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斗争智慧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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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必然引发金融混乱，不光在中国的战场如此，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全世界的战场

都出现过恶性通胀的现象。很多人都会对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人们拿着一麻

袋的钞票去买大米的情景、或者就在买烟讨价还价的短短几分钟时间里，纸币就在不断贬

值的事例印象深刻。因此，在战时保证己方金融稳定，是打赢战争的必要条件。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自己独特

的方式和力量参与抗战，开辟了一个与地面战斗同样激烈的货币战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等城市主要银行携带资金内迁，造成当时华北金融

紧缩、货币缺乏、市场萧条、商业停滞。同时，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杂钞和日

伪银行发行的纸币。 

  面对极为混乱的货币流通市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发行了根据

地人民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投放市场后，在与敌伪货币开展不同形式的斗争中，建立起

区域性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维护了边区和根据地金融稳定，促进了生产，为对敌斗争

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独立自主根据地货币 

  货币斗争是当时银行业务工作的主要内容。而货币战则是经济战线中的最高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市场上存在三种主要货币：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货币、国民党的

法币和日本汉奸的伪币。 

  说起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由来，原金融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人民银行金融史写作组顾问

的许树信对此有着非常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各抗日根据地创建后，首先进行

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各抗日民主政府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同

时注意发展当地的工业和对外贸易。为了支援战争和支持经济建设，各根据地不约而同抓

紧银行建设和发行抗日根据地货币，开展了对日伪货币和国民党货币的货币斗争。 

 

  “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货币是在对敌伪货币展开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许树信

说。日本侵略者为了“以战养战”，无限地扩大发行日伪钞票，利用这些日益贬值的纸

币，一面到根据地抢购物资，一面争夺国民党法币，以便到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失去了利用法币套取国际外汇的机会，从而改变了过去吸收

法币的政策，千方百计将国民党法币推向抗日根据地来抢购物资，各个根据地则针锋相对

予以抵制，禁用法币，普遍实行了独立自主的以本根据地货币为当地本位币的制度。 



  在抗日民主政府管辖区内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从陕甘宁边区发行货币的过程中可

略见一斑。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生产水平较低，1941年 2月边区银行开始发行

边币。1942年，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一切财政

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人民银行金融史写作组牵头人马林介绍：“毛主席当时说，我们不要

只在财政上打转转，只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才是出路。”此后的边币发行工作便按照生

产和财政的需要并结合金融的可能进行，支持了农业生产和物资局购存物资以及财政开支

的资金需要。 

 

  1943年到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联

盟败象已露，敌占区面积开始迅速收缩。根据地货币的流通范围随形势发展而进一步扩

大，发行量增加，币值趋于相对稳定，开始形成各大战略根据地的区域性法定本位币制

度。区域本位币的建立和发展，便于支援战争，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经济发展。 

  马俊起，曾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历史室长期研究革命金融史，现为人民银行金融史

写作组成员。对于根据地货币发展的这一过程，他这样总结道：“根据地发行自己的货

币，禁止敌伪货币流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是交织进行的，建立抗

日根据地银行货币流通市场的过程，也就是开展货币斗争的过程。” 



  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货币较快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在货币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方

面，还是在货币流通范围方面都旺盛地发展壮大起来，在支持抗日战争、保证根据地军民

需求、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阵地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斗争中，阵地斗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阵地斗争就是在根据地

扩大时，动员群众迅速排挤敌伪货币，建立根据地的货币市场，同时组织主要物资的调

剂，以物资支持根据地货币的流通，保持物价稳定；在敌人扫荡时，根据地的区域暂时缩

小，主动收缩边区货币流通范围，抛售退却地区积存的物资，保护群众利益。 

  先来看下对伪“联银券”的斗争。“卢沟桥事变”前后，敌伪在华北相继成立伪冀东

银行、伪蒙疆银行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量印发伪钞，其中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

行的伪“联银券”在华北流通最广，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掠夺资源、进行经济侵略的一

个重要工具。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对伪“联银券”严禁使用，政策是非常明确的，

斗争却是长期而艰巨的。 

  以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币与伪“联银券”的斗争过程为例。冀南银行币与伪“联银

券”的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行政打击为主。如公布执行打击伪钞办法，要

求近敌区、游击区和基本区分别在半年内、一个季度内立即禁止伪钞流通。在禁用前，分

别不同金额、不同折扣行使流通，逾期没收、处罚。第二阶段除行政上禁用外，还采取汇

价管理、进出口贸易、市场管理等经济手段，利用伪“联银券”为根据地服务。 



 

  而地处苏皖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伪“中储券”。“中储

券”由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流通领域在长江中下游日伪控制区。华中抗日根据地政府对

伪“中储券”的政策是始终坚持禁止使用。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策略又有所不同。 

  敌伪在推行伪“联银券”的同时，还将大量省钞、杂钞以及各种土票推向边区，套购

边区物资，扰乱边区金融,各根据地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办法肃清土票杂钞。 

  马林告诉记者：“通过卓有成效的货币阵地斗争，根据地的政权粉碎了日伪政权‘以

战养战’的幻想。如果没有根据地的本位币，日伪币完全可以肆意套取物资。正是针锋相

对的阵地斗争，才迫使日伪政权逐步缩小势力范围。” 

  比价斗争 

  货币的比价斗争也是当时货币斗争的一个方面。所谓货币的比价，就是敌我两种货币

的兑换比率。货币的比价斗争，是在根据地货币与其他货币兑换中，争夺有利的兑换率和

不断提高根据地货币币值的斗争。 

  抗战时期，敌我之间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但并没有

完全割断经济上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根据地货币和伪币之间存在着一个比价问题。“货币



的比价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随时在变。”马俊起说。根据地货币和伪币比价的实质，就是

通过比价的灵活调整，一方面打击日伪货币，提高根据地货币信用，以扩大根据地货币阵

地，摆脱日伪货币贬值对根据地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配合贸易斗争，从敌占区按合理

价格购进必需品，输出农产品，实现根据地贸易平衡，提高根据地货币购买力。 

  “战时状态，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币制是极其混乱的。”马林说。掌握货币比价的高

低，要有利于根据地货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根据地重要物资（粮食、棉花等）的生产和

收购，有利于军民必需品的输入，并兼顾多余土产品输出的原则，根据两种货币购买力的

高低和地区之间物资输出、输入的实际情况，适时确定和灵活调整货币的比价。 

  如果把日伪货币比价压得太低，就会刺激输入，影响输出，使日伪货币供不应求，比

价趋于回涨。相反，在敌区币值高涨时，不及时压低日伪货币比价，则根据地物价就会跟

着波动。“我们当时尽量要抬高我们的币值价格，适度压低日伪政权的币值。” 

  所以，在预见敌占区物价有剧烈变动，日伪以高价吸收根据地物资时，则要提高根据

地货币比值，压低日伪货币比价。在出口旺季前，则要主动降低根据地货币比价，以利于

货物输出。在出口淡季前及入口增加前，会主动稳定根据地货币比价。在敌占区物价上涨

速度较慢或暂不上涨时，或者是对外贸易有需要等情况时，就会采取稳定根据地货币比价

或适当降低比价的办法，与日伪进行货币斗争。马俊起总结说：“这个比价要遵循当时的

市场规律，与现在的定价规律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过要根据各地情况区别对待，灵活掌

握。” 

  1941年后，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进入恶性通胀，根据地货币的币值则相对基本稳定，被

视为一大奇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根据地发行货币是有一定比例的物资作



储备的。只有物资最能保证币值的稳定。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薛暮桥在他书中曾这样

写道：“当时西方还实行金本位制，法律规定发行纸币必须有 40%以上的黄金做储备，以

便于货币发行过多时抛售黄金，回笼纸币，稳定物价。能在战争年代坚持一定比例的物资

储备，他们还不知道只要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不超过市场流通需要，也能够保持物价稳

定。” 

  马林认为：“当时比价斗争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各根据地斗争情况都不同。通过比

价斗争，打击了日伪政权发行的货币，为扩大根据地的货币阵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反假币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也会有假币。日寇当时采取了伪造大批根据地货币和法币的狡猾毒辣的

手段，以假乱真，以假当真，打击破坏根据地货币，侵占根据地货币市场，骗取根据地物

资，进行赤裸裸的掠夺。 

  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行政委员会于 1941年 8月 3日发布了“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

通令”，并列举了假币与真币在纸料及正反面的花纹、花边、风景、字迹、冠字、号码、

图章、颜色等方面的特点，供各机关和税收部门鉴别真假法币、根据地货币时使用。边区

政府注意到对日寇伪造边币、法币宣传情况的尺度，防止草木皆兵，使群众不敢使用边

币，从而影响边币的信誉。通令说明中还规定，凡是滥用假边币的，如果是无知受骗者，

将假边币没收，如果是有意破坏者，就严加治罪。 

  晋察冀边区银行在每县的各区内部，设立了边币对照所，除了兑换破烂的法币及损坏

的边币之外，还负责打击伪币及辨别真假法币、边币的任务，并广发票样到处张贴，动员



群众共同打击伪造边币、法币的日寇、汉奸。对照所的工作人员还不断地巡回在每个集市

上，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辨别真假法币、边币。 

  在反假币斗争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日伪政权的人将法币和根据地的货币

拿去研究制版，但最终发现仿制根据地的货币却非常难。“因为他们的纸张实在太好了，

而根据地都是土法生产的货币，真假反而容易识别。”马林说，“如晋绥根据地发行货币

就采用当地的马兰草制作成马兰纸，又如冀南银行发行的纸币就地取材，利用太行山上的

各种植物研制边币所需要的颜料，而且我们用的是石印机，有的根据地甚至印刷设施更为

落后，采用的是木印。因此，无论是从纸张、油墨、印制工艺都很独特，独特到日伪政权

仿制起来非常难。” 

  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大的，正是在各个根据地的共同努力下，日寇、汉奸制

造伪钞，以假乱真的货币阴谋，再次宣告破产。边币的信用得以提高，边区金融阵地日益

巩固。 

  “抗日根据地发行货币，最重要是要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以利于稳定物价。”马俊

起认为，根据地货币、物价的稳定，主要决定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胜利。

为此，根据地银行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应该说，抗战时期根据

地在财经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大发展中已逐渐走向成熟，并为以后的全

国货币大统一打下了初步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