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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浙东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基本情况是：

第一阶段：初创阶段。从根据地开辟到我来三北以前，这一阶段主要是做打基础的工作。浙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发展经济的条件很好。三北地区北靠大海，是浙东海上通道，贸易往来频繁，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盛产粮、棉、盐；

浙东的新昌、嵊县、诸暨盆地都是产稻地区；浙江中部的金华、衢州、东阳盆地，耕地集中，旱地面积较大，是稻谷和

杂粮产区。在我到三北以前，三北地已有办事处和税卡，进行征粮、征税的工作。我到三北以后，协助连柏生主要做了

三方面的基础工作：（一）建立了三北游击司令经济委员会，下设

3
个分会，分会下面是税务所。（二）组织了一支财经税收队伍，其人员大多是浙东各县的知识青年，包括小学教

师，另有一些是从苏北和苏中根据地调来的，还有浙东地下党的一批干部，都是财政税收工作的骨干。（三）采取不同

的形式抓收入，收税、搞钱粮，收爱国捐款（上层开明人士爱国抗日，愿意捐一些钱）。在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保

证了部队的基本需要。这一阶段是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开辟辟阶段。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从浙东区党委成立后至浙东行政公署成立前的这段时间里，起初三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是连柏

生，我是副主主任，

1943
年的下半年，连柏生调走后，我担任主任，张蓬、叶贻中为副主任，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各县的行政工作，我还兼任

三北总办事处副主任。我们经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制定方针政策，以及编制预算决算，确定征粮税收的合理负担标

准、规定征收办法等，征粮任务由各县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税收工作是经委会直接领导的，在这一阶段，我们

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巩固和加强税收工作。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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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着手调整税收机构，撤销分会，成立税务分局，分局下设税务派出所，派出所下再设若干税卡。整个税收

工作就由经委会

—
税务分局一税务派出所一税卡这一条线统管。党的组织关系也与此相适应，当时经委会成立了总支部。税务分局管

辖的区域很广，如慈溪分局，南面管到二六市、三七市，北面管到观海卫、古窑浦。税务派出所专门收税，不做其他工

作。实行以后，效果很好，只要我们派税收干部下去，就可以收到钱。但税收干部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他们同敌伪的

斗争也是很尖锐的，大部分税收干部都带有武器。当时三北税收中的一笔主要收人是盐税，但我们不能到国民党统治区

和伪中警团控制区去收盐税。为了打破敌伪的封锁，增加税收，我们就在交通要道上设卡收税。同时，健全税收制度。

经调查研究后，草拟了《战时进出口货物税征收暂行办法》。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的口号，根据地

只开征统一的进出口税和盐税；规定货物税实行一物一税制，过境解一道税，尔后在根据地内就可通行无租。这个文件

当时未对外公布，只供内部掌握。到了

1945
年，在经过一年多实践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后，才正式公布，改称《战时进出口货物税征收暂行规定》。当时

在敌伪据点林立之下，敌以据点为依托，对我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军需物资和民用必需品进入我根据地。为了打

破经济封锁，我们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这个杠杆，冲破封锁；另一方面利用敌占区和根据地内的工商业资本家，给予税

收的优惠和对他们实行高利润政策，支持和鼓励他们贩运，以及同我们的供给部挂钩，解决一部分军需物资（如布匹、

医药、必需的日用工业品）的需要，有时还搞进枪支弹药等。

在税收政策上，我们采取物资分类税收，税率大约有四大类

（一）轻税率：一般的生活必需品；

（二）高税率：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如化妆品、迷信品等；

（三）免税品：军需物资，如药品、布匹等；

（四）禁运品：毒品、战略物资。

关于盐税：我们对过境的食盐，以货物税的形式征收；对盐区，

因敌人控制得很严，我方力量达不到，就采取包税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责成盐区乡保甲长包税。

在收税措施上，采取武装保卫税收，由地方民兵和税收人员一起收税；这样，既可保护税收，又可探听敌情，起到

侦察员的作用，在根据地内，起初只征收货物税和盐税，对这两种税收，我们明确规定是归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和

浙东行政公署的财政，统一收支，各县不得截留。后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又规定了属于各县财政收入的税收，并陆续

开征酒税、屠宰税、油坊税等，总计十种，都属地方税，由各县政府支配。

为了保证军政费用，健全了总金库制。按这个制度，一切税款和征粮代金的收入款，必须全部缴库；军政机关的开

支费用，有预算决算。为了使这个制度得以实行，由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公署发行金库兑换券，并规定用钱要有预算，各

级军事负责人包括行政机构和群众团体负责人不得乱批条子，这样规定后，部队和机关团体纪律严明，风气很好。

关于金库兑换券，它不是货币，不能在市场流通，也不是货币的代用券；实际上只是提取现金的证明。浙东银行设

有总金库，还在四明山、三北等地区设有分库。按金库制度规定，所有现金（包括税款、粮食代金等）都应解入金库。

各地所需费用，由浙东行政公发令下拨。在当时敌我交错、战斗频繁的环境里，解送大量现金、长途往返，是十分危险

的。考虑到这一情况，总部印发给各单位、各部队一定数量的金库券；并且规定，凭金库券向当地的税务机关、县财政

科领取相应数量的现金，再由各税务机关、县财经科将金库卷汇集，抵作现金解交入金库。

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为了保证部队给养，我们财经处对收入款项的控制是十分严格的，定期作预算决

算，对各级财政单位也有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从我

1944 年写的一封信中也可

诸觉、张杰同志：

   目前库存现金很少， 3 月份应付出的各项经费为数尚巨，很多单位（内行政公署在内 )3
月份津贴还没有发，我们很焦急。为求得保证党政军经费供给，特将 3 月份需要款项及 4 月份和

5
月份上旬的预算列表附上，需要我们及早根据这个数目把各区未结束的酒捐、抗卫捐（结束），哪几种捐税未结

束，可能完成数字多少，完成的日期，请于月底前详细报来。我们对整个收数作初步的了解后，再来作全面筹划。

                           此致

                                                           陆慕云

                                                            3. 24

附预算表：

      支出

    3 月份下旬需要支出：

   行署直属及经支各单位   500 万元

   韬奋书店材料费     200 万元

   特支     300 万元

   军队材料费     2000 万元

   军队现存金库兑现     500 万元

        共计 3500 万元整



    4 月份开支：军事经费     15000 万元

           行政经费     3600 万元

           民运经费     600 万元

           军队材料费   15000 万元

           共 34200 万元整

    5 月上旬费用需先筹备 15000 万元

          总共需   52700 万元

   根据支出需要筹划之收入：

    3 月份下旬需筹 1000 万多元（内 3500 万元充 3 月份用， 6500 万元充

4 月份用）

    4 月底前需筹足 42700 万元

（内 27700 万元为 4 月份开支， 15000 万元为 5 月份上旬）

1944
年初，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三北经济委员会撤销），临委会下设财经处，我任处长，张蓬任副处长，各

税务分局划归县办财经科领导。我们财经处的主要工作是抓各县财经科。

第二，征粮工作。

当时征收公粮不仅是为保证部队吃饭，而且因征粮中有一批征粮代金收入，这也是解决财政开支的一项重要收入。

征粮工作政策性枪，情况很复杂。根据各抗日根据地征粮工作的经验，征粮工作不外有两种办法，一是按产量累进征

收，二是按田亩累进征收。按当时的情况，采用前者是不可能的，只能采用后者。但按田亩累计征收的办法也有缺点，

不易达到合理负担，而且当时我们实行二五减租，团结开明士绅，情况相当复杂。

1943 年秋收时就按田亩分等级递减征收。当时征粮条例是以三北游击司令部名义公布的，共十章四十五条。到

1944
年秋收时，征粮办法是用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名义公布的，共八章三十四条。这个征粮办法的特点有：（一）

同老的田赋合并征收，把原来国民党政府的三十三年份田赋征收法移过来为我根据地财经工作所用。为什么要用这个办

法呢？这是为了尽可能与群众的合法习惯相适应；另外，可以借田赋为名接受原县政府的田赋册，使我们依据田赋中的

田亩数征收，并可向业主征收田赋。（二）征收标准及征额按田亩累进，一共分了四等，分等计额。（三）强调合理负

担。除田赋部分应由业主完全负担外，有关公粮负担还规定了三条：

① 自耕农独自全部负担； ② 租佃之田及佃户平均各半负担； ③

租佃之地采用定额分担办法。还规定了大小业主分担办法。（四）规定了减免政策和办法，其中有优待军属等。这

个征粮办法的特点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使征粮达到合理负担。根据这个精神，对上虞、慈溪、余姚、镇海等县的

120 万亩土地，分等征收。还同二五减租结合起来，有利于团结抗战，照顾了开明士绅的利益。

征税工作在地区上分为游击区、基本区、敌占区和顽化区。在前两种地区收公粮，对敌顽区采取收交公粮款、解交

法币的办法。

1944
年正式公布的征粮法，是依据当时人民经济情况和坚持浙东敌后抗战实际需要来制定的。它规定将公粮和田赋合并

征收，公粮田赋一年一度，一次征收，以粮谷为主，但也收代金卷，征收以田亩为对象，对工商业者另行规定征税（抗

日经费）。还规定有爱国热忱之人士（敌占区）愿意为抗战贡献力量，自动慨捐抗日经费者，我们也接受其捐款，并严

守秘密。

       
田赋和公粮是分别解交的。田赋悉数拨交作军事费用。公粮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军事公粮；（二）行政公

粮；

( 三 ) 乡镇公粮 ( 包括乡镇行政及文化教育等各种事业经费 ) 。

      征粮的标准是：

   甲田（平原水田），每亩征谷 13.5 公斤，其中军事公粮 8 公斤，

   行政公粮 3.5 公斤，田赋 2 公斤；

   乙田（山田），每亩征谷 8.5 公斤，其中军事公粮 5 公斤，行政

公粮 2 公斤，田赋 1.5 公斤；

甲地（包括上等地及地改田），每亩征谷 6.5 公斤，其中军事公

粮 4 公斤，行政公粮 1.5 公斤，田赋 1 公斤；

乙地（次等地），每亩征谷 3.5 公斤，其中军事公粮 2 公斤，行

政公粮 1 公斤，田赋 0.5 公斤。

田赋全部由业主负担。公粮的负担分为四种情况，（一）自耕农农，独自全部负担。（二）租佃之田，由业主及佃

户各半负担。（三）租佃之地，甲地由业主负担

1.75 公斤，佃户负担 3.75
公斤；乙地由佃户独自负担。（四）租佃之田地如有大小业主的，由大小业主和佃户各负担三分之一。

根据地的征粮工作由县委书记、县办事处主任或县长主管，财经科具体负责，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大批的公粮，分

散给老百姓储存 保管得也很好 我们的部队保卫秋收 群众都很愿意交公粮 地主也是愿意交的 我们的征粮工作同



散给老百姓储存，保管得也很好。我们的部队保卫秋收，群众都很愿意交公粮，地主也是愿意交的。我们的征粮工作同

二五减租结合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为了保证部队所到之处有饭吃，当时我们采取发粮票的办法，凭粮票吃饭，乡保长凭粮票抵缴公粮。这就使我浙东

从事军、政、党和民运的同志到各乡保甲处都能吃到饭。这适应了游击区的需要，解决了到各地去的工作同志吃饭的大

问题。

第三，准备发展金融事业。

当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 ( 一 )
设法制造抗币铜板，通过上海地下党与文化单位联系制造抗币全套铜版，运到四明山；（二）技术准备，组织力量

做好抗币的印票工作；（三）做好统一发行抗币的工作，其中包括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如组织了一支管理与监督发行

抗币和筹备建立银行的队伍；（四）起草抗币条例和银行条例，以及起草关于发行抗币向华中局的请示报告等。之后由

于技术条件限制，上海运来的铜版不能用，印刷工人发挥了集体智慧的力量，研制了石版，胜利完成了印票任务。

第三阶段，巩固健全阶段。从浙东行政公署成立至北撤前夕，这一阶段财经工作逐步巩固健全，公布了公粮田赋并

征办法和税收办法，建立了银行（发行抗币，设立总金库），公布了浙东银行条例，和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

1945 年 8
月还筹建工商管理局，郭静唐任局长，吕炳奎任监委。该局管理海上通道，开辟贸易，例如准备和山东石岛挂钩，

开展两地区的物资交换，山东要浙东的毛竹。

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农工商业，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奠定根据地经济基础，积极准备反攻日寇，根据浙东

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决议，发行抗币。以抗币作为本行政区之本位货币。

          1945 年 4 月 1 日发布了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和浙东银行条例。条例规定，发行抗币总额为

200 万元；设立浙东银行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等机构。

设立浙东银行董事会，由 9 人组成，平指定董事长 1
人，常务董事两人。吴山民为董事长，郭静唐、陆慕云为常务董事，负责日常事务。根据银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设监察人会，由浙东参议会推选监察人两人和行政公署委派一人共同组织之。监察人是：谭启龙、杨思一、楼适夷。浙

东银行由浙东行政公署副主任吴山民兼任总经理，陆慕云任副总经理，王海峰任襄理兼总金库主任。四明和三北地区设

立分行。四明分行由罗白桦兼任经理，王绍甫为襄理；三北分行由王耀中兼任经理，张光担任余姚支行经理。

发行抗币是经请示华中局同意的。华中局的复电比较详细，主要内容是：同意发行，并明确指示以下各点：

（一）抗币发行后，应确定其是抗日政府的本位货币，在同法币

联合或同伪币斗争的过程中要力争主动，要培植它和帮助它，使它将来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成为独占的本位货币。抗

币发后，应联合法币在基本区坚决打击伪币。

（二）抗币发行时如与法币等价行使，因印刷条件的限制，抗币在流通筹码中将永远难以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应按

自己的客观条件，确定抗币与法币的比价，比价不宜太低。当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比价情况是：苏中发行时抗币与法

币的比价为

1 比 5 ，这个比价太低，妨碍以后的提高。皖中抗币是 1 比 30
元。新四军一、二、三、四师地区比价一律为 1 比 50
元。比价的提高，原则上应以根据地几种主要的农副产品物价的加权指数为标准，但也不应常常变动。要采取支持

生产的发行，贷物赎物，抗币即使不提价也可不完全受法币伪币膨胀而带来的损失。

（三）抗币与法币比价确定后，再确定发行票面的大小与发行数量。这要以主观条件印刷力量为标准，其次要满足

流通的需要，一般应按照农产品上市季节性来分批发行，发行前要做充分的宣穿动员工作。发行时要尽可能采取群众路

线，并贷给基本群众。发行后要大力巩固抗币的信用，如一切税收尽先收用抗币，必要时保证无限制兑换等等。

（四）你们所提的避免财政发行、采取生产发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贷款时要切实注意：要贷给有组织的基本

群众，以刺激群众参加组织，同时也要真正贷到基本群众手中，照顾基本工农群众，避免富农路线。还要有良好的贷款

的组织，要做到贷得出，收得回。

（五）用银行和政府名义发行，印象可能更好一些，还可同金库结合起来，银行可以代理金库。

（六）发行抗币后，必须同时开展贸易管理，并逐渐做好这一工作，使货币斗争与贸易斗争互相配合与支持，方易

收到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等效果。

   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我们发行抗币总数定为 200 万元，等于粮 100
万公斤的价值，作为浙东银行的基金。发行的票面有四种：壹圆券、五圆券、拾圆券、伍拾圆券（实际上只发行了

前三种，是用上海道林纸印的）。各地委印角票，有壹角、贰角、伍角。最近发现三北浒山区还制造过铅制的临时辅币

一种。抗币的后盾是以稻谷为主，还有金银、有价证券、固定资产。

   
发行抗币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根据地内货币流通量很不足，伪储备票冲击市场，根据地金融市场好似患了贫血症，

发行抗币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占领市场。抗币作为金融力量，联合法币，打击伪币，使财经工作同军事结合起来，发

挥了较好的作用：

( 一 )
发挥了打击伪币的作用，开辟了金融战线，向伪币发动进攻，建立了一支金融力量，造成了一个斗争的声势；

（二）起了在根据地调剂金融市场的作用，受到群众的欢迎，占领了市场；（三）维持了部队和行政人员的经费之需

要，起了一定的调剂作用；（四）起了稳定经济，发展生产的作用。

   在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中，我们对培训干部是比较重视的。 1943 年至 1945 年，前后共办

5 期训练班： 1943 年在三北办了两期，一期是税收，一期是征粮； 1944 年至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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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南山的徐鲍陈又办了 3 期。训练班由薛诚等负责，每期大约 2 至 3
个月时间，主要是学业务，学如何收税、如何征粮、如何记账等。

上述三个阶段的财经工作，既分阶段，又互相联系，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在第一阶段打基础时，就为第二阶段的发

展做好准备；在第二阶段的税收、征粮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又为第三阶段的巩固健全、制定条例创造了条件。根据地的

财经工作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发展的需要。

根据地财经工作胜利发展的原因，一是党确定的基本方针正确，二是注重调查研究。

   
当时在根据地里，根据敌伪顽我力量变化频繁的情况，确定我们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阻碍敌人的掠夺，减少敌

人的掠夺，缩小敌人的掠夺；保护人民的生产，提高人民的生产力，增加财政的收入。浙东区党委结合实际情况坚决贯

彻了这一方针。前三个原则是对敌的，后三个原则是对自己的，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阻碍敌人的掠夺，就是

保护人民辛劳所得的生产成果；减少敌人的掠夺，就可以提高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缩小敌人的掠夺，就可以

增加我们财政上的收入。我们正是坚持这样的方针，对敌顽区、游击区、基本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有了正确的方针，

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主要靠调查研究这个办法。在

1944
年夏《根据地财经问题讨论的总结》中，中心是讲调查研究，包括调查的内容、方法、目的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办法

等。我们对征粮工作、交租关系、二五减租等都作了系统的调查，为制定政策，完善条例提供了依据。

第四阶段：奉令北撤。 1945 年 9 月 20
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电报，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武装人员外，必须在

7 天之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由于北撤日期紧迫，行政公署财经处和银行的同志，都分散随部队行军，随带金银基金，准备解决部队行军中的需

要，并销毁抗币，对于流通在社会上的抗币，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在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的统一部署下，由各县政府所

在地负责兑换，并委派海防大队政委吕炳奎负责办理。在庵东、逍路头、龙山、陆家埠等地设立兑换处，均按照原浙东

行政公署公布的抗币条例规定，

1 圆抗币兑换粮食半公斤。兑换是比较彻底的，避免了群众的损失。

我们在北撤途中突破了敌人的拦击封锁，于 11
月中旬胜利到达苏北盐城，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三旅和独立第一旅。浙东纵队供给部、浙东行署财经处及银行的物

资、金银、货币上缴，部分人员归一纵三旅供给部，我任供给部部长，魏善诚任副部长。至此，浙东部队与行政公署的

财经工作就胜利结束。到达山东后，我们还上缴了金条，部队首长表扬我们说：

“ 你们浙东部队交了人马又交钱。 ”
大家听后都笑了。这句话，可以说它也反映了我浙东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陆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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