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河北省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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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内容提要 �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应河北省遣返日俘侨的需要而成

立,其工作主要是调查散居日侨的状况, 开办管理所进行集中收容, 并实施精

神教育; 根据实际需要对相关的日籍技术人员予以留用, 利用其技术协助中

方的工作或经营;对每批侨民遣送回国时进行调查并派军警护送至出海口交

由港口司令部遣送回国。在完成遣侨任务后管理处即行结束。战后中国人

民对日侨的宽厚仁爱表现了博大胸怀。

关键词 � 日侨 � 管理处 � 集中管理 � 留用 � 遣返

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至次年 11月底,中国政府利用短短

的 13个月时间,将滞留在华的 300万日俘侨基本遣送回国, 创造

了世界战争史上的遣返奇迹。学术界近来对此问题给予了较多的

关注 � , 但总体来说,对其研究依然相对薄弱。仅有学者对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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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南京等地区及全国范围内的遣侨事情进行了一定的论述, 至

于河北省对日侨遣返问题, 却少有人问津。笔者在查阅河北省档

案馆有关档案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史料,就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

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作初步考察。

一 �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的建立

河北省是七七事变之后最早沦陷的地区, 随着日军的长驱直

入,日人也很快大举移民至占领区。他们配合日本侵华的国策, 强

征中国的土地, 掠夺中国的资源, 对中国人民极尽凌辱之能事, 但

是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使其一夜之间变成了败国之民。由于长期

以来形成的优越感和狂妄骄横的民族心态,相当一部分日侨难以

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残酷现实, 不愿意承认失败,甚至还采用极端手

段阻碍中方的接收。如果不把他们加以集中管理,既无助于清除

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也会严重妨碍我国的接收与重建工作。因

此,自受降当日起,河北省日侨的遣返工作随即展开。

1945年 8月 18日,蒋介石授权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

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 �中国陆军总

司令部因此成为中国战区对日本受降与接收的主办单位, 对日俘

侨的集中管理及遣送是其职责之一。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筹,

1945年 9月 30日颁布!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 规定: ∃ 凡

散处于中国境内(东三省除外)的日侨, 均由各地中国陆军受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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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指定时间、区域集中,交由当地省市政府管理。% �授权于各受降

战区长官督导各省市政府按既定步骤成立管理日侨的机构, 具体

负责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送回国。

河北省属第十一战区受降范围。1945 年 10月 10日, 河北省

政府主席、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

介石在北平接受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根本博的投降。12 月

15日,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及河北省政府的统筹下, 河

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以丰台为处址开始办公。管理处以温辑五为

处长, 此外设副处长一人,下设置秘书室办理审核章则文稿、编拟

计划及编制统计表册等事项。同时设立总务、组训两科,总务办理

文书、文件收发、会计、出纳、庶务、公物保管、人事铨叙、奖惩、考

核、领发日侨需用粮煤等事项;组训科办理日侨调查编组、训练、编

纂教材、遣送日侨回国及治安、卫生、防疫、纠正日侨思想、检查等

事项;秘书室设秘书主任一名, 秘书两人,科员 3 人, 办事员 3人,

办理一切事务, 并因事实之需要酌设译员两人。考虑到日侨大多

散居,为便于集中管理及防范流散,管理处选择丰台、长辛店、石家

庄三地先后设立了管理所: 丰台第一管理所奉令于 1945 年 12 月

15日成立,勘定丰台镇东安街前日本小学校为所址进行筹备, 并

于 20日开始正式办公;长辛店第二管理所于 1946年 1月 20日成

立,在该镇铁路花园办公, 后又于 2月 8日在石景山设立一办事

处;石家庄第三管理所也于 1946 年 1月 20 日成立, 选定民生街

36号日本居留民团旧址为所址。各所设所长一人,下分行政、总

务、训练三股,每股设股长一人,干事一人,办事员二人分掌各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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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设译员二人办理翻译及联络事务。∃集中管理处的人员本应

以由省市政府调用为原则如必须加设专任员役每所最多也以十人

为限% � ,但是因为∃当时主管及有关机关尚未复员, 而日侨集中事

务殷繁且迫不及待, 不得不委派专人%。& 计管理处职员 31 人, 公

役 10人; 各管理所均为职员 19人,公役 4人(根据实际情形,先后

均略有增减)。

至 1946年 5月底,各管理所顺利完成遣侨任务后即行结束。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也于 6月 15日结束, 前后存在 6个月的时

间。开办管理处,对战败国俘侨予以遣返, 事属创举, 既无成例可

寻,且一切措施又关乎着国家的信誉。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成

立之后,遵照上级的政策,全力以赴的展开了一系列复杂而颇有成

效的工作:策划拟订组织规程及办事细则,督饬施行;于丰台、长辛

店、石家庄等地设管理所三处办理集中管理及遣送各项事务,并派

员分驻石景山管理该地制铁所之日侨; 保障日侨之安全,纠正其谬

误思想,并最终使其安然返国。

二 � 遣返日侨的经费

战后中国面临的是经济困难、百废待举的严峻形势,但还是想

方设法,认真履行人道主义义务, 尽量保证遣返日俘侨的经费所

需。!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规定:日侨集中管理处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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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暂由省市政府垫付, 报请行政院核发%。� 河北省日侨集中

管理处∃自 1945年成立之日起至 1946年 6月 15日结束止, 所需

经费均系请由省政府借支%。&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成立后, 事务殷繁, 用款甚巨。1946

年 4月 23日管理处向省政府呈送∃请迅赐拨发经费%的公函并附

呈了 1945年度 12月份经常临时费概算书、1946年度 1至 4月份

概算书各一份: 其称∃自(民国) 34年 12月 15日起至(民国) 34 年

12月 31日止,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及所属请拨:经常费三十六

万六千二百十六元(其中管理处二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元,丰台、

长辛店、石家庄等三所各四万二千六百六十五元) ,临时费四百三

十四万九千九百三十七元(其中开办费二百五十万五千一百十一

元,生活补助费七十六万零九百六十元,公粮代金八十四万七千六

百十六元,冬季煤火费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五十元) ; 自(民国) 35 年

1月 1日起至(民国) 35年 4月 30日止请拨经常费二百七十四万

六千六百八十元(其中管理处一百七十八万六千六百八十元, 丰

台、长辛店、石家庄等三所各三十二万元) ,临时费二千二百九十八

万七千六百元(其中生活补助费一千六百五十五万六千八百元, 薪

俸加成数六百三十九万零八百元)。% ∋此后, 管理处又呈 1946 年

度 5月份经常临时费概算书: ∃自 5月 1日起至 5月 30日止,请拨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及所属经常费六十八万六千六百七十元

(其中管理处四十四万六千六百七十元,丰台、长辛店、石家庄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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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各八万元) ,临时费七百零二万六千四百元(其中生活补助费五

百零六万, 薪俸加成数一百九十六万六千四百元)。% � 在日侨遣

返事宜即将结束之际, 管理处又∃依据(民国) 34年度国防最高会

议决议,凡遣散机构员工不分年资,一律按照最后当月所领薪津发

给遣散费三个月成案, 拟请(省政府)发给遣散费二千一百十一万

八千七百十元%。& 综上,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及各管理所∃ 自

上年( 1945年) 12月起至本年( 1946年) 5月止计领到经临各费共

计三千八百十六万三千五百零三元, 连同结束后领到员役遣散费

二千一百十一万八千七百十元,共为五千九百二十八万二千二百

十三元,除去核实支用五千七百三十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六元六角,

尚余一百九十六万六千八百十六元四角%,后又因∃编印工作概况,

共印一百册,需印刷费一百七十五万元% ∋ , 实结余 216816. 4元。

根据上述统计,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及其所属各管理所共用款

59065396. 6元。关于管理处的收支状况, 如下表所示: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及所属

各管理所经临各费收支报告表(

收入(元) 支出(元) 余额(元)

开办费 2505111 959491 1545620

冬季煤火费 236250 23570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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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元) 支出(元) 余额(元)

1945 年度 12 月份经费 1974792 600556 1374236

1946 年度 1 月份经费 3975770 2820026. 4 1155743. 6

1946 年度 2 月份经费 6332370 6224112. 2 108257. 8

1946 年度 3 月份经费 7713070 7620101 92969

1946 年度 4 月份经费 7713070 7616270 96800

1946 年度 5 月份经费 7713070 7288280 424790

1946 年度 6 月份经费 2589680 - 2589680

1946 年度 7 月份经费 933970 - 933970

员役遣散费 21118710 20427210 691500

刊物印刷费 1750000 - 1750000

计 59282213 59065396. 6 216816. 4

关于办理日侨集中管理事宜, 行政院曾专案于 1946年 3月 7

日∃准先拨(河北省)集中管理日侨膳食费一亿元%, 并规定依照以

下标准办理: ∃ 1、该省境内集中管理日韩德侨人数及经济状况应切

实调查清楚,如确有发给给养之必要始可照发; 2、集中管理各侨每

名每月发给膳食费(包括食粮及副食) : 大口国币四千元, 小口( 12

岁以下)三千元,按实有人数核发,交由集中营各侨组织之代表人

具领, 其余零用等费概不发给。% � 4月 24日,行政院又∃ 准暂按平

津两市标准,每单位平均月支四十万元,计四单位先核发四个月经

费共六百四十万%。& 两项总计一亿零六百四十万元, ∃除支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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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九百零六万五千三百九十六元六角)并收回(二十一万六千八百

十六元四角)之数,尚余四千七百三十三万四千六百零三元四角%,

此外管理处此前还∃领到日侨集中费二千万元,此款原由第十一战

区长官部垫付, 由中央拨给日侨集中膳食费总额中拨还长官部后,

总计尚结余二千七百三十三万四千六百零三元四角%。�

三 � 对日侨的集中管理

由于河北省地区辽阔,日侨又散居各地,且平榆线上的芦台、

滦县、唐山、昌黎、秦皇岛、榆关各处及∃ 山西太原、河南新乡、彰德

等地之日韩侨亦奉令由处(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办理集中及转

运遣送工作% & ,故根据!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规定, 河北

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成立后, 立即开始调查各地日侨的分布状况并

予以集中,下表即为其调查结果。

日侨在华北分布地区及人数统计表 ∋

地

区

太

原

石
家

庄

丰

台

石
景

山

长
辛

店

阳

泉

彰

德

榆

次

井

陉

大

同

顺

德

保

定

开

封

人

数
13471 9936 1107 2113 1105 708 683 498 461 347 318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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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使这些日侨加快集中速度,管理处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即

日军投降后所有日侨由乡镇集中到小都市,再由小都市集中大都

市;同时通令日侨先行登记,定期集中。而对于日侨集中首要的是

须筹备房舍以便收容。管理处遂利用各管理所邻近处的原有工厂

或仓库等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充作日侨集中营, 并将集中营内的房

舍均先期清扫、修整,设诊疗室、公共浴室、理发室、厕所等, 使得来

自各地的日侨随时可以予以收容, 直接入住其内。其中,丰台第一

管理所将集中营设于原日军粮库库房; 长辛店第二管理所将集中

营设于所址附近铁路工厂的内部空房; 石家庄第三管理所则利用

和平路南兵营为第一集中营, 日本国民学校为第二集中营, 铁路局

住宅为第三集中营。

奉命集中的日侨,其正常生活必需物品如衣履、寝具、炊具、盥

洗具及原有的粮食准予携带, 其私有款项,每人准带中国法币五千

元, ∃不准携带或不能携带之物品一律点缴省市政府暂予封存%。�

不准携带或不能携带的款项(包括中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各种钱

币与金银、金饰、宝石等)与有价值的货品,一律自行存入中国政府

银行,作为将来赔款的一部分,但纪念用的饰物如结婚戒指等等除

外。&

各管理所成立后,即专门负责管理集中的日侨。管理处则负

责对管理所监督指导。各管理所在对日侨的管理上贯彻了人道主

义精神: (一)为了保证日侨安全, 各管理所于集中营内配备岗哨,

指派兵士轮流值宿, 将集中营外围架设电网, 使其与一般民众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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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能互相接触。日人入所后起居动作均有定时,每日午前六时

及午后八时以后为留营时间, 在此时间内不得外出; (二) , 为使儿

童教育不间断, 各管理所由侨民中选任教学经验者担任教师并依

男女儿童的多少排定班次, 如学校教育一般, 正常上课, 使其在收

容期间而无辍学之忧; (三) ,高度重视日侨的卫生及设施, 各管理

所为改善日侨生活及保证其身体健康, 减少患病率,对于集中营内

的清洁卫生,医疗设备各项特别注意,采取了诸多措施, 定期举行

清洁检查;对于日侨疾病的治疗, 除石景山设有∃病室%外, 其他各

所并无专设的医院, 遇有患病者即送往附近医院就医, 遇有病症较

重或疑难急症则送往或赴北平市就医等; (四) ,依照!日侨集中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准许日侨内部自行成立一种自治组织,

籍使管理臻于便利% � , 每一日侨集中营均设立日侨自治会, 选举

负责人,协助办理日侨管理事务, 如督导日侨卫生清洁、集中日侨

户口的调查、日侨行为动态的报告、往来信件的检查及收转、请领

日侨回国许可证、检查日侨携带物品有无超出规定范围等等;

(五) ,允许日侨与国内互通邮件。规定: ∃通信应受管理所之检查;

检查后贴足邮资发送邮局; 前项邮件遇有开往日本船只时准予搭

载交日本本土邮局。% & (六) , 充分保障日侨的供给。∃自日本投降

后,普通日侨生活无着,营商日侨又无收益,且由远处集中而来, 身

无它物,均甚困窘% ∋ , 因此管理处对其给养问题尤为注意, 关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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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的待遇,最初规定∃与日俘同,发给食物或代金均可, 即每人每月

发给副食费 3600元, 零费每人每月 200元% � ,后考虑到各地物价

不一又改为∃不与日俘同等待遇, 主副食不分, 一律按地方生活程

度拨款自购% & ; 关于日侨的主副食费遵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

∃日侨给养由省政府办理% ∋ ,由管理处向省政府呈请、配发, 并督

促日侨自治会设法维持, 使日侨在集中之后无冻馁之虑。

战后中国呈现的是百孔千疮, 哀鸿遍野的惨象。虽为战胜之

国,但许多中国人都仍然过着缺衣少食、露宿街头的生活。而作为

战败国的侨民能享受到较优厚的待遇, 两相对照, 充分体现了中国

人民∃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胸怀和精神, 也用事实说明了中国

政府把上述的精神化为了政策,落在了实处。然而,日人长期受军

国主义思想毒害,对于中国情形的认识一向有很多的谬误, !中国

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规定: ∃ 各管理所应对日侨施以民主政治

消除军国主义教育%(,故各管理所利用日侨集中后待船回国的时

机,对日侨实行精神教育,向他们灌输民主主义精神,并纠正其思

想中的谬误。

有鉴于日侨再教育之必要, 在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成立之

始就着手拟定了!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日侨训练大纲∀ ) ,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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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各管理所对日侨实施精神训练的依据。!大纲∀对实施训练的

目的、方法、形式、内容等都作了要求。另外, 在 1946年 2月 6 日

的中美日东京会议上制定的!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规定, 对中国境

内的日人的教导主要内容为报纸、传单及画片,并由美国新闻处予

以协助。� 2月 10日,美军日俘侨遣送组奥士木少校函送河北省

日侨管理处的!日人再教育方针∀包括: ∃ 1、对于日本历史尤其是最

近世界大战之原因事实以及日本之战败理应有真确之描述; 2、应

针对日本战时所鼓吹之种族及国家主义思想; 3、应指示何为民主

生活尤其关于四大自由及联合国组织; 4、应使现留华日人获知日

本经济政治社会情况; 5、为日人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做准备。% &管

理处分电各所遵照此方针办理对日侨的训练教育。各管理所由此

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 ,各所按照管理处制定的!日侨训练大纲∀,将集中的日侨

分为成年、妇女、青年三组,分班按规定课程和时间分别上课,受训

课程大体包括中华民国立国的真精神、三民主义、中日关系、精神

讲话、华语、健身运动、政治小组讨论等,各组的教育与训练由管理

处及各管理所职员中选派或聘请各关系机关或团体首长暨各专家

名流担任,并增添译员兼任助教以期日侨易于明了,收事半功倍之

效果; (二) ,管理处将日文版华北日报及周刊若干份,经审查后, 分

发各所,再由各所分发集中营以便日侨阅读; (三) ,搜集最近日本

东京出版的报纸杂志及周刊若干份经审查后分发各所,再由各所

转发集中营轮流阅读或分贴于集中营墙壁,以便日侨普遍阅览后

获知日本最近经济政治及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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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教育的效果,管理处称: ∃各该日侨于受训受教之后

均极感觉兴趣且亦甚愿意多习多闻,经数月之熏陶,始晓然中国国

家之伟大待遇, 侨民深仁厚泽于临行之时, 无不感恩戴德, 心悦诚

服,且多深悔既往认识之不足。% � 然而, 日人多年受军国主义思

想毒害,仅凭短短数月的思想教育就能使其发生质的转变, 难度是

相当大的;若要说其已心悦诚服,管理处的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

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管理处及各管理所对日侨的思想教育的

确努力实施了。

四 � 关于日籍技术人员的留用

日本侵华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物质、财产的损失。

作为补偿,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一方面要求日军缴械回国前要从事

复旧工作,另一方面对于在华日军及侨民中的技术力量斟酌情形,

予以留用。1945年 9月 30日,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颁布!中国境

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明确规定各接收委员会接收各部门事

业时对在华日籍员工于必要时分别酌予征用,征用的标准为∃事业

不能中断、其技无人能接替者; 其技术为我国目前所缺乏者; 非征

用不能为业务上之清理者;情形特殊有征用之必要者%。& 各地区

征用日侨的手续, ∃由征用机关具报受降主官或省市政府核准后,

自各日侨管理处所经行调用, 由省市政府报 (陆军总部) 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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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之后,为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某些问题, 陆军总部又

于1946年 1月 30日,将!补充日籍人员征用规定∀电发各地日侨

集中管理处: ∃ 1、征服劳役之日俘应尽量遣送回国; 2、各机关工作

如因一时无人接替准继续征用日籍技术人员, 受征用而不愿意留

华者应于最后一批遣送, 愿留华者可随我之需要以定其征用时间;

3、征用日人前颁征用规定不给工资, 如工作努力,成绩优良, 可由

征用机关酌给奖金; 4、征用人员眷属理应遣送回国,如因生活问题

影响工作效力时可由征用机关斟酌实际暂准其眷属留华, 但给养

住宿由征用机关负责。% & 依据以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颁之!征

用通则∀及!补充日籍人员征用规定∀,各地根据实际所需留用了部

分日籍技术人员,留用的目的在于利用其技能和经验以协助中方

工作或经营。

战后的河北省民生凋敝, 百业待兴,极其缺乏训练有素的各种

人才。而根据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对待遣的 8126名日侨的统

计,从事交通事业的所占比例为 22. 67%、商业 17. 6%、工业 15.

04%、木工建筑 8. 32%、农业 8. 2%、机械工程 7. 04% ∋ , 若对其中

日籍技术人员善加利用, 将对恢复发展河北的经济有诸多的益处。

于是河北省遵照陆军总司令部所颁相关办法的规定,根据实际需

要对部分日籍技术人员予以了留用。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令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 对留用的

日籍技术人员暂缓集中, 其待遇根据!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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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则∀规定: ∃ 在同盟国与日本之和平条约未成立前, 仅发给生活

费,和平条约成立后如必须雇用其薪金另定。% �

但是,在随后的留用过程中,竟出现了日侨为了逃避遣送假冒

技术人员骗取留用证书。有鉴于此, 河北省政府令管理处于此事

要∃特别注意,对于留用日人务必按照行政院核定日本技术人员留

用办法审慎考核,以往确无罪行且有特殊技术者方得留用%。& 遂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召集各留用机关组织了河北平津区留用日

籍技术人员审核委员会, 于 1946年 2月 5日成立, 15日正式开始

办公。在审委会成立大会上,孙连仲称: ∃非有特殊技术专长者不

能留用;战争罪犯不得留用;对于留用日籍人员之思想行动未经调

查审核清楚者, 亦不得留用。%同时根据陆军总司令部指示, 审委会

作出以下决定: ∃ 1、关于日籍技术人员之待遇一事,以国民政府所

颁发之公务员待遇为给予之原则, 分留用与候用两种, 留用者较

丰,候用者较少; 2、经济部接收之各工厂,如转移至民间时, 该厂留

用之日籍员工亦可随厂转移。% ∋ 该委员会成立后, 所有留用日籍

技术人员均须由委员会审核, 原已留用的也由其加以重审。委员

会以!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为标准, 制定留用日籍技

术人员申请书及家属调查表分发各机关填报以备审核,经核准后,

每人均发佩用章一枚,身份手摺一件(家属亦同)。∃被留用的日人

只准保留其归国时盟军所规定准予携带之物品, 其余私有财产一

律查封,收归国有。该事宜由留用机关调查所属留用日籍员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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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会同当地政府办理%。�

中国政府对于日籍技术人员的留用作了严格的规定。河北平

津区留用日籍技术人员审核委员会成立后,也强调道: ∃ !征用日籍

员工暂行通则∀之规定限制极严,各机关工作如因一时无人接替非

征用不能为业务上之清理者, 或其技术为我国目前所缺乏者始可

继续征用,其不必要留用之人员应尽量避免征用, 以便按照预定计

划遣送回国。% & 虽然如此,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仍然出现了一些

不正当的征用现象, 致使中国人民对于日籍人员的征用颇有微辞。

在地方接收之后,公私事业多陷停顿。而日本技术人员的留用, 使

这一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然而, ∃技术人员%解释起来是十分

广泛的,凡有一技之长的均可称之为技术人员,没有严格标准的留

用,从长远来看是有害而无利的。

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和美方的坚持下, 也为迅速铲除日本的势

力和影响,中国政府改变了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愿意留华者可长

期留用%的规定, 决定将在华全体日侨一律遣返回国。1946 年 4

月 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电令各地, ∃所有中国境内各机关、部

队、学校、工厂征用之日籍人员,不论其志愿与否, 除台湾可准留用

28000名至明年( 1947年) 1月 1日, 并应详缮名册呈报陆总核备

外,其余各地区所征用之日籍技术人员统限于 4月底以前送至各

该辖区港口集中,于 5月底或 6月中旬分别予以遣送返日%。∋ 到

遣返接近末期时,由于一些机关、工厂的工作和经营的需要,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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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于是又留用了相当数量日侨到年末。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及各管理所遣侨任务结束后, ∃所有各

管理所所管辖区内之各当地机关留用、候命日人及家属据调查报

告,计石家庄 224名、长辛店 28名、石景山 359名、丰台 13名, 共

624名, 已由各管理所交与留用机关负责自行管理%。�

五 � 对日侨的遣返

作为战胜国,中国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遣返境内日俘侨的义

务。1945年 9月 29日,中美在重庆举行了∃遣送中国战区日人返

国联合会议%,商定各战区日人的运输及出口方向: ∃平津张家口区

# # # 自大沽及秦皇岛出口。% & 1946年 2月 6日, 中美日三方又在

东京议定了遣返日俘及日侨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战区遣送计划∀,

对中美双方的任务、责任与实施中的实际问题如出口登记、病疫检

查、搜捕战犯、财政管理、补给办法、所需船只数量及地点、启航通

报、行李邮件作了明确规定。

塘沽是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所辖各管理所日侨登船回国的

港口。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此设立了塘沽港口运输司令部,

会同各有关机关办理日侨遣返事宜。

河北省日侨自 1946年 1月 7日起开始遣送, 均先由各管理所

派员警护送至天津候船。每批日侨遣送时, 于集中营出发前二日

由日侨自治会具呈日本徒手官兵连络部转请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司令部发返国许可证,许可证要求分别填明出发地点、返国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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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物品数量、率领人姓名、出发站、抵达站各名称、出发月日、所

需车辆及吨数, 呈请核准, 填发有效期间,逾期无效。日侨自治会

领取许可证后通告侨民出发日期上车地点、准许携带物品数量、回

国途中注意事项等。日侨于出发前, 由管理所查对人数并实施检

查,所检扣之物品分为军用与非军用物品,军用物品交河北省保安

处接收,非军用物品交由敌伪产业处理局转交北平海关及中央信

托局分别接收。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对日侨到天津后, 候船回国期间的管

理与补给等事作出如下规定: ∃关于日侨遣送, 于天津待船回国期

间,暂由天津日俘集中管理所统筹收容管理。候船期内所需给养

准由出发地省市发给十日之食粮带备食用,如乘船前有余粮时, 由

天津日俘集中管理所收缴。% �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所遣送的

日侨按规定到津后交由∃克复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天津货物厂管

理所暂时收容, 再由港口司令部定期输送回国。

为防止归国日侨携带违禁物品或越出规定数量的物资, 同时

也为避免有战犯嫌疑的混入其中, 因此在从其塘沽港口出境时,

必须接受全面检查。检查在日侨上船前进行, 由港口运输司令或

其代表率同该港军宪警及有关人员依照遣送计划的规定实施。

出境检查的主要事项有:出境登记、卫生检查、战犯检查、违禁物

品等。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规定,日侨回国时准带钱款, ∃以日

金1000元为最大限度,外通货钞以登船后不能再用无庸携带, 应

交由中国国家银行收存% & ;准带行李, 起初定为每人 30公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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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被褥服装) , 1946 年 2月 6日,东京会议改为∃每人携带其

能自行携带之行李为限, 不另规定重量,惟不准分二次搬运上船,

及不准雇用苦力帮助搬运% � ; 准带物件, 系被褥服装及随身用

品, 计有盥洗具 1套, 毡毯(或棉花被褥) 1套, 棉花被 1 条,冬季

衣服 3套, 夏季衣服 1套,大衣 1件,皮靴 3 双, 短裤 3条,衬衫 3

件, 手提包 1 件, 手提袋 1 件, 钢笔、铅笔及表各 1 支, ∃日本医务

人员回国时除所定行李限额外,准带回 10 公斤医学书籍%。& 到

气候转暖后, 又准日侨将冬季衣服 3套、夏季衣服 1 套改为各 2

套。检查中超出规定的物品、金钱、饰物即予扣留,军品则交军政

部门接收, 民品由负责检查的机关呈报第十一战区受降主官核定

后, 拍卖变款, 连同金钱、饰物存入中国银行,并上报陆军总司令

部备查。

经检查凡符合规定的日侨, 由第十一战区港口司令部施发船

票,准其上船出港归国。至于日侨返国的车船费问题, 根据中国战

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冈村宁次所呈请, 由于∃日侨渐趋贫

穷,故遇有迁移所需车船资费无力缴付%,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准其

后付或作借款由日本政府负责清偿%。∋

河北省日侨的遣返, 计自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接管日侨事

宜后至 5月底止,先后遣送日侨 32批, 共 295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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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日侨归国人数统计表 �

日侨遣送

时间

丰台第一

管理所

长辛店第二

管理所

石家庄第三

管理所
总计

1946 年 1月

7 日 1968 人

8 日 1975 人

9 日 1426 人

5369 人

1946 年 2月

3 日 930 人 69 人

4 日 2000 人

6 日 462 人

9 日 984 人

10 日 1023 人

5468 人

1946 年 3月

6 日 6 日 2041人

7 日 1020 人

19 日 1042 人

21 日 1000 人 943 人

22 日 1175 人

24 日 1072 人

26 日 2235 人 43 人

1057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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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侨遣送

时间

丰台第一

管理所

长辛店第二

管理所

石家庄第三

管理所
总计

1946 年 4月

3 日 1236人

4 日 1049 人

6 日 640 人

7 日 960 人

9 日 2713 人 69 人

13 日 64 人

25 日 91 人

26 日 90 人

6912 人

1946 年 5月

3 日 890 人

7 日 67 人

8 日 58 人

16 日 123 人

25 日 44 人

1182 人

总计 23818人 2200人 3484人 29502 人

由于前期遣返中,日侨行李多,组织欠周密,及交通不畅,运输

工具缺乏等原因,遣侨的速度较慢。如上表, 在 1946年 1、2 月份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所遣日侨总数仅为 10837 人, 有鉴于此,

1946年 1月 4日至 5日,中美双方召开了第二次上海会议, 专门

讨论了将集中的日人自内地运往港口事项,并达成水运、车运、步

行三者并用的运输方案, 用以增强运输能力, 加速遣返速度。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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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三方又于 2月 6 日在东京召开了联合会议,明确了各方在遣

侨工作中的责任,这样到了 3月以后,中国战区的遣返速度大大加

快。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在 3 月时, 遣返日侨 9批, 共 10571

人,几乎是 1、2月份的遣返总和。此后,管理处的遣侨工作进展顺

利,于 1946年 5月底,圆满完成遣侨任务。其中丰台第一管理所

总计集中遣送之日侨人数为 29502人, 转运之日俘侨 49535人; 长

辛店第二管理所集中管理之日侨为 2770人, 石家庄第三管理所集

中遣送日侨 4427人,转运日俘侨 49535人。�

日本投降后,迅速根除日本在河北省的势力与影响是保证河

北省顺利接收与社会安定的必要行为。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是

国民政府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因遣返日俘侨的需要而成立的临时机

构,直属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前已述及, 开办管理处,

对战败国俘侨予以遣返,事属创举,既无成例可寻,且一切措施又

关乎国家信誉。因此受命之后,在陆军总司令部及第十一战区司

令长官司令部的统筹下, 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即展开了日侨的

集中管理、日籍技术人员的留用、日侨的遣返等一系列的工作, 有

条不紊,连续有力,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了遣侨任务。而河北省日

侨集中管理处对日侨的遣返仅是战后中国对三百万日俘侨大遣返

中的一幕。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

行,其所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在其战败后,

中国人民不仅未对日俘侨进行报复和虐待,且按照优待战俘和侨

民的国际准则行事, 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以高度的责任

感,有组织地、安全地、迅速地完成了遣送日俘侨的任务,在对日侨

集中管理及遣送的工作中充分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从而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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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厚仁爱、讲究人道、尊重人权的崇高精神, 维

护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国际地位。

(作者米卫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

申海涛,保定学院马列教学部助教)

(责任编辑:刘兵)

!注视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动向∀

� � 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7 年 4 月出版了李恩涵著

!注视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动向∀。全书包括时论当前中日

之间的争端事项,如东海主权划界与油气利权及日本新

军国主义分子对台湾阴谋等文章八篇, 另有∃短评式%的

简论文章十一篇。∃附录%中则包括综论历史人物的文章

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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