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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金融和物价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〇年八月到解放

战争时期的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冀鲁豫边区政

府在金融和物价方面采取了以下四项方针和政

策：

一、确定以冀南币（注一）为边区单一本

位币，逐步摆脱法币影响。一九四〇年“冀南

联办”成立以前，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和财政没

有统一，金融是相当紊乱的。流通货币可分为

三类：一是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其中有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发行的冀南币，主要流通于

冀南、豫北、冀西地区；有山西省三、五两专

署发行的上党票和五专署的救国合 作 社 兑 换

券，主要流通于晋东南地区；有鲁西行政主任

公署发行的鲁西钞，主要流通于冀鲁豫地区。
二是原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三是旧地方省、
县政府以及一些县、市的商号发行的各种土杂

钞，如阎锡山发行的山西省票子等等。此外，
民间还暗中流通银元。在接敌区游击区，还流

通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我们

称之为伪钞。
一九四〇年八月，“冀太联办”成立，当即

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召开了财政金融

座谈会，决定在晋冀豫区以冀南币为单一本位

币，兑回上党票和五专署救国合作社兑换券，
取消山西省票和各县土杂钞，禁止银元流通，
打击伪钞侵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晋冀鲁豫边

区政府成立，一九四三年底冀南区和冀鲁豫区

党政军机关合并后（日本投降后两区又分开），
北方局决定鲁西银行合并于冀南银行，一九四

五年日本投降后，同年十二月鲁西 钞 停 止 发

行。从此，冀南币即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单一货

币 了。
一九四一年，由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

区的扩大，以及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中国海岸

被封锁，再加上国民政府种种政 策 的 错 误，
财政日渐困难，法币发行失去控制，币值日渐

跌落，与冀南币比值，从一九四〇年一比二，
跌到一九四二年的一比零点三左右。同 年 年

底，边区政府和边区财经委员会（注二），鉴

于法币币值不稳，又鉴于华北日本侵略者以在

占领区掠夺的法币向我根据地区套购物资，我

们即对法币采取了保护政策（注三）。办法是

人民在边区往来携带和保存法币不加干涉，但

不能在市场流通，要兑换成冀南币。法币和冀南

币兑换比价是浮动的，是按各自在同一地区同

时期的实际购买力规定的。一九四五年三月法

币一元跌到只值冀南币一角，即十比一。一九

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大举

向我解放区进攻后，我们即宣布禁止法币、关

金券在边区使用，但允许商民持保留的法币，
向国民党区收购物资。因此，解放战争时期，
在法币、关金券比值暴跌之下，边区人民在经

济上没有受到损失，说明我们当时采取的政策

是成功的。
二、冀南币发行方针，逐渐由偏重财政发

行改变为财政、经济并重。冀南银 行 成 立 之

初，发行任务主要是补助财政上的不足，也就

是所谓“财政发行”。一九四〇年“冀太联办”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成立后，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一年的努力，到一

九四二年财政经济工作初步走上轨道，又加边

区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逐步开展，冀南币发行

方针逐步明确起来，不单单是补助财政，而且

要兼顾扶持生产，即财政发行和经 济 发 行 并

重。财政应该尽力争取收支接近平衡（请看第

三 期《财政收支》一文），使银行腾出一部分

发行数字用于贷款，支持农业、手工业、家庭

副业生产和兴办公营工商业、合作事业。据冀

南银行统计，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 四 八 年 四

月，八年共发行货币一千七百零五亿元，用于

财政透支的是八百八十三亿元，占发行总数的

百分之五十一点七八；用于生产贸易贷款的八

百二十二亿元，占发行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

二二。分年看：一九四〇年财政透支占发行总

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一，生产贸易贷款占发行

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九。一九四三年财政透支

占发行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六，生产贸易

贷款占发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八四。一九

四七年财政透支占发行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 点

四 九，生产贸易贷款占发行总数的百分之三 十

一点五一。
三、维护本币信誉，力求物价平稳上升。

在战争时期，一般说财政上很 难 避 免 赤字。
特别是我们落后贫穷的解放区，要进行持久的

抗日战争和大规模的解放战争，财政上不向银

行透支很难，也就是说货币不能不超量发行，物

价不能不上涨。但我们要求尽可能减少财政赤

字，紧缩货币发行，维护本币信誉，做到 物价

相对平稳，防止暴涨出现大波动，还 是 可 能

的。再说物价涨落，货币发行多少固然是主要

原因，但也与 生产的发展、流通区域的变化和政

治形势的安定与否有密切关系。晋冀鲁豫边区

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八年中，除一九

四三年底和一九四六年前半年，因对灾荒、政

治、经济形势估计有误，发生过两次物价暴涨

外，其他各年物价基本是平稳上升的；而且物

价上涨指数一般慢于货币发行增长指数。如一

九四二年比一九四〇年年底，冀南币发行增长

指数四点三倍多，而物价增长指数则只上涨二

点八倍。此外，我们对维护冀南币信誉，还采

取了其他多种办法。如党政机关办公费，干部

和战士的津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以冀

南币计算支付，而且不提高标准。又如工商税

收、罚没收入及其他收入等，也一律以冀南币为

计算单位，几年不变。这看上去似乎财政和军

政人员有所损失，从币值稳定来说实际上得益

很大。冀南币信誉一直较好，这 也 是 原 因之

一。一九四八年后半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

民银行，全国统一发行人民币时，规定人民币

与各地区发行的票币的比值是：与冀南币北海

币是一比一百，与晋察冀边币是一比一千，与

西北农币是一比二千。
四、严格管理“外汇”，开展对敌货币斗

争。一九三九年九月冀南币发行之前，华北日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已经先一年发行了“联银

券”。抗日 战争初期至一九四一年以前，我们

对伪钞采取不承认态度，后来发觉这种态度不

行，因为：1、伪钞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优势军事

和经济力量作后盾，流通区域较广，币值比冀

南币高，这是一个现实，不能不承认。2、敌人在

经济上采取的是掠夺我国资源，“以战 养战”

的方针；对抗日根据地是用经济封锁的办法企

图困死我们。3、根据地有许多土特产品要向敌

占区 出售，有一部分军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要

从敌占区买进。我们可以与敌人断绝交易，但

不能与敌占区同胞断绝往来。所以，必须根据

情况变化，改变我们的策略，在限制伪钞入境

的原则下，采取严格管理“外汇”的办法。即

划定一定地带、指定一定地点，由冀南银行或

银行指导下的交易所规定比价，进行兑换。敌

占区的商民持伪钞向根据地购买土特产时（战

备物资除外），要在银行或交易所兑换成冀南

币使用。根据地公私商民如向敌占区买进一些

必需物品时，也要在冀南银行或交易所换成伪

钞。一九四三年起，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和侵华

战争中开始失败，又加滥发伪钞，币值大跌，
与冀南币比值从一九四〇年的一比十跌为一比

零点五。到一九四四年日军失败已成定局，敌

人为 了准备后路，大量抛出伪钞向根据地、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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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区套购战略物资和银元。我们针对敌人这种

企图，针锋相对地制定了严禁战略物资和银元

出境条令。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伪钞与冀南币

的比值已简直不成比例了。我们打击敌人伪钞

的政策，在保护根据地人民经济利益方面起了

重要的作用。

注一：冀南银行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十月， 同月发行冀南

币。第一任行长是高捷成同志。高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牺牲后，

赖勤同志接任行长，陈希愈、胡景澐同志任副行长，赖病逝后，

胡景澐任行 长。陈调八 路军前方总部卫生部。一九四六年三月

后，胡另调职务， 我兼任总经理，陈希愈同志任副总经理。

九月胡回任行长.我就不兼了。

注二：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晋冀鲁豫边

区财经委员会。我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杨立三、王兴让同志

任副主任。一九四二年后半年，杨立三同志任主任，我任副

主任。 财委委员有刘岱峰同志，代表边 区政府建设厅（一九

四 三年夏以后是边区政府第二厅）， 王兴让同志代表边区工

商总局， 周玉成、周文龙同志代表八路军前方总部供给部，

高捷成同志代表冀南银行（高牺牲后，是赖勤， 赖逝世后是

胡景澐同志）。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

央局成立后， 改边区财经委员会为晋冀鲁豫区军政财经联合

办事处， 仍以杨立三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委员除王兴让回

东北外， 加了林海云、武竞天、 徐达本三位同志。

注三： 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谈话表

示： “各战区为保护法币可以发行单一地方币， 以免敌人套

取法币的外汇。” 所以当时我们对法币采取保护政策是有根

据的。

税收讲座

第十四讲  税收计划、 会计、统计（上）

隋 宗

税收计划、会计、统计工作，是税务部门的基础

工作，它可以为各级领导机关掌握情况、制定政策、

指导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多年的实 践证明，科学的

计划、严密的会计和准确的统计，是做好税收工作的

重要条件。这一讲主要介绍工商税收计划、会计、统

计工作。

一、税收计划

税收计划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机

关在一定时期内组织收入的奋斗目标。因此，正确地

编制税收计划，对于调动税务机关内部的积极因素，

充分挖掘税源潜力，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具有重要

意义。

编制税收计划，应当遵循三条基本原则：（ 1）

从经济到财政的原则。税收收入的发展变化，主要是

由经济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因此，编制税收 计划，应

当以国民经济计划为基础。（ 2）积极可靠的原则。

既要充分挖掘税源潜力，把收入指标定得积极 些， 又

要实事求是，把主观能动性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

调动税务干部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税收任务。（ 3）

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编制税收计划，要从实际出发，

认真地进行调查 研究，全面地分析经济形势以及税制

和税收政策引起的 税 源 变 化，进行精确的、反复的

平衡计算， 使税收计划具有科学的依据。

税收计划分为十年以上的长期计划、五年左右的

中期计划和一年以内的短期计划。这些计划是根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编制的。长、中期计划是规定

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带有总体设想性质，是粗线条

的。短期计划即年度计划，则要求具体化。

年度税收计划是根据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指标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的生产、销售、收购情况，

按照现行税收制度和现行价格，在上年税收计划执行

情况的基础上，参考本年内的增减因 素，计算 编 制

的。现就工商各税中的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个主要

税种收入计划的计算方法介绍如下：

1.工商税计划的计算：

工商税的计划公式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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