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4 2 年蒋介石裁冗移民令的缘起与流产

刘 萍

内容提要 年 月 ， 新疆 内 向 后 ，
蒋介石 密令裁撤 中 央机关 公务人 员 移送西 北 ，从事

开发工作 ， 以达到 解决政府经济 困境和巩 固 边疆 的 目 的 。 但 因该令不仅违背现实 也 触动

了 被裁各机关和个人 的利 益 ，遭到 各方抵触和反对 ， 相 关权力机关也 以各种理 由规避被裁

或分发西北 从而导致裁冗移 民计划 的流产 。

关键词 抗 日 战争 蒋介石 裁 员 移 民

移民实边 ， 自古以来是中国历史上治理边疆的重要措施 。 近代以来 ，基于各种政治 、经济或军

事方面的原因
，
也曾有过数次移民西北的高潮 。 这些移民均有

一

个共同的特点 ， 即移殖对象基本限

定于人多地少的东部地区的普通百姓或灾民 、难民
，
至多是被裁汰的军队中的冗兵 。 年 月 ，

蒋介石发出一道移民西北的命令 与之前历次移民举措不同的是 移民对象指向 了中央党军政各机

关的公职人员 ，
给抗战期间的 中央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震荡 。 尽管此次移民的倡导者蒋介石决心很

大 但 由于牵涉各方利益 更由于其指令违背现实
，
其结局最终难逃流产的命运 。 虽然此次移 民

令引起的震荡如潮水般很快退去 ，但恰恰折射出 复杂的抗战形势和以蒋为首的国 民政府为解决

各种矛盾而采取的思路和所作的努力 ，从中不难窥测历次开发西北政策成效不大甚至流 于空言

的原因 。

关于这次移民问题 ，此前虽已有学者涉猎研究① 但由于相关何题的档案分藏海峡两岸 难窥

全豹 ，故研究未能深人在所难免 ，

一些结论也有待商榷 。 本文欲结合大陆和台湾所藏档案 ， 对这

次移民 的原因 、 背景 、 具体 的推进过程 ， 作更全面的描述 ， 并就其 流产的原 因试作进一步的

探讨 。

经营西北 ：形势与背景

年 月 日 ，重庆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突然密令行政院副院

① 刘 进 《抗战期间 国 民政府关于裁减公务 员开发西北 问题的讨论》
，
《
兰 州 大学学报 》 年 第 期 。 该 文虽 对 蒋介石裁

减公务 员移垦 西北指令的 背景 、各部 的讨论过程有所涉及 但对其背景 、流产 的原 因等 尚缺乏深入分析 具体的推进过程 、
最终结

果也需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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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孔祥熙 、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何应钦 ，要求裁撤中央党军政机关各部门 中 的官员 ，

令称 ：

全国 军 队 巳定缩编 三分之一 ， 目前 中央党军 政各机关 官 员 太 多 ，
人浮 于事 ， 似 可依 照 上述

原 则裁减 三分之一 。 此 项被裁人 员 可作有 计划 之迁移 ， 即 准备分批移送 至西 昌 与 西北 ，从事于

屯垦或 开发实业 等工作 。 如愿 照 章迁移者 其原 薪仍 照发给 ，使集 中 中央及都 市之人 员 得 以逐

渐移往西北从事开发事 业 ，树立建 国之基础 。 中 央每年可 拨经 费 万 元 ， 专 作此项 移 民 之

用
，
并介绍 四行放款 ， 作有计划持久之事业 。 请召集财政部 、 军政部 、农林部 、经济部 、运输统制

局 以及蒙藏委 员会有关 各机关共 同讨论设计 ，
于 一个 月 内 拟具具体 办法 呈 报 。 但在此 项具体

办法 尚未决定 以前 应 绝对保 守 秘 密 ，
以 免 引起公务 员 恐慌 为要 。

在令末 ’蒋又加批 ：

“

第一年拟移一千至两千户 第二年以后 ，每年逐增一千户 ，以十年为限 。

” ①

翌 日 ，蒋介石再次手令孔祥熙 对移民西北问题进一步作了补充指示 。 第
一

扩大了移民对象 ，

除指定中央及内地各省之机关冗员及其眷属等移往西北工作外 ，鉴于 年中原旱灾 ，大批灾民

急待赈济 各省灾民也可移往西北从事垦殖 。 第二 移民进程可分为两步 第一步可先移至河西 第

二步再移往新疆 。 第三 ，移民经费 除中央拨款外 还可通过四行贷款 由官民双方联合组织林牧垦

殖等公司 ，
作为开发西北实业的机构 。

②

蒋介石裁撤冗员移民西北的密令 ，看似横空出世 颇为突然 但综观当时的历史背景 ，
也并非心

血来潮 。 为 了更好地了解蒋的动机 不妨回顾
一下该指令出 台的历史背景 。

在裁冗移民密令出 台前的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蒋介石对西北进行了长达
一

个月 的

视察 先后前往兰州 、西宁 、酒泉 、张掖 、武威 、 西安等地 。 蒋此行的 目 的是为了解决西北问题 ，确切

地说是为了解决新疆问题 。

抗战爆发后 ，在
“

团结抗 日
”

大旗下 ，蒋介石基本实现了对西北、西南地区的政治统一 。 但西北

问题尤其是新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 盛世才控制下的新疆 仍然处于离心状态 。 盛不仅
一直拒不加入国 民党 ，

并依仗苏联的支持 ，乘国民政府忙于抗战无暇西顾之机 ，不断扩张 自 己 的势

力 。 对于新疆问题 ，蒋介石虽一直有解决之意 但苦于时机不成熟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中国西南

国际运输线被截断 大后方物资匮乏 经济进
一步衰退 亟待开辟新的 国际通道 西北的地位再次弓

起蒋介石的关注 。 年 月 日 ，蒋在 日记中写到 ，

“

以后我 国局势 ，
西北重于西南

”

。 次 曰 又

说 ，

“

平生之志愿拟于新疆建筑三大铁路
”

。
③ 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使得解决新疆问题出现了转

机 故蒋希望借此彻底解决新疆问题 。
④

在新疆方面 随着苏联势力的不断渗人 ，盛世才与苏联的矛盾不断加深 ’故也希望缓和与 中央

政府的关系 解决新疆问题的机会水到渠成。 月 日
，
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 良 、 国 民

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与空军总指挥毛邦初携其亲笔函 飞赴新疆 与盛世才进行正式谈判 。 在谈判

① 《 蒋介石关于 中央党军政各机关裁员 三分之一移居 西北事致孔祥 熙 、何应钦令》 （ 年 月 日 ）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 《近代 史资料》编辑部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战 时期 西 北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② 《 蒋介石 关于移 民西北从事林牧垦殖资金提供办法致孔祥熙令》 （ 年 月 曰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近

代 史资料》 编辑部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 战时期 西北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
第 页 。

③ 周美华编
：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册

，
台 北 ，

“

国 史馆
”

年版 第 、 页 。

④ 参见王建朗 《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 内 向 ：基于 〈 蒋介石 曰记 〉 的再探讨 》 ， 《晋阳 学刊 》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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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盛世才表明 了拥护 国民政府领导的意愿 。

随即 ，
蒋介石于 月 日 飞赴甘肃 亲 自督促处理新疆问题 。

② 在新疆问题解决后 蒋于 月

日 由西安飞返重庆 结束了为斯
一

月 的西北之行。

一个星期之后 ，密令的前
一天 （ 月 日 ） ，

蒋介石在国 民党中央总理纪念周上公开发表了 《视察西北之感观及中央 同人今后应有之努力 》 的

演讲 。 在历数西北近年来政治 、经济 、文化的进步之后 他提出 了著名的
“

如果说西南各省是我们

现在抗战的根据地 ，那么 ，西北各省就是我们将来建国最重要的基础
”

的 口号 。 在演讲中 ，蒋介石

以
“

都市经济 日 见严重 ，
而乡村经济仍然活跃

”

为由 号召 内地民众到西北去 ，并将移 民对象指向 国

家机关公务员 建议政府
“

以后必须设法鼓励人民 ，或政府公务人员 ， 到各县 乡村去从事新县制 的

基本工作
，
不然就到西北去从事经济的开发 来发展国 民经济 ，建立国家永久的基础 ，甚至进

一步

提出 ，

“
一

般中央机关 无集中重庆之必要
”

。
③

同
一天 蒋介石还两次手令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 、 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及宣传部长王世

杰 ，
要求尽快研究开发西北交通与经济 、移民新疆以及

“

拓殖西北十年计划
”

等方案呈报为要 ；并指

示行政院副 院长孔祥熙
“

中央应设一移民筹备机构主持全国移民事宜 该机构似应统辖于农林部

为宜 。

”

④翌 日 ，又发出裁减党军政机关各部门 公务员移民西北致孔 、何的密令 。

从演讲到密令 ，
两天之内 如此频繁的动作 ，

不难看出蒋内心对盛世才归顺中央后治理新疆的

迫切 。 正如何应钦等呈报的 《收复新疆方略 》 中所言 ，新疆虽然 内向 ，但
“

中央对新过去既鲜充分准

备 ，现又尚无确实控制之余力
”

。
⑤ 当务之急 是迅速采取措施 ，

以使中央势力有效控制新疆 。 月

日
，蒋手谕朱绍 良 令第 四十二军限期移驻肃州 、玉 门

一带
，
以便中央军控制河西走廊 。 月

日 ，经济部派遣专家赴新疆准备接管独山子油 田 。 同时蒋也简派大员开始改组新疆省政府 ，并采取

各种削弱苏联影响之措施 。 与之相呼应 ，在新疆建设开发上 ，蒋的设想是敦促各部尽速推行移 民

实边。

移民实边 ， 自古以来是中 国历史上有效的治边手段 。 民 国 以来 移民西北的呼声
一直不绝于

耳 相关方面也在不断尝试。 年 月 日 ，翁文灏与盛世才就新疆问题进行谈判时 ，盛世才也

曾提出新疆人 口有 万
，
其中汉人不到 万

， 中央若想统治新疆 ，
必须实施移民 。

⑥ 月 日
，

盛世才 、朱绍 良联名给蒋介石的信中 ，确定了今后进
一

步促进新疆内 向之举措 ，在加强国 防之措施

中 更具体提出中央向新疆移民的 目标 今年雪前移难民三五万人来新 ， 以后须共移百万以上。 蒋

介石批示 ：移民意见可着手筹备 先设移 民局 核定经费 预定 年内移足百万人 。 随即 ，蒋介石

在 月 日 及 月 日 日记中 ，分别将实施移民西北计划列人本星期及本月 预定进行的课 目 中 。

但是 ，历代移民均是迁移普通百姓 ，盛世才与朱绍 良提出 的移民百万计划 ，
也是移送内地难民

和普通民众
，
而蒋介石在密令中 却把移民对象指 向政府公职人员 ，其原 因是抗战中期重庆政府所

面临的经济困难 这也是蒋介石内心不得已的苦衷 。

年开始 后方通货膨胀严重并波及各个行业 物价 、工价飞涨 成本提高 ，整个大后方经济

① 李学通 、 刘 萍 、翁心钧整理 ： 《翁文瀬 曰 记》
， 中华书 局 年版 第 頁 。

② 见 《蒋介石 日 记 》 年 月
—

日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图 书馆抄本 。

③ 蒋介石 ： 《视察西北之感观及 中央 同人今后应有之努力 》 ，秦孝仪主编 ：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 第 卷 ， 台北 ， 中 国 国

民党 中央委员 会党 史委 员会 年版 第
—

頁 。

④ 《 蒋介石 致孔祥熙手令》 （ 年 月 曰
） ，

“

国 史馆
”

藏 《 国 民政府 ： 开发西北与 移民》
（

。

⑤ 周 美华编 ： 《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册
，
第 页 。

⑥ 李学通 、刘 萍 、翁心钧整理 ： 《翁文 日 记 》 ，第 页 。

⑦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在蒋介石 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 曰 记 》 ，
群众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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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衰退趋势 。 与此同时 政府机构却不断膨胀 ，人员众多 ， 财政倍感困难 。 财政部次长徐堪

年 月 日报告 ， 年度政府预算支出为 亿元 ，
而收人只有 亿元 ，不敷 亿元 ， 同

期 中央银行发行纸币 已高达 亿元 。
② 而到该年的 月 日

， 国防最髙委员会通过的 年度

预算中 政府总支出达 余亿元
，
收入与支出相差已达八九十亿元 。

③

早在 年 国 民党 中央就曾酝酿制定精简机构 、裁减人员 、节省开支的措施 。 月 曰 ，

在 国民党中央五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 》 中 ，提出
“

调整机构 ，提高效率
”

，推

行
“

机构之单一化
”

，

“

凡事业及工作相同之机关 ’ 宜尽量合并
”

。
④ 但具体 目标不 明确 ，调整未见任

何成效 。 到 年 月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期间 ，鉴于后方面临 的种种经济危机 ，翁文灏折

呈蒋介石 ，力主
“

裁撤骈枝及无用机关
”

， 各机构
“

严定员 额 勿滥用人
”

⑤
，希望全会有所推动 。

日
，全会通过 《增进行政效能 厉行法治制度 以修明政治案 》 ，就机构调整又提出 了 三个具体原则 ：

“

现存之政府各种机构及国营 、省营事业机关 有业务行政相 同而系统分歧者 合并之 ；业务 因战时

原因而失去原来对象者 ，
裁撤之 ；

业务与抗战无重要关系者 ，缩编之 。

”

但无论是裁并机构或裁减人员 ，均牵涉部门和个人利益 ，特别是被裁人员如何安置消纳是首先

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 而现在西北政治问题得以解决 为裁员开启了
一

条思路 。 如果借移民之机 ，

裁减公务员移送西北 ，既可以解决被裁人员的 出路 又可以移民实边 ，
不仅可缓解后方的经济困难 ，

甚至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 这恐怕就是蒋介石裁冗移民的初衷 。

蒋介石 月 日 在国民党中央总理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讲 为其提出裁减公务人员移民西北的

动机作了注脚 。 蒋介石指出 ，
目前内地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都市经济 日见严重 ，

”

尤其是中 央所在

地
，
机关人 口

，

一天一天的增加 经济受此影响 ’更形 困难
”

，
而在边区各省 经济很少波动 ，物资并

不缺乏 乡村经济仍然活跃 因此
“
一

般中央机关 ，
无集中重庆之必要的 一般公务人员 与其在重

庆受到经济的困难 ，毋宁到乡 村或边疆去工作 既可 以免除经济的痛苦 ，
又可以裨益国家的建设

”

，

这是
“
一举两得

”

之事 。 由此可 以看出 减少陪都中央和地方机关人 口 ，减轻政府压力 ， 正是蒋裁

冗移民密令的真正 目 的 。

裁冗移垦 ：计划与措施

裁冗移民 ，
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机构 、人员如何裁减 ，有裁方能移 。 但机构何为骈枝？ 人员何为

冗员 ？ 不仅需要
一

个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 也应作认真谨慎的考量 。 各机关部会均裁 员额的

标准 ，对工作是否有影响 或是否达到了精简的 目的 ，
也须认真斟酌 。

关于何为骈枝 。 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的俞鸿钧指 出 ，

一是
“

主管事务与他机关重复者
”

；

二是
”

主管事务不能积极进行 ，或虽进行而不能于最短斯 内发生效力者
”

；
三是

“

主管事务可 以移归其他

① 关于各级政府的职 员数字
，
尚未见有具体的统计资料 。

② 李学通 、 刘 萍 、翁心钧整理 ： 《翁文灏 曰记 》 ， 第 页 。

③ 《 王世杰 日 记 》 （ 手稿本 ） 第 册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 年版 ， 第

—

页 。

④ 《 中 国 国 民党第 五届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六次全体会议通过重要决议案 》
， 中 国 第二 历 史档案馆编 ： 《 中 华民 国 史档案 资料

汇编 》 第 辑第 编
“

政 治
”

（
江苏古籍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⑤ 李学通 、 刘 萍 、 翁心钧整理 ： 《翁文灏 曰 记 》 ，第 页 。

⑥ 《 中 国 国 民党第五届 中央执行委 员会第 六次全体会议通过重要决议案 》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 案馆编 ： 《 中 华民 国 史档案资料

汇编 》 第 辑第 编
“

政治
”

（ 第 页 。

⑦ 蒋介石 ： 《视察西北之感观及 中央 同人今后应有之努力 》 ，秦孝仪主编 ： 《先 总统 蒋公思想 言论总集 》 第 卷
，
第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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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兼办 或与其他机关合并办理者
”

而这仅仅是基本的原则 如何具体甄别 ，非常困难 。

关于裁减比例问题 。 针对蒋介石提出的机关工作人员均裁减 的 比例 问题 各部 门反映最

为激烈 ，意见最为分歧 。 即使力主裁员的翁文灏也认为 政府各机关用人数量并不
一

致 ，有依照规

定员额用人者 ，亦有于定额之外用各种名 目滥增加者 ，如果不分具体情况 ，而强令
一

律裁减 似欠考

虑 ，
也会影响工作 。 因此他提议可 以把裁员 作为大致之标准 应根据各部门具体情况酌定数

额 。 国 民党 中央海外部长陈树人提议 为不影响工作效率 可先暂定裁撤比例为各机关现额之

，俟时机成熟再考虑增加到 。
③ 俞鸿钧则主张 党政军第二级主管机关应于 年 月各

就其所属机关 至少裁减人员 其所裁员额 ，应按照各等待遇平均分配 。 但又强调 ：

“

其主管事

务关系重要 ，
呈经核定应予维持扩充者 不在此例 。

”

④

迁移地点 。 根据西北各省条件的优劣 ，各部会均认为如果
一开始就直迁新疆 条件不成熟 因

此无论是灾民还是政府被裁人员 ，最初迁移地点 ，应首选 自然条件稍好的河西 、 宁夏两地 俟当地条

件成熟 ，再迁往新疆等边远地区 。 至于西昌 ， 因为条件恶劣 各方均表示反对 。

此外 对于蒋介石以行政命令强制移民的方式各部也颇有微词 。 例如陈树人就婉转批评道 ：

“

移殖各机关浮员屯垦西北 ，诚属意 良法美 惟年来公务员饱受生活困苦 近始略为安定 ，于实行此

项原则分批移殖西北时 似 以奖励劝导出其本人志愿者 较诸按额裁减带有强迫性质者 为不失委

座平 日 爱护公务员之德意 。

”

⑤

虽然意见分歧 ，难于集中 ，但因
“

总裁催促甚急 ， 年 月 日 ， 国 防最高设计委员会还

是在短短 天时间 内 ，综合各有关部会呈送的开发西北草案 ，匆匆拟成 《西北十年建设计划提要》

及第
一

年 年度 计划简表及经费总表并呈报行政院 。 这部
“

粗犷
”

的
“

计划提要
”

， 按照部

门划分 ，计分农林 、矿业 、交通 、教育 、卫生 、水利六部 ， 规定各部应行从事的西北开发事务 。 关于农

林部门所辖的垦务事业 规定垦民 以招收豫西 、川北 、鄂西、鄂北 、 山西及冀鲁贫 民为原则 垦兵则调

派荣誉军人或正规军 ，计划在 年 内移 民 万 扩充垦地 万亩 并将开展荒区调査 、训令垦

务人员等工作 。 关于裁撤冗员移民西北的问题 在计划书中 尚未涉及 。

年 月 日
，盛世才 、朱绍 良再次致电蒋介石 催促尽快在短时间 内移 民实边 ， 他们认

为 ：

“

新疆蕴藏丰富 ，
地广人稀 ，

汉族约仅二十分之一 ， 内外稍有波动 ，前途异常危险
”

，

“

为国家巩固

此广大河山计 ，势亟须于短期 内大量移 民 。
⑦ 迫于形势 ， 年 月 日 ，行政院草草拟定 了

《开发西北初步设施草案 》 、 《公务人员移垦西北办法大纲 》 。
⑧ 相较于 《西北十年建设计划提要 》 ，

① 《俞鸿钧拟呈 〈
裁减人 员移 殖西北 办法 大纲 〉致蒋介石 函 》 （ 年 月 日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近代 史

资料》编辑部 、 中 国第二历 史档 案馆合编 ： 《抗战 时期 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 》
，
第 页 。

② 《翁文灏关 于裁 员三分之一赴西北从事 开发三点意见致孔祥 熙函》 （ 年 月 日
）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 所

《近代 史资料》 编辑部 、 中 国第 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 第
—

页 。

③ 《 陈树人关 于各机关浮 员 移 屯 西北事致孔祥 熙函 》 （
年 月 日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近代 史资料》 编

辑部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 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 第 页 。

④ 《俞鸿钧拟 呈 〈
裁减人 员 移 殖西北办法大纲 〉致 蒋介石 函 》 （ 年 月 曰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 史研究所 《近代 史

资料》编辑部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抗战 时期 西北 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 第 頁
。

⑤ 《 陈树人关 于各机关浮 员移 屯西北事致孔祥熙函》 （
年 月 日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近代 史资料 》 编

辑部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 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 第 頁
。

⑥ 《 王世杰呈陈布 雷 》 （
年 月 日 ）

，

“

国史馆
”

藏 《 国 民政府 ： 开发 西北与 移 民》 （ 。

⑦ 《盛世才 、朱绍 良致 蒋介石 电 》 （ 年 月 曰 ）
，

“

国 史馆
”

藏
， 《 国 民政府 ： 开发西 北 与 移 民 》 （

。

⑧ 《行政院拟 具开发西北初 步设施草案 》 （ 年 月 日
） ，

“

国 史馆 藏 ， 《 国 民政府 ： 开发 西 北与 移 民 》 （

。



	

刘萍 年蒋介石裁 冗 移 民令 的缘起 与流产

“

草案
”

和
“

大纲
”

中对移民的 目标进
一

步明确
——即裁撤行政机关 ，并裁减公务员移往西北 。

关于机构西移 ， 由于无法在短期 内甄别何为骈枝 《开发西北初步设施草案 》提出
“

先将中央机

关中与西北开发问题有密切关系者局部或全部迁移西北
”

，具体措施是 ：

农林部垦务总局应移设西北 ， 中央农业试验所应局部迁移 ，在西北设立分所 。 西北兽疫防

治处 、西北羊毛改进处应分别予以充实 。

经济部 中央工业试验所应局部迁移 ，在西北设立分所 ，
地质调査所亦同 。

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会应移设张掖或酒泉 。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应移设兰州 以西之酒泉 。

卫生署应充实西北防疫处 。

水利委员会应充实在西北之水利机构 。

军政部之马政司应全部移往兰州以西地区 。

上述被确定的迁移机关 ，
不仅有与西北开发相关者 ，

也有与西北开发关系不太密切者 ，如教育

部特种教育委员会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蒋介石
“

不必留 在内地之机

关可移往西北
”

的 旨意 。

关于公务员西移 ，行政院制定的 《公务人员移垦西北办法大纲》共 条 ，主要 内容为 ：

第
一

，确立志愿移垦原则 提出
“

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人员志愿赴边疆垦殖者分期选送
”

，并按其

志愿
“

先期以训练 再使之迁移垦区
”

。

第二
，
迁移人员到西北后的工作 主要从事垦殖事业 但又规定

“

志愿其他开发事业者 ，应呈报

计划候核 ，俟核定后 按其需要 予以补助
”

。

第三 ，
垦殖区域 ，第一年选定兰州以西即玉 门 、安西 、敦煌 、酒泉 、肃北先行办理 ， 自第二年起 ，每

年增加垦殖区域
一

处或二处 ，
以便增加迁移户数 。

第四
，关于迁移期限及人数 ，规定第一年迁移 户 ，

以后每年逐增 户 ，
至第十年为止 。

迁移各户 以小家庭为单位 其人数不予限定 ，并可携带内地劳工 至 人 。 其迁移的费用由政府全

部负担 。

第五 ，选取人员标准 要求有坚定之志愿 ；为西北开发事业所需要之技术工人
；
体格健全 ， 富于

劳作之精神 并有领导垦殖之能力 。

为表示鼓励 ，大纲又规定 ，公务员到达垦区后
一

次性发给其在原服务机关时原有薪津的全年

额数 ，并按月发给原有薪津之半数至满三年为止 。

此外 大纲对于垦 区选定 ，土地分配 房屋购置 ，人员输送及训练 ，耕具 、軒种 、牲畜之购置 ，经费

补助等方面也作了原则规定 。 同时为了坚定移垦人员之决心 ，并为减少陪都人 口
，又特别规定 志

愿移垦人员 必须携带眷属 。

可以看出 相较于蒋介石的指令 行政院大纲还是有所折中 改行政指令为 自愿移垦等等 。

根据派赴西北之公务员应进行先期训练的精神 ，
年 月 日

，行政院又制定了 《公务人

员训练方法》 ，并呈报蒋介石核准 。 方法规定
“

凡在陪都工作之中央机关人员之被裁减者 以一律

受训为原则
”

，但又规定 有特殊情形或技能之人员 ， 可不受训而直接派赴地方工作 。 该项工作 由

中央训练 团负责 训练时间拟定为一个月 ，分两期训练完毕 。

按照 《 中央调派工作人员训练课 目表 》 ，
训练 内容大致分为三类

一

是政府及中央施政方针及

相关政策 二为县一级政府组织 、行政概况
；
三为西北概况 。

按照办法规定 ，受训人员在接受训练后 ，其工作应由 中央训练团负责分发 分发的原则为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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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各地之需要 ，并结合受训人员之志愿进行 。

值得注意的是 训练办法中对于不接受培训或受训后不接受中央训练 团分发工作者作 了较为

严格的处理规定 。 规定无特殊情形或技能但又不愿受训人员 ，

一

次发给三个月 至六个月生活费 ，听

其 自谋职业 ；对受训后不愿赴地方工作者 ，或到达指派地方工作不力者 均给予裁汰 。 因此所谓的

志愿原则 ，实际上是打了大大的折扣 。

关于各机构裁减人员 比例 ，
上述文件均未作明文规定 。 但根据记载 ，

蒋介石在 年 月

日 召开的 国 民党五届十 中全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提出
“

各机关须总裁员 四分之一 ’
薪仍照发

”

。
②

又据 《大公报 》载 行政院发言人蒋廷黻 年 月 日对记者发表谈话 公开宣布行政院所属各

部会拟定的裁减计划 中
，

“

均按四分之一数 目裁减
”

。
③

自相矛盾 ：
梦想与现实

裁冗移民堪称抗战后期新疆盛世才归附中央后 ， 国民政府开发建设西北的一个新举措 。

一

个

政策的成功与否受制于机遇 、条件及其措施的可行性程度诸因 素 。 检讨蒋介石的裁冗移民令 ，有几

个方面值得思考 。

首先 ，蒋介石裁冗移民的 内在动力究竟是为解决国 民政府的危机还是为开发西北 或二者兼而

有之？ 分析蒋介石讲话及密令的原旨 可以看出其主要 目的是为了裁撤骈枝 ， 削减冗员 ， 减轻重庆

的经济压力 。 由于抗战爆发后 ， 中央政府西迁 ，成渝两地人 口急剧膨胀 。
④ 随着战争的推移 ，到抗

战中期 资源枯竭 经济衰退 ， 因此蒋介石希望通过裁减公务员减轻政府的压力 。 而行政院秉承蒋

旨意制定的移垦大纲及草案 ，正是将移民对象指向在陪都的中央机关公务员 其主 旨就是拟通过移

民裁撤骈枝 ，削减冗员 带动都市人 口迁移 （按照 《公务人员移垦西北办法大纲 》的规定 ，每年迁移

户 ，以后逐年递增 户 ，并要求带家属及雇工 每户 如按 名家庭成员和 名雇工计算 ， 十

年共可迁移 万人 ） 。 正 因如此 ，对于该指令的可行性程度 蒋似乎并未作认真仔细的考量 这恰

恰成为 日 后政府各部门消极逃避的借 口 。

新疆内向后 ，西北建设在在需人 ，除了普通的移民外 ，尤其需要能够担当西北开发的管理、建设

人才 。 从切实推动西北开发着眼 ，所需人员 ，
似应 由政府根据各项开发需要认真规划并简派 ，而不

应把西北作为收容场所 。
一般而言 ，被裁人员 ，均为无法担当其本职工作之人 ，或年老体衰 ，或能力

薄弱 这样的人如何胜任开发建设西北的重任 ？ 即使仅委以他们垦殖任务 ，但又多不事稼穑 。 故蒋

介石拟将裁汰人员移送西北从事开发事业的指令 ，无论逻辑上或情理上均难以服人 因而首先遭到

中央所属各部会的
“

婉转
”

批评 。

孔祥熙在致蒋介石的呈文中 明确表示 关于裁减人员 ，除了要考虑党政军机关所担负工作性质

不一 、员额不同外 还必须考虑被裁人员
“

在年龄、经验二方面究有几分之几宜于开发西北
”

。
⑤ 谷

① 《 国 防最 高委员会秘书 处公函 》 （ 年 月 日
） ，

“

国史馆
”

藏 《 国 民政府 ： 裁撤机构及裁员 》 。

② 李学通 、 刘 萍 、 翁心钧整理 ： 《翁文灏 曰 记》 ， 第 页 。

③ 《行政院蒋处长谈本年行政工作 》
，
重庆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④ 关于抗战 时期人口数及人口 迁移数 统计数字混乱
，
意见分歧。 据 《统计 月报 》 第 号

（ 年 月 ） 栽 ， 年 重庆市

人 口数为 人 年增长到 人
（转 引 自 张根福著 《抗战 时期的人 口迁移——兼论对 西部 汗发的影 响》

，
光 明 日 报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但又据民国 内 政部统计 处《各省 市 户 口统计 》的 《各省 市 户 口 统计总表》栽

，

到 年 月 重庆市人

口数增长到 人
， 两年 内增加 了 多 万人 。

（
转 引 自 葛剑雄主编 ，侯杨方著 《 中 国人口

年 》 （ 第 卷 ） ，
复旦 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关于后 方人 口 迁移数 有 万 、 万 、 万 ，

迁川人 口 万 、 万之说 。 仅供参考 。

⑤ 《行政院拟具开发西北初步设施草案》 （ 年 月
“

国史馆
”

藏 《 国 民政府 ： 开发西北与移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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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纲更是一针见血地指 出 ，

“

其略有才能者 各机关皆不肯遣散 而所汰遣者又必系老弱无能之

辈
”

， 以这些人担任边疆开发工作 ，实在是难以胜任 。 徐堪提议 建设西北为 国家百年大计 移民

屯垦或开发实业均极为重要 ，
所以应确立具体计划 并根据计划估计所需人才 ，然后按其性能配置

人员 ； 即使为安置冗员计 ，
也应该

“

于安顿冗员 中寓为事择人之意
”

，并明确指出 ，

“

为裁员而移屯西

北 收效甚难 ， 因被裁之人必多老弱或才能较逊之人 ，
恐不易合于各种事业之需要 历年所办难民移

垦之成果可资参证
”

。
②

第二 从移民角度考察 。 自古以来 移民实边是对政府综合实力的考量 不仅需要财力 、物力 、

交通 、人员的大力支持 ，
且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具体计划和配套措施 并应考虑诸多地方因素 。 翁文

灏认为 ：

“

西北方面开发及开垦工作 ，
必需有专管机关及负责人员筹定具体办法 ， 派人雇工分別办

理 ，而不宜使中央被裁之人员茫无组织 ， 自行担任 。 西北原住人民为数无多 ，且尚有种类及宗教上

之分别 不易过于仓促从事 ，致滋误会
“

故西北移民 ，

“

须有妥慎筹划之办法 ，方能有重要工作顺利

推进也
”

。
③ 谷正纲认为 西北各省 多为农业不兴 ’交通不便地区 ，首先要有前期较为充分的准备

工作 ，才能实施移 民 。 因此他主张中央宜先开发水利 ，增辟交通 。 在此基础上 ， 由 中央各主管部会

会同相关各省就移 民地区作通盘之设计 择要分期分区兴办 。
④

第三 ，从移民条件考察 。 行政院制定的十年移民 万和十年移送公务员 万人 可以带动

万人 口 ） 的 目标 ，表面看来尚未超出西北可接纳移民的最大容量⑤ ，但实际却受各种因素的严重

制约 。 西北的 自然环境 、交通状况 、安置地点等无法与抗战初期大规模内迁相比 更无法举全 国

之力来完成 。 单以交通为例 从 年抗战爆发至 年 年间 ， 西北交通建设极为滞后 ，除

兰州 以西仅就原有大车道改为甘新公路外 ，
西北新筑公路干线仅有华家岭至双石铺

一

段 ，支线只

有安康至 白河 、兰州至西宁 、平凉至宝鸡等数段 ；铁路也仅仅通到宝鸡 。 年 ，新疆省监察使

兼西北建设考察团 团长罗家伦在呈送的 《西北建设考察团报告 》 中明 确指 出 ：

“

欲事大量移民西

北 ，必须先有能大量运送移民之交通工具 ，
故西北垦殖事业之大规模展开 ，

实有待于铁路之

完成 。

” ⑦

此外 ，交通工具极为缺乏 。 行政院制定的 《公务人员移垦西北办法大纲》 中对于公务人员 的移

送主张以驿运为主 ，但驿运运费巨 ，效率低 。 例如 年河南旱灾 ， 流落他省的灾民达 多万 ，

上千万灾民急待赈济 ，
而行政院通过的 《三十二年度开发西北实施计划及概算及审查报告 》确定的

灾民移送 目标仅仅为 万人 。
⑧ 而据专事办理西北移民的农林部统计 年度预定移民 万人 ，

① 《谷正纲 关于移 屯西北 问题意见致孔祥熙签呈 》 （ 年 月 日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 史资料 》 编辑

部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 第 页 。

② 《徐堪关于移 屯西北 问题呈蒋介石意见书 》 （ 年 月 曰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 史研 究所 《近代 史资料 》 编辑部 、

中 国第 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 》 ， 第 頁
。

③ 《翁文灏 关于裁 员三分之一赴西北从事开发三点意见致孔祥熙函 》 （ 年 月 日 ）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 中 国第 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 档案史料选编 》 ， 第 页 。

④ 《谷正纲关于移 屯西北 问题意见致孔祥熙签呈 》 （ 年 月 日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近代 史资料》编辑

部 、 中 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 《抗战 时期西北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 第 頁 。

⑤ 战前有学者研究认为 ，
西北可接纳的移 民数量 最高 限额为 万人 。 参见拙文 《

“

开发
”

与
“

救济
”
——抗战前 关于 开发

西北的讨论》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 （ 年卷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凌鸿勋 ： 《 西北交通建设的几个 问题》 （ 年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 中 国第二历 史档案

馆合编
：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 史料选编 》 ，第 页 。

⑦ 罗 家伦等 ： 《 西北建设考 察团报告 》 ，
台北

，

“

国 史馆
”

年版 ， 第 页 。

⑧ 《行政院三十二年庋开发西北实施计 划及概算及审查报告 》 （ 年 月 日 ）
，

“

国 史馆
”

藏
，
《 国 民政府 ： 开发西北与 移

民》 （ 。



抗 曰 战争研究 年第 期

从 月 日 开始起运 截至 月 底共移出 人 。 根据这个速度 ，要完成 万人的移送 目标依然

很难实现 。 因此
，
在交通极度落后的情况下 ，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是极为不现实的 。

此外 ，移民成本也需考虑 。 移送
一

名移民究竟需要多少经费 ， 尚未见 当时相关部门的核算资

料 仅据 《 中央 日 报》在答复读者来信时提供的数据 ， 从重庆去迪化仅每人旅费和膳食费即需要

元
一

元 去兰州和西安需要 元 。 如果按照第一年公务员 （ 含家属 、雇工 ） 移送 目标

人计算 ， 大约需要 万元 。 而据农林部实际办理移 民新疆的情况看 年 月 日 ，农

林部致黄龙 山垦区管理局局长胡抱一 电文 中 曾提到 ：

“

西北移 民经费 万元
，共可移 民

人
”

，实际从西安往新疆移民 ，
经费达到 了每人 多元 。

③ 如果是公务员移垦 ，再加上每人的薪

金 以及安置成本 数额更加庞大 。 因此 蒋介石提议每年拨款 万作为公务员移垦经费 ，实在

是杯水车薪 。

蒋介石
“

心血来潮
”

的裁冗移民令 不仅存在着 与西北现实条件相背的常识性错误与种种疏

漏 ，更在实际中触动了相关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 在强调种种
“

不可行
”

的理由 中 虽不乏理智 的

思考 ，但也或隐或明地反映出既得利益者们 的消极抵触情绪 。

西北地区 自然条件恶劣 ，对于官员来说 ，
历来被视为流放之地 。 故当裁冗移民令传出后 首先

遭到可能被裁的公务人员 的极力反对 。 为逃避移送西北 ，
中央各部门几乎均以各种理由呈请免裁 ，

不能免裁的 也申请免于
“

分发
”

西北 为首的是外交部 、粮食部 。 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 不仅以

抗战期中
“

外交尤为重要
”

为 由 ，
且强调

“

外交系专门学识 国家养育人才 ，非一朝
一

夕可就
”

，
而

“

部

中职员多系学有专长 、经验丰富 、资劳素著之员
”

，如果裁撤外交人员移屯西北 ，
不仅妨碍当前外交

事务的进行 且恐影响战后外交之发展 呈请行政院免裁 。
④

粮食部部长徐堪也以粮食部成立刚逾
一

年 ，所有机构及人员之配备 均经审查 ，并根据实际核

实配置 且粮政为新创事业 ，
各项工作尚 待推进

”

，
以人员

“

不敷调派
”

为 由
， 恳请蒋介石免于

裁减。
⑤

紧随其后 处于权力核心的 国 民政府文官处 ，

“

以现有职员人数较之组织法所规定者 尚未满

额 ，往往
一

人兼办二人或三人之事
”

为 由 ， 呈请蒋介石免裁 ，并于 年底
“

奉面谕准免裁汰
”

。

中央立法院 、考试院 、 监察院也以各种理由呈请免裁 ，并获国 防最高委员会批准 。 而司法院和军事

委员会职员虽然在裁减之列 ，
但却免于受

“
一

般分发办法之约束
”

， 即免于移垦西北的命运 。 司法

院裁减人员获准
“

其合于法官或法院书记官之资格者 ，
值兹积极推广各级法院之时 ，似可交 由 司法

行政部登记 ’ 以备调派各级法院工作
”

。 军事委员会裁减人员 ’

“

其合于军官资格或曾受军事训练

者 ，在此抗战期间 似仍以调派各级军事机关或部队工作为宜 。
⑦

规则既然为权力部门 网开
一面 欲推动规则的继续执行也就非常困难了 。

机构的西移 同样遭到不小的阻力 。 其中 ，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

① 《行政院关 于农林工作之报告 （对五届十二 中全会 ） 》 （ 年 月 至 年 月 ）
， 《抗战建 国 史料——农林建设

（ 》 ，

秦孝仪主编 ： 《革命文献 》 第 辑
， 中 国 国 民党 中央委 员会党史委员 会 年版 第 頁 。

② 重庆 《 中 央 曰报》 ， 年 月 日 ，

“

读 者通讯
”

， 第 版
。

③ 《农林部 致胡抱一电 》
（ 年 月 日 ）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藏 《移 垦经过

（ 年 ）
》

， 。

④ 《傅秉常 关于外交部 职员 移屯 西北问题致孔祥熙函 年 月 曰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近代 史资料》

编 辑部 、 中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合编 ：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 》 ，第 页 。

⑤ 《徐堪关于移屯西北问 题呈蒋介石意见 书 》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近代 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 编辑 部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案馆

合编
： 《抗 战时期 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 》 ， 第 页 。

⑥ 《 国 民政府文官处签呈 》 （ 年 月 日
）

，

“

国 史馆
”

藏 《 国 民政府 裁撤机构及裁员 》 ， 。

⑦ 《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 处公函》 （ 年 月 曰
） ，

“

国 史馆
”

藏 《 国 民政府 ：
裁撤机构及裁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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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充足的理 由获得免除 。 教育部长陈立夫 以
“

特种教育
”

的
“

主 旨
”

在于
“

根治与 防止
”

中共革命

力量的
“

恶化
”

，
不适宜西北教育为 由 ，呈请行政院同意不予迁移 。 社会科学研究所也以其研究人

员所研究的范围
“

未必皆 为西北方面所需要者
”

；
西北方面所需要之研究人才例如 民族学 、语言

学 、地质学 、气象学方面专家 ，亦颇有不在该所而在他所者 ，获准暂不迁移 。
②

而在行政院通过的 《三十二年度开发西北实施计划及概算及审查报告》 中 对于机构的西移作

了较大的折中 ，
虽然提出

“

先将一部分中央机关与西北开发问题有关系者移送西北
”

， 但表述含糊 。

具体到机构 也仅仅提出
“

经济部设立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 设立中央工业试验所西北分所
”

，

但这两个分所的设立 ，是局部迁移组建还是新设 ，都未加说明 。

于是有人就提出妥协性方案 主张西北开发多用 当地人才 。 年 月 日 ， 在国 民党 中

央边务工作会议上 ， 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提出 ：

“

边务工作 应就地取材 多用本地方人 非不得已 时

才用外人 。

”

③

社会舆论似乎对于这种强制性移民也并不支持 。 当中尤以 《大公报》反对最激烈 。 《大公报》

社评 曰
：

“

强制移民 ，甚难办理 ，况地方荒废 已久 ，根本不通舟车 ，纵驱各处灾苦无告之民 ，使其徒步

远征 ’ 而住无居 食无粮 饮无水 ，建造则无木材 ，
开垦则无工具 是直放逐就死而已 更有何开发地

方可言
”

而知识分子
“

国家之宝 ，更应特加爱护 ，不容强迫入编 迹 同流放
”

。 因此 主张西北开发

应仿照前清成例 以特优厚的待遇隆重外简 ，或指调干员 。
④

由于蒋介石的裁冗移民令在中央各部会遭到较大阻力 ， 因此始终未获 国民党中央全会的通过 。

年 月 日 ， 国 民党五届 十中全会通过的 《积极建设西北以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基础建设

案 》 虽提出 ：

“

如何集中人力 乃为建设西北之先决问题 故派遣人才前往工作 ，与实施移民从事垦

殖 同属重要 。

”

但对于裁撤冗员移民西北问题只字未提 。 这让蒋介石甚为不满 。 在 《对于各地党

政报告及党政工作检讨指示之意见 》 中 蒋仍然坚持要求
“

中央各机关应紧缩员额 ， 裁汰冗员 ， 派

往乡村与边省工作
——

各机关应于年内拟定应裁减员额之成数
”

。 对此 ，大会政治组审查委员会

只是笼统地答复称 ：

“

关于调整党政机构 ，
厘定机关权责 ，

以及拟定机关之设立与裁并 ， 应由 党政

考核委员会经常负责主持 。

”

而 年 月 日 国 民党五届十
一

中全会上通过的 《对于政治报

告之决议案 》 ，更明确提出 ：

“

中央对于派赴边省工作人员 ，尤应本人地相宜 才职相称之原则 ， 慎

加选择 。

”

⑤事实上否定 了蒋介石裁撤冗员 移 民西北的指令 。 这对蒋介石的权威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 。

此后 中央各部会裁并机构及裁减人员的工作虽仍在进行 ，
但已经不再提

“

西移
”

二字 。 而被

裁公务人员移垦西北问题 只成为政府在志愿原则下 的一个倡议 。 至 年 月 日 ，蒋介石手

谕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 将
“

中央党政军各部会归并骈枝机构及裁减冗员一案
”

办理结果
“

查报为要
”

。 王宠惠将查报结果于 月 日 呈报蒋介石 行政院及其附属机构共裁减 人 ，但

志愿受训派往西北工作者 仅财政部 、教育部两部共 人 。 蒋介石雄心勃勃的裁冗移民令就这

样流产了 。

① 《 教育部密 呈 》 （ 年 月 日
） ， 中国 第二 历 史档案馆藏 ， 《研拟 开发西北规划 》 ，

转 引 自 刘进 《抗战期 间 国 民政

府关于裁减公务 员开发西北问 题的讨论 》 ，
《 兰 州大学 学报》 年 第 期 。

② 《 朱家骅致孔祥熙函》 （
年 月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朱家骅档案》 ， 。

③ 朱家骅 ： 《边务工作应有的认识和 态度》 ，
重庆 《 中央 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④ 《现阶段的 西北建设 问题 》 ，
重庆 《 大公报》 ，

似 年 月 曰
，
第 版 。

⑤ 中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编 ： 《 中华民 国 史档案资料 汇编 》 第 辑第 编
“

政治
”

（ 第 、 、 页 。

⑥ 叶惠芬编 ：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册
，
台北

“

国史馆 年版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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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蒋介石裁冗移民令是民 国以来第二次开发西北高潮 中的
一个小插曲 ，仅经历短暂的

半年时间 ’就昙花
一

现般归于沉寂 ，对于西北开发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它却是国民政府历次开发西

北政策的
一

个侧面 ，个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 。

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 ，

民族危机加深 ，使西北的地位凸显出来 开发西北的呼声 日益高涨 ，
并形成

民国 以来第一次开发西北的舆论高潮 。 在舆论的推动下 ，仅国民党 中央通过的开发西北议案就多

达 件 。 但这些议案大多脱离实际 ，无法落实 。 以 当时宏大的《限期完成陇海铁路案 》为例 不仅

完全忽视了 当时西北的条件限制和国 民政府的财政能力 也无切实可靠的落实措施 。
不仅在战前 ，

即使到 年 陇海铁路的建设也未见任何推进 。 因此这些议案被时人尖锐地批评为纸上谈兵 ，

徒托空言 ，最终不过成了
“

官家的档案
”

。

年
，在中 国抗战面临种种 困难的形势下 ，蒋介石本拟利用新疆盛世才内附之机 ，裁减冗员

移民西北 以达到西北开发和缓解经济困境的双赢 ，但却陷入无法避免的悖论之中 。

一方面西北开

发急需建设人才 ，

一方面所裁人员庸才老弱 二者之间无法契合
，
不仅成为各种舆论攻击的靶子

，

也

成为利益受损者消极逃避的借口 。 新疆内 向后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 西北地位本应受到高度重

视 其开发建设也应迅速展开 。 在开发西北人员 的使用问题上 ，本应遵循
“

为事择人
”

的原则 ，采取

简派方式 ，使西北开发建设事业获得可用人才 而非采取类同于流放的方式将裁减人员遣送西北 。

这
一

定程度上反映 了执政者对开发西北方略的草率和不成熟 。 此外 ，

一个决策的可行性取决于

其科学性 ’
无论是冗员移垦还是难民移垦 ，除需要有经费 、交通等条件的支持外 ，

还需要后续一系

列完善而可落实的推行计划 。 反观行政院制定的开发草案 、公务员移垦大纲 、训练方法 ，
也仅仅

是原则 的规定 ，不仅无相应的经费预算 、 具体的落实措施 ， 即使垦区的划分 ， 因为无资料参考 也

只能留待相关机构的调查结果 。 这与战前诸多喧闹一时的西北开发议案如 出
一辙 ，并无多少进

步 。 因此所谓
“

开发
”

，
不过成为人人 口 中 的

“

时髦
”

用语 。 再加上 国 民党 中央上层也往往不能

做到
“

令行禁止
”

，各部门之间多从 自身利益出发 ，
推诿逃避 ，

蒋介石裁冗移民计划的最终流产也就

难以避免了 。

〔 作者刘 萍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 究所编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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