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金融思想 

回首百年路，步步皆历程。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封建土地

所有制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困

苦。在金融方面，广大农民深受高利贷和货币混杂、混乱流通的盘剥之苦，迫切

需要能为农民大众服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建立农民大众的金融

事业方面不断探索，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支持经济社会不断前行

的历史。 

党成立初期在金融方面的思想光芒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负担起对中国革命的领

导责任，在实践中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

的使命所在。农民运动的开展，撼动和剥夺了封建地主的特权的同时，也面临着

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 12月）中就

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施低息借款的建议。1925 年，《中国共产党

告农民书》发表，提出全国农民应有的 8项要求，其中一项就是“由各乡村自治

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主要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国民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宣言，也明确提出解决“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的

办法，应由“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

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又强调“限制高利贷盘剥，

每月利息最高不超过二分五厘”，第一次提出农村高利贷的最高界限。 

谈及共产党在农村金融方面的思想，不得不提到两位革命领导者。一位是彭

湃。澎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领导者，他领导了广东的农民运动。在中国现代

史上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县总农会（1923 年 1 月 1 日成立）和广东省农会

（1925 年 7 月成立）中，彭湃都作为核心领导并将他的农村金融主张贯彻到农

民运动中。海丰县总农会提出“便利金融”的办法，指出“农民常因财政支绌，

无法施肥；或年关之际，而用衣服家具质在当铺，其利息甚高……既有农会，可

设金融机关（以最低利及长期）以利农民。”广东省农会在《广东农会章程》中

明确提出“办理农业银行”的问题，这是农民运动中首次提出建立为贫苦农民谋



利益的金融机构的主张。另外，彭湃在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文中具体描

述了办农民借贷机构的必要性：“农民阶级已与地主阶级不断的斗争，地主阶级

不肯将钱借与农民，每当青黄不接，或下种无钱的时候，去与地主借钱，地主皆

闭门谢客。这是因为（一）恨农民，（二）是借后恐怕无效。农民在这个时候，

只是忍痛等待后日多量的减租运动之一个希望。农会并宣传俟减租得到效果，就

可以办农民借贷机关以安慰他们。” 

第二位领导人为毛泽东。他的农村金融思想来源于他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

从 1925 年开始，毛泽东投身于农民运动之中，他十分关心农民的经济利益，对

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分析，认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1926年 12月，他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参与制定了 40个决议案。

在金融方面有两项重要决定：《金融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

《金融问题决议案》针对旧政府币值混乱与农民受害情况，明确规定“禁止城乡

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取消元丝银”“铜圆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

合社会需要”“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圆入境”，并且做出了统一银

钱比价的规定。《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针对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猖獗、农业

生产衰落，“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并“以省公有

之地”“如营产、官产、荒芜田地等，拨做农民银行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

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款项”。1927 年初，毛泽东在醴陵县向农民代

表讲话时提出，醴陵“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

1927年 3月 19日，毛泽东、陈克飞、邓演达三人联名，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农民宣言》，其中就农民运动的金融政策提出了

具体要求，各省将“农民银行列为专条，并规定以年利率 5%的贷款与（予）农

民”。在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构，以解

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毛泽东等人的这些论述，明确了农民的金融需求，对农

民在经济斗争中创办自己的金融事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国民革命时期金融机构的创建 

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设立的金融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金融萌芽是在农民运动中产生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在一些地方兴办农民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开办信贷等



金融业务。根据资料，1925年至 1927年，由农民协会建立的金融机构包括浙江

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湖南省浏阳县浏

东平民银行、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湖北省黄冈等县的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

醴陵县农工银行等。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设立的金融机构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组织是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摧毁旧的金融机构之后建立

起来的新型的金融组织，是革命根据地革命政权的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初期，为调剂金融，方便借贷，活跃市场，发展经济，各革命根据

地苏维埃政府，在摧毁旧的金融机构和废除高利贷剥削制度的同时，着手建立为

工农谋利益的新型金融事业。从现存的资料看，主要有蛟洋区农民银行、海陆丰

劳动银行等。1929年以后，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陆续建立起赣西南、闽西、

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并相继建立了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比较典型是赣西南革

命根据地的东固平民银行和东固银行；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江西工农银行和江西印

刷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信用合作社和闽西工农银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

苏区的石首农业银行、鄂西农民银行和湘鄂西省农民银行，鄂西北苏区的鄂北农

民银行，湘鄂边苏区的鹤峰苏维埃银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鄂豫皖特区的苏维

埃银行和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湘鄂

赣革命根据地的平江县工农银行、鄂东南工农银行和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湘赣革

命根据地的湘赣省工农银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川陕省工农银行；陕甘革命根据

地的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 

这一时期的 1931年 11月，在江西省南部中央革命根据地诞生了第一个全国

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2 年 2 月，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随后的日子里，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

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发挥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

钱袋子。综合来看，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组织已经向

国家银行集中统一发展。国家银行这种初步的组织体系以及内部的架构设计为后

来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根据地银行的主要业务活动 



发行货币。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金融机构发行的货币，既是商品流通手段，

也是同豪绅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这些机构发行的货币属于兑换券性质，一

般以银圆或铜钱作为本币。发行时都设有发行基金，规定发行限额，并保证兑换。

货币的名称各地有所不同，有的被称为兑换券或者信用券，如浏东平民银行发行

的“临时兑换券常洋五角”和“信用券常洋贰角”；有的被称为流通券，如湖北

省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发行的“一串文”；还有的被称为期票，如浏阳金

刚公有财产保管处发行的货币。货币多为小面额，印制货币的材料多为当地的土

纸，如醴陵银行发行的钞票就用的毛边纸印刷；也有用布做材料的，如湖南省衡

山县柴山区特别洲第一农民银行发行的用白竹布制作的面额为一元的票币。 

土地革命时期货币最早发行是在 1928 年，银币有井冈山上井村的造币厂铸

造的“工”字银圆，纸币有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劳动券。后来各革命根据地

苏维埃政府陆续建立工农银行发行货币，种类有金币、银圆、银角、铜圆、纸币

和布钞等。革命根据地政府从法律上保护货币的正常流通，对一切拒用票币、破

坏金融的活动给予严厉打击。 

代理金库。1932 年 3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实施统一

财政。国家银行制定了财政金库制度，为财政部拟定会计制度和预算、决算、审

计制度。中央革命根据地自 1933 年 1 月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根据《国库暂行

条例》，由国家银行代理财政金库。金库建立后，对一切现金均严加管理。此外，

国家银行还代理发行公债、征收税款。 

吸收存款。当时革命根据地银行的存款主要是公家存款，如财政存款、机关

存款和企业存款等，也有个人储蓄存款。财政存款也就是金库存款，来源于缴获

或没收的款项、各项税收、企事业单位上缴利润、捐款收入和节约收入。革命根

据地党政领导对银行储蓄也很重视，把开展储蓄存款作为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的

一个重要措施。 

发放贷款。革命根据地的银行重视贷款发放工作，贷款对象主要是公营企业、

合作社和劳动人民；贷款用途只限于生产，贷款的期限一般在半年之内，最长不

超过一年。革命根据地银行的生产贷款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农业生产贷款，如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其《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中指出，凡农民需要购

买耕牛、农具、肥料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及用于耕种费用、开垦荒地、整修水利



和其他发展社会经济等，可向银行申请贷款。一类是手工业生产贷款，重点支持

农具、造纸、石灰、药材、夏布、钨砂等生产的发展，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

银行对群众组织打盐井、纺织、打铁、制纸、榨油、制糖等合作社，给予无息贷

款。第三类是对供应商店、转运局、外贸局、消费合作社给予资金支持，扩大其

经营。对一些私人商贩也会视具体情况在一定限度内给予贷款，以促进革命根据

地商业发展，活跃根据地经济，保证红军的物资供应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在利率

方面，革命根据地实施低利借贷，如临时中央政府《借贷暂行条例》规定，苏区

借贷利率“最高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超过一分”。而事实上，

实际利率远低于这个水平。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37 年抗日战争拉开序幕，短短 16 年间，年

轻的中国共产党行且意坚，以星星之火，凝聚众力，拉开了百年的金融事业发展

大幕。 

（来源：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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