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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背景 

论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 
 

刘  伟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摘要]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有其形成的特定背景，其基本内涵是相当丰
富的，它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并
由此形成有关生财、聚财和用财等一系列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研究抗
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对于搞好我国当前的财政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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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背景 
 

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从
国际上看，中国北面的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面临着同时与德日两国在东
西两线作战的危险，法国败降后，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日益严重。为了集中力
量对付德国，苏联当时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尽力避免或推迟日苏战争。为
此，苏联大力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利用中国的抗日战争束缚日本的手脚。斯
大林在对援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崔可夫部署对华使命时明确指出，只有当日本侵略者
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其决策无疑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大影响。在
苏联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相应
地提出了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
把中国作为其北进苏联和南下南洋的战略基地，从经济上控制中国，实现其“以战
养战”的战略目的。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必须把发展经济、充实财源作
为保存自身、坚持抗战的基本财政方针。由于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日本侵华逐渐
力不从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于是日本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
打击为辅”的方针，英美为把侵略祸水引向苏联，也怂恿国民党投降，国内出现了
一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逆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在此情况下，
毛泽东一方面主张国共团结抗日，一方面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
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渡过难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也被拖下水，
客观上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推动了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互相援助与配
合。毛泽东又提出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外援的财政方针。
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毛泽东的财政思想逐步产生。 

除了国际大环境，国内形势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
成。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开展政权与经济建设，积累了一
定的财政工作经验。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是他土地革命时期财政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抗战的爆发促使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日民族矛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
瞩，号召“一切为了抗日”。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共再次合作，结成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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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土
地贫瘠，加上长期遭敌顽封锁、分割，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财政困难异常突出。国
内外爱国人士的捐款及国民政府的抗日经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困难，边区财
政靠“外援”度日，于是毛泽东提出“合理负担”、“休养民力”的思想，财政基
本处于无税或轻税状态，与民休息，医治战争创伤，鼓励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陕
甘宁边区1940年前的财政主要靠外援。据统计(元)： 

 

 
[摘自《毛泽东财政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7

页。] 
 
抗战初期，利用“外援”的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这一政策并不能长

久。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外援不断减少，更由
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进攻，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
人祸天灾，祸不单行，与此同时，边区广大军民长期对“外援”的依赖心理依然存
在，忽视了发展生产。这一切的直接后果便是1940—1941年的严重财经困难，正如
毛泽东形容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
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针对
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军政机关规模增大而外援断绝，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和事
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并指出，食之者众，生
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
或学习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2]于是，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口号，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
的指导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由于根据地处于农村的特殊环
境，而抗战的主体，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毛泽东始终坚持“农
业第一”的方针，以农业税作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办财政。为了克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克服边区分散的弱点，做到“公
私兼顾”、“军民兼顾”，毛泽东主张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
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而各抗日根据地实质上是一个个
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稳定货币”和“平衡出入口”的
思想。在这些财政思想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沿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这一总方针指引的道路前进，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也逐渐形
成并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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