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苏区的红色金融精神 

编者按：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

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

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

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

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

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

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

金融”专栏，选取重大金融历史事件，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画卷。 

江西是共和国金融的发源地，积淀着浓厚的红色金融元素。作为诞生于红土

地、扎根于红土地的中央银行，必须铭记苏区红色金融历史，把握苏区红色金融

精髓，传承苏区红色金融精神，当好红色金融基因的宣传者、传承者、践行者。 

铭记苏区红色金融历史，深刻认识苏区红色金融重要地位 

江西红色金融在共和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赣南为核心的中央苏区是

我们党初心的发源地、实践地，也是我国金融事业的发源地。早在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自己的金融主张，在江西开始了早期的金融实践探索。1922

年，为维护工人利益，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中国共产党在萍乡安源创办了中国

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向工友低价销售货物。

随着规模和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消费合作社流转资金严重不足，出现了货品短



缺的困境。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1923 年初，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首次

发行股票以筹措合作社所需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经济实体。 

在艰苦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

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解决红军的军需给养，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军

事进攻和经济封锁，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井冈山上井造币厂，

沿用“墨西哥”版别铸造了第一块金属铸币——“工”字银元。“工”字银元是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创办的第一个金属铸币厂制造的红色政权货币，是红色金

融的一次有益尝试。 

1929 年以后，土地革命战争深入发展，红军陆续在江西建立起赣西南、赣

东北、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最早的金融组

织——江西省吉安县东固镇贫民借贷所。为扩大革命政权的影响，凝聚社会各阶

层的经济力量，1929 年 7 月，中共东固区委在东固镇贫民借贷所的基础上创建

东固平民银行，同年发行了江西省境内工农政权的第一张纸币。同年 11 月，赣

西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东固平民银行改为东固银行，随后

相继发行“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佰枚”四种面额铜元票。在战争环

境下，货币和票证的发行，活跃了根据地金融流通，对促进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

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各革命根据地银行普遍建立、中央苏区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成立，为统一货币制度和金融组织，1932 年 2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国家银行在瑞金诞生，首任行长是毛泽民，成立时注册资本仅有 20 万元，金

库是 10 平方米的柴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

行。然而它的成立，却奠定了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金融事业的基石，为苏区政府

的巩固、人们生活的改善以及市场贸易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纵观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建了 22 家县

级以上的银行以及具有货币发行职能的红色金融机构。经过六年多的成长发展，

苏区红色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基本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主

体、区域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组织为两翼的金融格局。在艰难的苏区斗争年代，苏

区各银行在宏观调节货币供需、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发展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了

艰难探索，逐步形成了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苏区经济、



巩固红色政权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红色金融

精神财富。 

把握苏区红色金融精髓，正确理解苏区红色金融精神内涵 

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事业一步步从萌芽走向胜利的转型实践，客观反映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从无到有的变迁，也从侧面揭示了革命战争年

代红色金融家的金融思想和精神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有信仰——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信念坚定，是苏区红色金融的政治灵魂。

苏区时期，红色金融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追随党的脚步、服务党的事业，紧

扣党的军事斗争这条主线，采取适应苏区发展的金融措施，在开展货币斗争、打

破经济封锁、保障战争供给、支持苏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红色金融先驱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信念，面对国家银行成立之初人员少、资本金少、文化水平低的艰苦环境，面对

饥寒交迫和敌人围追堵截的艰难困境，依然时刻考虑着金融事业。正是源于对革

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发展红色金融事业的坚强决心，苏区红色金融事业一步步走

出艰难、走向胜利。 

有情怀——人民至上的高尚品质。永远忠于人民，是苏区红色金融的政治本

色。苏区红色金融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正做到一心为

民。从苏区红色金融机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想方设法帮助严重缺乏

生产资金的群众解决燃眉之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赶在红军撤军前，

通宵达旦把流通在群众手中的“红军票”兑换回来，苏区红色金融建设的任何一

个方面、一个环节，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是为了人民，都得到了千

百万群众的拥护。苏区红色金融始终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路线，充分体现

了人民利益至上的精神。 

有担当——开拓创新的斗争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改革、善于创新，

是苏区红色金融的发展密码。苏区红色金融事业初创者，大多没有很高的文化，

也很少有从事金融专业的经验，但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白手起家、不畏艰难、

大胆探索，始终坚持一切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这样才有了苏区时期在纸张中掺

羊毛的钞票防伪办法，有了受税务机关四联单启发而健全的财政金库制度，有了

长征途中没有纸张就把钱币印在白洋布上的“布币”等创新做法，最终冲破反动



势力的经济金融封锁，推动革命事业走向成功。可以说，苏区红色金融凝结着共

产党人、金融先驱者勇于创新的智慧。 

有气节——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也

是苏区红色金融的鲜明特征。苏区困难时期，银行、造币厂、印刷厂的工作人员

主动要求免发工资，节约每一个铜元用以支持革命战争。国家银行瑞金县支行营

业部主任刘春发为节省政府公粮支援前线，冒雨步行 60里山路回家背米去办公；

湘鄂赣省工农银行行长成功严格执行党的财政纪律，面对威逼借款坚持财务原则

毫不马虎；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虽经手钱钞无数，但他从没有伸手拿过一分钱,

对财务审查严格，一分一厘都有出处，被当时的人们笑称为“贫穷的富翁”，这

不仅表达了苏区群众对金融先驱的赞颂之情，更是苏区金融先驱廉洁奉公的真实

写照。 

传承苏区红色金融基因，推动现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红土地孕育了红色金融基因，江西人的血液里流淌着红色金融基因。我们不

仅为拥有光荣红色金融历史而骄傲自豪，更要以革命先辈为标杆，不忘金融事业

的红色初心，让红色基因永不褪色、代代相传。 

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金融正确发展方向。坚持把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作为

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跟进学习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批示，践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政治责任，

以最鲜明的政治态度、最有力的政治担当，坚定不移践行“两个维护”。 

要坚持人民至上，践行金融为民服务宗旨。牢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

人民”的大情怀、大境界，牢固树立人民银行为人民的理念，围绕民营企业纾困

救助、残损人民币回收、存款保险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支付领域电信诈骗等

直接涉及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以及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绿色

金融、数字金融等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工作，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

重点解决群众牵肠挂肚的事、反映强烈的事、长期关切的事，努力从金融的渠道

把党的温暖传导给群众、做到群众满意。 

要坚持改革创新，推动金融事业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新”要求，结合江西“作示范、勇争先”

的目标定位，精准补接“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培育江西承接



沿海地区产业迁移和延伸的能力，打造科技“制高点”，支持江西全面推进“互

联网+”，做大做强 VR、移动物联网、5G、北斗应用等数字产业，努力打造数字

经济发展制高点。实施绿色新发展，推动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深化绿色金融改革

与发展。推动开放再扩大，做大做强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金融工作要于变局中开新局、育先机，不断加大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持力度。 

要坚持从严治党，塑造清正廉洁履职形象。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

敢严，长管长严，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始终保持赶考的清

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到金融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和各

环节。持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扎紧织密制度笼子，构建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大力传承苏区干部好作

风。 

（来源：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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