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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省是中国黄金主要产区之一，素以。三千里江山，金子镶边一著称。

至1985年，黑龙江省累计探明黄金储量居全国第二位，其中砂金居全国之首。
‘ 黑龙江地区已有1 500多年的采金历史。早在北魏正始年问(公元504——

508年)，位于今黑龙江省东南部宁安一带的东夫余人就开始采金活动。隋、唐

时代，黑龙江地区黄金开采的范围及规模不断扩大，至辽、金时代，。兴冶采

炼’’，几遍南北。清代后期是黑龙江地区黄金史上的鼎盛时期，1891年(清光绪

十七年)，采金工人达数万人，产金6．23万两。中华民国时期至东北沦陷以后，

黑龙江地区黄金工业每况愈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40年来，黑龙江黄金

工业又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黑龙江省黄

金工业才得以迅猛发展，黄金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7％。1985年产金12．6万

两，跃居全国第3位，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水平。

(一)

清代是黑龙江地区采金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黄金生产始终伴

随着反沙俄势力盗采我国黄金的斗争。

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是群众性的自发采金活动，从业人员少、开采范

围小、黄金产量低。沙皇俄国一直觊觎着我国宝贵的黄金资源，并不断遣人入

境进行盗采我国黄金的非法活动。据史书记载，1860年(清咸丰十年)，俄人越

过黑龙江，到“漠河以东、阿尔罕河、奇乾河等处，纵横二三百里’’的地方盗

采黄金。至1883年(清光绪九年)，仅漠河金矿盗采黄金者就达4 000余人。1882

年和1883年两年，俄人盗采黄金即达26．4万余两，其中强行收走21．9万两。

对于沙俄的掠夺黄金活动，清朝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同沙俄政府交涉，要

求俄方唤回越界盗采黄金的俄人。由于俄国政府的蛮横无理，清朝政府不得不
·3’



概 述

采用武力讨伐。至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才将沙俄盗匪驱逐出境。为了防止

沙俄再次入侵，巩固北部边防，爱国官吏提出了兴办民族采金业，。兴利实边一、

。以杜外人觊觎"的主张。于是，民族采金业在黑龙江地区开始兴办起来。

1889年(清光绪十四年)1月14日，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①金矿——

漠河金矿祭山开工。李金镛任金矿总办。漠河金矿的创办，不仅为黑龙江沿岸

地区金矿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国防上起到了。兴矿实边"的积极作用，有

力地抗衡了沙俄帝国主义对我国黄金资源的掠夺。漠河金矿开工投产以后，又

陆续在黑龙江地区开辟了奇乾河、观音山、库玛(呼玛)、胭脂沟、都鲁河、余

庆沟等金矿，使该地区的黄金业空前发展。至1891年，采金人员多达数万人以

上，黄金产量居全国之首。

清朝末年，黑龙江地区的采金业逐渐萧条衰落，产量大幅度下降。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放松了对黑龙江地区黄金业的管理。

沙俄军队又乘机占领吉拉林、乌玛、漠河、呼玛、观音山、太平沟等砂金矿区

和东清铁路(中东路)沿线的穆棱凉水泉子等地金矿，进行掠夺性开采。黑龙

江地区的黄金资源受到严重破坏。1901(清光绪二十七年)10月2日，沙俄驻

黑龙江外交官强迫黑龙江将军萨保订立了《采勘金苗草约》11条，强迫吉林将

军长顺签订了《吉林开办金矿条约》14条，攫取了在黑龙江地区开采金矿的权

利。后来，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和一些爱国官吏的斗争，逐步收回了部分金厂。

r一、
、o●--_一／，

中华民国初期，黑龙江地区的金矿开采一度得以恢复和发展。1912年9月

15日，黑龙江沿岸金矿督查局在黑河成立。同年10月，颁布了《黑龙江沿岸矿

务督查局试办章程》和《黑龙江勘采金矿暂行章程》法规，进一步促进了黄金

开采，黄金产量逐年增加。1914年，全地区官办金矿产金达8．6万余两，比1912

年提高40．4％，创民国前期黄金产量的最高纪录。之后因军阀战乱迭起，黑龙

江地区黄金业又逐渐衰落下来，虽然局部地区出现了几次。淘金热’’，但均维持

①。官督商办”即由官府向商人募集资金办矿．当时由于办矿具有采金与戍边双重职能，商人只姥出钱，不能参

与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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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时间不长。到1929年，黑龙江地区仅产金2万余两，比1912年下降60％多。

民国之初，沙俄仍霸占着黑龙江地区的部分金矿的采掘权，继续进行盗采

我国黄金的活动。1917年10月，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曾准备以200万卢布赎回

。所有从前俄商在黑龙江等处所得采矿权"，一直未果。直到俄国十月革命，沙

俄政权垮台，被其长期霸占的我国金矿开采权才被收回。

在此期间，黑龙江地区的采金业由中央统一管理，有的金矿由北京政府财

政部直接派人兼办。1918年12月6日，北京政府农商部呈准公布了《采金局章

程》，黑龙江省省长公署正式设立管理黄金开采事务的行政机构——采金局。从

此，黑龙江地区的金矿改为主要由地方管理。

(三)

1931年“九·--]k一事变以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黑龙

江地区的黄金资源再一次被疯狂掠夺。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持和垄断黄金生产，1934年5月颁布了《满洲采金株式

会社法》。同时设立了伪满洲采金株式会社，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经营吉林、黑龙

江两省黄金生产的机构。在伪满洲采金株式会社之下，又遍设作业所、出张所、

矿冶所、探矿所等机构，形成对各金矿的垄断网络。1938年以后，黑龙江地区

的金矿、金厂被全部收归采金会社统一经营，禁止任何私人开办金矿。与此同

时，日本侵略者还在黑河、合江等地的金矿区内建立了各种军事、警察、特务

组织，以保护其对金矿的开采和经营。强行收缴各金厂原中国护厂人员(时称

护勇)的武装，并阻止中国人民自己采金。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速对黑龙江地区黄金的掠夺，一方面对境内黄金资源进

行了全面普查和勘探，另一方面注重改进开采技术，实行机械化开采，重点是

建造采金船，提高开采效率。自1936年第一只采金船在罕达气泥鳅河建成投产

到1943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在黑龙江境内建造采金船16只，加速了对黑龙江

地区黄金资源的掠夺。为了尽快把开采的黄金运回日本，日本侵略者还在石头

河南岗和驼腰子下桦建设了两个飞机场，空运黄金。据不完全统计，仅从黑河、

乌拉嘎、桦川、穆棱4地掠走黄金就达53．51万两。

1932年6月，日本侵略者颁布了《产金收买法》，强令黄金持有者必须把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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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金卖给伪满中央银行。他们还通过日伪。劳工协会一在各地骗招和拐卖中国矿

工，推行。把头大柜劳制，通过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商品垄断，进行盘剥和掠

夺，金矿工人在非人的条件下过着奴隶式的生活。乌拉嘎在1940年有矿工4 120

人，由于大量死亡，到了1942年只剩下1 250人。1942年2月统计，该矿每天

都有矿工死亡，多时1天死亡达20余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军事、经济形势所迫，日本侵略者开始

在许多地方封沟闭矿，把采金船拆卸运走，把剩余的矿工强行押走。还贴出布

告：有人山者，格杀勿论。黑龙江地区的金矿开采处于停顿状态。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中国人民不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

掠夺斗争。1932年日本警备队占领驼腰子金厂不久，以祁致中为首的淘金工人

毅然拿起枪杆子，同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

人斗争精神的鼓舞下，一些金矿经理和矿警，不甘忍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压，也

参加起义，参加抗日联军，打击侵略者掠夺中国黄金资源的罪恶活动。

(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和合江军区分别派部队进

入矿区剿匪，同时协助人民政府建立金矿机构，组织金矿工人恢复生产。1947

年3月，松江省政府、黑嫩省政府和合江省政府分别成立金矿管理局。金矿管

理局成立以后，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取消把头制，取缔赌局、烟馆和妓院，清

理了混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分子和其他坏人。同时，建立工会组织，成立由工

人自由结合的新采金班，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为了提高采金生产能力，各金矿大都成立了公垫探矿班，进行普查探矿，并

大力“按砖删、修建水道，以多种方式开采黄金。在经营方式上，主要是采取

以货换金和征收矿山税的办法组织生产，同时，调整黄金收购价格，以较低的

价格供应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使生产成本下降，调动了工人采金的积极性。

由于金矿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加之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黄

金产量不断提高。到1948年，全省黄金产量已达67 968两，其中民主政府经营

①注t爵即采金坑或竖井．古代采金人认为。坑”字不吉利。故把采金坑或竖井称为荷·挖坑(并)称为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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