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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居于特殊

重要的地位，它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成立

于 1937 年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承前启后，继承了中

国工农民主政权第一家国家银行——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国家银行的衣钵，开启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

新篇，将红色金融事业薪火相传。本文首先介绍了

陕甘宁边区银行经营的背景和概况，然后分析了它

在边区进行的发行货币、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战、

存贷款业务等一系列金融活动，最后得出对新时代

金融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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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居于特殊重要的

地位，它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党中央和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

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设立了十几家银行，其中陕甘

宁边区银行的地位独特且重要。它成立于 1937 年

10 月，承前启后，继承了中国工农民主政权第一家

国家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立于

1932 年）的衣钵，开启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新篇，

将红色金融事业薪火相传，是当时各根据地银行的

缩影和代表。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

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正是有了这些根据地银行

作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了自己的金融事

业。重温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金融实践，对当代的金

融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银行经营的背景和概况

（一）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和发展的背景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

北，把陕甘、陕北两个苏区和新发展的区域统一起

来，11 月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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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

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

部和宁夏部分区域），成立了边区政府，首府延安，

人口约 150 万。

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地处我国西

北黄土高原，在中央红军到达以前，由于自然和历

史原因，经济水平落后，工业基础几乎为零，高

利贷现象严重，百姓生活非常艰苦。从 1937 年至

1949 年，以皖南事变为分水岭，边区的经济发展大

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力争外援，休养民力（1937—1940）。

1937 年，为联合抗日，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边区主要靠国民政府发放的法币军饷和海内外捐

款。到 1940 年 10 月，国民政府发给边区政府的军

饷为 1640 多万法币；从 1937 年到 1940 年，收到海

内外捐款大约 800 多万法币。每年外援占边区财政

收入约 50% 到 85%。

第二阶段：独立自主、自给自足（1941—1949）。

1940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 年 11 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密军事包围

和经济封锁，加上日军频繁轰炸破坏，以及自然灾

害严重，难民大量涌入边区，边区经济出现严重困

难。为坚持抗战和改变对外援的依赖，边区开始建

立独立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生产

自给。开展以开垦荒田、纺纱织布等为主要内容的

军民大生产运动。1941 年 3 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

延安附近的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三年

的时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这是中国农垦事业的发

源地。1945 年，边区财政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

结余，耕地面积从抗战前 843 万亩扩大到 1520 万亩，

工业体系初具规模。

（二）陕甘宁边区银行概况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

的工农民主政权。1932 年 2 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这是中

国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家国家银行。1935 年 11 月，

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改名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

1937 年 10 月，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

宁边区银行（以下简称“边区银行”），总部设在延

安。边区银行初期主要承担财政支付职能，积累资

金，信贷活动很少。1938 年 4 月，边区银行组建“光

华商店”，光华商店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边区必需物

资进口，保障边区物资供给，组织边区土特产品出

口，低价销售商品以稳定物价等。全面抗战爆发前，

边区流通的是苏币①。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后，

根据两党协议，边区银行不公开对外，边区不印发

货币，法币成为边区流通货币，苏币停止发行，用

法币收回。

1941 年皖南事变以后，在极度困难中，边区银

行与边区政府密切合作，开始建立独立的货币金融

体系。面对资金来源与需求的矛盾，边区银行转向

全面开展存、放、汇等金融业务，全力支持生产建

设和财政收支，承担了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

业银行的功能。创造性地运用发行货币、支持财政、

维持币值稳定、开展存放款业务等金融活动，为促

进边区经济发展、支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

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事业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48 年 1 月，边区银行完成了历史任务，并入

西北农民银行。1948 年 12 月 1 日，西北农民银行、

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在河北石家庄成立了中

国人民银行，后迁至北京。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将各

解放区银行改组为区行和支行，全国统一的金融体

系基本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抗战时期全国各根据地的货币

信用体系是分散的，各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在当

时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的货币信用体系既是不可能

的，也是不必要的。这种分散的货币体系有利于应

① 1932年 7月 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新纸币，简称苏币（又称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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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争，如当一个地区被敌人侵占时，敌人就不能

用这个地区的货币到其他地区去套取物资。但在政

策上又是统一的，各根据地认真执行党中央的货币

信用政策，使金融工作在抗战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

二、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经营活动

（一）发行货币，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
1. 推出光华代价券作为法币辅币（1938 年 6

月—1941 年 2 月）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边区政府收到的法币多为

面值 5 元、10 元的主币，1 元以下辅币数量过少，

导致市场多用邮票找零。1938 年 6 月，边区银行以

光华商店的名义推出代价券，面值有 2 分、5 分、

1 角、2 角和 5 角。“光华代价券”（简称“光华

券”）信誉很高，持券者可随时到光华商店兑换法币。

1939 年底，国民党掀起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反共高

潮，边区外援受阻，财政供给比较困难。为支持生

产，周转财政，边区银行增加了“光华券”的发行量。

为代替主币，1940 年下半年又增发了面值 7 角 5

分①的“光华券”。到 1941 年 2 月，“光华券”共发

行 430 万元。“光华券”的出现，既满足了边区交

易中找零的需要，也是边区建立独立金融货币体系

的尝试，有助于维系统一战线，也为未来抵挡国民

党“围剿”红色根据地做了经济上的准备。

2.发行陕甘宁边币作为本位币（1941年2月—

1944 年 6 月）

皖南事变爆发后，1941 年 1 月 30 日，边区宣

布停止法币流通，禁止私带法币出境。同年 2 月 18

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授权

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成为官方本位货币，并陆

续收回“光华券”。此时边币与法币类似本币与外

币的关系。边币②的推出标志着边区建立起独立的

货币体系，为支持财政开支和开展信贷业务创造了

条件，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边区的经济发

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作为

本位币（1944 年 7 月—1948 年 1 月）

发行边币后由于各种原因，边区出现通货膨胀。

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1944 年 7 月，边区银行以边

区贸易公司名义发行商业流通券，每 1 元折合边币

20 元，折合法币 2 元。1945 年 6 月 1 日，边区决

定商业流通券成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并要求银行

尽快收回边币③。1948 年 1 月，边区银行并入西北

农民银行，商业流通券和边币停止发行，以陕甘宁

边币 20 元对西北农民币（简称“西农币”）1 元的

比价在西北解放区并行流通，已发行的流通券成为

辅助货币。194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

的人民币，西农币和商业流通券被收回。

（二）治理通货膨胀，稳定边区经济
1. 通货膨胀考验边区

发行边币以后，边区通货膨胀比较严重。1941

年 2 月，边币发行初期，边、法币的比价基本固定

在 1 ：1，同年底，边、法币比价跌至 9 ：1，延安

物价比 1940 年年底增长 24 倍。从 1941 年到 1944

年 6 月，边币增发 787 倍，延安物价同期上升 817 倍。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边区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为全力支持战时生产生活，财政开支和生产放款只

能依靠边币发行，出现超额发行。二是边区物资匮

乏，供不应求。三是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传导到边区，

以及国民党对边币信用的破坏。

为此，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大力发展

生产，增加供给。二是加强法币管理，并集中使用

法币到国统区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三是减缓边

币发行速度。这些措施对平抑通货膨胀发挥了积

极作用。

① 当时边区政府是国民党政府统辖下的一个特区政府，国民党政府是以“法币”为统一的本位货币，所以不会同意边区发行 1元的主币，反映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② 截至 1943年 12月 15日，边币的面额有 1角、2角、5元、1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 10种面额。
③ 商业流通券在 1948年 1月停止发行前，共有 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25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 11种面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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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3 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经济

封锁再次恶化边区的经济形势，同时受法币贬值输

入型通货膨胀的影响，部分地区开始拒绝使用边币，

严重影响生产生活。

2. 以实业作为基础发行货币抑制通胀

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1944 年 7 月 1 日，西北

财经办事处发布《关于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

业流通券的通知》。以贸易公司及所属的西北土产

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的全部

财产作为发行基金，由边区银行保证，以边区贸易

公司名义发行商业流通券。此次发行本来是想先收

回边币，再以银行名义发行新边币收回商业流通券，

因形势发展很快，已无暇研究发行新边币问题，所

以一直是边币和流通券并行。最终边、法币比价回

归到 1 ：1 左右，边区物价趋于稳定。

在这次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当中，以毛泽东等

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反思和总结，

开始对金融经济规律进行准确的把握，也第一次总

结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金融思想。概括来讲，即货币

的发行应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

（三）开展边区货币战，堵疏结合加强法
币管理

1. 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

1941 年 1 月 30 日，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停止

使用法币的布告》，规定边区内禁用法币，持有法

币者须前往边区银行或光华商店兑换边区票币，严

格贯彻执行法币准许证制度，禁止私自携带法币出

境。上述规定实施后，在一些地区遇到了实际困难。

因为边区的很多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物资不能自足，

须用法币进口，出口换回的也是法币。为此，1941

年 4 月，边区政府放宽审批规定，准许人民持有法币，

不经申请及检查的手续，可以自由出境，但边区内

仍禁止法币流通。1941 年下半年，边币发行过快，

边、法币比价下跌，金融市场混乱，市场上开始公

开使用法币。同时，国民党派人假扮商人或利用商

人进入边区，用各种方式收购边币，制造边币供给

不足的假象。还将收购上来的边币寻机抛入市场，

破坏边币信用，抬高法币信用。国民党利用边币信

用下降导致的法币外逃，造成民众心理恐慌，形成

类似于今天资本外逃的局面。法币的外逃恶化了陕

甘宁边区的经济环境，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使根

据地的生产生活难以正常开展。

2. 加强法币出境管理

1941 年 12 月，在边区召开的生产会议上，边

区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边区内必须严禁法币流通，并

且要将法币集中于银行，由银行统一加强管理。同

时，为满足市场对使用法币的需求，1941 年 12 月，

边区政府正式授权银行和贸易局在各地设立货币交

换所，按照市场价格浮动调整牌价。并发布《陕甘

宁边区货币交换章程》《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

《战时法币管理办法》等，对边区的货币交换原则、

办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制定法币出境审批流程，对

法币的出境实行严格的限制和管理，杜绝私带法币

出境，一旦违反将给予制裁。

3. 打击假币活动

国民党企图对边区金融进行破坏，他们收集边

币样票，在边区散发大量假冒边币企图干扰边币正

常流通。对此，边区政府不断提示边币防伪鉴定技

术，进一步提示票据防伪技术，开展假币源头追踪，

通过奖励方式鼓励群众揭发造假者。同时，严厉打

击货币黑市，严厉惩治破坏边币信用的行为。通过

打击假币，强化边区群众对边币的信心，扩大边币

在边区市场中的接受度。

经过严堵与疏通相结合的方式，法币黑市受

到严重打击，国民党的金融进攻也被击退。在这一

曲折过程中，边区政府提升了对“外汇管理”的认

识，“外汇管理”应行政与经济方式并用，疏堵结

合。货币交换所的牌价要遵循市场供求并有一定稳

定性，才能在政局动荡时保持边币信用。

（四）建立存贷制度，促进边区经济发展
1. 发放贷款

财政借款。1941 年以前，边区银行的财政性借

款并不多。1941 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经济困难

和战争开支，没有资金来源，只能通过发行边币来

解决财政赤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从 1941—1943

年，货币发行总量中用于财政周转的占 60% 以上。

1942年年底，边区银行财政性借款总计达4280万元。

为保证商品供给，边区银行还通过光华商店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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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布匹、棉花、皮货等，承受了不少非货币性经

济损失。随着边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资金日益

充裕，自 1944 年以后财政性发行几乎就没有了。

农业贷款。1941 年之前，农业贷款并未受到重

视，只占生产建设贷款的 0.2%。1941 年，面对边

区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党中央提出“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开展大生产运动，特别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因此，

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农业发展成为边区银行最重要的

任务。1941 年边区成立农贷委员会，授权边区银行

负责农贷的发放工作，农学会、建设厅等部门紧密

配合。为加强农贷组织管理，制定了《边区农贷的

基本任务和目前的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农业贷

款章程》《奖励种棉贷款条例》《青苗贷款条例》等。

边区银行农贷业务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贷款项目包

括耕牛农具、植棉青苗、水利、移垦农民贷款等，

还根据当地以物易物的习惯创造出实物农贷、借钱

还钱借粮还粮等贷款方式。这些贷款给到了真正需

要帮助的农民手中，极大解决了农民生产困难。农

业贷款打击了高利贷活动，极大满足了农业生产发

展的需求，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1943 年边区基本

达到丰衣足食，1944 年以后则实现了耕三余一，为

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工商贷款。边区银行的工商贷款从前期偏重公

营经济转向偏重私营经济。1941—1942 年，边区银

行对六家国营骨干工厂放贷总额达 600 万元以上。

1944 年，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 120 多家。1942 年

以后，边区银行对私营经济的贷款开始增多。边区

私营工业企业数量从之前的 36 家增至 235 家，为

15 万余人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就业机会。1942 年到

1945 年 6 月，边区商业贸易贷款高达 8010 万元，

有力支持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工商业发展。到1945年，

边区从战前没有近代工业，手工作坊也很少，发展

到炼油厂、炼铁厂、发电厂、焦炭厂等重化工业和

纺织厂、造纸厂、食盐厂等轻工业蓬勃发展。

2. 吸收存款

1940 年，边区银行的存款，98% 为活期存款，

储蓄存款、定期存款两项合计 1.3 万元，比重不到

1%，无法长期大规模支持工商业发展。1940年 11月，

边区中央局发布《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指出，

为积蓄必要的经济建设资金，要奖励人民储蓄，吸

收游资。1942 年，边币出现贬值，为充实银行资金、

稳定边区金融，银行开始大力开展有奖储蓄运动。

当时的存款种类主要有活期存款、票据存款、储蓄

存款、定期存款等。面对物价上涨压力，1943 年，

边区银行增加了新型存款。例如，开展信托存款，

服务对象是公务人员和城市平民，存款起点 300 元，

三个月或半年为一期，每月能够获取 10% 的利息，

到期后可以自由提存。进行实物存款，存入时以某

物价为基准将其折成实物，到期付现，利率视存期

长短而定。

1944 年年底，边区银行存款总额达 5.1 亿元，

比 1940 年增长 246 倍，占同期放款总额的 46.5%，

彻底改变了银行在困难时期主要靠货币发行作为放

款资金来源的做法。

3. 发行建设救国公债

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遭遇严重财政困难，于

是委托边区银行于 1941 年 2 月发行建设救国公债，

原计划筹集 500 万元，有 5 元、10 元、50 元三种面额，

年息 7.5 厘，1942 年起分 10 年偿清本息。在推广

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宣传方法和奖励措施，实

行自愿购买原则，及时纠正个别地区强行摊派带来

的不利影响，因此边区人民认购踊跃，最终筹集

618 万元，超额完成。边区政府将 500 万元用于工

农业投资及建设，118 万元用于政府日常开支。边

区政府于 1942 年、1943 年两次偿还本息共计 130

万元。由于边区经济建设发展迅速，财政日渐充裕，

1944 年 7 月，边区政府宣布提前一次还清本息 500

万元。但由于战争环境、交通闭塞、人口迁移、一

些群众持有的公债毁损等原因，部分公债直至 1980

年才陆续偿还完毕。

三、对新时代金融工作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困境中崛起，在探索中遇到

问题及时调整，在实践中积累的思想精髓和探索精

神为新时代的金融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实事求是是金融工作的根本基石
战争时期的币值本就不稳定，边币又诞生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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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困难的情况下，最初由于生产与财政的需要不得

不大量发行边币，但随后对不良影响积极进行反思

并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这些都为日后的货币发行工

作累积了经验。

边区银行发放农贷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很多农

贷员是外来干部，语言有隔阂，又对边区情况不熟

悉，在一些方面做得不够到位。1943 年，边区政府

将农贷划归建设厅管理，由区乡政府负责。结果造

成有的地方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用农贷款直接抵交

公粮成为财政收入，或者把农贷当成赈款按户平均

分配，削弱了促进生产的作用。1944 年起，农贷重

新交回银行发放。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银行与政

府密切合作，发挥各自优势。

（二）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
重要前提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要求边区金融

政策服从大局，自主的货币发行权被抑制，但是出

于生产生活和未来斗争的需要，边区政府又不得不

考虑事实上的货币发行权，代价券就是斗争智慧的

产物。当国民党破坏边币信用的时候，正是独立的

金融体系打赢了这场货币战。

（三）保持币值稳定是金融工作的重要
目标

币值的稳定就是货币的生命。但在不同情境下，

边区货币发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当边区财政和

经济出现极度困难，边区银行独立性较弱，只有通

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和生产发展融资，才能短时

间聚集社会资源赢得战争，但会导致通货膨胀。当

经济发展起来后，边区银行独立性增强，便控制货

币发行速度，币值稳定成为首要目标。在这个过程

中，党中央对政府与银行关系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给我们今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发展生产是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
金融体系要服务实体经济，在战争年代，陕甘

宁边区银行正是将大量贷款投向生产建设，极大促

进了边区的三产发展，才最终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

利，也终于带来了金融的稳定。通货膨胀不只是金

融问题，更是生产问题。适度的货币发行量和充足

的物资供给，才能避免通货膨胀。

（五）以人民为中心是金融工作的立足点
和出发点

在边区金融实践中，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关

键法宝，也是中国红色金融人的初心所在。例如，

受资金不足和机构发展限制，边区银行成立早期并

没有开展农贷业务。国民党政府于 1938 年提供给

边区 20 万元农业贷款，并指派专人去边区发放。

由于指导方向错误和不熟悉当地情况，导致把款放

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且基本都落在不需要贷款

的富户和不劳动的流氓分子手里，导致资金流向投

机生意、赌博和高利贷，许多偏远山沟的贫苦劳动

者反而得不到贷款，引起群众反感。边区银行吸取

了经验教训，在后续开展农贷过程中把资金提供给

真正需要的劳动者，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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