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录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片断回忆

  八、财政和生产的关系

戎子和

我写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 工 作 片 断回

忆》的前七篇文章中，差 不 多 每 篇都提到生

产问题。但在一九四二年以前，边区财政工作

和生产的关系问题解决得并不很好。一九四〇

年“冀太联办”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在

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报告中曾 指 出：“建 设 工

业，发展农业……是一个关系根 据 地 能 否存

在，抗战能否坚持并取得胜利的大问题。”我

们当时未能深刻了解这些指示的意义，因而在

财政工作中常常是 偏 于 就 财政论财政；对经

济如何、生产如何，考虑不够。从节约上注意

得多，广开财源注意得少。当时，农业生产主

要是粮食，其他作物比重不大。我们的开支也

主要是粮食。因此，就花很大力气去要粮（也

要款）以保证军需公用。任务完不成，军队供

给不能保证。所以常常是在夏收秋收后，要用

几个月的时间向人民征粮要款，到 了 下 一 年

又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向人民催交粮款的积欠。
这样，群众不能集中力量搞生产，干部被拖累

得不能休息。日子久了，在部分群众中就产生

了怨言，说：“春耕春耕，地里无人，打下一

斗，拿去五升。”当时群众对我们政府的态度，
一般是前半年热情、积极，后半年有些冷淡、消

沉。因为前半年政府贷粮贷款，动员群众春耕生

产，给群众的多；后半年，是向群众要粮、要

款、要兵、要差，要得多。由于指导思想不明

确财政工作和生产的关系，处理得欠恰当，在

干部和群众中就难免有意见。我们做财政工作

的同志对此深感苦闷焦躁。正在这时，一九四

二年年底，毛主席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

财政问题》一文发表了，文 中 提 到“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

总方针”和“从经济到财政”的著名论点。也

正在这时，边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在毛主席

“从经济到财政”这一论点的启示下，结合一

九四三年整风学习，我们检查了财政工作中存

在的错误和缺点，初步明确了财政工作应该树

立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从发展生产中解

决财政困难；在工作方法上，也应该围绕发展

生产，采取必要的措施改进工作。当时我们的

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是：

一、确定理财的根本观点是 生 产决定财

政。“生产决定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中基本论点之一。毛主席说：“未有经济无基

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

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

响经济，这不只过去在战争年代如此，现在也

如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持久性的战争。
在人民战争情况下，根据地党政军要解决战争

供应问题，即财政问题，不从组织群众发展生

产着想来维持群众的一定生活水平，那是不行

的。事实证明，在战争中，即使是象抗日战争

那样，战斗频繁、环境残酷，群众也还是能够

进行生产的，因为他们有坚韧的性格和顽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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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晋冀鲁豫边区，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

四三 年中进行的减租减息、救灾生产运动，一

九 四 四 年 的大丰收，就是在对敌斗争的严重

情况下取得的。由于党政军民在对日斗争和严

重灾荒中，同生死共患难，群众和军政的关系

更加亲切了，各项工作包括财政工作，也就比

较好做了。一九四四年的财政收入 超 计 划 完

成，预算收支达到基本平衡。从此，公粮征收

比较顺利了，征收时间也缩短了。群众不只踊

跃交粮，还争先交好粮，有时还超额向政府捐

献公粮，有的把送交公粮时剩下的三升五升，
倒 进 仓 库 里，并说：“今年收成好，多给公

家交几颗吧。”那一年，全区每人负担虽然比

上年增加了，但增加的部分只占增 产 的 少 部

分。由此可见，生产是财政的基础，是支持持

久战争的基础。只有生产增加了，才能达到负

担虽重而不伤民的目的。
二、减轻负担，稳定人民的生产情绪。负

担的轻重，对生产关系极大。如果人民交纳公

粮之后，留下的粮食能维持其生活，就好办；
如果留下的粮食不能维持其生活，或者生活水

平逐年下降，那就要出问题。抗日战争初期，
我们不了解人民负担的能力，一九四一年向太

行区派的公粮重了，群众就喊叫。一九四二年

开始减轻，有的减少三分之一，有的减少二分

之一，甚至减少三分之二（有灾荒原因）。但

究竟应该征多少，我们心中无数，农民对其每

年的负担，除希望减少而外，还要 求 相 对 固

定，要求增产不增税，以便他们心中有底，好

安排过日子的计划。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一九

四二年后半年，在试行统一累进税的过程中，
深入农村调查。到一九四三年得出初步结论，
认为在战争年代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边区

的人民，每人 每 年 负 担以不超过其总收入的

百分之十五左右为宜，超 过 这 个 比例，达到

百分之十七、十八就重了。后来我们就坚持百

分之十五左右的标准，一方面随时防止负担超

过其可能的能力，同时也注意到克服干部中存

在的单纯的“仁政”观点。因 为 单 纯 的“仁

政”观点，不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符

合人民的利益。这个标准，一直到解放战争时

期都没有变动。这对稳定人民生产情绪，巩固

和发扬对敌斗争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在税收法令规定上鼓励人民的生产积

极性。边区在推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时，
除了对新修滩地和新开荒地五年内免除负担外

（我在第四篇《合理负担与统一累进税》 中已

谈过），为了鼓励群众生产，还有几项特别规

定：1 .在计算纳税的“税力”时（注一），扣

除再生产费用的消耗，如农具磨损、役畜牛驴

骡的饲料和雇工的工资等等。2 .为 了 解决人

民穿衣问题，规定种棉、种蓝的收入以种粮收

入计算负担。3 .家庭副业收入，如纺 织、编

造、养猪、养羊等收入免除负担。4 .对 战争

和民生急需物品的生产，如熬硝、熬盐不征税。
5 .公营工商业、合作事业、银行 和 机关生产

都不负担财政任务。此外，为奖勤罚懒，还规

定，凡可能和应该耕种之地，无特殊原因荒废

者，照征农业税，不予豁免。因精耕细作，实际

产量超过常年产量的，超产部分不计算负担。
税法体现了调节各阶层的利益。例如负担面占

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约有百分之四十的贫民

免除了负担。贫民的负担率，只占总收入的百

分之五左右。税法执行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查实

田亩，评定常年的应产量，以求负担的公允，
也相对地减少负担的畸重现象。这样才能保障

人民应有的生活水平，保证他们留下必不可少

的再生产费用。
四、不违农时。农忙时节，禁止向农民要

粮、要款和动员参军。无特殊情况，也不准要

民工参战、支差，加派各种任务。中国有句古

话，“春忙秋忙，绣女下床。”  是说在农

忙时节，连大姑娘都到地里劳动去了，忙到这

种程度，我们还能在这个时候要粮、要兵吗！

为此，我们把各种任务都尽可能挪到农闲时节

去完成。一九四二年以后，边区财政工作也初

步走上轨道，每年夏秋两季征收，一般在八月

和十一月两月进行。征收前要将各项 准备工作

做好。什么时间开征由县掌握，力争在半月二

十天以内完成任务，再拿七八天时间，进行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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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工作。至于动员参军的工作，在一个村内，
争取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任务，一般在五月和十

二月进行。为了节省运输力量，军政后方机关、

工厂、医院要尽可能驻到产粮和出煤地区。而

且军政人员还组织起来，自动到远 地 背 运 粮

食。采取这些改进措施后，日子久了，县区村

干部和农民都摸清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不做

什么，他们就有所准备。大家同心协力，事情

就好办多了。
经过上述努力，边区的财政工作是有些进

步的，但还没有达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

要求。党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月 在 批 准 华北

财 经 会 议 决定的指示（注二）中提出，“过

去各解放区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还缺乏深刻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尚相

当普遍存在（晋冀鲁豫的情况要好一些）。”
指示中对晋冀鲁豫边区财税工作还作了一些肯

定，可是从我个人来说，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来，
在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财政部工作时，
也没有完全解决好，这是值得深思的。

注一：“税力”是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 税 则

中的一个纳税名词。农民在其收入中，扣除免征 数 额后，计

算纳税的数量，就叫“税力”。如三口人一户的收入 为 八石

谷，扣除各种消耗后，纳税数是四石谷，这四石谷就称纳税的

“税力”。
注二：华北解放区财经会议，是党中央指定 由 晋冀鲁

豫中央局薄一波同志负责，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在 武 安县冶陶

村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白 如冰，晋绥 边区陈希

云，晋察冀边区南汉宸，山东解放区薛暮桥，晋冀鲁豫边区

杨立三等同志。

财政法规财政部关于财政支农周转金存款开户

问题的补充通知

1984年 6 月20日  （84）财农字第1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重

庆市财政局：

为了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 管理 和核

算，我部曾先后发出（81） 财农字第 277

号和（82）财农字第 270号的通知，要求

各级财政部门对支农周转金存入农业银行

开设的支农周转金专户，继续周转，不得

挪用。但在通知中对财政部门内部有关存

款开户、会计拨款等分工问题未作明确规

定。最近，不少省、区财政部门来人来电

来函询问，要求予以明确。经研究，为了

便于加强监督，统一管理财务、会计工作，
今后对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发放和回收可由

财政机关农业财务单位在农业银行开立专

户；对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会计拨款事务，
也由财政机关农财单位直接办理；有关财

政支农周转金的发放回收情况，由农业财

务单位向财政总会计定期提供有关报表。
上述有关财政部门内部对财政支农周

转金的财务会计管理分工中的具体问题，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自行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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