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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磨合：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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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

【摘要】华北各根据地、解放区的“外部”经济关系,并不限于对敌斗争,也在友邻区之间进行。各根据地、解放区所发生的本币关系,集中地

反映了战时中共革命经济形态的独特性。不同本币的互相交流,主要表现为异地兑换、异地通汇、边沿区兑换所和“混合市场”、异地流通等四个类

型。它们既是先后相继,也常常是同时并存的过程。货币比价及其变动为本币关系的枢纽,有关者既有物价因素,也有地方政府的态度、举措等方面

的影响。尽管根据地、解放区本币关系的手段仍是初步的,但皆为未有历史经验可循的创新性实践。

一、本币的异地兑换

本币的异地兑换，是指货币只能在本根据地、解放区流通而不允许在友邻区流通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种互相兑换使用的金融关系。也即，当

友邻区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和日常往来时，总是需要不同区域本币的汇兑和流动。此类汇兑与后文所述边沿区兑换所、“混合市场”、异地流通和

异地通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同之点在于，这几种金融关系都存在不同本币的兑换，区别则是，边沿区兑换所是友邻区双方几乎同时设立的

兑换机构，“混合市场”是在划定的交接地带实行不同本币的自由流通，异地流通为不同本币在根据地、解放区较大范围的流通，异地通汇指不

同本币以汇款的形式进行的异地流通。而本币的异地兑换，则是友邻区之间最早发生、最为经常且持续最久的金融活动。

即便如此，本币的异地兑换交易并不是根据地建立银行之后就马上开始，而是始于1940年下半年。从党中央层面来说，1940年4月开始酝

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还计划成立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到下半年，各根据地开始具体实施。1941年，在晋察冀边区的商店会计制度

中，无论是资产类还是负债类，都包括“友区往来”科目，在特种通货中，除了金子、白洋、伪钞、法币以外，还有各种根据地的钞票，由此可

推论友邻区本币已开始兑换使用了。同年1月，晋绥边区指出，今后要切实管理外汇。所谓外汇，既有法币，也有其他“非本币”。5月，山东省

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指示，北海币“可与华北各抗日区域之各银行互相建立汇兑制度，以资流通”。

问题是，为什么全面抗战爆发三年之后，才有此金融现象呢？相关资料甚少，只能做一推测：其一，华北各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个过

程，根据地之间的商业交易和日常往来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同本币之间的交流和兑换同样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何况，各银行的建立有先后之

别，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较早，为1938年3月。西北农民银行则成立于1940年5月。其二，1940年以前，中央和地方根据地尽管都强调本币的独

占发行，其实仍允许不同本币的互相流通，还没有将本币之间的兑换和交易提到实施议程。在晋察冀边区，1939年5月后实行边币统制，但对其

他根据地本币也没有作出禁止流通的规定。其三，对全面抗战前就流通的法币、银元、黄金以及各种杂钞，虽然规定不准继续流通，但不管是根

据地内的交易还是根据地的对敌贸易，都还在使用，尤其是法币、银元、黄金还有“外汇”“硬通货”的作用。此时根据地本币即便有兑换活

动，也主要是与以上旧币的兑换，用于根据地内部交易和对敌贸易。事实上，整个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解放区本币与法币、黄金、银

元等的兑换一直存在。

大体说，不同本币的兑换和交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兑换和交易的基本原则、程序。本币不可到异地流通，要使用则必须兑换成异地

本币，此为根据地、解放区本币兑换和交易的基本原则。其二，兑换的基本标准及具体工作。制定公平比价，是友邻区进行本币兑换的基本标

准。然而，公平比价并非固定兑换比价，而是自然比价，在战争环境中，各友邻区的物价很难保证稳定。为此，具体工作首先是围绕公平兑换比

价，进行货币、商业行情的前期调查。然后，据此提出本币与北海票、晋察冀和陕甘宁货币的参考兑换比价。另外，在某些重要区域，重点为兑

换和交易提供服务。再者，尽可能准备充足的异地本币的外汇。其三，兑换比价的演变。此为本币异地汇兑问题的核心。另外，友邻区在确定兑

换比价时，尽管提倡协商公平，但在实施时仍有各自的利益考虑乃至纷争。不仅如此，即便在同一根据地、解放区，不同区域的兑换比价也不完

全一致。不同地方仍可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力。

二、本币的异地通汇

友邻区本币的异地通汇，其想法和方案的产生与异地汇兑几乎是同时的。但由于通汇不仅是银行行为，更需要相应的交通邮政条件，难度更

大。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交通邮政路线逐渐扩大到友邻区，但其业务主要是公文、书报、信函的收发，通汇业务不仅较少，而且主要限于本根据

地内的汇兑，友邻区之间的异地通汇要到抗战结束以后。不过，抗战时期非异地通汇的想法和方案，仍反映了友邻区加强本币交流的努力。

首页 文章摘要 本刊动态 期刊介绍 历史文摘 过刊浏览 编委会 投稿指南 联系我们

https://sxyk.henu.edu.cn/lswz1/lswz.htm
https://sxyk.henu.edu.cn/index.htm
https://sxyk.henu.edu.cn/lswz1/lswz.htm
https://sxyk.henu.edu.cn/index.htm
https://sxyk.henu.edu.cn/wzzy1/wzzy.htm
https://sxyk.henu.edu.cn/bkdt1/bkdt.htm
https://sxyk.henu.edu.cn/qkjs1/qkjs.htm
https://sxyk.henu.edu.cn/lswz1/lswz.htm
https://sxyk.henu.edu.cn/gkll2.htm
https://sxyk.henu.edu.cn/bwh1/bwh.htm
https://sxyk.henu.edu.cn/tgzn1/tgzn.htm
https://sxyk.henu.edu.cn/lxwm1/lxwm.htm


根据地对通汇的酝酿，始于晋冀鲁豫边区。1940年，冀南银行颁布的各项业务办法指示，既包括本区域的通汇，也涉及友邻区的异地通

汇。通汇有票汇、信汇和电汇三类。汇兑手续费和汇率的高低，与汇兑距离有关。以上规定尽管只是设想，但为以后根据地、解放区的通汇业务

奠定了基础。

当年，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举办的各界金融座谈会，还专门讨论过华北根据地的相互通汇问题。1942年至抗战结束，晋冀鲁

豫边区及所辖各区都出台了关于汇兑的规定，但很少有专门针对友邻区异地通汇的，汇兑业务仍限于边区之内。1944年7月，冀南银行总行指

示，为了打通各战略区间的经济联系，在太行与太岳、冀南各建立三条通汇线路。

比晋冀鲁豫边区稍晚，晋绥边区政府于1941年11月颁布《晋西北管理对外汇兑办法》。但这一办法不是专门针对通汇的，而且非常笼统。

至于晋察冀、山东，直至抗战结束也未见相关规定，何以如此，令人费解。

抗战结束后，随着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尤其是交通邮政条件的改善，汇兑工作被重视，不仅本区的通汇有所扩大，友邻区的异地通汇也提

上议程。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6年1月，冀南银行第一区行经理联席会议对本区和友邻区的汇兑工作都有讨论，将冀鲁豫区、冀南区、太行区、太岳

区的27处作为通汇地点。晋察冀边区开展异地通汇也是始于1946年。尽管绝大多数汇兑仍在本区内进行，但晋察冀对晋绥、山东渤海区、晋冀

鲁豫边区先后进行了通汇。区外汇兑中各友邻区的占比，并不清楚。

1947年9月，随着中共军队对国统区的战略进攻，解放区范围不断扩大，友邻区的异地通汇越来越普遍。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

南银行联合办公，冀钞与晋察冀边币以1：10的比率在两区通用，同年5月晋察冀、晋冀鲁豫合并为华北解放区，7月华北银行成立，都极大地便

利了两区的异地通汇，构成以石家庄、邯郸、长治为中心的三个汇兑网。华北各区之外，与山东、晋绥也达成货币工作协定。在华北与山东之

间，汇兑业务均通过德州、泊镇、沧州三行处办理转汇，汇兑地点华北银行确定为河间、安国、辛集、石家庄、邯郸、邢台、临清、南宫、衡

水，北海银行确定为惠民、柴胡店。

信汇、票汇业务尚可说有些成绩，而电报汇兑在老解放区就始终未曾开展起来，因为各地区交通邮政部门基本上没有电话线路。

本币的边沿区兑换所和“混合市场”　 此种金融现象，也产生于抗战结束后。随着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和商贸往来、日常交流需求的扩

大，本币间的兑换和交易也由内趋外，边沿区兑换点和混合市场应时而生。

所谓边沿区，即不同解放区的交汇处，也称交界点、出入口、接壤区、接邻地区、接界地带、混合带等。边沿区兑换点有的称兑换所，有的

称交易所，为不同解放区、银行在交接地带设立并发生兑换关系的地点和机构，是走向混合市场的过渡形式。异地兑换和边沿区兑换所在不允许

对方本币的自由流通上是一致的，区别则是异地兑换虽在边沿地区也有兑换业务，但为单边行为，且几无固定场所，更没有双方各自同时设立的

兑换机构。1946年10月，有的解放区提出建立边沿区兑换机构的建议。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7年7月，太行一分区与晋察冀边区冀中十一分区协商建立边沿区兑换制度。同年10月，太岳区与晋绥边区的吕梁区达

成货币协定，双方指定各接壤县的银行确定兑换点和兑换基金。11月，太岳一、二分区和吕梁九分区进一步确定了兑换协议。晋绥边区与晋察冀

边区也在边沿区设立了兑换所。边沿区本币混合市场和混合地带，比兑换所进了一步，最大的区别是开始允许不同本币按照比价自由流通。

最先提议在解放区之间建立边沿区混合市场的，是晋冀鲁豫边区、山东解放区。事实上，混合市场的实际运作也主要是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山

东解放区推动的。1948年4月至7月，随着冀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以及两个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冀钞和边币实现了自由

流通。华北解放区与山东、晋绥也开始了货币统一的进程，但在统一之前都经历了短暂的协商建立本币混合市场的阶段。

三、本币的异地流通

友邻区本币的异地流通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有的地区从原来的根据地、解放区转属于另一个根据地、解放区，

但以前使用的本币并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与所转划区域的本币一起流通。这一类型在抗战时期有，国共决战时期也有。第二种情况是因为不同区

域配合作战，有的军队从原来区域转到另一个区域，随之将使用的本币带去。这一类型主要出现在国共决战时期。以上两种情况，都是由于原来

使用的货币不为新区域所认可而导致矛盾和冲突，具有较强的事件性。第三种情况与国共决战时期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和连成一片有关，为了实现

不同解放区的货币统一，中共政权允许并推动本币的异地自由流通。

各种本币自由流通后，人人称便，“贸易往来，物资交流，更加畅通”。不过，由于各解放区的物价不一，实行固定比价的货币流通仍有一

定的难度。1948年1月，随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为本位币，冀钞、边币、北币、农币皆逐

渐按比价收回，货币统一的历史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

回顾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金融史，尽管华北抗日根据地始建于1937年年底，但因各根据地建立银行的时间不一，货币发挥作用的强度不

一以及货币政策的变化等，本币之间的交流是在1940年以后。不同本币关系各方面的内容及其变化，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根据地、解放区的变迁，

其中政权的主导性力量、辖区范围的扩大和本币关系形成紧密联系的互动过程。这一本币关系对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便

于商贸往来及战争配合。友邻区贸易占晋绥边区进口贸易的一半以上，这显然离不开不同本币之间的交流。而以往学界仅从对敌角度来研究对外

贸易和货币斗争，显然是不够的。当然，各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及一体化过程，相关因素很多，本币关系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由本币关系所表现出的金融手段、金融活动尽管是初步的，但它是创新性实践，其历史价值值得重视。在苏区革命时期，虽有闽西工农银

行、江西工农银行等根据地银行的建立，但除了用于本地流通以及与银元等传统货币的兑换之外，几乎没有不同根据地货币之间的兑换。当中央

苏区的国家银行建立后，地方根据地银行变为分行，就更不存在这一问题了。与此相关，也没有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异地通汇，没有建立边沿区本

币混合市场，没有不同本币之间的异地流通。在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本币关系所蕴含的金融现象、经济现象比苏区革命时期更为复杂。

从中共革命政权的整体而言，本币关系属于内部问题，从各个根据地、解放区而言，本币关系是外部现象，但又不同于对敌关系。也正因为

如此，各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既相互依存，又有一定距离，在交流合作中发生矛盾和纠葛在所难免。不过，各个根据地、解放区最终

能够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恰恰是包括本币关系在内的所有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不断磨合实现的。不能不说，以往学界忽略了这一“关系”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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