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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早在1984年，财政部原副部长戎子和曾应《财政》

编辑部之约，撰写了《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片断回

忆》，我刊分12期进行连载。20多年后，我们打开尘

封的合订本，再次阅读这些文章，仍然觉得是那样朴

实、亲切，获益匪浅。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摘编了其中一篇重新刊发，目

的是让读者重 温历史的记 忆；日 寇侵华，给中华民族

带来极其沉重 的 灾难；为打败侵略者，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华儿女奋起反抗；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边

区财政克服重重困难，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

方针，“服从战争需要”，为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1940 年 8 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冀

太联办）成立，我任联办副主任，分管财政工作。现在，我把当年的

事写成了片断回忆。这些事已事隔多年，之所以写出来，主观愿望

是想写点于今天有用的东西，使财政战线的后来者知道前人是在什

么条件下工作的，了解革命战争年代，财政工作如何克服种种困

难，保障战争的需要，了解创业的艰辛。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方针，是根据党中央、北方局指示，

和战争情况的变化而定的。1942年以前，财政方针是量入为出与量

出为入相结合；合理负担，累进征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统收

统支，节约支出，保证军政人员最低需要。自 1942 年底毛主席在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以后，就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直到

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边区时

期，财政工作方针又增加了“服从战争需要” 的内容。无论根据当

时的体会还是现在来回想，这个内容都加得非常必要。

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都规定有编制

审查边区预算决算的任务和职权。因此，边区政府从1942年到1948

年，在战争频繁、环境极其残酷的情况下，总要编制年度的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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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概算，向边区参议会驻会委员会（相当于现在人民代

表大会的常委会）报告，请其审查批准。如参议会开全

体会议，边区政府一定要向全体会议报告财政收支概

算和执行情况；如参议会分区召开，行署一般也要向

各区参议会报告该区的财政收支概算和执行情况。

当时财政收支概算的编制和执行，既有有利的条

件，也有不利的条件。不利的条件是，战争频繁，情

况变化很大，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至1943年

间，日军经常向我根据地蚕食、扫荡，推行三网（谍报

网、公路网、碉堡网），三光（抢光、烧光、杀光）政策，

局面不安定，经济受摧残，还有自然灾荒。解放战争

时期的 1946 年下半年至 1947 年，我军战略反攻前的

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等等，使概算的编制和

执行困难较大。有利的因素是，军政人员编制和供给

标准已事先拟定，党政军民上下一致，保证财政收支

和维护财政纪律，使概算的编制和执行较为顺利。下

面谈谈边区财政概算的收支情况。

概算收入。抗日战争时期每年财政概算总收入按

小米计算约在 3.5亿斤到 4.5亿斤之间。解放战争时期

约在 14 亿斤到 16 亿斤之间。分项目说有以下几种：

一是农业税，即向农民征收的税。大行、太岳等山区，

叫合理负担，1943 年起改为统一累进税。冀南、冀鲁

豫等平原区，叫公平负担。不论合理负担、公平负担、

统一累进税，都是采取累进征收的。这一部分收入抗

日时期约占边区财政概算总收入的 85% 至 93% ，解放

战争时期约占边区概算总收入的 75% 至 80%。北方局

1940年指示我们取消田赋，实际上平原地区已在 1939

年即取消了山地地区一部分县，在1941年、1942年才

完全取消。二是工商税。包括工商营业税、烟税、酒

税、牲畜交易税，盐税（平原）、出入境税，此外还有田

房契税。这几项收入，抗日时期占边区概算总收入的

6% 至 14%。解放战争时期约占边区概算总收入的 19%

至 24%。三是罚没收入和公产收入。罚没收入，抗日

时期主要是没收敌伪汉奸财产的收入，解放战争时期

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家的收入，这两项收入约占边区

概算总收入的1% 左右。四是缴获收入。这项收入在解

放战争时期很多，可以说，当时我军的枪炮、弹药、

器材，大部分是缴获于敌人的。但这项收入没有列入

概算。五是机关生产收入。这部分收入也不少，特别

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 年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

后。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补助供给标准不足的部分，

也没有列入概算收入。

概算支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概算总支出折合

粮食约为 4亿斤至 5 亿斤小米。解放战争时期约为 15

亿斤至 17.5亿斤。分项目说有以下几种：一是军费。
其中包括一部分战勤费，抗日战争时期约占边区概算

总支出的 90% 左右，解放战争时期约占 80% 左右。二

是行政费。包括党、政、群众团体、司法机关办公杂

支和部分战勤费等。三是建设费。包括水利费，黄河

修堤费等。公营的工、商业的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

不从经费内开支。四是文教费。包括医院卫生费、公

办大、中、小学经费，出版报刊等费。五是社会救济

费。包括救济灾荒，荣誉军人安置，党政人员死亡抚

恤等费。

以上二、三、四、五项支出，合计约占边区概算

总支出的 10% 至 20% ，财政概算收支相抵，每年赤字

约占概算的 10% 至 25% ，靠银行发行货币解决。

当时在概算收支执行中的主要成绩和经验教训

是：

第一，总的说我们是执行了毛主席的 “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从

1943年后半年到 1945年，两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减

租减息运动的深入以及根据地的不断扩大（1944 年到

1945 年 6 月底，边区共收复了 30 多个县城），为解放

战争初期上党、平汉两大战役的供给奠定了物质基

础。解放战争时期，除保证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南下

大别山、豫西、中原地区部队的供给外，在 1947年后

半年还支援了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的部分粮食、服

装、弹药。1948 年上半年，还支援了陕甘宁边区部分

粮食。薄一波同志（当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曾向

我们财经部门的同志说过：只要你们保证军队供给，

成绩就能打90分。中央对我们解放战争时期的财经供

应工作，基本上也是满意的。

第二，我们的财政取之于民是不少的，人民负担

也是比较重的，但比起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

民的负担就轻得多了。因为根据地废除了苛捐杂税，

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很少剥削或没有剥削，

并禁绝敲诈、勒索、中饱和抢劫等行为。我们是取财

有限，用财有度。

第三，我们在财政概算执行中，对支出抓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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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管得较严。回忆在抗日时期，没有

发生过追加预算的情况。解放战争时

期，每年追加预算也只有一次或两

次，这一两次追加也都是必不可少

的，是经过慎重研究，量力而行的。那

时党政军领导同志个人从没有开条

子、增加预算支出的事情。

第四，我们财政概算收支可以说

接近平衡，赤字不很大，这从解放战争

后期，冀南币与银元的比值即可以看

出。从这里可以理解毛主席所说，我们

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小米加步枪”的

道理了，也可以了解老解放区的人民

对革命胜利的贡献了。

当时财政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败的

教训也是不少的。就财政收入方面

讲：值得提出的有三件事：

第一，1941 年派太行区的公粮重

了一点，农民叫苦。影响所及，黎城县

在秋粮征收时曾发生过一次离卦道暴

乱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借口是公

粮重，负担不起。我们接受了这个教

训，1942 年起，就着手逐渐减轻了人

民负担。
第二，公营工商业在战争时期，主

要任务应该是维持手工业和市场，供

应人民必要的消费品，平稳物价，巩固

货币币值，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不能依

靠它盈利，补助财政。1941 年，我们

曾指望边区工商总局交纳一定的财政

任务，结果完全落了空。
第三，战时发行公债是困难的。

1942 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发行

公债600万元，结果由于战争环境不稳

定、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旧政府发行骗

民公债的恶劣影响，再加上人民也无

余钱购买，发公债的工作失败了，几乎

连印刷费也没有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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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岁月的 记忆

——访抗日女战士赵昭

许雅丽本刊记者

她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但她却亲历了抗日战争的风云岁月；她是一

位慈祥的母亲，但在残酷的战争中她却两次与亲生骨肉分离，20年后才

母女团聚；她又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成长为新中

国财税史上第一批女干部。

这位刚毅、坚强的老人就是赵昭，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女

领导，一位亲历抗日烽火岁月的抗日女战士。

6 月 21 日，木樨地 22 号楼。走进赵昭老人的家，老人第一句话就

告诉我：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特意画了两幅画，一幅被一

名老教授要走了，这一幅我刚刚挂上还不到 5 分钟，你们就来了。

她指着客厅西侧墙正中挂着的一幅山水画讲述了它的寓意：在青山

翠柏当中，那鲜红的太阳象征毛泽东；那一排排窑洞象征着指引抗日战

争胜利的《论持久战》在这里诞生；那高耸入云的宝塔象征着人们心中

的圣地延安；那流入远方的延河水象征着我们的路越走越宽广。宝塔、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专题报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