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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因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营
口，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成为中国东北
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和经济渗透的前沿阵地，而大豆产业则成为日本
经济侵略的重要目标。

一、近代营口大豆产业的发展

营口自 1861 年对外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
东北地区的重要商贸中心，尤其是在大豆贸易中
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863 年，清政府解除
了大豆出口禁令，外商纷纷参与东北大豆贸易，
推动了大豆出口的迅猛增长。到19世纪末，营
口已经成为东北大豆的主要出口港，对营口当地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动了相关产业
链的形成。

二、日本在营口大豆产业中的初步渗透

1890 年，日本三井物产在上海支店专门派
人常驻营口东永茂油坊，研究营口大豆。同年，
隶属于三菱财团的日本邮船会社开通了营口与神
户、横滨的定期航路，也参与到大豆出口贸易中
来。1892 年，日本人山本携带大豆样品向三井
物产总部汇报，建议在营口开设分支机构。1895
年，三井物产正式设置营口出张员，开始大力收
购东北大豆。1900 年，三井物产成功从营口进
口大豆到日本，标志着日本在东北大豆贸易中的
实质性参与。1905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进一步
巩固了其在东北的地位，并通过营口港加强对东
北资源的控制。

三、日本对营口大豆产业的控制和掠夺

20 世纪初，日本通过设立企业、银行和贸

易公司来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如“满铁”的成
立，不仅掌控了南满铁路沿线的交通，还逐步控
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其中就包括大豆等重要农
产品的贸易。1913 年开始日本施行豆饼混保运
输，1919 年又实行大豆混保运输，强化了“满
铁”对东北大豆产业的控制。“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大豆资源的掠夺。1932
年，日本扶持成立了伪满洲国。“满铁”以及其
他日本企业在伪满洲国政府的配合下，对大豆种
植、收购、加工和出口实行全面控制。1939 年
伪满洲国政府公布了特产品专管法，开始对特产
品的统制。此外，日本还强制推行“粮食出荷”
政策，对大豆实行强制购销。例如1942年日伪
营口兴农合作社成立，通过下达种植计划、供应
农业生产资料、收购农副产品、管理“出荷粮”
等形式，直接影响着营口的大豆产业。

四、日本掠夺营口大豆产业的历史影响

日本对营口大豆产业的控制和掠夺从一个历
史侧面反映了日本对营口的经济侵略。日本通过
强制低价收购和出口限制削弱了营口地区农民的
经济基础，导致农村贫困加剧。此外，日本对东
北大豆资源的控制改变了全球大豆市场的格局，
东北地区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地，而
日本则通过控制这一资源，成为全球大豆市场的
重要参与者。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深
刻地理解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这一历史
同时警示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经济霸权与
资源掠夺行为，共同构建和谐共生的经济秩序。

（本文作者系营口理工学院讲师、营口市历
史学会会员）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
领营口后，均对营口实施了金融侵略，并且其侵略程度
逐渐加深。

一、甲午战争时日军占领客观上对营口造成的金融
破坏

1894年到1895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引发了营口第
一次金融危机，主要是现银逃逸致使过炉银大幅度贬
值，使得银炉不得不暂时中止过炉银卯期决算，从而引
发了过炉银的信用危机。

营口商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此次危机，包
括以现宝银八十五两结算过炉银百两，处理银炉的债务
债权；暂时使用现银交易应对过炉银贬值、信用受到冲
击的难题；在公议会的维持下尽快恢复卯期决算制度、
制定更加严格的保障银炉与商家信用的条规等，解决了
甲午战争日军占领带来的金融危机。

此次日军入侵只是客观上造成了营口金融界的震
荡，日本方面并未意识到掌握金融主动权的重要性，并
且由于营口金融界的积极应对，过炉银信用很快恢复，
营口金融秩序也迅速稳定下来。

二、日俄战争时日本对营口金融的强势入侵

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已经意识到
了掌握金融主导权的重要性，于是日本政府便借助其军
事力量，试图借日俄战后营口金融市场动荡之机，彻底
废除过炉银，取而代之。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采
取了如下措施：发行军票和钞票两种货币，试图入侵营
口金融市场，其中军票在日俄战争期间大量在营口市场
上流通，甚至日本军政署强迫银炉在1904年腊卯的时候
用军票对过炉银实施决算，由于此举损害了营口商人的
利益，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因此最终日本的企图未能
得逞。

1905年，日本政府委托横滨正金银行发行钞票以收

回日俄战时在营口发行的军票，钞票得以在营口市场上
流通，同时正金银行巧妙利用东北进出口贸易的特点，
介入营口与欧洲、上海、东三省腹地的汇兑，钞票成功
入侵营口金融市场，成为在营口金融市场上占据重要地
位的流通货币之一。

同时，由于日本军政署欲以军票和钞票取代过炉银
的企图没有得逞，他们只能借助军事强权介入过炉银的
规约修订，最终通过规约达成了限制过炉银发行、军票
和钞票可以作为过炉银的定价货币参与过炉银结算等一
系列条款，使军票和钞票成功打入过炉银的运行体系，
使日本掌握营口金融主导权的企图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营口金融的强制干涉与
取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营口金融的侵略程度逐步
加深，先是强制规定将伪满洲国国币作为过炉银结算的
定价货币，并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兑换比率进行结
算，以此削弱银炉的实力。接着成立营口商业银行，对
营口银炉进行破产清算，以伪国币清理过炉银债权债
务，取代过炉银。到1941年6月末随着银炉债务债权清
算完毕，营口的过炉银也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商业银行被改组为兴亚银行，完
全为日伪当局夺走”。

日伪在取缔过炉银后，还挤垮了中国传统的金融机
构钱庄和当铺，同时设立伪满中央银行、兴业银行、兴
农金库的分支机构、关闭营口当地原有银行，挤占营口
当地的现代银行的生存空间。可以说，“九一八”事变
后，营口原有的金融体系完全被破坏，营口彻底被纳入
日本的殖民地金融系统，实现了其控制金融、统制经
济，实施殖民掠夺的最终目的。

（本文作者系营口理工学院副教授、营口市历史学会
会长）

近代日本三次占领营口
期间的金融入侵

袁晓明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年是“九
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为牢记国耻、警钟
长鸣，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日前，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营口政协文史馆联
合营口市历史学会召开“日本侵占营口研
究”暨营口史料整理学术座谈会，积极开展
日本侵占营口历史的研究，系统翻译整理日
文营口史料，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帝国
主义对营口实施侵略的累累罪行。

座谈会前，市政协文史委广泛征集日本
侵占营口研究相关文史资料，得到我市众多
文史专家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收到研
究文章18 篇，涉及日本侵占营口研究和营
口史料整理两大主题，为本次座谈会提供了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全部文章均已收
录到《“日本侵占营口研究”暨营口史料整
理学术座谈会论文集》当中。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营口成为
日军的必争之地，营口地区相继发生盖平保
卫战、大平山争夺战和西炮台守卫战……”
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西炮台遗址陈列馆文
物部主任陆艳介绍展示的《甲午战争期间发

生在营口的三场战事》，拉开了本次座谈会
的序幕。随后，来自市政协文史委、营口政
协文史馆、市历史学会等单位的11位文史
专家分别进行了发言。《日本侵略者三次占
领营口时期的营口海关》《论近代以来日本
对营口大豆产业的控制与掠夺》《近代日本
三次占领营口期间的金融入侵》《近代日寇
侵占营口遗迹述略》《近代营口城中的“日
本城”——新市街》《日寇在营口的文化侵
略行径》等文章，系统挖掘了日本帝国主义
侵华期间在营口留下的罪证，揭露了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犯下的滔天罪行。《日
本侵略者对营口人民进行的奴化教育及营口
人民的抗争》《辽宁 （营口） 抗日战争起始
地研究》《发生在老边区的反抗日本侵略斗
争》 等文章，赞颂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营口人民抵抗侵略的斗争事
迹。营口政协文史馆馆长段速敏《发挥近代
史料作用 赋能营口振兴发展》的发言，阐
释了营口近代史料对于文化传承、历史研
究、教育普及和服务地方经济等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本次座谈
会，各位专家学者以确凿的史料、严谨深入
的研究，控诉了侵略者给营口、给中国人
民、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沉重灾难，发言中饱
含着深沉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充分表达了
对日益繁荣昌盛的祖国、对走向复兴的中华
民族的骄傲与自豪。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是讲好营口故事、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培育
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教材，为深化人们对近
代以来营口的认识，为辽河文化产业带和环
渤海高品质文体旅目的地建设提供了可利用
可参考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为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政协文史工作、推动营口地方史研究开
辟了新途径。

会议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把握历史研究方向；围绕重大课题、重
要课题开展研究，推动服务营口文化建设能
力不断提升；携手专家学者，共同推进政协
文史工作和营口地方史研究等方面提出新要
求，共同推动营口史料整理和历史研究不断
取得新进展。

本报记者 崔薇薇 文/摄

勿忘“九一八” 用史料说话

近代以来日本对营口
大豆产业的控制与掠夺

景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