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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的垦殖工作
廖诗桂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辽宁省大连市，116033；

摘要：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持续侵占我国土地，全国粮食供应压力加大，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在抗

战期间的供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四川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利用难民、荣誉军人、罪犯等在边区开垦荒地，

从事大规模垦殖工作，缓解全国粮食压力，本文主要探索抗战时期四川参与开垦荒地的人员以及典型垦区概况，

并分析垦殖工作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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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事垦殖人员

四川的垦殖工作由调查划区开始，各地成立垦殖区

后即召集大量垦民前往开垦，这些垦民中，难民是其重

要组成人员。抗战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

深入，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安置难民，并

充分利用西部后方地广人稀的条件补充农业生产劳动

力，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难民移垦政策。1938年 3

月初，行政院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大纲指

出需尽快完成各地垦区的调查及移垦难民的登记等工

作，规定“难民垦殖分集团农场制、贷款垦民制、招垦

制”。此后，国民政府圈定四川东西山、金佛山、雷马

屏峨，陕西黄龙山、黎坪，江西安康，西康西昌，甘肃

岷县、河西及贵州六龙山等区域为国营垦区，并移送少

量难民前往试垦。

在国民政府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之前，

四川省政府即进行了相关垦务工作，颁布一系列法规政

策推行垦殖。四川省政府于 1938 年 2月颁布《公共坟

地地面种植杂粮规则》，规定凡境内公共坟地，在文至

第二个月内，各县市为增加粮食产量，必须招满所有公

坟垦种，并于同月颁布《四川省督垦荒地大纲》，圈定

四川境内 11个地区的公有荒地为垦殖范围，并规定凡

垦区内垦民，土地所有权无偿取得。

为了具体实施难民移垦政策，四川省政府设立了难

民移垦管理机构，登记造册，安置难民，指导垦区工作。

1939 年 9月和 12月，四川省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荒

地清理规则》和《四川省垦务委员会难民移垦实施方案》，

对难民垦殖、垦区、经费等有关事项作了具体规定，并

对有关垦殖指导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在政府的推动下，

难民们积极参与了垦殖工作，他们被组织起来，分配到

各个垦区，从事农业生产。难民们通过垦殖，不仅获得

了生活来源，还为抗战大后方的粮食供应做出了重要贡

献。

荣誉军人是抗战时期垦殖工作中的另一支重要力

量。由于战争导致大量军人伤残，国民政府为了安置这

些荣誉军人，并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设立了荣誉军

人管理处和垦殖团（队），将荣誉军人分到各地垦区进

行垦殖工作。四川的垦区分为国营、省营、县营三种，

荣誉军人一般被分至国营垦区，由农林部直接管辖。四

川的荣誉军人垦殖选收条件，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农

林部军政部从垦荣誉军人办理办法》规定，各垦区选收

荣誉军人有四大标准：首先以自愿为原则且要品行端正；

其次在年龄上规定参与垦殖的荣誉军人年龄要在 16至

40岁之间；第三在身体机能方面，要求强健且耐劳苦，

伤残程度不能有碍农垦工作；最后要求其在参加兵役前，

有铁瓦木石或在田间工作的相关经验。从垦荣誉军人由

临近垦区的临时教养院选拔而来，负责人是农林部和军

政部人员，且对荣誉军人的选收亦有相当程序，大致为

选收人员到达教养院后先说明垦区办法与要旨，而后自

愿从垦的荣誉军人填写登记表，登记表会经审查，审查

合格后发放垦户证和输送通知单；最后，如若有登记合

格的荣誉军人直系亲属愿随同前往垦区，同样发给垦户

家属证与输送通知单一并交由指定教养院转给。

在款项资金方面，荣誉军人的开垦所需费用，除自

行筹备外，有农林部直接给予的垦殖贷款，依照农林部

颁行的《农林部军政部从垦荣誉军人办理办法》办理 。

从事垦殖工作的人员除了难民和荣誉军人外，罪犯

也占了一定的数量，以缓解人员短缺压力。1934年，国

民政府颁布《徒刑人犯移垦暂行条例》，规定“处无期

徒刑之犯人满五年后、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人犯执行

满五分之一后，得以司法行政部命令，移送边远或荒旷

地方从事垦殖，如系军事人犯，得以军政部命令移送”，

并规定“人犯垦地所需之农具、耕牛、种子、肥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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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供给之”，而罪犯在荒地的生产所得均归公，但

政府需提给不少于百分之四十之数供监犯迁居农舍所

需。罪犯移垦期间按日数抵刑期，期满后若愿受地入籍

者得授以若干田亩编入当地户籍依法纳租。1940 年，经

司法行政部与经济部商定，将四川平武县七处无主官荒，

共 50740 亩供徒刑人犯移垦试办专用。

2 典型垦区垦殖概况

抗战时期，四川的荒地开发垦区有国营、省营和县

营的三种。其中，国营的有由农林部直接管辖的四川雷

马屏峨垦区、四川东西山垦区、四川金佛山垦区等；省

营的由四川省政府负责，包括松理懋茂汶垦区、平北垦

区、彭水垦区等。此外，一些地方县也自行创办了垦场，

如，1943 年沐川县政府创办的李家山、大窝岭垦场。在

这些垦区垦场中，雷马屏峨垦区和四川东西山垦区是创

办规模、力度最大的垦殖区。

1942 年 3月，原农林部国营第二农场（设于四川峨

边）改组完成，即为四川雷马屏峨垦区。四川雷马屏峨

垦区开办及经营经费充足，有数据，在当年即已获得六

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三元开办与经营经费，原计划垦区

将在 1942年内接收垦民 1000 人、垦兵 600人。但截至

1942 年月底，实际上接收的垦民仅有90 人，开垦荒地

1527 亩，其中已耕种面积 1463 亩。然而，鉴于其业务

性质与军政部荣誉军人垦殖团高度相似，出于节省人力

物力资源考虑，该垦区于 1942年 10 月被裁撤，其业务

并入军政部荣誉军人垦殖团统一办理。

四川东西山屯垦区管理局设于四川铜梁，屯垦区范

围大、跨度广，以东西山为界，具体位置在大足、荣昌、

永川、铜梁、璧山、泸县、隆昌各县交界处。该实验区

是当时国营垦区中唯一一个采取集体经营模式的试点，

独具特色，由农林部直接负责，其主要目的是安置荣誉

军人，并为抗战结束后退役士兵做安置准备。

东西山垦区于 1941年开始选派人员进行筹备，并

于同年正式成立。开办及经营经费相较于四川雷马屏峨

垦区略少，为 557013 元。垦区内划定垦场共五处。在

东西山垦区成立初期，鉴于荣誉军人一时难以选送到位

等问题，东西山屯垦实验管理局为避免复荒，遂于当年

组织“先垦工作队”，先行从事清理荒地工作，并持续

招募工人进行垦种。1942 年秋，大旱致粮食歉收，周边

山区贫苦农民大量涌入投垦。当年共招收垦民 787 人。

通过这种方式，该垦区也得以辅导后续到来的荣誉军人

进行垦殖。

东西山屯垦区成立的第二年九月，其管理局便前往

长寿军政部的荣誉军人第九临时教养院，选收了第一批

自愿从垦的荣誉军人197人，加之随行家眷与在编官兵，

共计287 人。同年 11 月，管理局再次到该教养院选拔

第二批垦兵251 人，连同家眷 36人，合计 287 人。这

些荣誉军人一般是在战场上受伤致二、三级残疾而不能

重上前线者，他们的工作效率因肢体残缺而无法与普通

垦民相比。在 1942 年垦区对荣誉军人所作的工作效率

调查中发现，荣誉军人在初到垦区的半年里，工作能力

是常人的三分之一，至第二个半年时，效率可增至常人

的十分之六，在第三个半年时，便可达一般垦民的十分

之七、八，这是经过经验积累及管理改善可达到的最高

限度。

在国营、省营、县营垦区外，当时四川还流行民营

垦社，由军政要员、地方官吏以及当地士绅创办。民营

垦社的管理特点是市场化运作，效率较高，主要用于不

出政府资源不足问题以及探索新型农业模式。抗日战争

期间，四川大致建立了四十余个民营垦社，集中于雷马

屏峨区域内。1938年秋，国民政府参军长吕汉群到重庆，

鉴于“后方生产应与抗战并重，因思垦殖边荒，开化夷

族实为当今之要图，适其旧部魏弼周到渝向先生陈述边

地情形，及其开荒史略，力劝其领导开发 ”，遂于 19

39 年联合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在重庆组织建立了中国抗

建垦社，这是当时四川众多民营垦社中规模最大、最具

代表性的垦社。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抗

建垦社就此消亡。

3 四川垦殖工作的历史评价

抗战时期四川的垦殖工作通过系统组织及多方参

与，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为支撑长期抗战作出了巨

大贡献。首先是在大规模安置战区难民方面，随着东部

省份的相继沦陷，大量难民涌入内地，涌向还未被战争

大范围波及的四川，人口本就数量巨大的四川压力陡增，

而将难民转移至地广人稀的西边进行垦殖工作，则极大

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据不完全统计，战时四川收容

难民超百万，而相当部分的难民都通过垦殖获得容身之

处。在四川三种垦区中，国营垦区是安置难民的主力，

收容难民主要来自江苏、浙江、湖北、安徽等沦陷区；

省营和县营垦区收容的难民则主要是本省流民及邻近

省份逃难而来的群众。此外，民间垦殖机构也积极参与

难民救助。垦殖工作为难民们提供了可持续的生计保障，

通过农业生产，难民能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保障生计，

同时还能额外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而从更为宏观的维护社会稳定角度看，难民加入垦殖工

作有效缓解了潜在的社会危机，大规模的难民在社会中

迁移流荡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四川采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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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化、系统化且具有生产性的安置方式，成功将潜在的

社会负担转化为建设性力量，化解了社会动荡危机，特

别是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难民能不依靠政府实现

自食其力，极大程度上减轻了战时经济压力 。

其次是在粮食增产与经济支撑层面，四川的垦殖工

作为显著增加粮食产量、缓解战时粮食供给压力作出巨

大贡献。据统计，到 1944 年，四川各垦区垦殖面积已

达 198.05平方公里，在全国设立的 153 个公私垦殖机

关中，四川占 53个，数量居各省之首，垦民总人数达

两万四千八百三十四人，规模仅次于陕西省。这些新垦

土地主要种植玉米、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直接增

加了大后方的粮食供给能力。且垦区农业生产呈现多样

化特点，既种植主粮也发展经济作物，夏季主要种植"

玉麦、黄豆、红苕"，冬季则种植"小麦、葫豆等类"，

这种轮作制度既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也保障了粮食的

全年供应。同时，一些条件适宜的垦区还推广种植棉花、

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为战时工业提供了原料。如，

长寿禁烟改种纪念公司在禁种罂粟后，改种小麦和桑蚕，

其生产的面粉质量好，颜色白，行销甚畅，该公司也因

此成功实现从毒品经济向正常农业的转型。粮食及农产

品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关系到军队供给、工

业生产和民生基本需求，垦荒增加的农产品，一部分直

接供应前线部队，另一部分则投放市场平抑物价，还有

剩余部分便用于换取外汇购买军火。在没有外部粮源的

情况下，四川垦区生产的粮食是维系大后方经济生命线

的关键所在。

此外，四川的垦殖工作在边疆开发上还存在一定意

义。在进行荒地开发工作前，四川的雷波、马边、茂县、

峨边等地一直是少数民族区域，人烟稀少，经济落后，

而通过在此地划垦殖区、置管理局等方式，该地获得了

前所未有之开发。1938年出版的《四川西北边区垦牧调

查报告》详细记录了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状况以

及垦殖潜力，也为科学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因为垦殖，

农耕技术、农业工具等得到不断更新提升，生产力不断

加强，新品种作物的到来也增加了作物的多样性，边区

开发一片向好。同样，许多垦区划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

交界，使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加深，缓解了长久以

来边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问题，增加了彼此之间的

互相信任。因四川边区的垦殖生产向好，交通、商业等

也得到均衡发展，这些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差距也有所减

小。

尽管抗战时期四川垦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

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从实施效果看，部分垦区由于管

理不善、资金短缺或自然环境限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如 1939 年四川省政府建立的 21个国营农场，由于劳动

力不稳定，时办时停，成效不大。且受到战时特殊环境

的制约，垦区资金和物资短缺是普遍问题，许多垦区缺

乏必要的农具、种子和耕牛，致使生产效率低下。

即使抗战时期四川的垦殖工作有着不可避免的历

史局限性，但是总体上看，贡献远大于局限，它对抗战

胜利有着不可磨灭巨大意义，对四川边区发展、四川整

体经济平衡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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