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建立 

1937 年 7 月 7 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

深入敌后，广泛进行游击战争，收复大片国土，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到 1945 年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建立了分属于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

豫边区、山东区、华中区和华南区，人口达 9950万的 19个抗日根据地。为支援

抗日战争，各抗日根据地在致力于积极发展工农业和商品流通的同时，十分重视

建立银行、发行地方货币，以服务生产事业和商品流通、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票侵

入。 

北方的抗日根据地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 

1937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同年 10月 1日，

陕甘宁边区银行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而正式成立，其

总行设在延安，行长为曹菊如，资本金为 10 万元。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没

有发行货币。按照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边区不发行货币，

因此，边区市场上流通的是国民党的法币。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

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发生了很大

困难。于是，边区政府决定自己发行货币，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同年 2月，边

区银行开始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作为边区境内的法定货币，

边币对法币的兑换率为 1∶1。 

晋察冀边区银行 

晋察冀边区是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1 月，在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

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抗日战争初期，为了保证军需、支援战争、进行边区

经济建设，抗日根据地人民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银行。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二次

代表大会通过了《边区为统制与建设经济得设立银行发行钞票》的决议案。1938

年 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的普济寺内正式开业，并发行边

币。 

晋冀鲁豫边区各银行 



晋冀鲁豫边区位于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边界地区，由冀南、太行、

太岳和冀鲁豫四个战略根据地组成。1941 年，四个战略根据地成立了统一的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设有上党银号、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

上党银号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晋东南地区的根据地银行。1938年 8月，

晋东南地区为了活跃金融、繁荣市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于沁县南沟村成

立上党银号。为了保证纸币的顺利发行，在银号创办时即建立了发行准备基金，

有 30余万元。上党银号还开办了信贷业务，对工商企业贷款一般期限为两个月，

月息为 6厘。冀南银行是抗日战争初期由冀南行政公署创办的根据地银行，后来

发展为冀南、太行和太岳三个战略根据地的银行。1938 年 8 月，成立冀南行政

公署。同年 9 月，冀南行政公署设立冀南经济委员会。1939 年 4 月，冀南经济

委员会为调剂金融、统一货币、便利商业，提出成立地方银行的经济政策。1939

年 10 月，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成立，于太行区和冀南区建立机构并

同时宣布营业，发行冀南银行币（简称“冀南币”）。鲁西银行为冀鲁豫根据地

银行。1939 年 3 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之一部进入鲁西地区，与鲁西区党委联

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鲁西地区各项工作。1940 年年初，根据中共

中央北方局关于“鲁南、鲁西应统一发行纸币”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

筹办鲁西银行的指示，鲁西军政委员会开始在东平湖一带筹办鲁西银行，并于同

年 5月正式成立，同时发行鲁西银行币（简称“鲁西币”）。1945年 11月，中

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由冀南银行统一管理两个战略区的货币

发行。根据这一决定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指示，1946 年 1 月，鲁西银行并

入冀南银行，改组为冀南银行冀鲁豫分行。 

晋绥边区各银行 

晋绥边区是在山西、绥远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

先后设立了兴县农民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兴县农民银行是兴县地区的根据地银

行。自八路军第一二○师进入晋西北根据地以后，为了筹措军需用款，1937年 9

月，当地知名人士刘少白（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的指示着手筹办兴县农民银行。

1937 年 11 月，兴县农民银行正式开业，行址设在兴县城内孙府前面的院子里。

1940 年 5 月，兴县农民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而结束营业。西北农民银行是晋

绥边区的根据地银行。1940 年 2 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根据晋西北军政



委员会的决定，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建立西北农民银行，并发行西北农民银

行币（简称“西北币”）。同年 5月，在兴县正式成立西北农民银行。1942年，

晋绥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晋西北行政公署决定西北农民银行与西北贸易总局合并

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统一资金和物资调度，直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北海银行 

山东抗日根据地位于津浦路以东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河北省沧州以东沿海

地区，以及江苏省的北部地区。1938 年春，胶东的抗日武装起义成功，抗日武

装分别占领掖县（现莱州市）、黄县（现龙口市）和蓬莱县城，建立了三县的县

政府，并成立北海专员公署。在胶东党组织的领导下，由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

队的主要领导人郑跃南、张加路等人发起和倡导，经与各方协商，决定由军民合

作集股 25 万元组建银行。该行因地处北海之滨，故定名为北海银行。北海银行

于 1938年 12月 1日在掖县城内正式开业，发行北海银行币（简称“北海币”）。 

华中抗日根据地各银行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由新四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开辟的各个

根据地的总称。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

扩大会议关于各根据地成立各自的银行的指示，在苏北区、淮南区、淮北区、苏

中区、皖中区、苏南区、浙东区、豫鄂边区分别设立银行并发行抗币或边币。1945

年 8 月华中银行成立后，除大江、江南和浙东三银行于抗战胜利后奉命北撤外，

其余的银行都经改组成为华中银行所属机构。 

淮海地方银行和盐阜银行 

淮海地方银行和盐阜银行是苏北根据地的银行。1942年 8月 10日，在淮海

区行政专员公署的领导下，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组建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发

行了淮海地方银行币（简称“淮海币”）。1942年 4月 10日，在盐阜区行政公

署的领导下，盐阜银行正式成立，行址设在阜宁县陈集北海的岔头庄，发行了盐

阜银行币（简称“盐阜币”）。 

淮南银行 

淮南根据地的金融机构是淮南银行。1941 年年底，淮南银行在淮南行政公

署的领导下开始筹备，于 1942 年 2 月正式成立，发行了淮南银行币（简称“淮

南币”）。 



淮北地方银号 

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的金融机构是淮北地方银号。淮北根据地位于陇海路以

南，新黄河以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津浦路两侧的豫、皖、苏三省的交界地

区。淮北地方银号于 1942 年 6 月在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的领导下正式成立。银号

设在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泗东县，发行了淮北地方银号币（简称“淮北币”）。 

江淮银行 

苏中根据地位于盐城、宝应以南，长江以北，黄河以西，运河以东地区。江

淮银行是苏中根据地的银行。江淮银行由新四军军部财经部创建，1941年 4月 1

日在盐城正式成立，发行了江淮银行币（简称“江淮币”）。 

大江银行 

大江银行是皖江根据地的银行。皖江根据地位于安徽中部的长江两侧地区，

北临淝河、合肥，南抵九华山山脉，东至江浦、当涂，西达大别山区。1943 年

年初，皖中行政公署设立财政经济处，同时成立皖中总金库。1942 年 5 月，皖

中区党委决定迅速建立大江银行，但由于受日伪军“扫荡”的影响，直到 1943

年 6～7 月，大江银行才在皖中总金库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并发行了大江银行币

（简称“大江币”）。 

惠农银行和江南银行 

惠农银行和江南银行是苏南根据地的银行。苏南根据地位于南京、上海、杭

州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安徽东南部。惠农银行于

1942年 10月在江南区党委的领导下，由苏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江南财政经济处

创建，行址在丹阳延陵地区，发行了惠农银行币（简称“惠农币”）。江南行政

公署为适应根据地商品流通的需要，即着手筹建江南银行。1945 年 4 月，江南

银行正式成立，并发行了江南银行币（简称“江南币”）。 

浙东银行 

浙东银行是浙东根据地的银行。浙东根据地位于浙江东部三北（即姚北、慈

北、镇北）地区，四明地区和会稽、金华的一部分地区。1945 年 1 月，浙东各

界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浙东银行。1945 年 4 月 1 日，浙东银行正式成立，发

行了浙东银行抗币（简称“浙东币”）。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是豫鄂边区根据地的银行。豫鄂边区根据地位于湖北北部

的大悟山地区。1941 年 4 月，豫鄂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尽快创办边区建设

银行，并确定银行基金为 100万元。1941年 7～8月，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正式成

立，发行了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简称“建设币”）。 

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结果，在中国

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各根据地在加强军事斗争的同时，建立发展起来的银行深入

贯彻各项方针政策，在胜利粉碎日本侵略者的“扫荡”、战胜自然灾害给抗日根

据地造成的困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迎来了抗日根据地扩大和发展的大好形势，

也在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发展壮大了自身，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新

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蓄积起力量。 

（来源：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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