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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附属地是指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接收

的中东铁路南满段及其附属铁路用地，并逐步发展

为包括长春至大连段、南关岭至旅顺段、大房身至柳

树屯段、大石桥至营口段、奉天(今沈阳)至安东(今丹

东)段，宽度20米到400多米不等的铁路沿线用地及

大小不等的市街。早期满铁附属地在南满铁道株式

会社的经营下，因交通便捷、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不

承认中国政府课税权等优势，吸引了不少商人迁入，

其中不乏中国商人(以下简称“华商”)。
国内学界关于近代东北地区商人的研究主要涉

及商人营业特征、商人组织、商人的社会治理活动

等①，而对东北地区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研究相对

薄弱。目前，虽有安生一篇介绍满铁经营附属地引

诱华商前去营业的文章，但亦主要围绕日本资本的

扩张展开，未见有关华商群体经营的专题性研究。②

日本学界对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研究首推大野太

幹。大野认为，满铁附属地华商商务会作为附属地

内华商群体的代表性组织，从成立、发展到被吞并，

始终是日本控制下的华人商会。③事实上，华商群体

在满铁附属地从自主发展到被日方控制是一个逐渐

变化的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长春、开原、奉天、

四平街、公主岭等贸易较为活跃的满铁附属地华商

群体为考察对象，探讨其 1907-1937年间的发展变

化及特性，力图还原这一特殊地域内华商群体的真

实样貌。

一、满铁对附属地营商环境的打造

日俄战争后，满铁作为日本“经营满洲”而设立

的执行机关，在接手铁路附属地之初发现，除背靠奉

天、营口等商业较为发达城市的附属地有所发展外，

其他沿线众多的铁路用地全是一片荒芜或是基础设

施欠缺的农村，如瓦房店不过是10余户农家的小村

落，完全没有商业活动，开原站附近也是茫茫荒野，

公主岭、头道沟亦是偏僻乡村。因此，为尽快将附属

地发展成为周边的商业中心地，招徕商人投资贸易，

以实现经济掠夺的目的，满铁开始打造附属地的营

商环境。

首先，在满铁附属地设立专门的粮栈区。近代

东北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特产物如大豆、豆饼、豆

粕等农产品贸易，因此，多数商人从事特产物及其相

关产品的交易。满铁以吸引商人流入为导向，划分

“夹缝”中的生意人：

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研究(1907-1937)

王长欢

【摘 要】满铁附属地在日本侵略者的“经营”下，作为掠夺东北利权的“先发阵地”，以其完善的商业设

施、便利的交通、低廉的税费吸引华商趋之若鹜。早期，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在附属地外华商资本的支持下引

领了附属地的发展。满铁为扶植日商势力、确保利权，从特产物交易体系、资本、税收三个层面压制和拉拢华

商。在此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附属地华商群体展现了独特的发展轨迹。到30年代初，满铁沿线华商的团结

运动在日本的反对声中走向失败。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30年的起跌沉浮既是近代商人复杂性的体现，亦是日

本侵华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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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地功能区为住宅区、商业区、粮栈区、工业区。

其中商业区(以火车站为中心的主要交通干道及道

路两侧商铺聚集、交易往来频繁的区域)和粮栈区(保
管和交易东北特产物的区域)完全服务于贸易，两区

占附属地内街区总面积的64％。④

其次，满铁附属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附

属地以车站为中心，初期的道路规划以周边辐射区

域为重点，路宽以能通过荷马车(东北地区农村运输

特产物的主要交通工具)为宜。⑤交通建设加速了附

属地内外商客的往来和货物流通。

再次，满铁攫取中国政府在附属地的课税主权，

造成附属地内外课税有轻重之分，这亦是引发华商

流入满铁附属地的重要原因。华商进入附属地居住

和经商，按满铁的规定需要缴纳公费。⑥值得注意的

是，早期满铁附属地华商多为行商或只身一人，即在

附属地内有店铺但不居住于此或在附属地内居住但

不构成一户，因此，其不需要缴纳课金，仅支付手续

费⑦，并且附属地手续费的六七成以行政费名义由满

铁会社承担。⑧与此相对应，华商在附属地外营业需

要缴纳的税目繁多，加征税费更是常事，并且同一税

种附属地内外税率亦有差异。如1921年长春税捐征

收局所征酒税，城内税重，头道沟满铁附属地税轻，

“同一开设烧锅、同一自由卖酒，税额轻重悬殊”，于

是“长春城里烧商避重就轻，相率迁入，以图省

税”。⑨再看奉天省的情况，1928年外地输入物品进

入省城市场，要纳 5％的输入税和 2.5％的销场税。

为了避税，许多华商在满铁附属地内开设分店。⑩

华商在满铁附属地之外承担了名目繁多的税

捐，增加了经营成本。相比之下，满铁附属地因相对

规范的商业环境、便利的交通、低廉的税费，引得商

人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华商。到1936年，在满铁附属

地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总人数为 123394人，其中

华商占比达65％、日商为29.7％、朝鲜商为4.8％、外

商(除日商、朝鲜商以外的西方商人)为0.5％。

二、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早期发展

附属地之外的华商在满铁附属地营商环境的吸

引下，基于趋利本能，纷纷向附属地内派遣代表或开

设分店。因此，早期满铁附属地的华商从附属地之

外迁移而来，其经营的店铺作为附属地之外商店的

分店而存在，与附属地外的华商资本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如公主岭华商商务会初代协理李魁元，于

1908年作为粮栈泰和顺分店的经理进入附属地；四

平街华商商务会长冯魁章，于 1909年作为奉天城内

天益长分店店长进入附属地；1917年当选为头道沟

华商商务会总理的李焕章，于 1910年作为营口东永

茂长春分店的经理前往满铁附属地头道沟。

满铁附属地之内的华商群体是在附属地之外华

商资本的支持下开展经营活动的。

首先，满铁附属地内的华商为保护行业利益、规

范商业秩序，成立了商人组织，即华商公议会或华商

商务会。早期满铁附属地内华商组织以特产物贸

易商为中心，具有同业公会性质。如长春头道沟满

铁附属地1909年以27家粮栈商人为成员，成立了头

道沟公议会；开原附属地于1910年2月设立了开原

华商公议会，成员都是从事粮栈、油房等与特产物贸

易密切相关的商人。瓦房店华商公议会于1912年设

立，成员主要是从事大豆、豆油、豆粕的特产物贸易

商。公主岭华商商务会于1914年创设，会员同为特

产物贸易商。

其次，满铁附属地华商制定附属地内特产物交

易规则，引领附属地的贸易发展。如头道沟华商商

务会下设粮行，并制定“交易时间、交易资格、豆货品

质以及度量标准”等，其粮豆交易在“新市街”即头道

沟附属地，资本融通在“旧市街”即附属地外的长春

城内。此外，华商商务会还垄断了满铁附属地内的

特产物交易，不许会员以外的粮谷商在粮行进行交

易，若外商有购买豆货之意，“必须由在会粮谷商经

手”。华商在特产物交易上的主导地位，甚至迫使

满铁会社不得不按照华商商务会的规章行事。经

过初期的发展，满铁附属地内华商特产物贸易不断

扩大，如头道沟1916年一天的交易“钱行一百二三十

万元，粮行六七千石”。日方认为，华商的特产物交

易体系经过初期发展不断完善，满铁附属地内外华

商在相互扶持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一方势力”。

早期满铁附属地华商与具有实力的日商关系以

合作为主。日本取得南满铁路经营权之后，为了将

其势力进一步渗透至东北腹地，开始怂恿日商沿铁

路线渗透。具有实力的日商以三井物产会社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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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井物产于1907年开始派员进入东北内地收购

豆货，“尤为重视与交易伙伴东永茂和西义顺的关

系”，而满铁沿线的开原附属地、头道沟附属地都有

营口东永茂设立的分店。中小日商(主要从事零售

业)多听从日本政府“开拓满洲”的号召，从大连等港

口城市北上或从日本本土而来，其实力远不及华

商。如 1909年，头道沟附属地在住日本人有 26人，

其中从事商业者仅1人。同时期在瓦房店满铁附属

地“日商仅数人，限于零售业，销售额一年几万元”，

华商则在出口商和农民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

色，“最高年贸易额在60万元左右”。

在社会事务方面，满铁附属地内华商积极参与

排日运动，维护附属地内华人的权利。如 1913年 3
月，长春满铁附属地因日警滥用司法权，短期内出现

数起虐待华民事件，尤以德发合粮栈与三井洋行纠

纷最为严重，导致华民缢死。面对日警任意逮捕、杀

害中国公民的暴行，满铁附属地内的华商跟随联合

城内总商会，参与排日运动，其目的是抵制三井洋行

为首的日商。这场运动影响广泛，奉天总商会、营口

总商会、安东总商会均参与其中，并且波及北满铁路

沿线地区。对此事件，驻长春日本领事在致日本外

务大臣及关东都督的报告中对满铁附属地华商“即

享受了利益，反日情绪又不断滋生”表示不满。

由上可见，早期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在附属地

外华商资本的支持下，在附属地内站稳了脚跟，并在

经济上控制了特产物贸易，在社会事务上也保持其

独立自主性。

与此同时，日本商业势力经过几年的扩张，到

1914年，东北地区的日商达4万人之多，相比1907年
增加了近3倍。增加的日商多从事小型零售业。这

些从事小型零售业的日商亦希望从东北的特产物贸

易中分得一杯羹，但未获得参与其中的机会，其原因

是华商在选择交易伙伴时，“拒绝资金薄弱的中小型

日商”。根据学界的研究，三井物产从港口城市进

入东北内地收购大豆时，在尝试从农民手中直接收

购的同时，“并没有断绝与粮栈的关系”。实际上“三

井物产派到东北内地的职员大多通过粮栈收购大

豆”，换言之，像三井物产这样的大型日商此时亦无

法脱离华商直接收购豆货。整体来看，日商在满铁

沿线地区的发展因附属地内外华商联合控制了特产

物交易而困难重重，此种情形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

的野心存在差距，加之忌惮于附属地内华商的反日

势头，日方开始对附属地内华商群体施行压制和拉

拢的双重政策。

首先，日方以满铁附属地为切入点，以“整合附

属地日支商人”为借口，着手建立日方主导的特产物

交易体系。根据关东都督府令，大连特产物贸易所

于 1913年 2月设立，9月开始营业，这是日本特产物

交易所之嚆矢。1916年，长春、开原满铁附属地特产

物交易所设立，1919年，四平街、公主岭、铁岭、奉天、

辽阳满铁附属地亦先后设立特产物交易所。这些

日本“官营”的特产物交易所，粮豆交易价格以日本

的金本位制为标准，交易方式分为现货交易和期货

交易两种，期货交货日期限定在 3个月或 4个月以

内，超过期限需向所长(由日本人担任)请示。同时，

信托株式会社为交易提供担保和清算事务。

中方对日方争夺特产物贸易主导权颇为不满，

华商群体奋起抗争。如头道沟的华商希望“满铁能

够体谅粮行、钱行都是商务会多年苦心经营的成

果”，同意将粮行、钱行转变为“关东州和满铁共同保

护下的公共机关”，但要求“中日双方对半申购”信托

株式会社的股份。开原附属地的华商就贸易方式

批驳满铁，主张采用惯常的“旧交易方法”。此外，中

国政府也努力发展紧邻附属地的市镇，以吸引华商

回流，如紧邻开原附属地的小孙家台、紧邻铁岭附属

地的义和屯，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700余户的大村

落”和“拥有300户的小镇”，并且“附属地内的商业也

显示出向这些村落转移的趋势”。

其次，日方从资本层面拉拢华商。面对因特产

物交易主导权受到挑战而失意的附属地华商，满铁

同意华商商务会的请求，由满铁、日商、华商三方合

资，为附属地内特产物贸易商提供金融支持。如头

道沟信托株式会社中“附属地华人占 5000株、满铁

1000株、日商4000株”。开原附属地的王执中(华商

公议会会长)、马秀升(华商公议会副会长)、孔英臣(华
商公议会议事员)等有实力的华商还与川岛定兵卫

等日商集资 100万日元，设立开原银行。此外，20
世纪20年代前后，满铁附属地华商随着自身实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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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的积累，与附属地外总店的关系日渐疏离，对附

属地外商业资本的依赖程度亦有所降低，这种情形

给满铁和日商以可乘之机。如孔英臣于1918年宣布

脱离开原城内的同兴栈独立，并与日商横山述太郎

合资开办了开原中和株式会社，主营特产物和煤炭

贸易。事实证明，日方拉拢华商的真实意图是借助

附属地华商资本以扶植日商势力。

此外，日方还攫取中国政府对附属地的税收主

权。华商为避税迁往满铁附属地，这毫无疑问影响

到东北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因此，中国政

府派遣税捐征收员多直接进入附属地对华商征税。

如开原附属地内出现“清国孙家台税捐分局员避开

附属地的日本警察，进入附属地向清商征收各种营

业税”的情形。满铁附属地属于中国领土，东北地

方政府在附属地内征税合理合法。但日方曲解相关

条款，认为中方征税是“不当课税”，多次向中方交涉

并严加防范，并向附属地边界增派警力，严防中国税

捐征收员进入。同时，满铁于1913年颁布的《附属地

华商商务会通则》(以下简称《通则》)，更是从“法理”

上将附属地华商纳入满铁管辖范围，其意图不言而

喻。面对日方的逼迫，东北地方政府改变征税方式，

与附属地华商商务会谈判，要求其代征税费。如在

长春附属地，1914年 11月，时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

的饶昌龄针对“华商躲藏在租界，依靠外国庇护拒绝

纳税”的情况，下令“通过该处商会(头道沟华商会)对
华商现行贸易征收销场税和牙税，商会中的李子骞

(会长)代为征收，每月将税金送往长春税捐局”。

综上所述，以满铁为代表的日方为了维护自身

的权益并扶植日商势力，从特产物贸易和资本两方

面削弱附属地内华商对附属地外华商资本的依赖，

从而达到分化华商群体的目的。同时日方还阻挠东

北地方政府对附属地华商征税，以此削弱中国政府

对满铁附属地的掌控力。

三、20世纪 20年代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双

重性

20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主导的特产物交易体

系不断冲击着华商既有的交易体系，如开原满铁附

属地日本特产物交易所“年交易量多达60万吨”，几

乎垄断了该地区的特产物交易。脱离了附属地外华

商资本的附属地内华商，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日

本，逐渐蜕变为日本统治下的商人群体，首当其冲便

是附属地华商组织的成立和运行必须获得满铁的许

可和监督。

根据《附属地华商商务会通则》规定，华商会主

要在四个方面受满铁的控制：一是总理、协理必须经

满铁会社总裁认可，评议员也须经满铁会社地方事

务所主任认可；二是章程的变更、重要业务的开展须

经满铁会社同意；三是允许日商加入华商会，并允许

满铁会社派驻代表；四是每年接受满铁会社的会费

资助。如长春头道沟华商会在首任会长李子骞

(1909-1917年任会长)任职末期，将华商会“章程”变

更为“本会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长春附属地中华

人商工业者的组织”，同时也“接受长春附属地在住

日本人的加入申请”。1917年，华商会默认由在满铁

任职的上田贤象出任帮办，并从1921年起，每年接

受满铁会社补助金3000元。

此时，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与东北地方政府在

缴纳税费方面亦存在矛盾。20世纪20年代，满铁附

属地日趋繁荣，华商也日益活跃，但是附属地华商会

的包税额多年没有增加，与其经济实力相比，应收税

费甚少。1920年，吉林省财政厅齐文轩和奉天省财

政厅厅长王永江在函件往来时谈到附属地华商税费

负担少的问题。王提议，在长春附属地与城市的交

界处实施“堵征”。此举在奉天省亦取得良好效

果。从东北地方政府对附属地内商人的征税方式

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对满铁附属地的实际控制力在

弱化。

“堵征”能够产生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满铁附属

地的地理位置和华商的贸易特点。满铁附属地分散

在南满铁路沿线，面积狭小，通过铁路与港口(如大

连港)联结，并依靠马车与周围地区保持密切联系。

身处附属地的华商深入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收购粮

谷，再转售给大型特产物集货商，同时从港口城市的

外商、华商处购进一些日用杂货，批发给满铁附属地

辐射区域的基层华商或直接售卖给农民。换言之，

满铁附属地华商的本质是商人，其完全依赖于周边

腹地的吸纳汇聚和扩散辐射的贸易渠道，而地方政

府在贸易通道上的“堵征”，如同斩断其生存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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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四平街附属地内的货物在运往周边地区的途中，

若被设置于边界处的东北地方政府税捐员发现没有

纳税，会被当作走私品，缴纳规定税率两倍以上的罚

款才可放行，如不缴纳税款则没收货物。附属地华

商为避免损失，不得不主动纳税。如每年新谷收获

之时，开原附属地内的华商从附属地辐射区域收购

粮食，并在附属地内粮栈自行申报缴纳粮食出产

税。因此，20世纪 20年代，满铁附属地华商出于经

济利益的考量，主动向东北地方政府纳税。

此外，华商商务会代表附属地内全体华人，在附

属地内外开展各种公共事务。如开原附属地的华商

会开办了学校、公共墓地和医院等，并且业务不局限

于附属地内，还拓展到紧邻附属地的小孙家台村，开

原附属地的华商由此获得“地方名士”的称号。

头道沟附属地华商商务会经营的长春商业学堂

在当地甚为有名，培养了众多商业人才。王荆山

(1921年任头道沟商务会会长)在城内开设自强学校，

获得长春县知事张书翰的赞扬：“至今日十余年间，

学校全部由王琳(字荆山)出资运营，我县子民受益无

数”。此外，由于北伐战争，关内政局混乱，华北民

众纷纷避逃东北，为此，华商商务会开设了难民营，

救济疲敝的难民。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满铁附属地华商商务

会在组织运行中，接受日本的监督和公费支持，经济

上也与日商建立了商贸关系。同时，满铁附属地华

商在“堵征”政策下主动向东北地方政府纳税，并在

附属地内外的公益事业上用力颇深，与中国政府保

持着基本的互动关系。这既有不愿牺牲自己商业利

益的考量，亦有不想获得骂名的缘故。这是满铁附

属地华商“知时易变”的选择，符合其特有的“双重

性”特征。所谓“双重性”，指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即

是“华人”亦是“在日人实际统制下的满铁附属地营

生的商人”。此特征决定了这一时期满铁附属地内

的华商群体不得不对日本和中国地方政府双重依附

及左右逢源，以获得生存空间，即“夹缝”中求生存。

四、20世纪30年代初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联

合及其走向

20世纪 30年代，世界银价暴跌及奉天票的滥

发，触动了以银为本位的东北金融体系，满铁附属地

内外的华商均受波及。在华商与日商交易时，根据

交易所的规定，需要以黄金结算，而银票则大打折

扣，业务陷入停滞状态。如“开原粮栈的大豆一斗换

金一元四十几钱跌为一斗值金一元二十五六钱”。

1931年3月，附属地内华商“破产者达126家，其中包

含30家资本金在5万元以上的实力商铺”，华商公议

会为了减轻华商负担，请求满铁“减免租地、公课、电

灯等费用”。长春附属地的万合公、三盛栈等实力

较雄厚的华商宣告破产。三盛栈系华商商务会会长

王明远开办，其“欠债鲜银、满银、边业，三盛栈及栈

内物件被抵押”。资金周转不灵的头道沟华商则要

求商务会请求满铁会社“官费改银”。长春特产物

交易界的重镇协和栈因银贱风波，欠债80万元，最终

“交由满铁(协和栈背后股东)整理”。与其他地区相

比，奉天附属地的状况更呈恐慌之相，据奉天南满站

华商商务会调查，1930年 9月，“商务会会员破产者

就达47家”。

针对省内商业的不景气，辽宁省政府于 1931年
初下发了2000万元“辽宁全省农商贷款”，贷款的使

用权必须以房屋、店铺、货物作抵押为前提，而附属

地华商的财产处于满铁会社管控之下，不允许抵

押。附属地华商虽可以向中国银行借款，但必须提

交“本区域商会开具的保证书”，然而中国政府不承

认南满站华商会的保证书效力。

针对上述情形，为团结铁路沿线全体华商，在奉

天南满站华商会会长王继周，副会长李玉枢、史旨清

的倡议下，拟成立获得国民政府实业部和满铁会社

双重认可的铁路沿线华商联合会。对此，满铁、关东

厅和日本政府竭力反对。从日方的角度看，满铁附

属地的华商始终是“外人”。关东厅警务局长认为，

“华人团体和排日分子合流后会造成不稳定局

面”。在日方的反对下，这场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

的联合运动以失败告终。

随着联合运动的失败，满铁附属地华商深陷孤

立无援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在于身份的“双重性”。

表面来看，银价暴跌之下应能获得中日双方的援助，

但是东北地方政府金融呈现乱象，仅扶持附属地外

的华商就已力不从心，更何谈脱离自身实权范围的

满铁附属地之华商。日本在所谓的“大陆政策”指导

··11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8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下，早已不满足满铁附属地与关东州一隅，而是对整

个东北虎视眈眈，妄图将东北全域变成其殖民地，对

华人更是严加防范。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下，南满铁

路柳条湖段被炸毁，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后，

社会治安不稳、市面恐慌，这对本就饱受银贱风波摧

残的华商无疑是雪上加霜，奉天附属地经营生活必

需品的华商店铺一度停业，到9月底才开始阶段性营

业，每天营业额多则十余元、少则几元；贩卖水果鲜

货的华商，货物积压仓库；特产物贸易及向铁路沿线

农村市场销售棉纱布、烟草、面粉等消费品的交易亦

因交通不便而被迫中断。到10月中下旬，金融、交

通恢复，华商店铺又景气起来。如奉天附属地的同

义合丝房、益丰商店因“天气变冷棉布类商品走俏，

恢复事变前向大阪派遣店员的惯例，进口棉布”。

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日商在中国东北的

地位不断上升，满铁附属地华商与日商形成紧密的

“一体”关系。1931年12月，开原附属地从事特产物

贸易的华商与日商联合成立开原日满特产商联合

会，其目的是“通达相互意志、矫正营业上的弊害、协

同一致以图共同发达”。

1932年3月，在日本操纵下，伪满洲国成立。满

铁附属地华商群体为谋求发展，除认同满铁会社的

管理外，还必须加强与日伪的联系。1933年，开原附

属地华商公议会借改称开原商务会之机，更改了组

织宗旨，即“以图与日本方面诸机关紧密联络，以助

于日满两国商人的发展”。然而日本不可能止步于

此，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国东北经济完全从属于日

本。由此，附属地华商群体的发展日益受到日方的

制约。

1933年3月，伪满颁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

其中经济统制方策提出：“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之重

要事业以公营或令特殊公司经营为原则”。在此政

策指导下，日伪当局指定伪满中央银行集中收购大

豆，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在北满各地设立收购网

点。南满铁路沿线的特产物由日本小财阀设立的

100处“瓜谷酿造商店”收购。日本对东北特产物的

收购政策从根本上攫取了满铁附属地华商的权益。

在此背景下，附属地内外的粮栈数量均有所减少。

1933年，奉天有华商粮栈30家，而到1935年6月末，

仍在营业的华商粮栈仅剩一半。在课税方面，当初

满铁曲解条款，不承认中国政府在附属地内的课税

权，而此时则以附属地华商向伪满洲国纳税的形式

延续下去，甚至课税更重。如与九一八事变前相比，

奉天附属地华商缴纳的税种和税额更多。

附属地内外的华商商务会亦难逃被日伪“改造”

的命运。满铁会社产业部发行的《在满洲国商工团

体的法治地位——关于日本人在满商业会议所及满

人商会》指出：“过去经济问题由华商商务会及商工

会议所分别请愿，今后两者统一后可以有效地表达

代表的意见，另外也能便于理解日满商业者彼此的

性情及商业习惯，在经济调查及其他各种经济提携

问题上相互收获不少的便利”。经进一步讨论，伪

满当局于 1937年 11月 27日在“国务院”会议上通过

了《商工公会法》，附属地华商商务会并入伪满商工

公会。一些附属地内的华商对此表现出更为彻底的

利益至上主义，在伪满商工公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如王荆山创办的长春裕昌源制粉公司接受日伪资

助，王也担任伪新京(今长春)商工公会副会长；开原

满铁附属地华商王执中、马秀升分别担任开原商工

公会的副会长和理事。

为保持伪满洲国表面上的独立，日本开始谋划

撤废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与行政权，此举的根本目

的是将中国东北彻底殖民地化，为日本即将发动的

全面侵华战争服务。1937年11月，日本政府与伪满

洲国签订《关于废除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及转让南

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权条约》，规定“日本应将南满

洲铁道附属地治外法权及行政权转让满洲国政

府”。由此，满铁附属地华商商务会最终被伪满洲国

掌控。

结语

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复杂性需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满铁附属地华商虽然早期进入日本统治制

下的满铁附属地，但在附属地外商业资本的支持下，

引领了附属地早期经济的发展，并且在社会事务方

面保持独立自主。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亦“华”亦

“商”的双重性充分体现出华商的复杂性，也决定了

附属地华商不得不在对中日双方的双重依附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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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源中获得生存空间。

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发展史是日本侵华的一

个缩影。满铁附属地的华商从 1907年进入附属地

后，在满铁的压制、拉拢和分化下逐步蜕变为日人掌

控下的商人群体。九一八事变后，附属内的华商群

体看似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获得了某些发展，但

总体来看，其前途日趋没落。

注释：
①有关近代东北商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程美秀：《清代山

东商人在东北经商述略》，《北方论坛》1995年第6期；王景泽：

《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北地区的商人》，《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张晓红：《近代东北地区棉纺织

品商人的活动及其性质——以奉天“丝房”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王晓影、佟银霞：《试论

清末民初东北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社会科学战线》

2016年第10期；董瑞军：《近代东北商会研究(1903-1931)》，吉
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大任：《嵌入性治理

——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年第 5期；王大任：《来自商人的“人情贷”——近代东北

乡村商业资本对乡村基层社会网络的嵌入》，《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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