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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东北地区是耐寒单季粳稻最发达地区。
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东北稻作是在清朝持续长达200多年封禁之后，
在我国关内北方移民旱田农业开发基础之上，主要由拥有较先进寒地稻作技术的朝鲜移民在移居东北
过程中传入并直接耕作的。
所以起步很晚，但在东北地方政府水田农业开发政策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短短的70年间 （1875
—1945年）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1945年日本败降时水稻已成为东北第六大作物，水田遍布除东北最北部一些地区之外的全境，最北已
达北纬50度。
东北地区水田农业的开发是农业技术上的又一次飞跃，是东北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为今天我
国朝鲜族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将通过日本根据自身需求而调控水田农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用法西斯强制手段畸形”发展”水田农业历程的系统实证研究，理智而深入地揭露日本侵华的险恶目
的、手段及日本标榜的“开发东北”，对朝鲜移民“施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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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颖，女，1966年11月生，辽宁省开原县人，现任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
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4年考入辽宁大学，1991年先获辽宁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后获得国家公派朝鲜金日
成大学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学习深造的机会，2003年获韩国国立汉城（SEOUL）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
撰写了韩文专著《近代东北水稻的发展与朝鲜移民》，并曾发表10余篇论文。
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北地方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日韩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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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的形成与推广应用1.稻种的引种与普及2.东北寒地水稻栽培方式的形成3.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二 租佃土地为主的水田经营与稻农的生活实态1.租佃土地为主的水田经营2.稻农的生活实态三 水田农
业的发展状况1.水田面积、产量的迅猛增长2.水田基本分布格局的形成3.耕作水田的人口特点4.稻米市
场的繁荣第四章 日本的移民大米统制政策与水稻生产的增长（1932-1939年）一 日本农业移民政策与
水田经营二 朝鲜移民统制政策与水稻生产1.朝鲜移民统制政策与控制大米增产2.“自耕农计划”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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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东北水田开发时期正是日本吞并朝鲜，不断加深对东北侵略势力与实行14年殖民统治的时期
，以至近代东北水田农业开发过程即是东北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最为激烈
的领域之一，自始至终贯穿着侵略与反侵略、“开发”与掠夺、“保护”与控制等复杂的矛盾冲突。
 本书是日本根据自身需求不断调控东北水田农业发展规模与速度、畸形“发展”水田农业的实证研究
，能够理智而深入地揭露日本侵华的目的和手段及日本“开发东北”，对朝鲜移民“施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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