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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日本对华战争转入长期持久态势，为了

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分别发动

了“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伪太原市长叶灵

原说：“华北的治强运动，与首都的清乡运动，遥遥相

对，同出一辙，因为全面和平的实现，必须从局部的

和平工作做起，于是南北当轴，才发动了此种工作”，

“南北政权，同样以清除‘匪共’，搜检不良，安定地

方，确立民生为努力依归。”①虽然这些话带有污蔑性

质，但从中可以看出，两者基本目的相同，不过因华

北和华中的地理环境不同、运动的发动者不同、针对

对象不同，具体内容有着不同的特点。

目前，学界对于“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

都有一定的研究。江沛的《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

究》是一本研究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的综合性著作，

从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四个方面对运动

进行了详细论述。②此外，还有论文对“治安强化运

动”的经济、宣传活动进行研究。③关于“清乡运动”

的研究，余子道等人的《汪伪政权全史》有一章专门

论述“清乡运动”的谋划、发动与过程。还有一些相

关论文对“清乡运动”概况、运动中的政治活动、经济

掠夺、“清乡运动”与日本等作了专题性质的研究。④

国外学者也有对“清乡”的相关研究，日本学者古厩

忠夫从民众史的角度考察了汪伪政权“清乡运动”与

新四军、国民党的冲突⑤，加拿大学者巴雷特(Barrett)
认为“清乡运动”是汪伪政权建立国家政权、改造意

识形态的“三大支柱”之一。⑥

“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都是在1941年开

始进行的，运动的基本目标一致，体现了综合运用军

事、政治、经济、思想手段的总体战策略，但在具体的

政策手段上各有特点。本文尝试利用第二历史档案

馆所藏档案、相关史料等中文资料以及日本《战史丛

书》、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等日文资料，分析“治安

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在政策手段上的差异，并探

析影响这种差异的因素。

一、“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的背景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

转入相持阶段，日本无力进行大规模全局性军事行

动，放弃“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确立了“以政

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逐渐停止了对

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集中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

安肃正”。12月 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定

了《昭和十三年(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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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

治安”。⑦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

面爆发。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更加注重推行“以

华制华”的政治战略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12
月28日，外务大臣野村吉三郎、陆军大臣畑俊六、海

军大臣吉田善吾共同署名通过了《对外政策的方针

纲要》，宣布日本的对外政策“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

基本目标”，对待“中国事变”的方针，政治策略上“以

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工作为中心”，经济建设上

“以尽快推动日满华经济建设取得实效为目标”。⑧

1940年5、6月份，德国在欧洲迅速扩张，刺激了

日本“南进”的欲望，认为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

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7月 27日，日本大本营

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

理要纲》，提出“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势，

在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

方问题”，正式确立了“南进”政策。⑨11月 13日，御

前会议通过《中国事变处理要纲》，提出“继续引导一

般形势，适时转换为长期武力战的态势”，即“确保

‘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从汉口附近到扬子江下

游的重要地区，以及广东一角与华南沿岸各重要地

点，并保持用兵的弹性，在对占领区的治安彻底进行

肃正的同时，继续进行封锁和空战”。⑩1941年 1月

中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制定了《昭和十六年(1941
年)以后长期战现地政治策略指导》，正式承认中国

战场“1941年秋后转入长期持久态势，并在数年后确

立在华50万兵力的体制”，作战目的“以维持治安，肃

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

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

占领区为原则”。另一方面，日军的战略也开始从

纯粹的军事进攻转向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等方

面，“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就是在这种政策

转变下实施的策略，但华北和华中的具体情况有差

异。

在华北，1938年起华北方面军开始实施“治安肃

正”。7月，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制定了《军占据地域治

安肃正要纲》，规定“治安肃正”的目的在于“剿灭占

领地域内的残敌和匪团，以使民众安居乐业，经济发

展，新政权基础巩固，摧毁敌方的长期抵抗”。在具

体实施上，分期进行讨伐肃正，“以威服为第一要

义”，加强对铁路、水路等交通要衢和重要资源所在

地的控制。同时，成立治安维持会，协助改编伪政

权的军队和自卫组织，强化地方自治机关，加强伪

政权的自卫力，安定民心。1938年 9月 24日，开始

进行对山西北部的“肃正作战”，“扫荡”中共抗日根

据地。

1939年，华北日军进一步完善“治安肃正”，着重

强调治安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4月20日，华北方

面军司令部制定了《治安肃正要纲》。“治安肃正”的

对象仍以“残敌”和“匪团”为主，目的是“封杀游击战

术，增进华北民众的福祉”。具体措施以讨伐为主，

同时实行怀柔政策，开展青少年训练，恢复学校教

育，宣传“皇军”的“神圣性”，收揽民心。这一时期，

日军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正作战”，对冀中、鲁西、晋

东、太行山脉、晋北、晋南、五台山、潞安、苏北、鲁南、

鲁东、蒙疆地区、后套进行“扫荡”作战，为分散部署

兵力打下基础，扩大了“治安区”，切断抗日根据地的

交通补给，打击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河北、山东

及新黄河以东的河南、安徽、江苏各省基本上被日军

占领。

随着华北占领区国民党军队力量的不断缩小和

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华北日军“治安肃正”的重点

逐渐转向共产党军队。1940年 3月 10日，华北方面

军司令部制定了《昭和十五年度(1940年)第一期肃正

建设计划》，要求在华北占领区继续加强治安工作，

切实恢复治安，并推进“日满中连环国防经济建

设”。在治安工作和建设上，以“治安第一”为基础，

强化自卫能力，“安定人民生活”，建立适应民情的基

层组织。这一时期“治安肃正”的重点在京汉和津

浦两线之间、山西北部地区、晋南地区，并提出“肃

清”水路沿线。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打乱了

日军的“治安肃正”计划。华北方面军认为，“华北治

安肃正工作到1940年底仍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中共

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所以决定以

共产党军队为重点，“在1941年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

共治安战”。“治安肃正”的成果，需要依靠军事力

··10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5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量的“肃正作战”及与之紧密配合的一系列政治措施

才能扩大，并且只有获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巩固所得

的成果。华北日军三年来所进行的“治安肃正”，多

是“粗枝大叶，未能深入与巩固，没有多大群众基

础”，因此提出“治安强化运动”，以更“切实”“谨慎”

“灵活”的方法进行治安工作。

华中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异。1940年 3月，汪

伪政权在南京宣告成立。日本企图通过汪伪政权分

化中国抗战阵营，但实际上，伪政权的统治力量相当

薄弱。一方面，汪伪政权的实际管辖范围较小，虽然

名义上是“中央政权”，但由于日本在中国采取“分而

治之”的政策，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汪伪政权貌合神

离，甚至分庭抗礼。汪伪政权的管辖区域，仅限于原

属于伪维新政府的苏、浙、皖三省和南京、上海两

市。另一方面，华中抗日力量的发展，使得日本对华

中地区的占领，仅能维持大中城镇和铁路、公路等交

通要道上的点与线，不能扩展到面。

汪伪政权不但不能适应日本的需要，且由于它

的统治不能深入到下层，“赋税无着，政费难筹”，反

而使日军多了一重负担。日军不得不采取措施强

化汪伪政权，“清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

的。通过这一运动增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既符合

日本利用汪伪政权协助其统治占领区、帮助其获取

战争物资的需求，也符合汪伪政权强化统治、控制基

层社会的期望。在日汪的共同谋划下，“清乡运动”

开始实施。

“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都在日本对华战

争处于相持阶段的背景下进行的，华北“治安强化运

动”是在三年“治安肃正”的基础上实施的，是肃正建

设的进一步发展；而华中的“清乡运动”则更注重在

强化伪政权的基础上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

二、“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运动”政策手段之

差异

1941年，伴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华北日军将

“治安肃正”上升为“治安强化运动”，从以军事讨伐

为主转向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措施并行的“总

体战”策略。在华中，日军为了摆脱其战线太长、兵

力不足的困境，汪伪政权为了消灭抗日武装、实现对

统治区域的有效控制，共同策划了“三分军事，七分

政治”、“军政相辅，以政治为中心，以军事推动，以特

工从旁协助”的“清乡运动”。“治安强化运动”与

“清乡运动”都是综合运用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

思想战的手段，但在具体实施中采用了不同的政策

手段。

(一)“分区施策”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

“未治安区”，“治安区”是日本治安稳定地区，即沦陷

区，以主要城市和铁路沿线为代表；“准治安区”是

中日双方势力均有活动的地区，即游击区；“未治安

区”则是中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即抗日根据地。日

伪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

“治安区”是日本已大致控制的地区，因而一般

不采取军事行动，实行以“清政”为主的政策，综合运

用政治、经济、思想等手段，加强伪政权的统治。在

政治上，一方面，加强县、乡的基层政权建设，清查户

口，强化保甲，实行“连坐法”，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

编乡，建立门牌，颁发身份证明书，强化乡村统治

力；另一方面，加强伪政权方面的警备力量，扩组“治

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由伪政权方面

逐渐承担治安任务，以便日军尽早撤出，向“准治安

区”推进。同时，防止共产党势力的渗透，捣毁共产

党的地下组织。经济上，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

粮、计口售物，强征房捐、地捐等苛捐杂税，加强对

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的掠夺；利用铁路、公路实

行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切断平原和山

区根据地的物资交流。在思想上，利用各种封建组

织进行宣传，推行奴化教育。统一华北各地的封建

迷信组织，统一领导各会门及其他迷信团体，利用人

民的宗教习惯，清除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宣传“大东

亚新秩序”“日华亲善共存共荣”等。设立新民小

学，改订教科书，实施教员的“再造教育”，使一切都

合于日本的奴化政策。

“准治安区”是面积最大的部分，也是日军最为

重视的区域，主要采取“蚕食”政策，恐怖与怀柔兼

施，军事与政治、经济、思想手段并用。在军事上，通

过挖封锁沟、筑墙、修路、开河、设据点、建碉堡等手

段，防止中共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断绝根据地

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山区与平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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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逐一进行“蚕食”。并强制住在游击地区的

居民迁到“治安区”，制造“无人区”，使八路军在该地

无法进行活动。同时，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建成

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控制县政，强化伪政权

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区”。

日军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

修筑封锁沟，以阻止中共的进入。在山岳地带，借助

自然障碍或筑墙进行隔离，在不能利用自然障碍的

平原地区，筑宽 6米、深 4米的封锁沟。此外，日军

在主要的公路两侧挖封锁沟，将根据地变为交通不

便的区域；在山地与平原之间构筑封锁沟，以分割平

原与山地。日军利用封锁沟，阻遏物资的流通，造成

中共山岳地区物资的不足，并便于日军对平原地区

物资的掠夺。如在京汉路两侧各 10公里的地带

修筑了长达 500公里的隔离壕沟，使中共根据地相

互隔绝，切断冀中、冀南向根据地运送物资的通

道，起到了经济封锁的作用。1942年 10月，华北

方面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就提到，华北的封锁沟已修

建 11860公里，是“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

城线的6倍”。

日军还通过筑路、挖河的方式对根据地进行封

锁。据 1941年 7月的统计，日军在华北新修了开新

铁路、白晋铁路、平汾铁路、石德铁路等，开凿了漳河

与卫河、永定河与大清河之间的运河。日军还修筑

了大量公路，以冀鲁豫区和鲁西区为例，1941年6月
底，冀鲁豫区有公路29条，长1700里，鲁西区有公路

39条，长2000里；而后冀鲁豫和鲁西区合并，1941年
12月底，公路增加到 108条，长达 5000里；再到 1942
年12月底，公路增加到173条，长度约8800里。

联结封锁沟、铁路、公路、运河的枢纽是据点和

碉堡。在晋察冀根据地，1941年春，共有日军据点

800多个，到 1942年 6月，增加到 1460多个，平均每

县 15个以上。在日伪控制的山西，到 1942年 11月

底，雁门道增加堡垒 162座，冀宁道增加 56座，河东

道增加 239座，上党县增加 301座。日伪依靠这些

据点和碉堡，逐步向根据地推进。

日军通过点(据点、碉堡)和线(封锁沟、墙、路、河)
的联结，一方面可以保卫其交通安全及避免受到中

共伏击，另一方面可以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

块，使大兵团难以活动，以便日军的“蚕食”政策。

以冀中平原为例，到 1942 年为止，日军共修筑了

1753个据点和碉堡，平均每4个半村庄或2.8平方里

就有 1个据点或碉堡；修筑铁路和公路共 16705里，

平均每6.5平方里就有1里铁路或公路；挖掘了8373
里的封锁沟，平均每12.9平方里就有1里封锁沟。

日军通过林立的据点和碉堡、纵横的封锁沟对根据

地进行细碎分割和严密封锁，形成了以铁路为柱、公

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和封锁墙的封锁

网，从敌占区向抗日根据地构成一个个网状的囚笼，

在囚笼内实行压缩包围，束缚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

动，消灭抗日力量。

日军还推行“集家并村”，设置“无住禁作地带”

和制造“无人区”，以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

的联系，试图通过残酷与血腥的暴行摧毁中国军民

的抵抗意志。“集家并村”是以集体迁移的方式将民

众从祖辈居住的地方迁出，集中到日军指定地点居

住。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的最大规模的“集家并村”

是在长城沿线，规定距长城线4公里的遵化、迁安两

县，一律不准居住，严禁耕种或通行，将此地划为“无

人区”。1942年春，日军在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

700余里的长城两侧，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

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等县长城以北40里、以南

20里的冀热辽地区，进行“集家并村”，把所有的小村

子都集中到长城 40 里以外较大村里，名之曰“部

落”。“部落”中有服不完的劳役，如修壕沟，筑堡垒，

修汽车路、火车道等等。日军还在长城沿线、冀晋

边境、晋东北等地制造了数个大块“无人区”，在山

东、河南等地制造了若干小块“无人区”。仅长城以

北的“无人区”范围，即包括青龙、承德、宽城、兴隆、

滦平等20个县的全部或部分，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

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8500平方公里。

对“未治安区”，实行以“扫荡”为主的政策，通过

武力的“肃正”摧毁和破坏抗日根据地。日军对根

据地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除并破坏根据地的

设施，使中共不能生存和建设。在军事讨伐结束后，

仍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根据地。

同时设置行政机关，使该地向“准治安区”发展。

这一时期，日军的“扫荡”战术不断发展，由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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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扫荡”，发展到长期的“扫荡”；由分散的“扫荡”，

发展到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线式的“扫荡”，发

展到纵深的“扫荡”；由分区围攻，发展到分区“清

剿”；由长驱直入，发展到步步为营；由分区合击，发

展到“铁壁合围”；由无组织的烧杀抢掠，发展到有组

织的“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

光”，所谓“杀光”，即是指对作战区域的中国军队降

兵、伤兵以及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大肆屠杀；所谓

“烧光”，即是指将作战区域的所有建筑物尽量烧毁，

造成民众生活的困难，迫使民众迁移以切断中国军

民间的关系；所谓“抢光”，即是指直接掠夺作战区域

的财物，摧毁中共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实现“以战养

战”的经济战略目标。“三光作战”是日本侵略中国期

间残酷屠杀和抢掠中国军民野蛮暴行的最大化和极

端化。

日军每到一处，先派出兵力抢占道路、关隘，构

筑据点，形成包围圈，然后由攻击部队在封锁圈内机

动作战，派出搜索队、捕捉队等，纵火烧毁村舍，搜索

物资，捕捉抗日分子，反复连续地进行奇袭、奔袭，攻

击八路军军政领导机构，摧毁八路军后勤生产部

门。1941年和 1942年，日伪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的

1000人以上的“扫荡”达 174次，较前两年增加 2/3，
使用兵力达 83.89万人，较前增加 1倍。其中 1万人

以上的“大扫荡”达15次，亦较前增加1倍。“扫荡”的

时间也有所增加，最长达到3个月。

日军的这种“清政”“蚕食”“扫荡”相互之间密切

配合，“清政”的目的是巩固占领地的“治安”，限制中

共的活动；通过“蚕食”则可以扩大占领地，缩小与割

裂抗日根据地；“扫荡”则以消灭抗日根据地的有生

力量、扼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摧毁抗日根

据地为目标。

(二)逐步扩展的“清乡运动”

1941年4月14日，“清乡委员会第一次筹备谈话

会”上，汪伪政权的军事顾问晴气庆胤中佐提出，“清

乡”区域辽阔，必须从局部开始，分区实施，再逐步扩

展。12月10日，华中方面军制定了《扬子江下游三

角地域国民政府治安建设指导要纲》，规定“清乡运

动”的方针是“在预定地区内完成后，逐渐向周边区

域扩张”，进一步明确了这种“逐步扩展”的政策。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清乡运动”一步一步扩

展。1941年的“清乡”主要在江苏一省进行，运动的

目标主要是“树立和平的模范”，建设“清乡”模范区，

为此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推进全面的“和平”。第一

期的“清乡”地区包括吴县、常熟、昆山和太仓四县的

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地区，这一区域经济发达，位于

连接着汪伪政权核心地区南京和上海的铁路沿线，

战略地位重要。同时，这一地区从1937年底以来，就

成为共产党新四军及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游击根

据地，新四军以常熟、江阴一带为根据地，“忠义救国

军”则活跃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

7月 1日开始，日军第十三军的 10个大队、以伪

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的 4个师 2个旅约 12000人、伪模

范警察部队约2000人，向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第

六师第十八旅和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日伪首先进

行军事“扫荡”，搜索围剿新四军部队及中共的党政

机关，接着构建封锁网，设立检查所，构筑封锁圈。

继而由伪政权方面组织行政机关，建立保甲制度，并

实施宣传、文教、经济等措施。第一期的“自治”“自

卫”工作大致完成后，转人以经济、文教为主的“自

生”阶段。9月15日，日伪对邻接第一期“清乡”地区

的无锡、常熟、江阴发动第二期“清乡”。参加“清

乡”的日伪军队和第一期的基本相同，只把暂编陆军

第十三师教导旅司令部人员调回，其所属两团，仍照

常担任“清乡”工作。“清乡运动”的方法也基本维

持了第一期的模式，军事上以搜索和建立碉堡为主，

政治上进行编组保甲和组建自卫团。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清乡”运动更

显重要，不再是单纯实施全面“和平”的具体手段，运

动的主要目的变为“协力大东亚战争”。运动的实

施区域不断扩大，从江苏扩展到浙江、上海等地。

1942年 2月开始，日伪在昆山、吴县、无锡三县铁路

以南地区以及江阴、武进两县的部分地区开展苏南

地区第三期“清乡”。1942年 7月 1日，开始太湖东

南第一期“清乡”，区域为吴江县苏嘉线以东之一部

分，松江县沪杭线以北之一部分，青浦县全境，昆山

县、海南县以南一部分及浙江嘉兴、嘉善两县沪杭线

以北、苏嘉线以东之一部分地区，划分为吴江、青浦、

松江、嘉善四个特别区。10月 1日开始，对太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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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第二期“清乡”，包括金山县，平湖县，海盐县，及嘉

兴、嘉善、松江县的一部分辖境。上海方面，从9月
1日开始，在南汇、奉贤、北桥等县实施“清乡”。在

军事上，对伪军警和民众“自卫”组织强化训练，使其

能在日军援助下，独立担任治安工作，逐渐将治安任

务移交给伪政权，使日军可以调派军队参加太平洋

战争；在政治上，以确立伪政权的统治为主要目标，

按“自治”“自卫”“自生”顺序实施；在经济上，进行

经济封锁与掠夺，铲除抗日势力，统制金融事业，促

进生产，节制消费，以适应“大东亚战争”的经济形

势；在思想上，开展“新国民运动”和“东亚联盟运

动”，宣传“东亚共荣圈”思想，并特别提出对国民精

神的培养。

1943年初，汪伪政权正式对英美“宣战”，“清乡”

成为参战义务之一，运动的目标也从“协力战争”转

向“总力参战”。这一阶段是“清乡运动”规模最大、

区域最广的时期。1942年底，汪伪政权制定了《民国

三十二年上半年度清乡工作要领》，提出继续扩大

“清乡区”，1943年 2月 1日起开始余姚盐场附近的

“清乡”，3月10日起开始镇江地区的“清乡”，4月1日
起在南通附近开始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5月1日
起在崇明、嘉定附近开始上海地区第二期“清乡”，6
月20日起开始杭州地区的“清乡”。江浙沪的大部分

地区都开始进行“清乡”。“清乡”的主要目标是实

现“官民一致”及军、政、教的统一，运动分为三期，每

六个月为一期，共计一年半。第一期任务，以确保治

安，彻底实行政令为主，着重于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

的统一，以官治为中心，先行确立政治基础。第二期

任务以“团结”民众组织、集中民力为主，着重于以政

治为基础的军、教统一，以民治为中心。第三期任

务，则是对各种策略的刷新充实及扩大，以官民融合

为中心。

1944年，日伪陆续制定了安徽、广东、湖北地区

的“清乡”计划。但随着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和根据地

1944年展开局部反攻以后，各地的“清乡运动”迅速

走向破产，至1944年底，华中地区的“清乡”基本上被

新四军、各地游击队和广大人民所粉碎。

“清乡运动”的手段是先用武力对“清乡”地区

进行封锁，在封锁区内，由“清乡”部队清除抗日力

量，在其后立即开始政治工作，强化基层政权。再

通过经济工作调整经济结构，严格控制物资的流入

和流出。同时实施文化工作，芟除赤化思想，充实

教育设施。

具体来说，首先进行的是“军事清乡”，军事行动

是其他措施的前提条件，主要采取的是搜索和封锁

的措施。搜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篦梳式的巡

逻搜索，在水上由汽艇担任，在陆上由摩托车和徒步

便衣队(三五十人一队)负责，在大小山头、山谷河流

两岸进行搜索，如发觉目标即进行层层包围，严密监

视，待后续部队来到即实行正式进攻；另一种是对大

小市镇和村庄的包围搜索，设立情报网并完善交通

网，在拂晓前包围村庄，天明时进村，将所有村民集

中起来查问，区别口音，看手掌和肩膀，辨认其中是

否有抗日分子。同时，对“清乡”区进行严密的封锁，

沿河流、沟渠及其他险要地方设置竹篱、木栅、铁丝

网、电网等障碍，在公路、运河的重要出入口设置检

查站(所)，每隔数百米建碉堡，在交通路口设检问所，

重要地点设日伪军据点。篱笆两侧的民房一律焚

毁，每一“清乡”区篱笆的总长度都在200公里左右。

通过这种封锁线，日伪对“清乡”区内外进行隔绝，将

“清乡”区内部划分成大小不一的区块，进行军事、物

资、人员的封锁。

“政治清乡”是“清乡运动”最重要的内容。清查

户口，编组保甲，要求同甲各户长联合5户(至多9户)
取具联保切结，彼此互相监督，如“有灰色份子假借

保甲名义，与匪暗通消息者，一经查实，即应处以极

刑”。并办理自卫枪炮登记，及时填报户口异动，“如

发现有与表册不符者，即立予究办，并连坐”。同时

协定保甲规约，要求保内各户严格遵守。在保甲制

度的基础上发放各种证明书，在封锁线重要地点设

立大检问所和小检问所，领有证明书才可通过。此

外，组织壮丁训练，编组“自卫团”。在保甲编查结束

后实施壮丁训练，“清乡”区内 18岁以上、45岁以下

之壮丁，强制参加训练。训练结束后，即编组“自卫

团”，作为各乡镇自卫武力的基础。“自卫团”主要负

责检查行人和船舶的通行、清查户口、检查旅馆菜馆

等公共场所、侦察或逮捕中共人员、协助保安队和行

政警察队进行侦察通信及合作作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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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清乡”是“清乡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税

收是汪伪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成立“清乡”地区税

务查缉处以整理财税，督征旧欠，废除租赋并征，实

行土地查报，改革田赋税率，整理营业税和各种捐

税。日伪实行严格的物资统制与运销管理，制定了

《清乡地区交通并物资移动及搬出入管理规则》，禁

止“清乡区”物资外流，切断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物资

流通。同时，日伪还设立“合作社”，强迫民众出资

参与，低价收购大米、棉花、小麦、蚕丝等农产品，高

价向农民销售火油、蜡烛、火柴、肥皂、香烟等生活

用品。

宣传和教育是“思想清乡”的重要内容。通过

文字、语言、艺术、活动等进行多管齐下的宣传方

式，对“大东亚战争”和“大亚洲主义”进行美化宣

传，以及对共产党和英美的敌对宣传，以掌握民众、

争取民心。推进“清乡”教育，强化教育机构，改善

教职工生活，接管“敌性”学校，统一课本教材，以

“启发”民众思想，统一民众意志，使民众了解“大东

亚战争”的意义，努力推进所谓“新国民运动”，实践

思想“清乡”。

三、产生差异的原因

“治安强化运动”是在特定地区采取特定手段，

巩固“治安地区”，减少、甚至消除“未治安地区”和

“准治安地区”的策略；“清乡运动”是划分地区，逐步

实施，由“局部和平”向“全面和平”推进的策略。这

种政策手段上的差异主要是受地理、军事、政治、民

情等因素影响。

从地理环境看，日本在华北的占领区主要包括

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和北京、天津、青岛三个

特别市，这一区域面积广阔，以平原和山地为主。日

本在华中的占领区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湖北、

江西等省和南京、上海两市，以平原河湖为主，河湖

港汊纵横交错。地理环境上的这种差异，影响着华

北“治安强化运动”和华中“清乡运动”的具体政策手

段。就像洪泽所说“江苏人口密集但生产、居住是分

散的，市镇也多，不像北方的那种大庄子，他不可能

搞并村，筑封锁沟，‘强化治安’那一套”。华北地区

广阔的面积和相对集中的乡村，为日伪“集家并村”、

制造“无人区”提供了可能性，山地和平原的不同地

形地貌也使得日伪需要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措施。

而华中地区生产生活较为分散，难以同时进行整个

地区的“清乡运动”，需要分区进行。同时，华中地区

产竹，为修筑封锁竹篱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运动的发动者看，“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

动”都是由日军主导，伪政权负责具体实施，华北日

军和华中日军之间、华北伪政权和汪伪政权之间的

差异影响着两运动的政策手段。

为了以有限的兵力维持整个华北的治安，华北

日军一直实行着高度分散部署的策略，第一军驻扎

山西，第二军驻扎山东，方面军直辖部队驻扎河北，

驻蒙军负责山西北部和察哈尔南部。然而，长时期

的分散部署容易产生问题，“各部队完全陷入被动守

势，不思进取”“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变成静止

的防御”，这种策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共抗日力量

的发展和壮大，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分散

部署兵力是华北治安工作的支柱，划分“治安区”“准

治安区”“未治安区”分区施策就是以分散部署为立

足点进行的灵活机动的讨伐，一方面，在分散部署的

背景下，日军可以在整个华北开展“治安强化运动”；

另一方面，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华北日军可以有效

率地安排有限的兵力巩固“治安区”、进入“准治安

区”、消除“未治安区”，是一种“主动进攻的、有计划

的措施”，日军希望以此克服“治安肃正”时期的“被

动”“静止”。“清乡运动”主要是由第十三军负责，

到1940年底在江苏、浙江、安徽共驻扎7.8万人，军

事力量的不足使得华中日军认识到短时间内在过于

广阔区域开展“清乡”，只能是不彻底的“清乡”，难以

达到“清乡”的目的，因此采取分区进行的方式，首先

解决对日伪威胁最大的苏南地区的抗日力量，成功

后再扩展到其他地区。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伪政权的差异也对两个

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前身是

1937年12月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一伪政

权成立较早，原本是华北日军作为“中央政权”而扶

植，但因一直未找到“一流人物”，在汪伪政权成立

后，彻底沦为地方性的伪政权，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

南京汪伪政权，但在实际上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

从人事任免到对内施策，以至对外交涉，汪精卫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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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权过问。然而，华北伪政权的这种“自治”，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是华北日军实现其“以

华制华”目的的傀儡和工具，表现在“治安强化运动”

上则是对华北日军的依附性。相对而言，汪伪政权

作为名义上的“中央政权”，保留了更多的“独立性”，

注重通过“清乡运动”清除残留的“维新派”势力，实

现统治的“独立性”。汪伪政权开设训练班，培养大

量“清乡人才”，派往“清乡区”担任基层工作，取代原

有的“维新派”行政人员，逐步将基层官员换成汪精

卫方面的人员。这种方式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培训

大量“清乡”人员，也就使得“清乡”运动在短时间内

难以全面展开，需要一地一地分别进行。

从运动的对象看，“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

动”的针对对象都是中国的抗日力量，尤以中国共产

党为主。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占领区的武装力量主要

是八路军。1937年 8月 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

军组建完成后，迅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创建了晋察

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1940
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打乱了日军1940
年的“治安肃正”计划。华北日军认为“华北治安肃

正工作到1940年底仍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

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日军加

强了对八路军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华北方面军

参谋部第二课新设了专职主管对中共情报的参谋，

“中央灭共委员会”于1941年6月15日创办了《剿共

指南》月刊。日军根据1941年治安状况判断，截至

7月，日军与中共的力量渗透大致相等，即主要城市、

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约有全面积的10％可

以看作治安地区。中共范围圈内，约有 10％为中心

根据地，是日方不能控制的地区。剩余 80％为双方

势力交错的地带。其中约有60％大致认为属于日方

实力占优势的准治安地区。“治安强化运动”分区

施策的政策手段就是在对共产党力量的认识以及对

占领区周围治安状况的分析基础上作出的决策，企

图达到将“未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准治安区”

变为“治安区”，从而逐渐扩大“治安地区”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占领区的武装力量主要是新

四军，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到1940年底，

新四军先后开辟了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

苏中、苏北、豫皖苏、豫鄂边等根据地。1940年底新

四军的主力人员共 88744人，1941年底有主力人员

86784人及地方武装 41279人、民兵 561219人。根

据 1942年 1月华中日军对江南新四军的调查，日军

认为江南新四军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土著性”强，

江南新四军从军政机关干部到下层分子，均由当地

出身的人员构成，和民众关系紧密，这种特点是实施

“清乡工作”时分离“匪民”的一大障碍，但如能完全

实现“匪民”分离，则可以使新四军丧失存在的民众

基础；二是经济基础牢固，江南地区丰富的资源为

新四军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使其可以从容地实

施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更容易地把

握民心，但如能通过军事行动将新四军完全驱逐到

江南地区之外，其经济上的存在基础也就随之丧失

了。根据新四军的这种特点，日军的主要目标是

“将新四军主力驱逐到根据地以外”，然后进行反

复的“扫荡”和“剔抉”，以彻底切断新四军和民众

的联系，因此采取逐区扩展的方针，划定“清乡区”，

构筑封锁线，在封锁线内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思

想工作。

四、结语

“治安强化运动”是在整个华北占领区推行的战

略，将占领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

区”，分别实行以“清政”“蚕食”“扫荡”为主的政策；

“清乡运动”限定在一定地域内，周边构筑封锁线，一

个地方成功后，再扩展到其他地方。影响这种差异

的因素一是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平原和山地为主的

华北地区需要采用不同措施，生产和居住都比较分

散的华中地区则更适合分区进行；二是运动发动者

情况的不同，华北日军实行高度分散的部署，更有利

于实行全区的“治安强化运动”，兵力不足的华中地

区则需先从一个区域开始，分区实施；三是对运动对

象的认识不同，“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加强了对八

路军的情报搜集工作，根据中共力量的分布作出决

策，华中日军根据新四军“土著性”强、经济基础牢固

的特点，政策侧重于将新四军“驱逐”到根据地以外。

“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都旨在通过军

事、政治、经济和思想的综合手段，巩固日伪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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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肃清”抗日力量，掠夺矿产和粮食资源，奴化

民众，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日伪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运动，给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

地造成巨大损失，军事上的“扫荡”对抗日力量造成

较大的打击，政治上的保甲制度对民众与中共抗日

力量的联系造成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掠夺影响了

根据地的物资来源，思想上的宣传和奴化也使得民

众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动摇。1941年和 1942年成

为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但华北八路军和华中

新四军很快根据日伪的政策调整行动，开展大规模

的“反治安强化”“反清乡”斗争。随着日本在太平洋

战场的失利，不断从中国战场调出主力部队，“治安

强化运动”在1943年宣告结束，“清乡运动”虽然还在

继续，但是日本军事力量的减弱也使得其效果逐渐

下降，直到汪伪政权覆灭而彻底结束。

“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的目标基本相

同，但实践方法上各有特点，通过比较两者政策手段

的区别和影响这种差异的因素可以看出：

从宏观政策看，“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

都受日本的侵华政策及对外战略影响，中日战争进

行到相持阶段，加之 1939年下半年欧洲战场局势的

变化，日本迫切希望解决“中国事变”，从中国战场脱

身。“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是日本政府及军

部一系列对华政策和太平洋区域整体作战计划调整

的必然结果。华北的“治安强化运动”是在日军实行

收缩战略的情况下，以综合力量全面对抗占领地区

抵抗力量的手段，不只是对正面战场的辅助作战，更

是占领区的中心任务。华中的“清乡运动”倾注了汪

伪政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力量，汪伪政

权将“清乡运动”作为“实践日华基本条约”和“实现

和平运动精神”的“救命稻草”，“清乡”不是随意的和

临时性的手段，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明确意图、目的和

内容的长期性的策略。

从政策的具体落实看，日军内部、伪政权内部、

日军和伪政权之间，都存在矛盾和斗争，使得日本的

侵略政策在华北和华中有不同的反映。在日本当局

内部，虽然在侵华的大方向上并无分歧，但在具体的

步骤方法上，各方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华北日军认

为，由于要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并要持续

不断地运出华北地区丰富的矿产与农业资源，以供

应日本和太平洋战场的需要，华北地区无论在政治、

军事还是经济上，都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华中

日军则认为，江南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南京更是

伪国民政府的首都，彻底控制江南地区，不仅具有扶

持伪中央政权的作用，更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意

义，而且长此以往将会从心理与意识上摧毁中国各

地抵抗力量的精神。在中国占领区内部，华北伪政

权和华中伪政权一直存在着矛盾。汪伪政权并不满

足只做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而是试图把其他伪政

权纳入自己的统治，想方设法加强对华北的控制。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则力图继续维持“高度自治”的局

面，为了与汪伪政权分庭抗礼，不得不更加顺从华北

日军，出卖国家利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伪政

权的矛盾斗争，使双方在政策的展开和运动的实施

上难以相互联系，“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虽

然在同一时段进行，但尚未看到两运动相辅相成、相

互呼应的具体史料。同时，日本和伪政权的利益也

并不完全一致。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日本的对华

政策处于矛盾中。一方面，日本希望伪政权发展壮

大，承担对占领区的统治任务，减轻自身负担；但另

一方面，日本要优先满足战争需求，不愿过多地向伪

政权放权。“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表面上分

别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伪政权领导，但实质上

运动的策划和发动完全由日军决定，“治安强化运

动”完全是“治安肃正”和“治安战”的附庸，汪伪政权

所希望的“建立政权的独立性和正当性”也根本难以

达到。

通过“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的比较可以

看到，一方面，日本侵华的宏观政策具有一致性，太

平洋战争的爆发更加紧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另一

方面，日军内部、伪政权内部、日军和伪政权之间，都

存在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影响着日本侵华政策在

华北和华中占领区的具体落实。

注释：

①叶原灵：《四次治运言论及广播专页：四次治运之伟大

使命》，《晋铎》1942年第15期，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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