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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5月7日  刘华实 薛 毅 

摘 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规模较大、坚持时间最长

的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在金融建设乃至财政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

的发展。苏维埃政府银行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产物,是根据地经济斗争和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为

支援革命战争、打破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根据地建

设的重要支柱。鄂豫皖根据地的银行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随着部队不断开

辟新的根据地而着手筹建新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规模较大、坚持时间最长的革

命根据地。它在鼎盛时期管理区域达到20余县,游击区域40余县,根据地人口350万,红军主力发展到

4. 5万人,先后从这块根据地走出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三支主力部队,对中国革命

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往对于该根据地的研究,偏重于武装斗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有关金融事

业的创办和发展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文拟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金融事业做些探讨,以就教于

各位专家学者。 

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处在大别山区,系传统的农业地区,交

通很不发达,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商业贸易非常落后,加上连年天灾、匪患和军阀混战,经济十分落

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这里成为敌人连续不断军事“围剿”和长期经济封锁的重要地区,整

个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党政府在与苏区相通之关津卡隘,水陆要道,均成立封锁办事

处,在苏区周围建立了纵深上百里的封锁线,断绝军用品、工业品、生活必需品等重要物资流入苏

区。国民党企图用扼杀苏区经济、配合军事“围剿”来消灭红军,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府。 

针对鄂豫皖根据地极其艰难困苦的财政经济和金融环境,中共中央及时指出要加强财政经济建

设:“中央的意见,你们应当创造财政经济委员会,来计划苏维埃一般财政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实行财

政经济政策。”“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来源&#8943;&#8943;完全建立在‘打豪儿’上面的,这是应

当转变的。鄂豫皖赤区由于斗争的加深与工作的扩大,‘打豪儿’已不能供给苏维埃政府的需要,所

以正在把财政来源建立到累进税的征收上面去”①。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和

苏维埃政府大力加强财政和金融建设,在根据地自上而下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财政管理,建立

财务制度。1931年2月上旬,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特委召集特苏党团等在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

题,除许多是根据国际指示外,决定了以下的问题:其一,统一累进税(主要的是商店的与土地的) 。其



二,建立银行,确定基础并制定集股与低利借贷的简章。先由特委通知各级党部及支部,在群众会议提

出讨论,决议要求政府建立银行,经过群众路线的宣传鼓动,再由政府来布告。其三,逐渐统一金融与

集中现金(用各种群众路线的办法) ......此次关于经济问题首先根据国际的指示,完全允许自由贸

易,低利私人借贷亦不禁止,惟以银行的借贷与之竞争”②。这一决定,明确了金融建设的一些基本问

题:一是确定把金融的收入和实行累进税一样作为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不完全依赖于打土豪;二是

发展金融,必须建立银行,要统一合并根据地现有的金融机构,建立整个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银

行;三是银行要筹集股金,以便集中使用现金,统一调配资金,以增强货币的信用;四是明确银行实行低

利借贷的经营方针;五是建立苏维埃银行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依靠组织,发动群众,让群众首先提出

来,政府再组织实施,以便使银行筹建和货币发行一开始就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可以说,这次

会议明确了建立苏维埃银行的大政方针。 

二 

早在1930年10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就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北街成立,行长由郑位

三兼任,会计曹学秀,出纳吴子清,押运员李正山,保管员方思训,勤杂员郑国南。特区苏维埃发行“鄂

豫皖特区银行银币券”面值一种,流通于鄂豫皖苏区。 

1931年5月15日,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在新集开始营业。7月,鄂豫皖区苏维埃第二次工农代表

大会正式成立鄂豫皖工农联盟民主政府。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也于7月更名为鄂豫皖区苏维埃银

行,行长郑义斋,发行“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面值两种:伍角、壹元,流通于鄂豫皖苏区, 

1932年1月,该行更名为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后,即停止发行银币券。 

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于1931年5月初在安徽省金家寨成立,行长由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吴保才兼

任, 11月迁到麻埠, 12月更名为皖西北道区(注:相当于现在的地区)苏维埃银行。该行发行“皖西北

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面值三种:贰角一种,壹元三种,伍元一种,流通于皖西北苏区。1931年5月

12日,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成立。中央分局成立后,对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进行了统一研究和部署。

“鄂豫皖特苏及皖西特苏各设有一个苏维埃银行,共发有纸票(一元的)六万元,并发有一串的小票,这

些票子在农村中颇有信用,群众感觉比较往日便利多了。皖西银行纸钞......通用无阻,并正在进行

将两个银行合并起来,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对现洋出口也有限

制。”1932年1月10日,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与皖西北特区(道区)苏维埃银行合并,改称鄂豫皖省苏维

埃银行,行长郑义斋,会计曹学秀,出纳李正山,保管员王泽兰,全行干部共9人。同年1月21日,又使用

“鄂豫皖省工农银行”名称。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发行伍角一种、壹元三种银币券;鄂豫皖省苏维埃

工农银行发行贰角两种、伍角一种银币券,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两行银币券

同时停止发行。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银行随军转战大别山区。

是年冬到达安徽西界岭,银行奉命将银元、纸币交给红军经理处带走,将白银(银锭)埋藏在檀树岗附

近,“1932 年10 月,红军撤走, 银行同时撤走”③。 

在鄂豫皖苏区建立省苏银行后,银行业务委托各级经济公社办理。经济公社是一种特殊的国营商

业组织。1931年初,鄂豫皖苏维埃经济公社总社在新集成立,各县区设立分社,属财政经济委员会管理

和人民委员会指挥监督。当时,经济公社总社约有资金十几万元,工作人员50余人。新集除总社外,还

有分社(国营商店) 5所,以及箭河、郭家河等区经济公社。其任务是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开展对外

贸易,促进生产,打击投机商和承办银行业务,并定期向银行结账。 



其资金由苏维埃政府从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中拨给。由于各级经济公社是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

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建立的时间也先后不一。如1929年3月,中共光山县委和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随

后设立了县区经济公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白雀园、泼陂河、南向店、砖桥、晏河等区经济公社。

1929年9月17日,罗南工委发动宣化店起义,成立罗南革命委员会,随即建立了鄂豫皖经济公社第八分

社,有工作人员5人。1930年10月,潢川县苏维埃政府在仁和集成立,所辖的7个区均设有经济公社。经

济公社除经营商品外,还代理银行工作,这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稳定物价、增加税收、支持战争

起到了积极作用。1932年10月,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各级经济公社才相继停止了活动。 

在苏维埃时期,鄂豫皖苏区还有一个唯一的县级银行,即赤城(商城)县苏维埃银行。1931年5月15

日,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在皖西金家寨成立,辖本区的固始、商城两县,受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领

导。7月,两行合并后,皖西北苏维埃银行停止货币发行。当时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因交

通运输困难而供应不上,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流通的迫切需要, 1932年2月底,赤城县苏维埃银行在

城关南大街胡义商号处(现县审计局内)组建成立,主要办理信贷业务和货币兑换工作,并铸造发行鄂

豫皖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和铜辅币。其铸造发行的银币,由县城关银匠唐元昌及南门口等几家银炉铸

造。赤城县苏维埃银行从1932年成立到1934年,历时两年,其间除县苏维埃银行外,区、乡还设有信用

社,办理信贷业务和各种货币的兑换工作。 

苏维埃政府一边加强宣传自己的银行和货币,一边吸取国民党反动派的金融教训,很重视货币信

誉,集中表现为重视筹集发行货币的基金,而不是滥发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搜刮民财。“我们的银行

已建立起来,初次可发五千元票子,农民很喜欢用,不过基金不多,为苏维埃信仰起见,故亦未能多发,

待信用建立起来后再发第二次。”④由于加强宣传和讲求信誉,所以苏维埃货币一经发行,流通顺

利。“特苏银行已于本月15号开幕,信用非常之好,农民都是用这银行纸币,不要非苏区的票子,只七

里坪一处几天功夫已用四千元,现在还来不及印刷大批纸票来供给市面。”⑤1931年9月和次年1月又

发行35000元纸币。1931年9月发行面值为伍圆的银币, 10月发行面值为五十文、二十文的铜币。苏

维埃银行“共发有纸票(一元的) 6万元,并发有一串小票,这些票子在农村颇有信用,群众感觉比往日

便利多了”。说明苏维埃货币在当时通用无阻,颇有信用。 

三 

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直属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民主政府领导,既是货币发行机关,又是

财政拨款机关。它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货币制度,发行货币,调节货币流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市面货币混杂,银

元、铜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中央票”、“交通票”以及私人商店出的商票均混杂使用。“皖西

过去立三路线领导之下,苏区几乎完全坍台,军事上只存留很少部分。”“经济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锡

棚、纸棚、铁棚都没有恢复,合作社没有发展,农民对它没有认识。皖西北的银行始终没有成立,金融

方面是紊乱的,纸洋打八折,只用上海交通银行的;在霍山首先不打折,结果归农民吃亏,后来还是打八

折。”为了驱除旧币,稳定市场,调节金融,发展经济,根据地各银行均有计划地发行货币。鄂豫皖区

苏维埃政府规定,在苏维埃政府未发行货币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中央票”、“交通票”可继续在

市场流通,但要由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门加盖印记;在苏维埃政府发行货币之后,国民党政府发行

的“中央票”、“交通票”禁止流通,但可拿到苏维埃银行兑换,一元国民党政府货币可打九六折扣

兑换根据地货币。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还发布政令规定:“苏区发行的纸币随时可以向银行兑换银

元,或用银元兑换纸币。”同时禁止根据地金银外流。 



第二,大力筹集资金,吸收各项存款。根据地资金前期主要来源是收缴军队的金银、货币等战利

品,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还有税收及经济公社的销售收入等;银行建立后,苏维埃政府曾开展“财

政经济政策运动周”活动,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贯彻落实政府制定的财政经济政策,其中动员存款就是

一项重要内容。“过去,各级苏维埃、各革命团体没有深入这种宣传,致使群众有这样一种观念,以为

银行只是放款,不知道还需要存款。我们现对于银行工作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宣传,引起广大群众

起来帮助银行的工作,使银行时常有人存款,时常可以放款。宣传的材料应说明银行的作用、银行的

章程、存款放款的手续,等等。”银行对筹集的金银和款项,及时进行分类、清点、过样、包装、记

账、装箱,妥为保管,以备使用。筹集资金后,银行代理金库,拨付经费,按政府批准数额,支付红军和

军政机关经费。银行还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投资重要工厂建设,如于1931年4月拨款在熊家嘴创建

“鄂豫皖边区军委兵工厂”,专门修理和制造枪支弹药,还投资建立了3 个印染厂和1个拥有10架缝纫

机的被服厂,所需款项均由银行拨付。 

第三,促进生产,发展贸易。“工农银行是供给群众低利贷的机关,他(它)于群众的利益应该是非

常之大。银行的作用如果大起来了,工农群众的借贷就特别方便,苏区经济更易于发展。”银行对贫

困农民发放耕牛、家具、种子、口粮等贷款,月息1至3厘,到期无力偿还者,可以延期,从而使苏区不

断掀起“增加生产多打粮,支援红军打胜仗”的热潮。同时,银行还支持经济公社,开展对外贸易。银

行对经济公社、合作社及手工业作坊,发放生产和经营贷款。同时利用贷款鼓励小商贩通过各种渠道

向苏区购进食盐、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和工业品。所得利润20%归商贩, 80%归经济公社。由于苏

维埃政府制定了灵活有效的经济政策,发挥了银行调剂融通资金的作用,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经

济封锁,保障了军需民用,支持了革命战争,发展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 

鄂豫皖根据地银行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产物,它为支援革命战争,活跃苏区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

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根本上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财政经济保障,使金融部门成为根据地

建设的重要支柱。鄂豫皖根据地的银行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如郑位三、郑行瑞、郑

义斋等高级理财专家及具体业务人员。这些人才随着部队不断开辟新的根据地而着手筹建新根据地

的金融事业,特别是对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后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产生了直接而重要

的影响。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州农民银行券也随之进入大别山区发行流通。鄂豫

皖苏区的金融建设为后来革命政权在大别山区发行和流通货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产生了积极而深远

的影响。 

注释 

①《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关于党务、肃反、分配土地、苏维埃、军事、

群众运动及白区工作的意见》( 1931年11月24日)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499页。 

②《中共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政治经济形势,苏维埃运动,党、团工作,

工、农、妇运,军事、财政情况》(1931年2月10日)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95页。③《新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459 页。 

④《方英关于红四军和皖西北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 

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505页。 



⑤《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 1931年5月24日) ,《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43页。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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