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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思想  

------------------------------------------------------------------------------------------------ 

俞良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苏南、皖
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就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展开了多方面实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其中内容
之一是发展经济的思想。 
   
  一、关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 
   
  毛泽东就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下述重要的思想。第一，发展经济有利于克服经济困难和保证供
给。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
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加之陕北、华北等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
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
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将发展经济的任务提到了重要的日程。1939年1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中写道：“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也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
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
一方面改善了部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
力。”［1］（P142）同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从事生产，展开生产运动。同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
议期间，在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中专门论及生产运动。他写道：“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
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部队机关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
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2］（P224）他特别强调，必须总结以往的经验，
“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1942年12月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总结往年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同时毛泽
东为大生产运动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
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
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
针。1944年底，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论及1945年的工作任务时写道：“1945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
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发展经济，保障
自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2］（P240-24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上，根据地发展经济与克服
困难、保证供给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发展经济有利于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由于严酷的抗日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经济上的封
锁，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在陕甘宁边区，1940年后连续几年遭受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1940年
受灾面积达42万多亩，损失粮食2.3万石，受灾人口51万人；1942年，受灾面积85万亩，损失粮食7.9万石，受
灾人口35万人。其中1940年的灾情特别严重，以致1941年春夏青黄不接时，群众啼饥号寒。边区政府为救济灾
民，在机关、团体、学校开展节省一两米运动，并令各县政府组织赈灾委员会，选派得力干部深入灾区，调查
情况，拨出粮款，赈济灾民。1942年底，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写道：“一切空话都是无用
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
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利益，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
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P224）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自己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向边区政府纳
税，以供养军队和党政工作人员。针对有些党政工作人员主张增加税收，加大人民的负担，毛泽东批评说，这
些人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竭泽而渔，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他提出：
“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
以休养民力。”“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
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所得大
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3］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
讲话中说，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人民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和改善
生活，只知道向群众收取救国公粮，不知道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而用百分之十的精
力去解决公粮的问题，那就是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非常重
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将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第三，通过发展经济可以使共产党人学习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是党政军各方
面人员、各级领导干部都参与其中的大规模的运动。当时，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
开垦的南泥湾，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
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同时，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共产党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学习了经
营经济事业的经验。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除了消极的坏的一面以外，还产生了
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决心自己动手解决供给的问题，“而其结果则是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
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
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还说：“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
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
于灭亡。”［1］（P466）这里，毛泽东肯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而且阐
述了学会经营经济事业的重要意义。 
   
  二、关于发展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 



   
  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很重视公营经济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开始创建以军用为主的公营工
厂，先后恢复和创建了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农具厂，以及制灯、制肥皂、制面
粉等工厂。到1944年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共有公营工厂101家，职工2.6万人。 
   
  毛泽东非常重视公营经济的发展。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分析说，根据地的全
部公营事业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和商业，二是军队经营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三是党政
机关经营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他指出：“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1942年的计算及1943年的预算看，超过了人
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
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P459）在上述文章中，他分析了党和政府重视公营经济的历史原
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原因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批
公营工商业，同时为了补助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曾发动机关学校种菜和养猪。由此，自己动手和自给自足成为共
产党和革命军队的一个光荣传统。从现实原因看，从1938年开始，根据地军队的经费严重不足，不得不让一部
分部队从事生产活动。1939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对根据
地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学校机关也增多了，财政供给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
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1］（P460）毛泽东认为，从根据地公营经济发展的过程看，1938—1940
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发展了农业，根据地政府则发展了工业。1941—1942年底是
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除一部分部队、机关和学校继续坚持发展农业以外，其他方面都发展了工业和手工业，
也发展了商业。1943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
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
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1］（P462）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与根据地经济落
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是相适应的。1943年7月，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时再次
提出：“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
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2］（P45-46） 
   
  毛泽东也很重视发展私营经济。在抗日根据地，私营经济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有
私营纺织厂6家，年产粗布3690匹。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余万斤。私营纸厂39户，还有私营皮坊10处，
染坊3处，木匠铺13处，裁缝铺5处，银匠铺5处，铜匠铺5处，私人盐池多处。到1941年，私营纺织厂发展到30
多家。商业方面，1936年延安有私营商店168家，1937年增加了36家，1938年与1939年各增加了29家，到1940年
全市私营商店达到262家。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持支持的态度。1941年5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中提出：要“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
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1］（P336）1943年7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发展民营生产，共
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
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2］（P46）在这里，他主张支持私人企业或民营生产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毛泽东主张在个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农业劳动互助
组织——合作社，其具体组织形式有“变工队”、“扎工队”等等。所谓“变工”，即换工，或者说是农民相
互间调剂劳动力，如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参加了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力或畜力，
轮流给本队其他人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者补给工钱。“扎工队”主要由土地不足的农民
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受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在陕甘宁边区，
参加“变工队”、“扎工队”的劳动力达3万余人，占全部劳动力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肯定了这种农业劳动互助
组织形式。1943年，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
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
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
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3］（P931）他认为，在中国，几千年以来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是
一个生产单位，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成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农民处于贫穷的境地。“克服这种状况的
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3］（P931）
当然，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合作社，是以农民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合作社，而不是集体所有制的合作
社。当时他明确地说：“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
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3］（P931）他的这一思想也是同根据地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然而，
他认识到即便是组织这样的合作社，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变革，如果不进行这种变革，则不能使生产力有所发
展。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
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
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
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2］（P70）他还说，这种办法体现了生产制度的革命，将来可以推广到全国，
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 
   
  三、关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当时毛泽东就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阐述了下述重要的思想。 
   
  第一，实行团结大多数人的政策和路线。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领导下，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实
行“三三制”。根据这一制度，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
之一，中间派人士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表明，共产党人力求团结大多数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一起进行抗日战争。在实践中，毛泽东还就如何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多方面
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见。1940年9月6日，他给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写信，就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
官的问题发表意见。他提出，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
本有联系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压迫的、与外国资本联系少、主张抗日的阶级；同时要将大地
主与开明绅士区别开来，后者是主张抗日并支持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人士［4］（P298）。同年12月，毛泽东在起
草的关于根据地经济政策的文件中提出：“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
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到钱。”“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
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
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1］（P320）1941年，毛
泽东在有关文章中说，党内有的人在经济政策上思想过“左”，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实际上是
主张不让地主吃饭并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他指出：“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
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列宁主义。”［1］（P342）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不给地主
一份土地去耕种，不给他们劳动和吃饭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逼着地主拿着武器同民主政权拼命，给富农分坏



田，必然使一部分富农降到贫农的地位，使一部分贫农也反对民主政权，“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
以上论述足以证明，毛泽东主张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团结大多数人的政策和路线。 
   
  第二，实行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依赖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和
对外贸易政策。1938年8月，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就根据地的货币政策阐述了重要的思想。他提出：边区应有比
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需要的数量，可是应该估计
到边区有扩大和缩小的可能；边区工业品主要来源于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
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
军费之需要［4］（P137）。由此认识出发，他提出以下建议：“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收买法币，保
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1］（P138）1941年8月6日，他在给有关同志
的信中，就根据地的财经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边区的财经问题，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发展经济，
二是平衡出入口。就发展经济而言，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等各行业的私人经济与公营经济。就平衡
出入口而言，需要输出3000万元以上的产品于境外，交换3000万元的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平衡或争取一定量
的出超。他提出，1941年边区政府以800万元投资公营事业，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
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对公营事业的投资，重视对私营经济投资，即发放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
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繁荣商业之目的。他说：“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
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20万至30万担粮食，则收20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如能使畜产
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
［1］（P366）他还说：“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30万驮出境，换取3000万
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3000万元之数。如能输
出40万驮，除换取3000万元棉、布之外，尚有1000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1］（P367） 
   
  第三，加强经济管理。如前所述，根据地建立了公营企业。这些公营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依赖于有效
和有力的管理工作。毛泽东就此阐述了重要的思想。1942年12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了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
的思想。其具体内容是：每一工厂应有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其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因资金困
难妨碍生产；每一工厂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消除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现象；依照各厂的
具体情况，有些可以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每一工厂的生产，应
有按年按月完成生产计划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
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
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1］（P463）当时，根据地的许多工厂存在着机关化的现象，如组织结构
上非常不合理，管理人员众多，管理组织庞大，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根据地的小工厂上面。毛泽东对此
提出：“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
象。”［1］（P463）在根据地的企业内，分配领域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毛泽东说：“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
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
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1］（P463）他认为，企业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
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则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在根
据地的许多企业内，党的机关、行政机关和工会之间工作上不协调，不配合，各干各的事。毛泽东针对此说：
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节省成本，制
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
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做法，是完全错
误的。”［1］（P463）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根据地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这就是他所说
的：“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
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
作。”［1］（P370）他还说：“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
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
着的。”［1］（P465）当时，由于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采取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效
仿，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搞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甚至不愿嫁给经济工作者，认
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毛泽东说：“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
此时此地的条件的。”［1］（P466）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价值。 
   
  第四，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非常重视发展自然科学。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
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开始了自然科学的研究。1940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郊建立了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场，
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同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向其他根据地发出了推进自然科
学研究的倡议。晋察冀边区响应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倡议，1942年夏在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灵寿县
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该研究会下设工学会、农学会、医学会和电学会。1942年6月《自然科学
界》在根据地创刊。毛泽东在当时的实践中就发展自然科学形成了重要的思想。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
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
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
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P269）这是对自然科学的作用和地位的正确的说明。他说，资本主义旧制度
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以要改变旧制度。“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
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
然科学发展的。”［1］（P270）他要求共产党人重视自然科学和研究自然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
学，作为革命者必须重视和研究自然科学，否则就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算是一个好的革命者。毛泽东
还指出，根据地发展自然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将改善人们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从而促进根据
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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