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归国者的过去及现在 

 

１．何谓中国残留邦人（遗华日本同胞）？ 

响应满蒙开拓之国策的号召，在中国东北地区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在战争结束后的混乱时

期，开拓团当中以年轻女性、幼儿为主的大多数人，遭受了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又无法返回日本。在以后的

数十年依然没有得到援助而受困，长期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称之为中国残留邦人。 

  ※中国残留邦人（遗华日本同胞）的定义 

・残留妇人（遗华妇女）…战争结束时，年龄大概在 13岁以上（与当地中国人结婚而幸存下来的人为数众

多） 

・残留孤儿（遗华孤儿）…战争结束时，年龄大概不满 13岁（以当時年龄０岁～５、６岁的人 

为主，其中有身份判明者和未判明者） 

 

 

 

 

 

 

 

 

 

 

①满蒙开拓史 

1931（昭和６）年 ９月 満州事変（九・一八事变） 

1932（昭和７）年 ３月 満州国（伪满政府）成立（中国东北地区） 

 10 月 第１批 492 名开拓移民向满洲出发。 

1945（昭和 20）年 ５月 最后的第 14 批开拓移民出发  

※据说开拓移民总数为 28万～32万人 

②苏联参战及残留邦人（遗华日本同胞）的发生 

1945（昭和 20）年 8月９日 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占中国东北地区。 

２．至归国为止的经过  

①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 

1946（昭和 21）年  从中国大陆开始撤离(～1948年) 从辽宁省的葫芦岛出发 

1949（昭和 2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撤离暂时中断 

1953（昭和 28）年 

～1958（昭和 33）年 

 以民间团体（日本赤十字社、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联系窗口，帮助身份判明

者撤离        ※1953 年未归还者留守家族援护法的施行 

1959 年  实施战时死亡宣告制度（在当时 21000 名的未归还者当中有 14000名孤儿） 

※残留者对策的结束 

※1966 年～1976年 

中国国内发生内乱，文化大革命(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日本人遭受了成为攻击目标的恐惧。 

  注）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提倡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实质上是场权力斗争。据

称死者人数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等各种不同的说法。 

1972（昭和 47）年     日中邦交正常化 

〈摘自「中国残留孤儿援护基金小册」〉 



②日中邦交正常化回复之后 

1981（昭和 56）年  中国残留孤儿为了寻亲第 1 回访日调查开始实施  截止 1999(平成 11)年为止

计 30回 

1983（昭和 58）年  设立财团法人「中国残留孤儿援护基金」 ※2012 年公益财团法人化 

1984（昭和 59）年  开设琦玉县所沢市中国归国者孤儿定着促进中心（援护基金运营）  

※1994 年 改称 中国归国者定着促进中心 

1985（昭和 60）年  決定接收未判明孤儿永住归国；制定身元引受人（身份担保人）制度 

1989（昭和 64）年  对于身份判明孤儿制定了特別身元引受人制度 

1990（昭和 65）年  追加中国残留妇女等为特別身元引受人制度适用对象的措施决定 

1994（昭和 69）年  永住归国援护对象的扩大 

2001（平成 13）年  开设中国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通称首都圏中心）（援护基金运营）  

※此后(同类设施)根据区域划定, 又在全国共开设 7 处 

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来自中国的国费永住归国者总数（2014年 7月末现在） 

     6,706 人（包括家属在内 20,879 人） ［其中：孤儿 2,555人、妇女等 4,151人］  

     注）中国归国者定着促进中心…接收国費归国的残留邦人（遗华日本同胞）及同行家人，在其回国

后将近 4个月(以后改为 6个月)期间内,实施集中培训研修的机关。此外还负责实施远程学习课 

程（函授教育）。 

     注）中国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走读课程及交流事业，不受期间、期限等的限制。 

平成 25 年度开始接管由东京都社会福祉协议会负责实施的自立

研修事业 

（在定着促进中心 6个月的培训研修结业后，实施为期 8个月的

日语培训研修事业及咨询事业）。 

３．归国后、归国者及其家人所面临的问题 

①造成孤儿这代人学日语难的主要因素及异文化的障碍  

  ・前半生处于以中国语为母语，中国文化为文化根基的环境 

・到了中高年一切还要从零开始学起  

  ・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处于贫穷和混乱的状态下，一些人从幼儿时期开始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还有一些人接受的教育也是有限的，此种情况的人是存在的（不具备学习日语所需的基本技能） 

  ・缺乏与地区社会接触、交流机会 

 ②对于日本社会的各种情况、知识、信息（包括介护・福利服务）等信息获取方面属于弱者。 

 ③适应日本社会方面的困难及背景 

・一般日本人不理解（中国残留邦人（遗华日本同胞）问题被逐渐淡忘）、在容纳接收方面无所适从 

・在接受初期集中培训研修（日语・日本社会情形教育）方面，自费归国者（第 2、3代）被排除在外 

 

 

※ 摘自「中国帰国者支援・交流中心编写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