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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稳，则天下稳，粮食丰，则天下安”，这是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昭示的一个朴素真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业问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粮食安全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纵观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农业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东北地区近百年农业的发展历史，是中国近代农业的缩影和典范。
远在古代，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在我国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直到近代，东北地区才作为一个崭新的开发
区域，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发展至今，东北地区是我国的农业重点开发区、粮
食主产区，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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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的土地面积快速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相对缓慢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东北的各级军阀政府为
了开垦荒地和移民实边，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政策，随着清末关内移民的进入
，这种移民的数量逐渐大幅度增加，逐渐掀起了近代东北移民的高潮。
　　为落实移民政策，东北当局设置了专门的移民机构，并制定了专门的移民章程。
首先，移民机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妥善安置移民，在东北各地设置垦殖局、垦殖分局、屯垦
局、屯垦分局、难民救济所、收容所等组织机构；二是为帮助和引导移民有计划、有组织地移居东北
，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关内移民来源地，设立移民局和垦民旅行社等组织机构。
1923年，张作霖在内蒙古东部“设立一所垦务局，对凡愿移住开垦的移民，将发给旅费、种籽及农具
。
新垦土地将免租赋三年”。
1925年，张作霖在天津设立移民局，以便向计划迁居东北的移民提供帮助。
民国18年，为优待安排并妥善处理移民事宜，张学良“设垦民旅社于奉天，另于天津、青岛、烟台、
龙口、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等处设分所，以招待经过垦民，照料至期地点，以免一切纠葛之苦
”②。
在奉天、吉林两省设置了屯垦局，以丈放该省土地，土地丈放政策的实施大大增加了私有土地面积，
土地开垦的需要增加了对劳力的需求，促进了东北移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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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东北百年农业增长研究（1914-2005）》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国家985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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