帝国主

义为了实施“蒙、汉、回分治”的政策，便于他们从中驱使利

用，特设立了“回教委员会”、“兴蒙委员会”和“兴亚院”。

“回教委员会”内设总务班、指导班，下设调查、宗教、文

教、卫生四个股，各伪盟公署亦设“回教班”，利用回教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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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统治服务。早在回教委员会成立前，就成立了“西北回教

委员会”，在张家口等地均设分会。

“兴蒙委员会”，是日本人利用所谓“复兴蒙古民族”，为了

进一步笼络伪蒙政权和蒙古军等傀儡组织的官吏继续充当其侵略

帮凶而设立的。然而当时伪蒙政权中一些汉人官吏却啧有烦言，

他们认为，“蒙古自治邦政府”内不应再设什么“兴蒙委员会”，

既有“兴蒙委员会”，就应有“兴汉委员会”，才算公平合理。

另外，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期间， 月建立日本对年于

对华院。它的任务是用中国侵略计划的指导和决策机构 集中

统一的专门机构来全权处理日常事务和统一各项政策。后来因这

个机构“对华”这一称谓对中国人的侮辱太明显了，为了掩人耳

目，于 年 月 日，又将“对华院”改为“兴亚院”。并

在各地设“联络部”，负责“指导”当地伪政府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活动，以及处理 本与中国”方面必要的行政事务。实

际上这个机构是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是一个大特务机关。

五

“察南自治政府”成立之后，日本侵略者除在政治上压迫，

还在经济上大肆掠夺。他们把察南地盘作为政治上是“防共第一

线”，经济上是“羊毛、煤铁、兽皮等物资的宝库”。日本官方人

士说：“若能尽量开发，将来不难成为东亚的宝库。”

日寇 年至从 年投降以前，在近八年时间内，从察

南、晋北、内蒙古（统称蒙疆）地区掠夺了大批物资运回日本

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八年当中从“蒙疆地区”运回国去的主要物

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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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多吨。）铁矿。 年上半年运回日本国的铁矿有

从龙烟铁矿运回日本 万吨以上。国的铁矿石

（二）煤 年到炭。从 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在

“北支那”的“开发株式会社”设在张家口长清路，指挥开发一

切资源。日寇每天从大同、下花园拉走至少有三列火车煤炭，一

列火 吨，吨，一列车为 个车 火车可拉皮，每个车皮

每天就是 吨，这样一年可拉走煤炭 多万吨，八年内共

拉走煤炭 万吨以上。其中 年大同、下花园、大青山煤

田产煤约 多万吨，日本运回国 万多吨。去的就有

（三）兽皮。 月 日年 至“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

月 日的“年度决年 算报告”所载数字表明：仅一年时

张。此外间掠夺牛羊皮 ，还有骆驼皮、牛头皮、牛腿皮

种，等共 张。按当时公家的价格计算，价值 亿元

（伪蒙疆币），按市价计算合 亿元。

月年 日至 年度内，（ 四）兽 骨。仅 就收买牛

骨、胶骨、材料骨合计 公斤。

（ 五）兽 血 月 日至年 年 月 日，共收。从

购各种兽血 公斤；还有兽脂 公斤。

（ 六 年）牲 畜。据 月统计：日寇掠夺“蒙疆地区”牲

畜 万多头；畜皮 万多张。

（七）畜毛。日本侵略者在投降前共掠夺到畜毛 多万公

斤。

（八）食盐。日寇每年运往日本国的食盐达 多万担。

（九）农产品。日本侵略者将“蒙疆地区”的小麦、黍子、

豆类 石，等总产为 以上运往日本。

（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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