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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大租借地史》

内容概要

旅大租借地是1898年沙俄通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建立的。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由日本继承对租借
地的统治。旅大租借地前后延续了47年，俄、日两国先后在租借地内攫取驻军权、行政权、司法权，
建立起警察制度，进行了市政建设、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旅大租借地是沙俄“东方政策”与日本“
大陆政策”碰撞的结果，是俄、日争夺中国东北、角逐东北亚霸权，进而侵略整个中国的基地。《旅
大租借地史》由程维荣所著，本书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客观分析了旅大租借地的建
立、性质、演变、消亡的经过与历史地位，论述了殖民当局在租借地的统治，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外来
压迫与掠夺、收回租借地的不屈不饶的斗争。

Page 2



《旅大租借地史》

作者简介

绪论 中国近代租借地概述
一、中国近代各租借地
二、有关中国近代租借地的若干问题
第一章 旅大租借地的建立
一、日本、俄国先后入侵中国东北
二、日本力排沙俄独霸辽东
三、租借地概况及所涉关系
四、租借地主要区域
第二章 旅大租借地的俄、日驻军
一、俄军的入侵与驻扎
二、日军的长期盘踞
三、租借地日军后方与“在乡军人”
第三章 旅大租借地的行政制度
一、俄占时行政制度
二、日占时“关东州”级行政
三、日占时的“市制”与“会制”
四、日占时的财税与资产行政
第四章 旅大租借地的警宪特制度
一、镇压中国人的警察体制
二、警察制度主要内容
三、宪兵与特务机构
第五章 旅大租借地的司法制度
一、沙俄司法权
二、日本司法权
三、日占时受理的案件与监狱
第六章 旅大租借地的农林、矿业与工业
一、农业与林业概况
二、矿业的开发与垄断
三、民族工业的曲折命运
四、俄、日占时外资工业的勃兴
第七章 旅大租借地的商业、金融、市政与交通
一、商业的畸形繁荣
二、日本把持下的金融业
三、呈现殖民色彩的市政
四、从东省铁路支线到南满铁路
五、港口建设与海运的发达
第八章 旅大租借地的教育、文化与社会
一、教育概况
二、租借地教育的特点
三、殖民宣传与民族意识交错的文化
四、五色杂陈的社会现象
二、自然资源与产品掠夺
三、苛捐杂税与“统制”
四、日本对文化资源的掠夺
第十章 旅大租借地的终结
一、租借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二、“二十一条”与收回旅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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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胜利及旅大租借地的结束
四、旅大地区归还中国
附录：旅大租借地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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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D829.12/2924 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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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大租借地史》

章节试读

1、《旅大租借地史》的笔记-第44页

        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很快占领东北全境，从此不再有隙地。换言之，原有的隙地南部已
划入租借地，而隙地中部和北部则归属“满洲国”，“关东州”直接与“满洲国”接壤。

2、《旅大租借地史》的笔记-第242页

        这样，农民实际耕种面积减少，被迫开垦荒地，使耕地面积增加。金州三十里堡西甸子开垦
有5000亩稻田，1920年3月，金州民政署宣布加以占领，守卫官有，转给日本资本家经营，引起农民强
烈反抗。11月，当地农民在《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支持下，到大连列队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归还
他们的土地。由于农民的斗争和报纸揭露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当局被迫
作出一些让步。（《西甸子农民的反占田斗争》，大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连文史资料》第
六辑。）

3、《旅大租借地史》的笔记-第14页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鸦片战争后开辟的英、法、美租界与甲午战争后开辟的日本租界有所
不同。英美等国由于侨民资本雄厚，工商业力量强大，母国的政治、文化制度也比较先进，所以租界
的发展比较正常。而日本则由所不同，更偏重于武力掠夺，较多地经营烟、毒、娼以繁荣市面。有学
者指出，杭州拱宸门日租界靠近青帮发源地，有远离闹市区，故只能带来日本的妓院、餐馆、赌台，
并开设鸦片烟馆，对杭州的近代化并未起到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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