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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使日人旅居中国有了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根据和保障，其侨民
的合法地位也得以确立。
此后，伴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日人也不断渗入到华北地区。
日本向华北地区的移民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为何日本移民源源不断的来到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的日本移民的构成如何？
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哪些？
其所成立的社团组织又有哪些？
　　在日本侵华的时代背景下，日侨的活动与华北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在中日全面战争前日侨在华北地区的主要活动有哪些？
在沦陷时期的活动又有哪些？
其所为给华北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战后，中国政府决定将滞留在华的日侨全部遣送回日本。
在该问题上，中国政府提出了什么样的政策？
采取了哪些措施？
华北各地是如何展开一系列复杂工作，怎样对日侨进行集中、管理和遣返的？
　　纵观日本对华北移民及其活动，有哪些特点？
远离家乡来到华北的日本侨民为何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充当了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
作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参与者的日侨负有怎样的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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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曰侨的主要聚居地 （二）“七七”事变是日本向华北移民的一道分水岭 （三）日本向华北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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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报怨”政策的提出 （二）战后日侨遣返计划的制定 （三）战后华北日侨的遣返 二、个案之一—
—战后北平市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 （一）北平市日侨集中管理处的成立及其组织机构 （二）
目侨的集中 （三）日侨的管理 （四）日侨的教育 （五）日籍员工的留用与劳役 （六）日侨的遣返 三
、个案之二——战后河北省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 （一）河北省日侨集中管理处的建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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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依照以上办法，北平市日侨集中后，各管理所即规定，每日午前六时以前及午后八
时以后为H侨留营时间，在此时间以内不得外出；依据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日俘侨应分别给予不
同之臂章号码以资鉴别”的规定，由管理处制定日侨臂章，其上写着“北平市日侨集中管理处集中日
侨第。
号”的字样，令日侨自治会依式赶制后，分发日侨各自佩戴。
为使集中日侨生活纪律化，就其习惯及管理上的必要，管理处特制定起居时间表令其遵守。
规定：上午六点半起床，七点进行清扫，七点半到八点半户外运动，九点早餐，十点到十二点为读阅
书报时间；午餐时间为中午十二点半；下午一点到五点家务操作，六点晚餐；晚上十点上床就寝，十
一点熄灯。
 另外，北平市日侨集中管理处奉令，要“对未集中、已集中之日俘侨人数、姓名详确登记，以便监视
约束；限制所有日俘侨个人活动之自由，俾尽量隔绝与外界之接触，并防止其潜逃；已集中者限制其
外出，未集中者监视其行动”。
为易于明了集中的情形及统计数字的精确，管理处令各管理所每天都要制定日侨人数日报表。
报表须分别填明日侨男女的原有人数、新增人数、出生人数、归国人数、死亡人数、他往人数、现实
人数及调查者等，经各所所长签字后呈交管理处。
为使日侨与一般民众隔离，各管理所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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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两者不能互相接触。
集中日侨如因必要理由需要暂离集中处所，其范围在市区以内的，由各管理所发给出人许可证。
申请领证时，须由该领证日侨自行填写日侨外出许可证申请书。
申请书所要填写的项目包括：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现住所、外出理由、所往地点、外出时间等
等。
经保甲长注明后，由申请人前一日持申请书亲自前往管理所呈请，管理所发给证明后才准其外出。
 4.日侨的通信 中国政府允许集中日侨与中国境内及其国内的邮件的互通，但《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于日侨通信应受日侨集中管理所的检查。
” 1945年10月1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准予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长官冈村宁次呈请的邮件
寄往日本的事情：“依照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对于通信应受日侨集中管理所之
检查；检查后贴足邮资投送邮局；前项邮件遇有开往日本船只时准予搭载交日本本土邮局，希查照饬
知各地区日侨集中管理所、邮局及航运机关遵照办理。
”12月16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又颁布《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及侨民寄递邮件限制办法》，对中国战区
日俘侨通邮事情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其中有关日侨的部分为：“中国战区内各地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机关等寄往中国境内或日本各地之邮件
，以关于日俘、日侨归国及其他善后问题之普通信函和明信片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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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华北日侨问题研究(1871-1946)》详细阐述了战后中国政府对华北日侨的集中、管理、遣返、教
育、对日籍技术人员的留用及平安遣返等问题，总结了近代日本对华北的移民及其活动的特点，归纳
了日侨甘当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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