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
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

居之芬

　 　

　　内容提要 　本文参照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德国使用强制劳工

罪时形成的相关法规 ,运用国内新发掘出的大量日本和伪政权的重要档案文

献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 ,对日本法西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中国各沦陷区 (主

要是东北、华北沦陷区 ,也包括蒙疆、华中、华南沦陷区)强征输出和使用的中

国强制劳工主要类别与人数 ,分别进行了简要考证和计算。并在此基础上加

以综合 ,对战争期间日本强征使用中国强制劳工的总数进行了初步考证。

关键词 　强制劳工 　战争遗留问题

2000 年 6 月欧洲当年被纳粹德国强征、奴役的犹太及各国强

制劳工幸存者要求德国政府和当年用工企业给予赔偿。而施罗德

政府及相关企业再次反省德国在战争中的罪孽后 ,决定拿出 50 亿

美元对受难者予以补偿 ,使所有幸存者及劳工亲属能安度余生。

致此欧洲战后最大的遗留问题 ———对纳粹德国强征、奴役的近千

万欧洲强制劳工的赔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①

相比之下 ,对日本法西斯当年所犯同类罪行的调查与追究 ,却

因战后美国政府扶日反共需要而被麦克阿瑟之流强行压制下来 ,

不仅东京审判未予追究处理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政府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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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有丝毫反省、道歉与赔偿 ,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和愤慨。

中国是二次大战中被日本强征、奴役、摧残强制劳工最多的国

家 ,中国的受害者与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彻底查清与追究日本法西

斯这一暴行 ,并要求日本政府与企业道歉和赔偿。

一 　关于界定“强制劳动”与“强制劳工”的国际法规

在考证上述数字前 ,我们回顾一下战后联合国军在纽伦堡所

设国际军事法庭在审理纳粹德国上述罪行时 ,对“强制劳动”与“强

制劳工”的界定法规很有必要。因为这是迄今为止 ,我们判定“强

制劳动”与“强制劳工”的已被确认和运用的国际法规。

纽伦堡法庭判决书指出 ,所谓“强制劳动”是纳粹德国在战争

中实行的一种罪恶的劳务政策和制度 ,其实质简言之即 :“强迫被

占领区居民劳动。”具体说即 :“德国占领当局 ⋯⋯迫使被占领区居

民为德国的战争工业 (含农业与军事工程 ———著者) 服务”。① 即

它含有以下几要素 :11 是战争状态下的政策与制度 ;21 行为主体

是“占领当局”,包括侵占国政府 ,占领军与占领区殖民当局 ;31 行

为对象 ,是“被占领区居民 (含战俘)”;41 行为内容 ,强迫被占领区

居民或战俘为占领当局的战争经济企业、军火工厂与军事工程服

劳役 ;51 这已形成一种大规模经常性的劳务制度。

纽伦堡法庭判决书还指出 :“强制劳动”制在推行过程中常包

含以下 6 个环节和特点 :11 占领当局首先对被占领区劳力实行调

查、登记与统制 (即控制不准自由流动) ,并就地实行强迫为占领当

局的战争经济企业与军事工程服劳役制 :21 以暴力强制征募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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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前期欺骗性招募)输出被占领区劳工 ,使其赴占领国或附属地的

战争经济企业和军事工程服劳役 ;31 以武力强制押运被占领区劳

工到就劳地点 ;41 在就劳地实行武力监管下的强制劳动 ;51 上述

劳工在劳动中倍受虐待、摧残与盘剥 ,与奴隶无异。故又称“奴隶

劳工”;61 大规模强迫战俘充当“奴隶劳工”。①

法庭判决书中同时引用了“强制劳工”和“奴隶劳工”两种称

谓。所谓“强制劳工”就是在上述罪恶的“强制劳动”制度下被役使

的占领区劳工。称“强制劳工”是强调他们被强迫、受管制失去人

身自由的特点 ;称“奴隶劳工”则突出他们所受待遇的恶劣与悲惨 ,

其性质是一样的。故以上鉴别强制劳动制的几个要素与 6 个特

点 ,也是判断“强制劳工”的尺度。

二 　中国沦陷区的“强制劳工”

(一)日本在东北使用的“强制劳工”

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很快扶植起傀儡政权 ———“满洲国”,

并使其成为附庸。日本在东北最早实施“产业开发计划”,大规模

扩充战争经济企业 ,构筑永久性反苏军事工程 ,为进一步扩大战争

服务。故日本在东北最早实施“强制劳动制”,最早使用中国“强制

劳工”,使用的人数也最多。

日本在东北使用的中国强制劳工包括 :

111935 年至 1941 年被“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统制骗

招的关内中国劳工。

日本战犯、原伪满洲国主管劳工计划的总务厅长武部六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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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辞中承认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每年从华北来的劳动力大

约有 100 万人 ,因此 ,满洲国多年以来没有感到劳动力的不足”。

伪满总务副厅长、作劳工动员计划的企划局长古海忠之也承认 :

1941 年前“由于伪满各机关对华北劳工实行引诱招募方针 ,华北

劳工大批地涌到东北 ,一年之内达到 100 万到 130 万人 ,从此 ,劳

工在数量上满足了国内的需要”。① 这说明日本在东北的战争经

济企业与军事工程中 ,最初役使的“强制劳工”是有计划从关内统

制骗招的华北劳工而不是东北本地劳工。

众所周知 ,20 世纪初 ,伴随沙俄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东

北并在东北大肆筑路开矿 ,与东北毗邻而又地少人多、灾祸频仍的

华北 ,每年都有大批失业流民与饥民流往东北 ,形成每年高达数十

万至上百万“闯关东”的人流。但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 ,这些劳

工虽也遭帝国主义资本与当地封建势力的压榨与盘剥 ,但没有强

制性 ,因而不是“强制劳工”。也不是殖民当局的有计划“强制劳

动”行为。

但伪满洲国成立后 ,从 1934 年起 ,这些劳工的性质发生了变

化。从满铁档案看出 ,伪满洲国成立的翌年 ,日本在伪满的最高殖

民当局就在东北实施劳务统制和要否继续使用关内中国劳工、怎

样使用等问题进行过多次慎密讨论 ,结果于 1933 年底成立了以关

东军特务部为首的伪满“劳务统制委员会”(这是在东北实施强制

劳动的第一个权力决策机关) ,并委托满铁经济调查部制定了“满

洲劳动统制方策”,明确指出 :满洲最初的“所谓劳工的国民统制

⋯⋯就是要对外国劳工 (即关内入满华工 ,主要是华北劳工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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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入满华工’) 入满施加一大限制的统制”。① 其目的 ,首先是

对其“实行强度的工资剥削 ,求得利润率高度化”,即“就能率这一

点 ,当地人 (指满洲本地汉人劳工 —原注) 为山东苦力的 1/ 3 ,而要

说工资如何 ,把当地苦力的 2/ 3 给山东苦力就行了”。② 同时 ,劳

工统制的目的也为分离“满汉”两族 ,实施“满汉分治”,防止关内反

满抗日分子流入东北。

关东军劳务统制委员会于 1934 年连续制定与实施了对入满

华工的统制方针与措施 :11 从 1934 年 3 月起 ,在伪满主要出入境

口岸大连、营口、山海关、安东等地派军队设卡 ,检验伪满“身份证”

“劳工证”,严禁入满华工自由出入伪满境内 ;21 从同年 3、4 月起 ,

对入满华工实施严格的“劳工登录”与“指纹管理”。取缔劳工化

名、假名 ,检举反满抗日分子 ,禁止入满华工在满洲境内藏匿、逃亡

与自由流动 ;311935 年初起 ,关东军劳务统制委员会特指定“大东

公司”(1939 年 7 月后为“满洲劳工协会”) 为外国劳工 (即上述入

满华工)的唯一“经手人”。其职责是按劳务统制委员会核定的招

募计划 ,实施对入满华工的招募、审查、发放劳工证 ,负责押运输送

劳工 ,统制配给劳工及劳工有关设施的经营 ;41 限定入满华工必

须首先从事关东军与伪满洲国所急需的军需与国策公司最笨重危

险的劳动 ,如筑路、开矿、军事土建工程 ,搬运壮工与农业等 ;51 规

定了入满华工的低工资 ,并限制其劳银汇兑和流入关内等。③ 满

铁调查部 1935 年 10 月在总结日本在伪满最初的劳务统制时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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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同满洲劳工 ———满洲土著汉族 ———的工资相比 ,中国劳工 (即

“入满华工”)的工资处于相当低的标准。因而 ,脱离疲弊的中国农

村而入满的苦力等 ,要忍受比满洲土著苦力更低的工资 ,忍耐更强

度的劳动”。① 由此可以看出 ,日本在东北最早实施的劳务统制就

是对入满华工的统制 ,入满华工从此就失去了自由流动工人的资

格 ,成为日本在东北实施强制劳动制度的最早牺牲品 ,成为日本在

东北最早役使的“强制劳工”。

据伪满洲劳工协会调查统计 ,从 1935 年至 1941 年 ,被“大东

公司”和“满洲劳工协会”有计划统制骗招的入满华工共 486135 万

人 (详见下表) 。

1935 年至 1941 年“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

统制骗招的“强制劳工”②

单位 :万人

年度别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小计

计划 44 36 38 49 91 140 110 524

实际 44105 3518 3119 4912 9816 13119 9419 486135

　　211941 年底伪满实施《确立劳务新体制纲要》后日本使用的

东北本地“强制劳工”。

1940 年后 ,由于日本在华北正式实施“产业开发计划”,大规

模筑路、开矿、扩建战争经济企业、紧急恢复棉、粮生产等 ,均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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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室 :《中外经济统计汇报》1941 年 9 月第 4 卷 3 期 ,1942 年 9 月第 6 卷 3 期。

引自〔日〕满铁经济调查会 :《满洲劳动统制方策立案调查书类》,第 30 编 ,第 1 卷

(续编) ,第 69 页 ,吉林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藏。



有大批劳力。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为封锁、“围剿”八路军抗日根

据地也需强征数十万民夫 ,为其常年修筑据点、碉堡、战备路与封

锁沟墙等 ,致使华北本地所需劳工成倍增长 ,这势必与伪满在此骗

招输出劳工发生冲突。其次 ,因大批日本军队、企业与侨民涌入华

北 ,使原本地少人多 ,饱受战祸水患摧残的华北粮食与各种生活必

须物资更加匮乏 ,物价暴涨、货币贬值 ,人均生活指数成倍增长 ,劳

工赁银也随之暴涨。以往伪满来华北招工的工资已不足养活劳工

本人及家属 ,伪满在华北骗招劳工的魅力大减。第三 ,由于赴满劳

工大批返乡 ,华北劳工在东北被迫充当“奴隶劳工”的黑幕逐渐揭

开 ,日人在华北骗招劳工的政策已难以继续实施。1941 年第一季

度 ,被日人骗招赴满的华北劳工比上年同期骤减 2/ 3 ,近 30 万

人。① 迫使关东军不得不直接出面与华北方面军斡旋 ,于当年 4

月签署了《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请求华北方面军在 1941 年 3

月开始的华北治安战中为伪满紧急强征劳工。② 第四 ,更重要的

是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扩大 ,日本在东北不论是

进行针对苏联的关东军大演习 ,进一步扩大修筑反苏军事工程 ,还

是准备实施“第二次产业开发计划”,加速扩充战争经济以支撑南

下进行太平洋大战 ,都对强制劳工的需求成倍增加。

鉴于此 ,日本 1941 年 11 月在伪满正式实施了《劳务新体制确

立纲要》,决定减少对华北劳工的依赖 ,“确立国内劳工自给体制”,

实施“国民皆劳”的全民义务劳役制③,把“强制劳动”范围扩大到

伪满本地全体劳工。

从 1942 年起 ,伪满总务厅企划局便根据日本在满洲实施“第

·051·

《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引自前揭《东北经济掠夺》,第 866～869 页。

〔日〕抚顺日档 ,劳/ 1941/ 385/ ,引自苏崇民等 :《劳工的血与泪》,第 57 页。

〔日〕支那问题研究所 :《支研经济旬报》1941 年 5 月 11 日第 138 号 ,第 46 —47 页。



二次产业开发计划”(1942 年至 1946 年) 的要求 ,根据各方对劳工

的实际需要与可供劳力资源状况 ,制定每年的劳务动员分配计划。

凡属动员计划内的劳工 ,主要包括从华北强征输入劳工、由“满洲”

各重点矿山企业招募的“地盘育成”劳工、由各省、市、县、旗“行政

供出劳工”与“勤劳奉公”队劳工等 ,皆属“强制劳工”。据满铁档案

与劳务动员计划制作者古海忠之供认 ,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 ,日

本计划在伪满动员使用强制劳工 46513 万人 ,实际动员不足 450

万人 (详见下表) 。

1942 年至 1945 年日本在满洲劳工动员计划与实际动员数①

单位 :万人

项别
年 度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 总计

计划动员
　　9618

(国外强征 30)

　　11313

(国外强征 30)

　　13312

(国外强征 30)

　　122

(国外强征 30)
46513

实际动员
　　100

(行政供出 35)

　　120

(行政供出 50)

　　130

(行政供出 60)

全年计划 160
万 ,到 8 月完成
算 80 万
(行政供出 60)

430

　　上述动员计划中的东北本地“强制劳工”包括 :

(1)各矿山企业招募的“地盘育成”劳工

“地盘育成”劳工最早由北票吐默特旗总务科长日人板本登炮

制 ,并在北票煤矿试行 ,主要内容是凡属年满 18 岁至 50 岁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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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引自苏崇民等主编 ,《劳工的血与泪》,第 300～301 页。实际动员数 ,据古

海忠之 1954 年笔供 ,引自《东北经济掠夺》,第 860～861 页。古海忠之说是“叙述

一下每年劳工动员的概数”,未明确是完成数还是计划数。鉴于他在同一供辞中引

用华北劳工 1940 年前入满数字是实际完成数 ,又鉴于与上项计划数字相近 ,故

1944 年前的三年且为实际动员数 (东北学者一般也这样引用) ,1945 年为全年计划

数 ,到 8 月实际动员按 50 %计算。



“良民”都有到煤矿当劳工义务 ,每人年均服劳役 4 个月 ,人均服劳

役 3 期 (即 3 年 ,后又延长为年均服役 6 个月 ,人均服役 6 期 ,即 6

年) ,方发给免役证书。服役期间只发饭票无其他待遇。1941 年

12 月伪满民生部颁布《煤矿业、铁矿业等劳动者募集地盘设定要

纲》,决定在全满推广实施“地盘育成”方案 ,并划定了各重要矿山

企业募集“地盘育成”劳工的区域 ,要求企业与指定地区农村加强

联系 ,并经常给予各种“关照”以促进当地农民赴矿山轮流服役。①

从此 ,这些重要企业矿山周围或指定地区乡村的农民工便都成为

轮流服役的“强制劳工”。1942 年后日人企图以各矿山企业招募

的“地盘育成”劳工构成全满劳务动员的基本成分 ,不足部分以各

省市县旗“行政供出”劳工或华北强征劳工来补充 ,但“地盘育成”

劳工由企业募集并不容易 ,且轮流服役使熟练工减少不利生产 ,故

实际上最终仍是由强制“行政供出”劳工和“勤劳奉公”队劳工构成

了伪满后期劳工动员的主要成分。

(2)伪满各省、市、县、旗“行政供出”劳工

“行政供出”劳工又称“紧急供出”劳工 ,是日人自 1941 年 7 月

起在东北本地劳工中实施最早的强制劳动制。该年 7 月 1 日伪满

民生部公布实施《国内劳动者募集紧急对策纲要》,规定 :“政府根

据劳动动员计划 ,将应由国内供出的劳力 ,按各产业部门分时期规

定供出分摊数 ,将之向省通达 ,省再准照前段将之向县旗分摊 ⋯⋯

县旗区署劳工协会 ,指导事业者 ,负责将分摊劳动者在期限内供

出”。② 即通过伪满政权行政系统的力量将计划动员的本地劳工

数分摊下去 ,限期强制供出。

“行政供出”劳工在 1941 年曾成为日人在东北强征本地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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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手段 ,但这种方法加重了伪满省市县旗街村等行政机关负

担 ,也为广大民众所厌恶 ,分配数量愈大愈影响民心稳定。因此从

1942 年起 ,日人推行重要矿山企业定点就近募集“地盘育成”劳

工 ,1943 年又设立“勤劳奉公”队劳工以图减少“行政供出”劳工数

量。1942 年 2 月 9 日伪满民生部公布实施《劳动者紧急就劳规

则》,3 月 1 日又公布《关于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划施行细则》,规定

在关东军 ,伪满政府和重要企业紧急需要劳工或企业地盘募集劳

工不足时 ,才可“向民生部大臣提出申请”,在劳务动员计划范围

内 ,“经民生部大臣认可”,再通过伪满省市县旗行政系统强制紧急

“行政供出”。还规定除 11 有服兵役义务者 ;21 军人及军属 ;31 官

公吏 ;41 为外国官署使用者 ;51 学生 ;61 国家总动员计划内从事

必要业务者及疾残不能就劳者”以外的 18 至 50 岁间的男性“良

民”,均有被征就劳义务。以上就劳者的服役时间完全听从征用事

业主指令 ,不得逃亡、潜匿、装病 ,否则将处以严厉惩罚。① 这是一

种典型的强制劳工制。如前所述 ,由于企业募集“地盘育成”劳工

并不顺利且有弊端 ,因此实际上伪满后期强征劳工仍以“行政供

出”为主。如古海忠之供认 ,1942 年至 1945 年日人在东北“行政

供出”劳工达 205 万人 ,除从华北强征劳工外 ,“行政供出”劳工占

该 4 年日本在东北本地强制动员劳工总数的 60 %以上。

(3)伪满本地“勤劳奉公”队劳工

“勤劳奉公”队是 1942 年伪满滨江省协和会干事长、日人半田

敏治首倡。他认为仿效纳粹德国把青年按军队编制并强化训练实

行义务劳役 ,就能使日本在伪满掌握一支青年强制劳动产业大军。

半田敏治先在滨江省组织 4000 人的“勤劳奉公”队进行实验 ,取得

一些效果后 ,于 1943 年开始在全满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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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伪满民生部于 1942 年 5 至 11 月先后制定公布 :《国民

勤劳奉公制创设纲要》与《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 :“勤劳奉公义务

人为帝国人民男子未服兵役者”,“自 21 岁至 23 岁之年岁期间内

(后又延至 30 岁) ,须服合计 12 个月以内之勤劳奉公劳役。服役

事业为 :“国防建设”、“铁道及道路建设”、“治水利水造林”、“土地

开发”、“重要生产事业”、“农产物生产收获”、“灾害救护”、“及其他

特由民生部大臣指定”之事业。勤劳奉公队“依省、市、县、旗、之区

域 ,实施军队的编制”,队员均须首先接受“精神”、“体能”、“团体意

识”、“勤劳技能”与生活和军事的强化训练 ,组织上由伪满民生部

特设“勤劳奉公局”直接领导 ,并由各地“协和会”协助训练。还规

定上述青年凡有“为避免勤劳奉公而逃亡或潜匿 ,毁伤身体 ,故作

疾病或其他诈伪之行为者 ⋯⋯均处以严厉惩罚”。① 因此“勤劳奉

公”制也是强制劳动制。

据武部六臧和担任过伪满 1944 年后民生部大臣及伪满国民

勤劳部大臣的金名世、于镜涛供认 ,从 1943 年至 1945 年 8 月 ,日人

在伪满共强征“勤劳奉公队员”30 万人左右 ,计 1943 年不足 10 万

人 ,1944 年达 20 万人 ,1945 年计划 30 万人 ,实际不足 10 万人。②

此外 ,从 1943 年下半年起 ,日人还将全满 16 万高中生和 2 万

名大学专科学校学生共 18 万人③ 组织了“学生勤劳奉公队”,每

年赴重要会社、矿山、工厂从事 4 个月的辅助劳动 ,严重摧残学生

心身健康。

(4)抓“浮浪”,迫“囚犯”充劳工

为弥补劳工之不足 ,从 1941 年起 ,日人就强迫伪满监狱“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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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除在监狱自办工厂劳动外 ,还大批驱往重要煤矿从事最笨重危

险的劳动 ,外放劳动人员约占囚犯总数 2/ 3。① 从 1942 年起 ,伪满

监狱年均收容“囚犯”2 万余人 ,若加上 1941 年的人数 ,到 1945 年

有近 8 万“囚犯”被驱往矿山、车站和码头充当“奴隶劳工”。这些

“囚犯”在被收容待判期间已被监狱酷刑和虐待折磨得半死 ,判刑

后外放劳动又面临过度劳累 ,往往不到一年就死亡。据战后日人

出版的《动乱下的满洲矫正》一书记载 ,1942 年起伪满监狱“囚犯”

每年的死亡人数与收容数相等 ,“囚犯”的平均寿命只有一年 ,这 4

年中“囚犯”因被迫充当奴隶劳工而折磨致死者达 6～7 万人。②

从 1943 年起 ,日本当局还挖空心思在东北各大城市实施“抓

浮浪”(即城市流动闲散人员) 充劳工的劫掠劳工政策。1942 年底

日人控制的伪满司法部、民生部劳务司商定 :“全满共有 30 万浮浪

者 ⋯⋯这些人扰乱了社会秩序”,要将他们抓捕拘禁在矫正辅导院

里进行为期两年的强制改造 ,既补劳力不足又利社会治安。1943

年 4 月特将伪满司法部行刑司改为司法矫正总局 ,又先后在奉天、

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以及抚顺、鞍山、本溪湖、鹤岗等城市和矿

区开设了 11 个矫正辅导院。同年 9 月又公布实施了《保安矫正

法》、《思想矫正法》,规定对已刑满释放者、假释者 ,犯罪嫌疑无证

定罪者 ,甚至免于起诉追究者 ,以及城市流民、嫌弃劳动者 ,或思想

上犯有反皇室罪、内乱罪、背叛罪 ,危害国交罪、对建国神庙不敬

罪 ,危及治安维持等罪者均列为要抓捕拘押矫正的对象。③

于此同时 ,从 1943 年 4 月至 1945 年春 ,日人在伪满新京、奉

天、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各大城市先后数次出动大批警察

·551·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

①

②

③ 前揭《东北经济掠夺》,第 912～921 页。

苏崇民等 :《劳工的血与泪》,第 363 页。

苏崇民等 :《劳工的血与泪》,第 359～360 页。



在各地市场、旅店、街道、娱乐场所等流动人员稠密区大肆抓捕平

民达数万人之多 ,经押往各地“矫正辅导院”刑讯折磨后 ,大部驱往

各大煤矿铁矿充当强制劳工①。

31 由华北战俘集中营供出的“特殊劳工”。

日人在东北还役使了一支由日本华北军捕俘的八路军或国民党

军战俘以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平民组成的“特殊工人”强制劳工队伍。

1940 年前 ,日军对八路军或国民党军战俘很少留下 ,也一般

不用做劳工。1940 年后因劳力紧缺 ,日本华北方面军才在其总部

和各主力军驻地、华北各省会和主要矿山驻地 ,以及大战役附近如

北京、太原、济南、石家庄、开封、井陉、大同、运城等地设立了 10 余

个战俘收容所、集中营 ,对外称“劳工教习所”等 ,开始大批收容战

俘及战争中捕俘的抗日平民 ,对他们进行审讯、甄别、武力驯化和

一定劳动训练后便大批输往东北做“奴隶劳工”。

1941 年至 1943 年 ,日本华北驻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集中几

十万大军向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大举进

攻 ,这三年在华北打的大“治安战役”较多 ,战俘也较多。1941 年 6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特与伪华北新民会总部签署了《向东北遣送特

殊工人的协议》,决定由新民会劳工协会协助华北方面军做战俘的

收容、登记、甄别、驯化、训练、组队与向东北押运工作 (该年 7 月华

北劳工协会成立之后改由华北劳协办理) 。协议首次规定 :所谓

“特殊工人”系指“因犯罪嫌疑正拘押于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

及警察分局等处者”;“通过清乡工作捕获的通匪嫌疑者”;“讨伐作

战中的战俘”;“有害于社会工作实施者”等。就是说不光有战俘 ,

还有大批有抗日嫌疑的平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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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随着日人在东北使用华北特殊劳工日渐增多 ,关东军

参谋部于 5 月 12 日代伪满总务厅制定了《关于特种劳工之处理办

法》与《特种劳工使用管理规程 (草案)》,规定 ,特种劳工的取得 ,由

“满洲国政府统一统计各事业者希望使用数 ,确定分配数及顺序”,

委托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交涉确定取得。“满洲国政府令事业者

向华北军缴纳所定的训练费”。

特种劳工一般规定在“制铁业、采煤业和特殊工程 (即军事工

程)”服劳役 ;收容时须详细登录、贴照片、采指纹 ;须设立单独的特

种劳工收容所“与一般劳工隔离”,“周围须设栅栏 (或铁丝网) 等 ,

以便监视”;“特种劳工须在上衣易看到处附以标识”,并设专人负

责对其“防谍事宜”,注意其“在收容所与作业地点之言行”,“检阅

其往来信件”,建立劳工管理的日记簿 ,随时报告其动态等。“特种

劳工须在严格纪律下 ,强制使之就劳”,“不得与一般劳工共同或混

合作业”,为监视特种劳工作业 ,治安部大臣得批准配置必要警察

力 ,“特种劳工如有不服之言行时 ,得进行监禁、绑缚或采取其他惩

戒或必要之处分”,“企图逃亡时 ⋯⋯得杀伤之”。① 由此可见日人

在东北使用的特殊劳工是典型的“奴隶劳工”。

日人在东北共使用了多少华北特殊劳工 (即战俘劳工)呢 ? 目

前有据可查者有 :

满铁抚顺煤矿最早使用华北特殊劳工 ,从 1940 年 12 月至

1941 年 12 月共用 6322 人。伪满劳务兴国会统计 ,到 1942 年 4

月 30 日 ,在关东军军事工程就劳的华北特殊劳工有 9943 人。在

伪满各省重要矿山企业 (不包括抚顺煤矿) 就劳的特殊劳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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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59 人。以上三项之和已达 41724 人。① 据东北学者考证 ,日人

在东北使用华北特殊劳工主要集中在 1941 年至 1943 年 ,1943 年

后华北战俘劳工主要输往日本本土 ,运往东北使用的就很少了。

故只要搞清日本华北方面军这三年俘获八路军和国民党战俘与抗

日根据地平民俘虏总数 ,就大致可算出日人在东北使用华北特殊

劳工人数。

据军事科学院著《中国抗战军事史》、有关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及日本防卫厅所著《华北治安战》记载对照 ,三年中华北方面军在

大的“治安战役”中俘获的八路军、国民党军战俘及抗日平民约在

16 万人左右 (详见下表) ,与何天义先生考证的华北主要战俘集中

营收容战俘数基本相近。② 这些战俘劳工除少数留在华北矿山当

特殊劳工外大部输往东北做工 ,故日本在东北使用的华北特殊劳

工至少有十几万人。

日本华北方面军 1941 年至 1943 年主要战役俘获战俘统计表

单位 :万人

时间 战役名称 俘战俘 掳平民 合计

1941 年 5 月 中条山战役 315 (国民党) 315

1941 年 8 —

10 月

对北岳、平西“铁壁合

围”战役
0138 (八路军) 2 2138

1941 年 11 —

12 月

对山东鲁南战役 (包括

山西汾南)
012 (国民党) 1 112

1942 年 4 —

5 月

对冀南“四·二九”大扫

荡
116 (八路军 国民党) 2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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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5 —

6 月
对冀中“五一大扫荡” 015 (八路军) 316 411

1942 年 7 月

—1943 年

对八路军、国民党历次

战役
115 115

合计 7168 816 16128

　　(二)日本在华北强征使用的“强制劳工”

在二次大战中 ,如果说日本在东北沦陷区使用中国强制劳工最

早最多 ,那么华北沦陷区就是它强征输出强制劳工最多的区域。除上

述 1941 年前日本派“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来华北骗招输出的

劳工外 ,日人在华北还强征输出、并就地使用了哪些强制劳工呢 ?

11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从华北强征输出的“强制劳工”。

如前所述 ,到 1941 年一季度 ,伪满来华北骗招劳工已基本破

产 ,所以从当年 4 月关东军与日本华北军签定《关于入满劳动者的

协议》后 ,日本华北方面军就开始了在“治安战”中强征输出华北劳

工的暴行。

为根本解决 1940 年后日本在华北本地所需劳工倍增 ,同时又

需不断向伪满、蒙疆、华中、日本、甚至朝鲜输出华北劳工的矛盾 ,

1941 年 7 月日本设立了“华北劳工协会”,开始对华北的劳工资源

实施全面统制和计划分配。日本在华北实施劳务统制的主体 ,在

中央是华北方面军与兴亚院华北联络部 ,在地方是各地华北军特

务机关主持的各级“劳务统制委员会”。华北劳工协会是代上述机

关实施劳务统制和调配的执行机构。①

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经过半年调查协商 ,于 1941 年 12 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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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北劳工协会 :《华北劳动时报》,1942 年 11 月 ,第 1 辑 ,第 14 页。



定颁行了《暂行劳工募集管理纲要》,决定从 1942 年 1 月起实施劳

工划地区摊派强征制。规定 ,凡输往境外 (包括国外)劳工 ,均须由

境外劳务统制机关于上年末将境外企业计划募集劳工数、期望募

集地区及募集时间报给华北劳工协会总部 ,由总部根据实际情况

(即地区劳工剩余多寡、治安状况好坏、交通便利与否、农业收成与

灾情等) ,划分和指定境外企业在华北准许募集地区、募集数字与

时间 ,于每年 1 月通知境外单位与华北该地区劳工协会办事处执

行 ,同时还必须报请日本华北方面军批准和携助办理。①

由于日本对华北劳工资源实施了全面统制和计划调配 ,又全

面实施了划地区摊派强征制 ,特别是由华北方面军直接出面办理

强征输出劳工事宜 ,且 1941 年与 1942 年 ,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在华

北全境实施了血腥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

进行了残酷的“围剿”、“扫荡”,日伪“治安区”相对扩大 ,日军又在

“治安区”实施严密“清乡”政策 ,故在日军抢刺的淫威下 ,华北劳工

协会能较顺利地完成 1942 到 1943 年的强征输出劳工计划 ,1942

年原计划强征输出华北劳工 88 万人 ,实际输出 10817 万人 ,完成

计划 12315 % ; 1943 年计划输出华北劳工 8511 万人 ,实际输出

10019 万人 ,完成计划的 11815 %。②

1944 年初 ,日本华北方面军调主力南下发动豫、湘、桂战役 ,

在华北收缩兵力和防区。因此日人虽在 1943 年底公布实施《确立

劳工供出体制纲要》,健全了华北劳工协会县以下基层劳工动员统

制体系 ,但因缺军队支持 ,不得不将强征输出劳工的实验县缩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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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两年计划引自前揭《支研经济旬报》1942 年 3 月 21 日第 1681169 号 ,第 62 页 ,《华

北劳工时报》第 3 辑 ,第 7 页。完成数引自华北劳工协会 :《业务概况报告》第 4 号 ,

天津档案馆藏。

引自《华北满蒙劳务连络会议决定事项》1941 年 12 月 12 到 13 日 ,天津档案馆藏。



2 省 (河北、山东省) 1 地 (苏淮地区) 16 个县 ,且输出计划也大打折

扣 ,对伪满输出劳工只保证重点企业团体劳工供应。即使如此 ,实

施仍很困难 ,故从该年 8 月起 ,仿效伪满实施强力“行政供出”制 ,

把华北伪政权推到第一线 ,以伪政权的行政力为基础 ,由伪政权各

级行政长官负责 ,把强征输出劳工的计划层层摊派下去 ,摊派指定

到人 ,再由行政长官出面 ,日伪军警宪特及新民会、劳工协会全力

协作完成强征输出劳工计划。1944 年华北原计划输出劳工 87135

万人 ,实际输出 471635 万人 ,完成计划 54 %。1945 年计划输出劳

工 5913 万人 ,到 8 月实际输出劳工有据可查者 5 万余人 (详见下

表) ,标志日本在华北强征输出劳工政策已破产。

1942 至 1945 年 8 月日本在华北强征输出劳工去向、人数统计表①

单位 :万人

去向

年度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合计

(实际)

满洲 85 10318 68 9015 70 3612 41 419 23514

蒙疆 3 4108 7 817 10 417 7 17108 (4)

华中 01736 119 4125 3128 613 51916

日本 011000 011420 3 31455 5 012970 3189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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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 :本表依据 (1) 1941112 ,1943112 ,1944112 ,第一、三次华满蒙劳务连络会 ,第一次

东亚劳务连络会议事密录及华北劳工协会 :《业务概况报告》第四号 ,天津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华北劳工协会 :《华北劳动时报》1～4 辑输出劳工统

计表及第 3 辑载石川茂 :《华北劳工问题的现状与对策》。(3) 对日供出劳工 ,引自

陈景彦 :《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 ,第

110～111 页。其中应扣除从东北、华中输往日本劳工 3157 人。(4) 日人从 1940

年到 1941 年还从华北强征输往蒙疆劳工 8 万余人。引自华北开发公司劳务室 :

《华北劳动力的对外流动状况》1942 年 11 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朝鲜 011187 010628 011815

合计 88 10817347 8511 1001904887125 471635 5913 51197 26214715

　　21 日本在华北本地企业、矿山使用的“强制劳工”。

日人对华北劳工实施局部统制始于 1941 年。因为日人从

1940 年起在华北正式实施“产业开发计划”,大规模筑路、开矿 ,所

需劳工成倍增加 ,为避免与伪满等在华北大规模骗招输出劳工发

生冲突 ,从 1941 年初起日人规定“在华北主要煤矿、主要城市和港

湾周围 10 公里以内为对满蒙禁止募集劳工区”。并在上述地区 ,

特别是北京、天津、开封、太原等主要城市的“物资对策委员会”下

设立了“劳务统制委员会”,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各特务机关主持 ,规

定劳务统制委员会辖区内的劳工及搬运工具无委员会许可不准随

意外出作工。辖区内凡招募使用劳工 20 或 50 人以上、车马 10 辆

套以上者均需向委员会申请批准。辖区内募集使用劳工将按先

“军需”、国策企事业单位 ,后一般企业的顺序批准使用 ,另规定了

日人招募使用劳工的低工资标准 ,还规定有违反者按扰乱经济条

例罪严惩。那时日人开始对华北重要矿山企业主要依靠的周围半

农半工、半农半矿的农民工实行统制 ,强制他们必须去矿山服役 ,

不足者开始依靠劳动统制委员会和日军向更远处的农村强征募集

常佣工 ,年用工 50 余万人。①

1941 年 7 月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 ,日人对华北劳工实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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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支研经济旬报》,1940 年 10 月 21 日～1941 年 3 月 21 日 117 号 ,第 50 页 ;

118 号 ,第 41～42 页 ;第 120 号 ,第 34 页 ;第 126 号 ,第 50 页 ;第 113 号 ,第 31 页

等。〔日〕北支那产业开发计划设定委员会第六课制 ,1940、1941 年华北劳工动员

分配计划 ,载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 :《北支那劳动事情概观》1941 年 6 月版 ,第 38

至 41 页。辽宁省档案馆藏。



统制和强征制。1942 年 1 月实施的《暂行劳工募集管理纲要》规

定 ,日人在本地使用的劳工 ,凡就劳地与募集地在华北劳工协会同

一办事处辖区内 ,募集人数在 1000 人以下者 ,均由当地特务机关

主持的劳务统制委员会批准并负责强征。就劳地与募集地不在同

一办事处辖区内 ,或募集劳工在 1000 人以上者 ,或向辖区外移动

劳工 100 人以上者 ,均须报请华北劳工协会总部 ,由总部报请日本

华北方面军批准并负责强征押运①。1942、1943 年 ,日人在华北主

要是大肆筑路开矿 ,向伪满和日本输送煤、铁原矿石 ,据华北劳工

协会理事川井正久说每年用工 50 余万人②,主要依靠的是周围或

指定地区“地盘育成”轮流服役的农村季节工或依靠劳动统制委员

会和日军从远处强征的常佣工。

1944 年日人从华北向伪满强征输出劳工大为减少 ,但在华北

本地使用强制劳工却成倍增加。这是因为 1943 年下半年 ,日本在

太平洋的战局急转直下 ,运输极为紧张 ,南洋丰富的铁、铝矿石和

石油、大米运不过来 ,日人只好退守“日、满、华 (包括华北、华中区)

基本生存圈”内 ,故华北沦陷区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同时日本在

太平洋海战空战中损失了大部分飞机、舰艇 ,为了“困兽犹斗”,不

得不紧急增产钢铁、铝和航空燃料。为此 ,日人指令在华北紧急发

展一批小型制铁、炼钢、制铝和煤炭液化工业。1944 年华北日人

所谓“国防产业”畸型膨胀 ,从 1943 年下半年起不到半年时间就紧

急建起了 10 余个小制铁炼钢厂、制铝厂和煤炭液化厂及几十座小

高炉 ,与之相应的采矿业也成倍扩大 ,使用劳工自然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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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日〕川井正久 :《华北劳务对策的方向》,《华北劳动时报》1942 年 11 月第 1

辑 ,第 5 页。

引自《华北满蒙劳务连络会议决定事项》1941 年 12 月 12 到 13 日 ,天津档案馆藏。



1944 年日本驻北平使馆批准华北本地计划使用劳工 90 万人。①

为此该年 3 月华北劳工协会特紧急颁布实施《民国 33 年华北境内

重要产业所要劳工确保对策实施纲要》,指出 1944 年华北劳工协

会主要任务是确保境内重要产业所需劳工的强征与供应 ,采取措

施是 :11 重要产业所需常佣工 ;将根据已批准确认的计划 ,由劳工

协会各办事处在日本军和各级劳务统制委员会支持下在华北广大

非特定县② 内强征限期供出 ;21 重要产业所需季节工 ,首先使用

企业周边和指定县乡的半农半工、半农半矿“地盘育成”的农民工 ,

由当地日军、伪行政长官、新民会等协助强制其定期轮流就劳 ;其

次将原计划强征输往伪满的非团体企业用工近 40 万人临时变更

用于境内重要产业 ;第三对因灾害造成的难民 ,由日军、伪行政长

官和新民会协助、强制其就劳 ;31 对临时紧急用工 ,首先由日伪警

察宪兵出面计划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四大城市抓浮浪充劳工

3 万人 (浮浪指日工与城市流民) ;其次以伪行政系统为主 ,日军、

新民会协助 ,在企业“地盘育成”劳工之外地区临时强征。第三动

员华北中等以上学校男生组织“学生勤劳奉公队”轮流服役。③ 由

此可见这近 100 万企业用工全是“强制劳工”。1944 年下半年 ,因

八路军在华北已局部反攻 ,日占区日益缩小 ,日人又实行以伪政权

行政力为主华北日军协助的“强力行政供出制”来强征劳工。总之

1944 年至 1945 年两年日人计划在华北本地强征使用劳工 180 万

·461·

《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华北劳工协会 :《民国 33 年华北境内重要产业所要劳工确保对策实施要领》,1944

年 3 月 ,北京市档案馆藏。

非特定县 ,系《确立劳工供出体制纲要》规定的向外输出劳工的 16 个实验县 ,及指

定企业“地盘育成”劳工县以外的县。

1943 年 12 月 17 日《华满蒙劳务连络会议议事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人 ,到 1945 年 8 月实际强征使用不到 150 万人。① 综上所述从

1941 至 1945 年 8 月日人在华北本地企业和矿山使用强制劳工约

300 余万人。

31 日本在华北修筑军事工程使用的强制劳工。

在上述日人计划在华北本地动员使用的强制劳工中也包括部

分军用劳工 ,主要用于战争后期修军用机场、秘密工事等。但日军

在华北大规模修军事工程主要集中在 1941 至 1942 年 5 次“治安

强化”运动期间 ,为了分割、包围、封锁八路军抗日根据地 ,两年中

日军强征民夫共修筑碉堡 6854 个 ,挖“封锁沟”、墙 13544 公里 ,修

“警备道”26000 公里 ,共强征民夫 4500 万人次。② 这些民夫全是

自带干粮 (或由伪政权救济些粮食)义务服役的地地道道的强制劳

工。若按人均年出工 3 个月 90 日计 ,4500 万人次 ,就合 50 万个

强制劳工义务服役 3 个月。若加上 1940 年修军事封锁工程用工 ,

实际用工约 60 余万人。③

(三)日军在华中与华南使用的强制劳工

日人在华中与华南沦陷区也强征使用了大批中国“强制劳

工”。据国民政府在战后调查战争损失时各市县统计 ,以及华中与

华南各主要县志记载 ,仅上海市及周围县 (包括江苏、浙江部分县)

八年中被日人强征骗招赴东北、华北、日本、海南与南洋当强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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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引自〔日〕北支那产业开发计划设定委员会制 :1940 年度华北使用劳工状况调查

表 ,载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 :《北支那劳动事情概观》,1941 年 6 月版 ,第 38 —39

页。辽宁省档案馆藏。

引自聂荣臻 :《敌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暴行与惨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史文

献选编》(下) ,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版 ,第 724 页。

据 1943 年 12 月《华满蒙劳务连络会议议案》与 1944 年 12 月《第一次东亚劳务连

络会议议事密录》(天津档案馆藏) 载 ,1944～1945 年两年华北本地计划用工均为

90 万人 ,1944 年计划实现 ,1945 年按 50 %计。



工的工人、农民、难民、战俘即达 10 万余人。被强征抓夫修日军机

场和工事的民工达 200～300 万人次 ,合 1 万常佣工整整干 1

年。① 日人在华中开采的最大煤矿淮南矿 1942～1943 年即使用

华北强征劳工 36000 人 ,死亡 13000 人。安徽马鞍山铁矿是日人

掠夺的重点铁矿 ,8 年中强征使用劳工也达数万人。日军 1944 年

至 1945 年在浙江金华县修重要机场每日用工上千人 ,年用工达

36 万人次。日人在金华附近大肆开采造飞机用的萤石矿 ,每天修

路开矿须上千人 ,周围村庄的百姓被迫每年轮流为该矿服役半年 ,

1943 年起强征使用民工达 20 万人次②。此外日军在广州阳江开

采掠夺钨矿 ,从广东和海南省均先后强征使用了大批民工。但总

的来说华中沦陷区比东北、华北沦陷区小 ,华南更小 ,与国统区、新

四军抗日根据地犬牙交错 ,大的战事频繁 ,故日人在华中开采掠夺

的矿山除淮南煤矿外 ,一般比东北、华北小 ,使用劳工相对也少。

在对外输出“苦力”方面 ,日人更愿用体格粗壮、吃苦耐寒 ,适宜作

壮工和矿山坑下作业的华北劳工 ,故华中华南劳工向外输出也相

对较少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日人在华中强征输出使用强制劳

工应在 100～200 万人。

三 　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

以上我们分别考证了日本在中国主要沦陷区强征使用中国强

制劳工的类别与人数。那么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总人数是多少

呢 ? 我们先综合以上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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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淮南文史资料》、《马鞍山市志》、《金华县志》、《广州文史资料》等 ,载章伯锋、

庄建平主编 :《血证———侵华日军暴行纪实日志》,成都出版社 1995 年 5 月版。

此资料存上海市档案馆 ,由陈正卿先生提供。



11 日人在东北从 1935 年正式对入满华工实施强制劳动起到

1941 年底通过“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从华北骗招役使强制

劳工 486135 万人。日人 1941 年底实施《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后

从 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共动员使用本地强制劳工 (包括“行政供

出”、“地盘育成”和“勤劳奉公”队劳工与团体输入的华北强制劳工

等) 430 万人。以上日人在东北使用的强制劳工 ,再加其 1940 年

后使用华北特殊劳工 10 余万人及 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从华北

强征的一般企业用强制劳工 13514 万人 (即 1942～1945 年 8 月华

北强征输往东北劳工 23514 万减去上述团体用工 100 万) ,则 10

年半中 ,日人在东北共用强制劳工 1061 万余人 ,是用工最多地区。

21 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 ,日人从 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共从

华北向外 (包括伪满、蒙疆、华中、日本、朝鲜)强征输出劳工 262 万

余人 ,若加上 1941 年前被伪满骗招输往东北的劳工 ,则 1935 至

1945 年 8 月华北共输出强制劳工 748 万余人 ,是输出强制劳工最

多地区。

31 日人在华北从 1941 年开始部分实施强制劳动制起到 1945

年 8 月 ,在本地共强征使用强制劳工约 360 余万人 (包括企业用工

与军事用工) 。

41 日人在蒙疆使用强制劳工主要用于大同煤矿、宣化龙烟铁

矿与张北和内蒙之日军事工程 ,除从 1940 至 1945 年 8 月从华北

强征劳工 25 万余人 (1940～1941 年强征使用华北劳工 8 万余人

加 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强征华北劳工 17108 万人 ,共 25 万余人

请看本文 10 页表注 (4) ) 外 ,还强征使用了蒙疆本地劳工 10 余万

人 ,加起来约 40 万人。

51 日人在华中华南沦陷区强征输出和本地使用了强制劳工

100～200 万人 ,且算为 150 万人。

以上几大沦陷区 ,除去重迭数据 ,则日人在二次大战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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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至 1945 年 8 月共强征、役使中国强制劳工总数约为 1500

余万人 (包括在东北使用 1000 余万人 ,在华北使用约 360 万人 ,在

华中、华南输出使用 150 万人 ,在蒙疆使用 40 万人 ,在日本使用仅

据目前已确认数为近 4 万人 ,朝鲜使用近 012 万人等) 。

以上仅是据目前为止国内外已发掘的档案史料与研究成果的

初步考证结果 ,详细考证还有大量具体的工作要做 ,比如 ,1941 年

前由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骗招入满的华工中 ,有平均 20 %左

右在农业、商业部门作工的散劳工 ,情况较复杂 ,需深入具体分析

考证。华中、华南的强制劳工数也待进一步考证核实等。总之 ,本

文仅为引玉之砖 ,供国内外学者参考并予指正。

(作者居之芬 ,1946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兵)

《魏特琳传》出版

　　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 ,南京出

版社 2001 年 1 月出版的《魏特琳传》(225 千字) ,着重记

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教育系主任、美国学者魏

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不顾病痛和危险 ,保护、挽救了

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的事迹 ,并记录揭发了日军在南京

的侵略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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