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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政策

是基于下列原则：

（一）阶级的原则。这个原则的特点是：

第一，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第

二，对工人、雇农与最贫苦阶层的群众免、减

纳税的义务。1931年11月28日，中央政府关于

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明确规定：“征收的原则

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

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

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1932年 7月修

改后的《暂行税则》亦规定：“雇农及分得田

的雇佣工人、苦力本身（人）和妻子一律 免

税”；“贫农收入已达开始征税的税额，但仍

不能维持其一家生活的，得由乡苏维埃决定个

别减税或免税”。
（二）革命的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两方面

的内容：第一，革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一切财

政制度，废除其一切苛捐杂税，取消一切高利

贷；第二，鼓励广大群众参军参战，积极做各

种革命工作。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一成

立，都宣布废除了国民党军阀政府 的 苛 捐 杂

税，取消了一切高利贷债务。中央工农民主政

府成立后，颁布的《暂行税则》第一 条 就规

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厘

金、苛捐杂税等”。
为了鼓励广大群众参军参战，积极从事革

命工作，苏维埃政府规定：“红军服役期间，
本人及家属免纳苏维埃共和国之一切捐税”，

“其家属所居住之国家房屋免纳租金”（《关于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931年11月）。政

府工作人员，“在服务期间，本人及 其家 属

（即父母妻子）可按照应纳之国税税额减收半

数，用以减轻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庭经 济 的 负

担，借资鼓励”（《人民委员会命令 第 十九

号》，1932年 8 月15日）。
（三）鼓励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原则。财政

能否充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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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鼓励和支

持经济发展的原则，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一个

重要原则。经济发展的快慢，又同政府的财政

政策的好坏有密切关系。根据地虽分散在一些

穷乡僻壤，经济非常落后，又经常受到敌人残

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但由于苏维埃

政府实行了鼓励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原则，因而

根据地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保

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也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有

所改善。
根据地财政是利用税收、信贷、直接投资

和各种优待、奖励等经济杠杆来鼓励和支持私

人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的发展，促进

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巩固的。

1 .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

私人经济，在根据地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

者的小生产经济，其次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中小

工商业者的经济。私人经济在根据地内是采取

小规模的经营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占着绝对的

优势。它的发展，对国计民生是有利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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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它“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

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毛泽东选集》

四卷合订本第119页）。
为了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

苏维埃政府规定：“因改良种子、改良耕种所

增加的农业收入免 税”；贫 农、雇 农、中 农

“开垦荒地，所收获之农产品，免税三年；富农

则依照收获情形，减税或免税一年”（《暂行税

则》）。在工业方面，规定“在目前为促进苏区

的工业发展，暂时免收工业品的出厂税”（《同

上》）。在商业方面，对于根据地军民必需 的

日用品，如食盐、火柴、药材等一律免税；对

一般普通用品，如文具纸张等课税轻；对奢侈

品，如洋货、烟、酒等课税重（《湘赣苏区土

地和商业累进税暂行征收条例》，《红旗周报》

第31期，1932年 3 月11日）。凡苏区与非苏区

商人，只要遵照苏维埃的法令纳税，“苏维埃

政府力负保证商人安全、自由营业的责任”（《闽

北分区苏维埃政府人民经济委员会给白区商人

们的信》，1932年 3 月）。
此外，苏维埃政府还用革命竞赛和各种奖

励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私人

经济的发展。由于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奖励，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因而根据地的农业

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 .扶植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合作社经济是工农群众按照自愿的原则组

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建

立和发展合作社，是组织工农群众，恢复和发

展根据地农业、工业和商品流通，使工农群众

免受中间剥削，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改

善群众生活，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

步骤。因此，苏维埃政府从各方面积极扶植和

促进这一新的经济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各地

苏维埃政府将没收来的一部分物资借给合作社

作基金，中央政府在1933年发行的 300万元经

济建设公债中拿出了 100 万元帮助各县合作社

的发展。此外，在税收上也采取免税的办法，
鼓励合作社的发展。

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扶植与支持，根据

地的合作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例如，湘鄂西

根据地1931年之前，全区有100多个消费 合 作

社，40多个生产合作社。中央根据地至1934年

1 月，已发展有2，400多个合作社，入社群众已

达50万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根据地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保障革命战争的

供给创造了物质条件，对政府的财政也有很大

的帮助。意义更重大的是“合作社经济和国营

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

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

取得领导地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119至120页）。

3. 支持公营经济的发展

公营经济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直接经营的工

商业和金融业，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是新

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进步的经济

形式，是“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同上》第116页）。因此政府必须给它以必要

的和可能的财政支持，促进它的发展。公营经

济的建立和发展，财政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

井冈山根据地的财政非常困难，“有时真是到

了极度”，红军“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

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很多，医院伤

兵、其苦更甚”（《同上》第53页）。在这样的

情况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将战争缴获和打土

豪没收来的一部分物资用来建设被服厂、军械

处、公卖处等公营企业，发展公营经济。这时

的公营经济力量虽然很弱，但它的出现却标志

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从这一点来说，它

的意义是重大的。
后来，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根据地

的扩大和巩固，苏维埃政府从财力、物力和人

力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公营经济的支持。江西

工农银行的创办，使公营的金融事 业 得 到了

发展。同时还发展了公营商业和商品流通。仅

1933年 4 月至同年底，财政部拨给国民经济部

的资金就达200余万元（《斗争》第42期，1934

年1月12日）。在第五次反“围 剿” 战争期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间，政府的财政非常紧张，中央国民经济部仍

在长汀创建了中华织布厂、中华造纸公司和中

华商业公司等工商企业，投资数十万元。
在财政的支持下，经过根据地军民的共同

努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公营经济得到了

相当的发展。工业方面，仅以钨砂和纸业生产

为例，1932年至1934年秋，钨砂产值 约 有200

多万元。纸业生产的发展，连白区报刊也不得

不为之惊叹。1935年 2 月 8 日，《申报》上的

一篇报导说：中华造纸公司“曾将其出品一部

……运至潮汕出售，获利甚丰”。由此可见，

支持公营经济的发展，是开辟财源的一个重要

方面。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如果不积

极支持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的发展，那就只好

束手待毙。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经济、合

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才能克服财政困难，保

障供给。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根据地财政工作的

经验时着重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

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同

上》第120页）。
（四）节省的原则。财政的支出，只有坚

持节省的原则，才能使已经取得的全部生活资

料和事业经费分配得合理，使用得适当，使有

限的财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贯 彻 这 一原

则，湘鄂赣苏维埃政府鄂东南办事处于1930年

12月召开的财政会议决定：各机关团体都要编

制详细的预算，对“可节省的费用 务 要尽 可

能的节省，不得丝毫的滥用”。同时，还要求

“所有各机关的负责人应尽可能的 不 脱离 生

产，减少生活费、伙食费的开支”。鄂豫皖区

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有关反对贪污浪费，厉行节

约的通令和法令，号召各政府机关、革命团体

的工作人员“应该以革命纪律来帮助这种法令

的执行，绝对反对浪费”（《鄂豫皖区苏维埃

政府布告 第十二号》，1931年 8 月）。
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各个根据地都广泛深

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省运动。中央根据地每

月节省所得，“占财政收入的相当数量”（《红

色中华》社论，1933年12月 5 日）。仅1934年

4 月至 7 月四个月，政府的经费开支就节省了

130 万元以上，比原计划超过 70%。闽 浙：赣
根据地的节省运动，亦“收到了很 显著的 成

绩”（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财政

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1933年 3 月）。例

如，1933年 5 月，计划节省经费开支 400元，
结果实际节省1，100元，比原计划 超过 175 %
（《红色中华》，1934年 1 月 1 日）。根据地的

实践证明，坚持节省的原则，是克 服财 政困

难，保障供给的有效办法之一，同时还锻炼和

培育了政府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思想和好传

统。

四

根据地的财政工作，不仅在保障革命战争

的供给，支援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

成绩，而且还培养了大批财政干部，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为后来的财政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有些经验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一）坚持政治观点。首先是坚 持为革

命战争服务的观点，当时最大的政治是革命战

争，它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因为没有革命

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苏

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和供

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

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

年 1 月）。其次，财政工作通过收入和支出来

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处理各个阶级之间、

各种经济成份之间、国家和集体以及个人之间

的关系，对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采取不同

的政策。这些都是坚持政治观点的具体体现，

反映了苏维埃财政是工农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之一。
（二）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是根据地财政

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例如，在组织财政收入

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和条件，采取不

同的方针。在支出方面，根据革命战争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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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根据地财力薄弱的实际，苏维埃政府采取

了许多特殊的节省措施，如减少经费和口粮标

准，动员家在苏区的干部自带伙食，鼓励国营

企业职工少取报酬等等，从各方面精打细算，
以做到细水长流。在管理方面，也是根据不同

情况，采取不同方针。在红军到处游击、根据

地尚不稳固的时期，采取自筹自给，分散管理

的方针。当红军发展壮大，根据地扩大巩固的

时候，则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采取统一

财政、集中管理的方针。这些事实都说明苏维

埃财政工作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根 据 不 同 情

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

针。
同时，应当指出，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

错误路线占着统治地位，它的特点是教条主义，

是从主观出发，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

发。它对根据地财政工作也有影响，曾经使财

政工作吃了很大的苦头。例如，1932年夏，第

四次反“围剿”战争第一阶段的前期，鄂豫皖

根据地的红军接连不断地取得了十次 大 的 胜

利，中央红军也连续打了几次胜仗，于是党内

有些同志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夺

取抚州、樟州、吉安、赣州、南昌 等 中心 城

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就是目 前 的 事 情

了”（《红色中华》第31期社论）。中央财政

部的训令也说：“准备占领大城市时去建立财

政工作，这并不是将来的、而且（是）摆在我

们眼前的事”（《红色中华》第33期）。基于

对形势的这种主观主义的估计，同年下半年放

松了到白区打土豪筹款，忽略了加强根据地内

的经济建设，着重于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和

大量发行纸币，以为很快就能占领中心城市，
纸币即可收回，公债亦可偿还。可是，后来中

央红军虽然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

未能夺得一个中心城市，结果造成第二期公债

无法偿还，不得不动员群众退还公债券。纸币

因发行过多，造成货币贬值，加重了群众的额

外负担，使财政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毛泽东

同志关于“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

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

放在次要的地位”一段话，就是针对这一教训

讲的。根据地财政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

我们今天来说，都是值得借鉴的。
（三）坚持群众观点。这是苏 维 埃 财 政

工作的又一重要经验。坚持群众观点，一要关

心群众生活，二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根据地的财政工作者在

打土豪筹款时，总是依靠群众做好调查工作；

确定打击对象之后，发动群众一道去没收土豪

的财产，并将没收的衣、物和粮食首先分给贫

苦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在税收工作中，不

仅考虑各阶级、各阶层的纳税能力，确定不同的

税率，或减或免，而且依靠群众团体，发动群众

的革命热情，使其自愿地纳税。“依靠劳动农

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

国家财政，这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根本原则”

（《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

1933年 8 月 5 日）。对于各种工作，都强调进

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运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来提

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反对强迫命令、官僚主

义的做法。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有了困难，政

府从财政上给予贷款和救济，“对鳏寡孤独，

实行赡养互济，（使）每一个穷人都可以过饱

饭的生活”（《红旗周报》第25期，1931年12

月 2 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 8 月

颁发第十二号布告，郑重地向广大工农群众宣

告：“政府、革命团体的东西，你 们 应 该 清

查，你们看见那个（人）有腐化弊病，肥私为

己的情形，应随时报告监查（察）委员会或革

命法庭”。同时，还组织群众参加 清 算委 员

会，专门清算各乡各区苏维埃的帐目。所有这

些，都是坚持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
由于苏维埃财政工作坚持了群众观点，处

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所以政府在

财政方面的每一个号召，如推销公债、借谷给

红军、节省粮食等等，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

烈响应和拥护。根据地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向

群众有所取，首先必须对群众有所给，必须真

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切实

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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