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

李建国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

的经济封锁 ,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起了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这次食盐运销

活动基本上是与抗战相始终的,对当时边区的贸易、财政、金融, 以及军政机

关供给和边区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作用,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大后方 陕甘宁边区的稳定, 为全民族

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食盐运销 社会经济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 食盐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商文件及一些负责人讲话中, 不断

地提到食盐产销问题。特别是在 1941年后, 陕甘宁边区军民为响

应边区政府全年运销食盐 60万驮的号召,曾经掀起了发展食盐生

产、努力促进食盐运销的热潮。当时中共西北局也曾明确指出: 食

盐产销 成为发展边区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  甚至于关系到边区

的生死存亡!。∀ 因而陕甘宁边区食盐贸易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

的问题。本文作者想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 就当时边区食盐产销

热潮形成的原因、边区政府的相关措施,以及对当时边区社会经济

的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正于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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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陕甘宁边区食盐产销热潮形成的原因, 首先是和当时边区所

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

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全民族抗战高潮到来,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大

局,主动取消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红军的称号,以期全国军政统一,

共赴国难。国民党政权同时承认边区的特殊地位,放弃多年围剿

红军的政策。但陕甘宁边区所面临的局势仍很严峻,本来就相对

落后的社会经济,加之多年战争破坏,更是雪上加霜,连维持边区

130余万人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 发

展经济、保障党政机关和抗日军民的供给成为根据地的头等大事,

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中, 边区政府明确提出了发展

水利、改良土地、增产粮食、发展畜牧等政策。在∃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中又强调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了落实边区政府与民休息、鼓

励发展生产的政策, 从 1937年起到 1939年, 全边区征收救国公粮

大幅下调, 最高年份也没超过全边区总收获量的 3% (参见表

1)。∀ 同时宣布除烟、盐、酒外, 其余税收一律豁免,免除的税收种

类达 42种之多, 1938年只征了 27万元(法币) , 1939年也只有 59

万元。& 如扣除国民政府增发法币造成的物价上涨因素(如以

1937年 6 月货币发行量为指数 1, 1938 年为 1 64, 1939 年为

3 04) ,实际增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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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年度
耕地面积
(万亩)

总收获量
(万石)

征收公粮数量
(万石)

占当年总
收获量比重

1937 年 862 6 111 6 1 40 1 27% ( 1 25% )

1938 年 989 4 121 1 1 59 1 32% ( 1 31% )

1939 年 1007 6 175 4 5 20 2 92% ( 2 96% )

(原表比重计算有误, 更正数附后加括号 引者。)

边区政府通过减轻人民负担, 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

施取得了显著成绩, 如粮食产量、耕地面积都有了较大增长。但边

区政府的财政压力仍然很大, 作为共产党的总后方基地,不仅要保

证党、政、军等方面的供应( 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初, 党政军脱产

人员 14000余人, 1939年猛增到 49000人, 1941年达 73000人, 开

支剧增∀ ) ,还要筹措资金发展生产( 1939年生产投资 140余万元,

1940年 190余万元 & )。当时边区政府一方面统一财政, 节俭开

支,着手迅速恢复经济, 通过增产达到增收目的; 一方面尽可能争

取外援,从 1936年起(当时还叫苏维埃政府)就向海内外筹集抗日

基金,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统计, 1937年 7 月

到 1940年 10月,共收到捐助 812万元(法币)。另外, 根据当时国

共两党达成的协议, 国民政府每年补助八路军一定数量的军费, 中

央将其中一部分划拨给边区。从表 2中我们可以看出, 外援在当

时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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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年度 边区财政总收入(元) 外援 (元) 外援所占的比重

1937 年 526302 45 456390 01 77 20% ( 86 72% )

1938 年 907943 31 468500 00 51 69% ( 51 60% )

1939 年 6602909 88 5664667 34 85 79%

1940 年 9750995 31 7550855 04 70 50% ( 77 44% )

(表中所列钱数均为法币, 比重数原表计算有误,已更正在括号内 引

者。)

当时边区财政对外的这种严重依赖, 对于保持边区政治上的

独立自主是很不利的。因而大力鼓励和发展边区贸易、开发税源

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

来,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加强了经济战, 一面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

降,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转向消极, 加

紧了防共、限共,不断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并在周边地区制

造摩擦。1939年 5月在国民党政府暗中鼓动下,国民党一六五师

汇合地方保安队公然向陇东的镇原、宁县发动进攻,此后反共摩擦

日益升级。 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政府加大反共力度和对边区的

封锁,并从 1940年 9月起全部停发了原给八路军的军费补助。由

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和经济封锁, 边区的外援基本断绝,边区面临

着更严峻的考验。

为了打破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提出适

当增加边区人民负担, 1940年实收公粮 97354石, 占总收获量的

6 38% ∀ ,并陆续开征了畜产品税、药材税等。同时边区政府在中

共中央开展大生产的号召下, 专门成立了经济建设研究会、经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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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处,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加大发展生产的力度, 但年底仍需银行

垫款 3587099元(法币) , 出现赤字。∀ 1941 年边区一方面要组织

发展生产,还需救济农村一些贫困户(主要是移民) ,边区一些重要

物资也必须依靠输入(如布匹、棉花,还有一些边区无法生产药品、

军需) ,这一切都对边区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但当时边区的财政收

入渠道少,主要依赖农业累进税(主要是粮食)、公营企业收入、和

商业贸易税。而边区贸易因国民党封锁、投机商人对输出土特产

的压价、输入工业品和紧缺物资的抬价遭到很大打击, 致使边区财

政税收受到很大影响。为了保障边区财政金融稳定,同敌、顽势力

进行经济战,边区政府除了励行节约, 精简机构外, 1941年边区银

行开始发行边币,和建设救国公债,并努力扩大竞争力较强的食盐

贸易。

其次,是和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有关。陕甘宁边区所辖 23县

(后划分为 28县、1市)地处贫瘠之区, 社会经济落后。农业因自

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以及地方军阀、国民党的多年围剿, 生产遭

严重破坏。初期的陕甘宁边区除几家兵工厂几无什么工业可言,

虽有当时全国唯一的油矿,但已被严重破坏, 1939年复产后, 除个

别年份, 产量都在 10000桶上下 & , 况石油是重要紧缺战略物资,

归军工局统制。土制烟、酒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优势产业,主要供根

据地自己消费, 对外交易量也不大。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最具优势

的就是食盐,边区西北部的三边地区盛产食盐,陕北绥德也产少量

食盐。当时定盐分区 曾有盐池 7个!,  年可产盐 10余万驮!,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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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销售仅 4万余驮,当地盐民存盐在三年以上! ∀ ,当地产盐不

仅产量可观,而且质量很好,很早就远销陕西、宁夏和甘肃东部地

区。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东部沿海地区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迫

使中国屈服,大力进行经济封锁, 山西潞盐产地为日寇占领, 淮盐

因陇海铁路被切断, 来路断绝,造成 内地则盐价昂贵, 甚至购买感

到困难!的局面。& 因而食盐就成了当时边区的一大富源。1937

年 3月,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就要求 大量发动群众去盐池驮盐,

卖给贸易总局出口!,  买进工业品!。∋ 所以在陕甘宁边区创立之

初,就对食盐业给予了特别关注,大力鼓励民间贩运。边区食盐贩

运量迅速增长, 1940年达 23万驮,使其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经济部

门和财政收入来源。

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后, 食盐又成了边区反封锁

的重要物资。当时甘肃东部、陕西关中均依赖边区食盐,国民党政

权为了达到封锁边区的目的, 曾一度从青海运盐, 以占领边区食盐

市场,但因路途遥远,运力紧张,成本又高,甚至连封锁边区的军队

食盐都无法保障。结果是不管国民党怎样封锁, 边区的食盐总是

通过各种渠道畅销不衰, 不仅 商人、小贩纷纷来边区买盐, 一些国

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商人同我们做买卖!。( 一些商人还通过

给哨卡 买路钱!,或与军官 合伙!做生意的办法, 把根据地食盐一

驮驮推销了出去, 换回了不少边区紧缺的棉花、布匹、药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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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1 11月,边区依靠推销食盐换回布匹 450514匹、棉花

1122075斤, 仅陇东推销的食盐就达 19996436斤。∀

二

边区政府对食盐业一直很重视,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

反共高潮后,为了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 发展边区贸易, 边区政府

进一步加强了食盐产销工作的力度,采取了不少的措施。直到抗

战结束,食盐业在边区经济工作中一直占有极重要地位。

首先, 是加强食盐生产。边区政府为了解决边区劳动力紧缺

的问题,在三边产盐地鼓励民众采用合作互惠的办法变工打盐,

1940年为了提高盐产量,开始组织军队从事盐业生产。1941年边

区经济建设计划中提出:  产量上在于明春完成 2000亩盐田,期能

于1941年内产盐 2百万驮。!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专门抽调 6

个营兵力进行盐业生产。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 还

教盐民筑田引水晒盐。此外政府还给盐业生产发放贷款, 1941 年

上半年, 用于盐业贷款占总贷款额的 17 4%, 仅次于贸易的

18 9%,大大高于同期工业( 9 7% )、农业( 7 4%) , 而下半年盐业

贷款高达 30%,跃居首位。∋由于边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动员民众

和军队打盐,使得食盐产量大幅上升,由抗战初期年产 10余万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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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1942年的 27万驮, 1943年前 9个月产盐 47万驮。∀ 为大

量外销食盐创造了条件。此外,为了增大边区食盐存储,边区政府

还利用与内蒙边界相邻的有利条件,鼓励蒙民向边区贩盐, 由边区

盐业公司用小米、茶叶、土布购买,然后再贩运外销。如在陕西靖

边县的张家畔盐业支公司,  每天约有百十条骆驼驮盐进店, 可购

进食盐三至四万斤!。&

其次,加强食盐运销。为了扩大食盐销量增加收入, 1937年 3

月边区经济部号召人民去驮盐卖给贸易局出口, 每百斤(十六两

秤) 6元,实行现款交易, 并为了鼓励边区外商人到边区驮贩盐, 可

付给 白票!(即法币, 当时边区流通货币有苏币、光华代金券和法

币,直到 1941年 2月法币等被禁止流通)。边区建设厅还鼓励在

盐池定边等地发展骡马饲养, 以解决畜力不足问题。总体来看,

1941年以前主要是鼓励民间经营,动员有能力的老百姓利用剩余

劳动力和农闲去运盐。在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费补助后, 边区政

府加大了对食盐运销工作的领导, 1941年 5月边区政府号召全年

运销食盐 60万驮,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食盐运销委员会。中共西

北局提出 凡边区人民能任运输的牲口,每年应尽量运销食盐二十

天的义务(既一驮)!。还明确要求党政机关也要组织力量驮盐,

 我们的口号是: )每个党员都要去运盐∗ !。∋ 边区政府还号召人

民出力役, 代政府运一定数量的公盐,由政府适当补给一些工钱。

后为了方便民众, 规定交实(每驮交 105斤, 余 45斤归私人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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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交钱(称公盐代金)均可。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 在不

少地方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变工运盐,如在陕西安塞马家沟、淳耀白

原村、定边、吴旗、靖边等地, 抽出各家牲口和少量劳力去运盐, 他

家地由别人代种。这样既提高了运盐量,也保证了农业生产,同时

也增加了农民收入。为了大力发展运输业, 完成运盐任务和满足

军需运输, 1941年 12月∃陕甘宁边区人民运输合作社组织大纲%

颁布, 1942年 2月∃发展私人运输企业投资办法%公布, 进一步开

放运输市场,并向私人运输企业提供贷款,从而使得边区运输业有

了较大发展。1942 年在陇东分区组织专业运输合作社 34 家,

1944年仅陇东庆阳县驿马区有运盐队 10 个, 从事驮运牲畜 283

头,当年运盐 1 5万余驮。∀

为加强边区食盐运销, 边区政府还着手大力改善交通条件。

当时边区交通条件极落后, 不仅汽车很少, 大车也不多见, 运盐主

要依靠畜驮。边区政府在主要交通要道上设立了一些骡马店, 如

当时光华商店、边区保安处、三五九旅等都设有若干骡马店, 此外

还有少量民间店。1941年后随着盐运的扩展和贸易需要, 边区政

府拨出专款发展运输业, 1941 年为 25万, 1942 年为 150万。& 骡

马店作为运输业的重要保障条件备受重视,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

陈云指出:  没有骡马店, 我们的食盐统销任务就无法完成, 我们的

财政经济困难就很难解决。! ∋ 在边区各级政府重视下,骡马店有

了很大发展,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一齐上, 有的常年

经营,有的则是季节性经营。仅边区物资系统经营的骡马店不下

#171#

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

∀

&

∋ 邓文卿:∃陕甘宁边区的骡马店% ,∃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 ,第 41页。

∃一九四一年边区经济建设计划%、∃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大纲% ,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 2辑) ,第 165、382页。

∃甘肃公路交通史% (第 1册)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11页。



100多处,三五九旅也有 30多处。∀ 一些公营店不仅提供食宿, 还

帮助推销食盐, 采购布匹等。边区政府还针对边区道路条件极差,

有的地段常摔死驮盐牲口的状况,动员公私力量, 投资 40 50 万

元对道路进行了改造和扩建, 到 1941年底修筑大车道 967公里,

其中包括规模较大的运盐干道, 全长 330 公里的定(边) 庆(阳)

公路,使全边区的简易公路达 1851公里。&

第三,加强和规范食盐市场管理,尽量利用好边区的这一资源

优势。边区政府对食盐业的管理一向较重视,早在 1936年下半年

边区政府就对盐业进行整顿, 并在盐池设立管理机构开征盐税, 次

年又在定边、靖边开征盐税,但当时盐的销量不大,加之初期管理

措施不完善,实际税收收入较少。1938年 9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

专门对食盐主产区三边分区发出指示: 要求彻底整顿和加强盐税

工作, 增加盐税收入。1940 年 5 月为了应付边区日益增大的开

支,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调整了征税范

围和税率, 规定了六大类征税货物,食盐被列为首位,边区所产食

盐征产地税,按驮计征,骆驼每驮 6 元(法币) , 马、骡、牛每驮 4 5

元(法币) ,驴每驮 3元(法币) ;非边区所产食盐, 比照产地税率征

收过境查验手续费。∋ 1941年 9月 1日边区政府开始对食盐实行

专卖。1942年 8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食盐贸易的控制,成立了贸

易局食盐专卖公司, 规定一切外销盐均需经公司成交, 不准自由买

卖。1943年针对国民党政权破坏边区食盐统销,  抑制官盐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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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收买私盐,以刺激走私!,中共西北局一方面要求 向广大运盐群

众解释食盐统销对公对私的好处!,  对走私食盐者, 加以严重处

罚!。另一方面强调 食盐统销必须依靠群众! ,必须尊重民众合

法利益。明确提出 食盐统销是指食盐对外贸易而言, 对边区境内

人民日常需用的食盐,则采取自由买卖的原则!。∀

最后, 在食盐运销中边区政府还十分注意保护民众利益。在

1937年初指示动员群众驮盐, 增大食盐贸易时就提出, 把扩大合

作社营业和改善社员群众生活相结合。1941 年中共西北局明确

指出:  切实保证党员模范作用与切实的解决人民运盐困难, 使人

民在运销中能获得利益, 是完成运输食盐任务的基本条件。! & 在

食盐专卖后,为方便边区民众食盐需求(当时边区人口 150余万,

年需食盐 7万余驮。) ,对内买卖可以自由经营。在反走私斗争中

中共西北局再次强调要调动群众运盐积极性, 指出  那些不照顾

群众利益和单纯财政观点是极端有害的! , 并对食盐运销中存在

的 大秤入小秤出!、 挖两碗!、收盐压价等问题进行了纠正, 要求

盐业管理机构必须 更多的照顾群众利益!,  对积极运盐群众, 应

适当采取奖励政策!。 群众运盐如自愿出口者,应予允许,但须经

过食盐统销机关的登记手续!。∋

由于边区政府的重视和措施较得当, 边区的食盐运销, 除

1945年因一度放弃专卖销售销量锐减外,在整个抗战时期都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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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特别是 1940年后有了较大发展(见表 3)。∀ 这对发展边

区经济,打破国民党封锁,以及保障边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坚持

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表 3:

年度 运销食盐量(驮) 其中代运公盐(驮)

1937 70000

1938 70000

1939 190000

1940 230000

1941 299068 60000

1942 240000 120000

1943 329892 100000

1944 254540 85000

1945 90752 不详

边区驮盐多用驴牛, 骡马驮盐很少使用, 故而边区驮盐以驴驮计

算,每驮折合 150 旧斤(当时边区所用秤是 16 两秤, 1 旧斤= 1 1936 市

斤)。

三

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的食盐业十分兴旺,食盐业的发展对当

时边区社会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食盐对边区外贸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边区由于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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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落后,生产结构单调,对外有着较强的依赖性。抗战初主要工业

品和棉花、布匹都基本依靠进口。开展大生产运动后, 为了尽力做

到基本生活用品的自给自足, 边区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了一

批工厂,并逐步推广植棉, 但边区经济仍对外有较大依赖性。如

1941年边区进口了 1 08亿元(边币)的棉花、布匹、文具、纸张、五

金、染料等 ∀ ; 1943年进口 53亿多元(边币) , 其中 67 93%为布匹

类;既是到了自给程度较高的 1944 年, 棉、布进口量仍达

68 58%。除大宗棉、布外,还有不少药品、甚至军火等紧缺物资仍

需进口。抗战初期边区主要是靠出口食盐来维持对外贸易的。在

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上, 林伯渠在总结前三年的工

作时谈到,食盐占出口额的 90%。1941 年 后出口物资范围有所

扩大, 但食盐在出口中比重仍很大, 1943 年食盐出口占边区出口

收入总额的 62 32%, 1944年占 64 5%。&  盐是边区用来进行外

贸的主要物资, 对边区说, 盐就是粮和布!。∋ 可见盐当时在平衡

边区的贸易、特别是在打破经济封锁,换回边区所需紧缺物资方面

的重要作用。

第二, 为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初期边

区的工农业生产手段落后, 税收来源少, 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外援,

而食盐是当时边区的主要税源。1937年食盐税收占边区工商税

收入的 100% , 1938年占 68 55%, 1939年 67 3%。1940 年边区

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对税收作了调整, 扩大了税收范围,但食盐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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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6 8%。∀ 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后, 食盐是边区唯一能够争

取大量出口的产品, 因而边区政府大力号召打盐、运盐, 以解决政

府财政,提出运销食盐 60万驮目标。中共边区中央局也责成民政

厅 推动人民购盐运盐!,  以期从各方面努力,求得大量产盐,大量

销售!,  进一步以其盐余来补助中央与边区一级!。& 1941年实际

运销食盐 29 9 万驮, 食盐税占当年工商税收总额的 46 3%。

1942 1944年,边区政府为了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 鼓励食盐出

口,对食盐税总体下调(各月份都不一样, 最低是 1943 年 6月, 约

为 3 1% ) ,加之大生产运动使得边区农副产品出口能力提高, 内

部市场活跃,食盐在工商税总额中的比重下降, 1942年为 12 8% ,

1943年为 15 6%, 1944年占 17 5%。1945年抗战胜利, 边区政

府为减轻民众负担, 减免了许多产品税,因而食盐税比重又上升到

34 5%。∋ 除食盐税外, 1941年边区开始收食盐代金, 1941年占

财政岁收的 27 73% , 1942年占 10% , 1943 年占 2 82% , 1944 年

占 9 07%, 1945年占 5 25%。(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食盐收入对边

区财政的重要支柱作用。

第三,陕甘宁边区食盐业对稳定边区的金融也起到了重大作

用。1937年初,当时边区苏维埃政府为了推动统一战线形成, 主

动放弃了原严禁根据地以外的纸币和银元在市面流通的政策,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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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边区统一使用法币, 将原发行的苏区货币 苏票改做辅币,

并由当时的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负责逐步收回。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建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也改组为陕甘宁

边区银行,实现了边区与国统区货币的接轨。但因战时经济紧张,

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大量发行货币, 造成了

通货飞速膨胀。如以 1937年 6月法币发行指数为 1, 到 1940 年

12月达到 5 58;同期以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物价指数由 1上

涨到 10 94 ∀ ,这对边区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之 1939 后国

民党加紧反共限共, 在封锁边区同时,利用法币扰乱边区经济。为

了 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 同时也是 为了建立正规的边区

金融制度!, 1941年 2月, 边区政府决定 以盐税货物税作保证!,
发行边币 1000万余元。& 几乎同时又以食盐税和货物税为担保,

发行建设救国公债 500万边币(实际发行了 618万元, 岁入表只收

405万元)。∋ 由于当时边区经济自给能力有限, 财政压力加大, 政

府不得不增大货币发行量,  边币的发行是逐年逐月增加的, 并且

从未收缩过。1942年平均增发率为 51 4%!,到年底边币发行量

达 118450000元。( 因而边币发行不久便发生通货膨胀, 边区物

价急剧上涨(以延安物价为例, 1943年底物价指数是 1941年 2 月

发行边币时的 315倍)。+ 而国民党为了在经济上困死边区, 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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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采用鼓励走私、货币黑市等手法破坏边区经济和金融, 边区政

府虽多次严禁法币黑市, 但收效不大(边区 40%的县与国统区交

错相处) , 致使边币与法币比价由原来约 2: 1跌到 10: 1, 边币信誉

大受威胁。边区政府为了稳定物价,维护边币,针对当时造成物价

上涨的主要原因 贸易和财政赤字, 一方面加速发展经济提高

自给能力; 另一方面尽力掌握食盐贸易主动权,加大食盐运销, 提

高盐价。如在陇东 1943年盐价 5次上涨,平均涨价 193%。1943

年、1944年仅西华池三个销盐点, 旺季日销 20万斤, 平季可销 6

万余斤。∀ 盐业贸易不仅换回大量物资, 对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

作用, 同时也换回了法币,增强了边区对外贸易的支付能力, 促进

了边区金融稳定。

第四, 食盐业也为边区军政机关提供了相当的经费。在大生

产运动前,部队就开始参与食盐产销活动, 如三五九旅 1939 年从

山西返回陕甘宁边区后, 将原在山西成立的经营食盐为主的 军民
合作社!, 改为 大光商店!, 继续经营盐、油、日用百货。特别是

1941年边区经济困难,政府要求边区党政机关单位:  除粮食仍由

公粮供给外,其余一切用费(冬夏衣被毯费亦在内)统统自给,自 1

月1日起不再发给经费。! & 并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发展资金,

在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下从事商贸活动。当时盐业是机

关、军队筹集经费的主要渠道, 除军队参与盐业生产外, 中共西北

局号召:  为帮助解决政府、军队给养困难, 大家去运盐。! ∋ 中共

边区中央局也指示:  把盐业收入完全拨归军委管理再经营, 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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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他不足经费的自给自足。! ∀ 1941年 9月食盐专卖后, 原经营

食盐外销的机关、部队可向盐业公司入股或从事代销、信托业务。

因而不少机关单位、军队一直从事盐业经营和相关活动,出现了

1943年县、区长和县、区委书记带头赶牲口运盐的局面。据 1943

年 4月对延安地区统计,边区军委系统有过载行 8家, 党政机关 5

家;属军委的商业网点 15家,属党政机关的 12家。& 此外各地机

关、部队还开办了不少商店、骡马店等,仅三五九旅就有骡马店 30

多家。虽然盐业经营的具体数字不详, 但可以肯定这些过载行、商

店、骡马店相当一部分业务与盐业有关。

最后,发展食盐生产和运销还增加了边区的财富, 一定程度提

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盐业一直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地位, 不仅政

府重视,而且在生产运销中卷入了大量的民众。如 1943年边区发

起了大规模运盐运动,最多时投入运盐牲口 9万余头。边区政府

为了鼓励食盐运输, 规定 盐业公司收买老百姓食盐,必需照顾到

黑市价格适当提高盐价,务使老百姓运盐有利可图。故凡非放青

运盐,均应保证每人(以赶二牲口为标准) ,一天除人和牲口消耗

外,还得赢余相等于一升半小米的钱为原则!。∋因而民众从贩运

食盐中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 如 1943年 经盐业公司出口的数目
金额达 3万万元(边币)以上,除极少部分是财政收入外, 可以说

80% 90%以上落入边区群众手里!。延安县上半年  只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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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多驮盐就得到纯利 293 万元(边币) ,另赚了工资 263万(边

币) !。∀此外,盐业还带动了边区的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从三边

贩盐到陇东、关中,一个来回须十余天到二十天, 在运盐主干道每

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牲畜、人流, 使得骡马店、货栈等一些服务行业

因驮盐有了大发展。1943 年下半年在定(边) 延(安)线, 公、私

营骡马店 170个,其中私营 137个;靖边到延安路上有 69个村落,

其中 45个村有骡马店 103个, 私人开设的 86个。尽管国民党对

边区封锁,但 南来北往的客商、脚户还是络绎不绝,生意是很兴隆

的!。有的店获利很大, 如公营 天丰栈! 1941年就获利五六万边

币。& 食盐贸易还促进了庆阳、华池等一些口岸繁荣, 一定程度也

起动了边区内的市场。这些都对边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 食盐业在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李维汉在其回忆录中谈到:  盐既是边区相当大的一部分群

众和军队赖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的来源,同是又是边区财政的

重要来源。在 1941、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 盐是用以交换)外

货∗ 、平衡出入的主要产品。! ∋ 当时边区食盐运销还产生了重要

的政治作用,它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许多必要的物

质和财力支持, 对保持边区的独立自主、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为坚持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作者: 李建国, 1959 年生,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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