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察冀边区农民负担问题研究

郑立柱

内容提要 八年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农民负担相对减轻, 生活得到初

步改善。坚持正确的负担原则,逐步完善负担政策, 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增收节支是取得上述成绩的主要原因。成功地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推动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战时财政; 壮大了抗日力量; 削弱了封建势力 ,为抗日

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晋察冀边区 农民负担 政策

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块

根据地,一直享有模范根据地的荣誉。八年抗战期间, 边区党和政

府在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持久抗战的情况下, 还使

农民负担 相对减轻, 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因此, 对晋察冀边区

的农民负担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迄

今为止,关于晋察冀边区农民负担问题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有待

加强。爰此,本文试图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对边区的农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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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的农民负担,包括财粮负担、战勤负担、社会负担、封建剥削负担 4种。

其中财粮负担是农民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支持抗战的物质基础。1940 年以

前,边区农民的财粮负担分为边区款、县款和村款三级, 各级政府都有征收权。

1941年推行统一累进税后,县区以上的收支统归边区政府统筹统支; 1943年,村款

中的优抗粮等项目也由边区政府统筹统支。本文所说的农民负担, 是指边区政府

向农民征收的财粮负担 ! ! ! 即边区款。



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敬请方家指正。

一 边区农民负担的基本情况

八年抗战期间, 晋察冀边区农民负担呈曲折减轻趋势。下表

为北岳区历年农民负担情况表,从中可以看出农民负担的一些基

本情况。

北岳区历年负担情况表

年
每分 ∀ 负担量

(市斗米)

每人负担
(市斗米)

负担占收入
百分比

备注

1938 1 318 6 59 另有县款

1939 1 496 7 48 另有县款

1940 2 04 10 02 另有县款

1941 1 35 3 145 15 72 开始统累税

1942 1 326 2 86 14 29

1943 0 9 2 115 10 517 加进优抗粮等

1944 0 85 1 87 9 35

1945 0 85 1 87 9 35 拟征款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1938、1939、1940年三个财政年度农民

负担略有升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边区

脱产军政人员逐渐增多, 所需费用增加的缘故。1941、1942 年两

个财政年度,由于日军对边区更加残酷的破坏和边区境内发生灾

荒,边区财政极端困难, 边区农民负担急剧加重。1941 年人均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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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达 3 145市斗,占总收入的 15 72%。1942年的人均负担有所

下降,但变化不大。从 1943年起, 人均负担开始有了较大的下降。

1944、1945年北岳区农民负担, 每人平均为 1 87市斗米, 占总收

入的比例为 9 35% , 比 1941 年有了明显的下降。以标准负担量

作比, 1942年为 100%, 1943年为 86% , 1944、1945年为 64%。应

该说明的是, 1941 年尚不包括优抗粮、团体粮柴赔价等负担, 而

1943年以后包括了优抗粮等负担在内, # 自 1943年起, 村款开支

中之优抗粮、团体粮柴赔价约值 6 万余石, 已经由政府开支∃。

如果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1943、1944、1945 年的平均负担率比

1941年下降的幅度还要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总体上说,抗战时期北岳区

农民负担呈下降趋势。晋察冀边区其他地区,情况也大体如此。

由于负担减轻,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初步改善。据北岳区 38

个村庄的统计,到1944年不够吃的户减少了 58 3%。就是不够吃的

户,粮食也比往年增加了。就连边区最贫困的阜平县,也#消灭了长期

存在的吃糠、吃树皮的现象∃∀ , #全县拿瓢要饭吃的没有了,到处飘扬

着歌声,讲述着国内外的大事,许多人穿上了新棉衣,个个都是红光满

面。穷山恶水一片沙的阜平,现在开始改头换面了∃。∋ 再如根据
1941年6月对平山县郭苏镇、侯家庄、元坊、夹峪等四个村庄调查: #雇

农由原 65户减为34户,上升为贫农、中农的 31户,上升 47 7%;贫农

原为 317户,减为 212户,上升为中农的 99户,上升为富农的 6户,共

上升为 33 1%;中农原为 261户,增为 367户, 上升为 40%;富农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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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户,增为75户。∃

综上所述, 抗战时期, 晋察冀边区的农民负担是减轻的, 农民

的生活是向上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能取

得如此可观的成绩, 原因何在? 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

二 边区农民负担原则

坚持正确的农民负担原则, 是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成功的

根本原因。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坚持的负担原则是: 军民兼顾; 公

平合理。

(一)军民兼顾

所谓军民兼顾, 就是在战争供给问题上: 一方面要保证战争的

需要;另一方面要照顾农民的负担能力。为了做到军民兼顾,晋察

冀边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规定负担人口与军政人员的比例。在战争的条件下, 农

民负担多少决定于养兵的多少。养兵少,需要的粮款就少, 农民负

担就轻;养兵多,需要的粮款就多, 农民负担就重。因此,在 1940

年抗日武装得到大的发展后, 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控制养兵的数量,

并作出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当地居民 3%的决定, # 全

区域党政军民学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与全区人口(不固定的游击区

和敌占区不在内)之比例,不能超过 3%∃。∀ 毛泽东也指出: #扩兵
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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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政府对农民负担能力进行了一次

深入调查。在此基础上, 正确估计了各地民众负担边区粮款的能

力,总结出脱产人员的比例数,具体规定了负担人口与军政人员的

比例。#即一面负担的地区(指较巩固的根据地)按根据地总人口

计算,要 30人才养活 1个脱产人员; 两面负担(不巩固的根据地、

游击区对敌我两面都负担)的地区要 100人才能养活 1个脱产人

员∃。∀ 这个比例的规定,对支持抗战、保证边区人民负担合理起

了重要作用。

规定负担人口与军政人员的比例, 是军民兼顾原则的具体化。

执行的结果,使根据地农民负担在一度加重之后有所减轻。

第二,规定农民负担的限度。注意赋税的限度,是中国共产党

的一贯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人民一致抗日, 改善民生,

中共中央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并针对一些地区出现的偏向, 向各抗

日根据地提出了控制税负的要求。

为了控制税负,边区政府主要从控制负担率和负担面两方面着

手。所谓控制负担率,就是以抗日根据地为单位或以纳税人为单位,

规定粮赋的征收额最高不得超过农业产量或总收入的百分比。边区

农民的负担率,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略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负担率

不算重并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以北岳区为例: # 1941年为 14 98%,

1942年为13 62%, 1943年为 10 07%, 1944年为9 8%。∃ ∋

所谓负担面的控制, 是指对纳税人口与农村总人口的比率控

制。这是动员民众共同分担财政困难的一条措施,也是军民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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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种形式。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负担面狭窄,负担主要集中

在地主富农身上,征收的粮款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部分地主富农

负担又过重,与军与民都不利。#财政的来源专靠向富有者征收或

募捐((因此筹款极少而摩擦极多∃。 此后, 边区政府通过逐步

完善农民负担政策, 负担面逐渐扩大。# 1938 年负担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例一般为 40 ! 50%, 1939 年 ! 1940 年扩大到 60%∃。∀

1941年推行统一累进税后, #冀中负担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92%; 北

岳区平均为 74% ,有的县超过 80% ,最低的 60%∃。∋

负担率的控制与负担面的控制, 是相互联系的, 相辅相成的。

在拟定税收制度时, 也是统一考虑的。

(二)公平合理

除军民兼顾原则外, 边区政府坚持的另一农民负担原则就是

公平合理原则。所谓公平合理原则,就是在动员财力、物力的问题

上,正确处理好各纳税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

为使各纳税阶层之间的负担公平合理, 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出发, 在政策上确定了两条:一条是#按收入多少规定纳

税多少∃),收入多的多负担, 收入少的少负担, 最穷苦者不负担;

另一条是,对封建剥削制度应进行限制,对贫农中农的负担应尽可

能减轻,但不能把负担完全放在富有者身上。

为了调节、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实行有利于团结抗战建国的合

理税收,晋察冀边区于 1942年实行统一累进税时,具体规定了各

阶级、阶层负担的控制比例。#贫农的负担最高额不得超过其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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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 7% ,中农不得超过 15% ,富农不得超过 25%, 地主不得超过

70% ,工人一律免税∃。

关于地区之间的负担合理,主要是指巩固区、游击区、边缘区

的负担要大体平衡合理。这是从地域方面处理纳税人相互关系的

一个重要问题。巩固区、游击区、边缘区, 是就战争的情况及敌我

势力控制的程度划分的。这三类地区, 在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等

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为了保证战争的需

要,这三种地区都是要征粮的。但是鉴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

不同, 在负担的安排上, 则让巩固区的人民多负担一些。对游击

区、边缘区的人民,则从轻征税,尽量减轻负担;同时, 还要组织和

发动群众,开展反敌伪勒索斗争,减轻人民对敌伪的负担。

三 边区的农民负担政策

八年抗战期间, 晋察冀边区的农民负担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

完善的过程,这是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成功的基础。

(一)废除苛捐杂税, 试行县合理负担。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 为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

装,废除了 #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 田赋也暂时停止征

收∃。∀ 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它使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减轻农民负担的主张在晋察冀边区得到初步实现,把抗战和

改善群众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废除苛捐杂税、缓征田赋后,边区各地急剧扩大的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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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费和给养,主要是根据#有钱的出钱、钱多的多出,钱少的少出、

没钱的不出∃的战时财政动员的基本原则,实行县合理负担。所谓

县合理负担,就是粮饷由各县自筹,办法各县自定,没有统一的财政

计划,也没有正规的统一的税收制度。县合理负担征收的对象主要

是地主、富农等富有户,农民出钱出粮的很少,贫苦农民基本上不出

负担。负担面不到 30%,一般只占总户数的 20%左右。

#县合理负担∃的实行,废除了#把一切赋税转嫁到贫苦人身上
的不合理税制∃ ∀ , 并解决了当时军政民的抗日需要, 从经济方面

支持了当时群众的抗日高潮。但是,这种政策也有缺点,它对纳税

者财产收入情况, #只是靠粗略的估计∃ ∋ ;另外也没有通盘的财政

措施,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 身上∃),不可能保证长期

抗战军政费用开支的需要。

(二)施行村合理负担,恢复田赋,征收救国公粮。

1938年 1月 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在

河北阜平县成立。边区政府成立后, 迅速恢复建立了各项负担制

度,使边区的农民负担逐步走上正轨。

首先, 停止县合理负担, 试行村合理负担。1938年 3 月边区

政府停止了县合理负担,开始试行村合理负担。村合理负担办法

是以村为单位, 根据民户各种资产和收入折分计算分担各种负担。

资产的计算方法是: 每人平均不到 50元不计, 在 50元以上者, 每

50元作 1厘,每 500 元作 1分, 依次类推。收入部分的计算方法

是:每年每人平均收入不足 30元者免征,在 30元以上者,每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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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厘,每 50元作 1分, 从 50元至 500元之间每 50元为 1级, 从

500至 1000元每百元为 1级。上述村合理负担办法试行过程中,

各地结合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负担办法,使负担更趋合

理。例如在冀中,是按村占有土地的多少、好坏来计算定级的。每

人平均 1 5亩免于负担,超过 1 5亩者,按 5、10、15、20、25、30 亩

分为 6级,以 0 2累计计算负担。土地好坏分上中下 3等, 上等地

1亩折合中等地 1 5亩,下等地 1 5亩折合中等地 1亩。 这种新

税制比过去的负担办法合理得多,因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和支

援抗战的积极性。

其次,恢复田赋。田赋是以土地为课税依据的旧的税收制度,

它属于直接税的一种。在根据地初创时期, 曾把田赋作为苛捐杂

税予以废除。边区政府成立后,考虑到田赋是旧税中比较合理的

税收。对广大农民来说, 缴纳田赋已成为传统习惯, #数千年来被

群众视为∗分所当纳+ ∃ ∀ ,成为维护土地所有权的一种象征。而且

土地所有者不是广大的农民而是少数地主,广大农民从免除田赋

中受惠无几,而政府却失掉了一笔可观的经费来源。因此, 边区政

府在 1938年 2月决定开征田赋,于 3月 6 日通令各县开征 1938

年上忙( 2月 ! 5月夏征)田赋。

第三,征收救国公粮。边区政府成立后, 曾由边委会统一发给

部队粮款,由各县军用代办所代购。但在敌后战争频繁的环境下,

用现金购粮困难很多, 还会使农民吃亏, 无形之中增加了农民负

担。因此, 边区政府决定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征收救国公粮。

1938年 9月,边区政府制定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救国公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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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办法是:按户全部收入折米计算,以其人口平均,每人平均小

米1石 4斗以下者不计, 1石 5斗至 2石者收 3% , 2石 1斗至 3石

者收 5%, 以上每加 1斗递增 1% , 增至 10%为止。 同年 11 月

起,边区政府开始征收救国公粮, 并将军用代办所改为粮食局, 用

征收公粮的办法, 辅之以购粮,来满足部队食粮的需要。到 1940

年 10月边区政府又规定: #一切部队及公务人员, 一律吃公粮。∃ ∀

随着上述农民负担政策的实行, 大多数贫农、雇农的负担减轻

或免于负担, 生活有所改善; 中农、富农的负担和生活情况变化不

大;地主土地走向分散,正常负担有某些加重,但没有了抗战前的苛

捐杂税,所以仍能够过着较好的生活。因而边区政府的农民负担政

策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增强了团结抗战共同对敌的力量。∋

但这个时期的农民负担政策, 也有不足之处: #负担面比较小,

一般在 40 ! 50% ,其负担也比较重。∃) 这不利于广泛动员人民的

财力和物力支援抗战,也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因此, 在

条件成熟之后, 边区政府决定实行统一累进税。

(三)推行统一累进税

1940年底边区政府总结了过去实行合理负担的经验, 先后制

定公布了%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和%暂行办法实施细

则&。在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之后,于 1941年 3月 1日公布

了%修正统累税暂行办法&, 3 月 22 日公布了%晋察冀边区统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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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税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为开征统一累进税完成了一切法律程

序。

所谓统一累进税,是含有统一的、累进的、直接的三方面内容

的税收制度。

所谓统一, 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将以往征收的田赋、

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烟酒税和烟酒牌照税、救国公粮等税合

并,只征收一种统一累进税。第二个意思是, 把各级政府征税的权

力,完全统一于边区。以往财政分为边区款、县款和村款三级, 各

级政府都有征收权。现在除村款开支仍由村合理负担自筹外, 县

区以上的收支, 统归边区政府统筹统支。这是进一步健全预决算

制度,使预决算完全走入正轨的重要途径。

所谓累进, 是相对比例税来说的。比例税是按比例来征收的。

如某人有财产 100元收税 1元, 200元收税 2元, 1000 元收税 10

元,依此类推。而累进税则是按收入多少分成等级,制定不同的税

率。收入越多, 税率越高,这就是累进的意思。

所谓直接, 是相对间接而言。统一累进税是向财产所有人、收

入所得人征收的。它不是向中间人征税,向中间人征税是间接税。

间接税可以转嫁于他人, 是不合理的。

统一累进税是#边区财政制度建设中艰巨而伟大的创造与模

范的成就∃。 它的实行,扩大了负担面, 增加了财政收入;地主、

富农的负担有所减轻,许多外逃的地主回来了,巩固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许多过去不纳税的贫困农民也对统一累进税表示赞成,

#合理负担不纳税,今年纳税不算多,为了抗战也快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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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至 1945年 8月,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开始

局部反攻到取得抗战胜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各地因工作基础

不同,采取了不同的负担政策。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巩固区, 进一步

完善了统累税或合理负担。在新开辟的地区多实行旧税法或以旧

的田赋形式征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有累进的合理负担。在商品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则以工商税和进口税为主要收入。

四 边区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措施

在逐步完善农民负担政策的同时,边区党和政府还积极采取

措施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当时, 边区政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

施:扶植生产、开源节流、控制村款等。

(一)扶植生产

积极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是中国共产党做好农民负担工作、解

决财政困难的一贯思想。1943年 10 月, 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抗

日根据地: #应以 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 10%的精

力从农民取得税收。∃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大力帮助农民发

展生产,以振兴根据地经济。鉴于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最主要部

门,边区党和政府把扶植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

当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来推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为了振兴

农业经济,边区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的可能条件,采取一切可行的办

法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主要的说,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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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力开垦荒地。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没有农业。在

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晋察冀边区出现了不少荒

地。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组织群众开垦荒田荒地是一

个迫切的任务。为此,边区党和政府,一直注意领导军民进行垦荒

扩田,并在政策上规定了许多鼓励措施。如规定农民垦荒, 免征土

地税 3年; 新开垦的土地归垦殖者所有; 对人多地少的地方, 政府

根据自愿的原则,帮助贫苦农民进行移民垦荒。通过大力垦荒, 大

量荒田荒地得以重新利用。据统计,抗战八年,边区共扩大耕地面

积 182万余亩。 耕地面积的恢复与扩大, 为农业产量的提高奠

定了基础。

第二,积极兴修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发展水利事业是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促进农业增产的重要手段。因此边区政府非常重视水利建设,

1938年 2月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 规

定: #边区内旧有水利事业, 无论公营私营, 须由负责机关积极整

理,以增进其灌溉量。∃ ∋ 1945年又规定: #凡因兴修水利扩大的生

产,九年内不纳统累税。∃) 这些措施, 为农田水利的建设开辟了

新的道路。到 1945 年, 全边区共整理旧渠 2798道, 开新渠 3961

道,新成水田和受益的田地达 214万余亩,估计每年增产粮食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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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以上。

第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首先是推广良种。晋察冀边区虽处在频

繁的战争环境中,但仍坚持着对优良品种的试验。抗日战争时期,

晋察冀边区培育的良种有: #燕京 811号、15号、边区 1号谷种, 能

增收 10 ! 25%;白马牙、黄牙齿、大金黄玉蜀,均能增收 10 ! 20% ;

燕京 72号、1817号及曲阳 2号小麦, 能增收 10 ! 20%; 蔬菜中茄

子与番茄杂交第一代, 产量能增加 20 ! 40%。∃ ∀ 这些良种的推

广,深受农民的欢迎。

除推广良种外, 边区政府还积极领导农民创新农作物栽培方

式、制造肥料、改良土壤、改进农具。在农作物栽培方式上, 提出了

择地种植、轮流种植及移植等方法。在制造肥料上,研究出绿肥种

植、改良农家肥等方法。在改良土壤方面,研究出客土法、深耕法、

冬耕、休耕、酸性土壤改良以及引水入滩等办法。在农具改进方

面,制造出新式#五一∃水车、滑轮犁、三角耙等。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给边区农业生产带来了新气象。

2 开展劳动互助

抗战期间, 为提高生产效率、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 边区党和

政府大力开展劳动互助合作。到 1943年,北岳区 17个县, #群众

已组织拨工、包工 2 7 万组、4 6 万户, 参加劳力 20余万人, 占全

部劳力的 20%,有的地方已占 95%∃。∋ 1945年,冀东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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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占总数的 30% ,冀晋区、冀察区已占 50% ,有的占 100%。∀

开展劳动互助, 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据阜平县五区农民部

长调查, #一个劳动力如果不变工, 只能种地 12 8亩,收粮 100斗;

如果变工, 就能种地 19 8 亩, 收粮 165 2斗。这样, 变工比不变

工,种地增加了 46 875%,打粮食增加了 65 2%。∃ ∋

开展劳动互助, 还解决了劳动力缺乏问题。例如在灵寿县王

巨村, #全村共有 273口人, 整半劳动力共 177个, 1943 年全村共

种地 710亩,雇外村短工 150个。1944年全村有 88%的劳动力参

加了互助组织, 除耕种土地 710亩外, 还开荒 150 多亩, 修滩地

134亩, 压青 50 亩, 种萝卜 13 亩。总计, 比 1943 年多种地 347

亩,并节省了短工 150个∃。)

3 部队机关援助农业生产

首先,部队机关从人力上帮助农民。每年从春耕到秋收,部队

机关人员实行无代价的助耕、助收或#抢耕∃、#抢收∃。北岳区部队
1940年帮助农民修滩 11 万亩, 春耕 183余亩, 开渠 150道, 掘井

160眼。1941年帮助秋收 5 万余亩。1942 年助耕助收 13 万余

亩。1943年出工 4万个,帮助农民收麦 2 42万余亩,另有 35%的

人力帮助群众运麦、打麦、收藏,帮助运肥料、播种耕田,帮助修渠、

灌溉及除草等。,

其次,边区政府在财力、物力上支持农业生产。边区政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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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生产事业资金不足时,得向政府或银行请求贷款。∃ 抗战期

间, #边区政府贷款总计 7 4亿元, 其中牲畜贷款 166万元, 农业贷

款 23503万元, 水利贷款 1206万元,合作社贷款 382万余元,修滩

贷款 88 5 万元, 商业贷款 1676万元。∃ ∀ 这些贷款利息都很低,

规定年利息最多不超过 7厘, 实际贷款中比这还低,对赤贫者的贷

款还予以免利。大量的低息贷款, 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开源节流

在大力扶植生产的同时, 边区党和政府还大力开源节流,以减

轻农民负担。所谓开源节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开辟财源, 即

所谓#开源∃;一是节省开支,即所谓#节流∃。
抗战时期, 边区党和政府的开源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部队机关开展生产运动。

1939年以后,边区的财政供给发生严重困难。为此, 边区党

和政府号召各级军政民团体, 开展生产自给运动, 以解决财政所面

临的困难。部队从 1940 年起, 就开始了生产自给运动。是年, 共

收获粮食 453328 8 斤, 还帮助群众春耕并收获粮食 24472530

斤。∋ 1940 年以后的 3 年困难时期, 部队自己生产总值达

1044519元, 部队的生产自给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44年, 边区

机关部队同边区人民一道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取得了

巨大的成绩。据北岳区不完全统计,共开生熟荒地 51800余亩, 修

理滩地 1892亩,伙种和伴种近 2万亩, 共经营 7万余亩土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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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15000大石,菜蔬 300 多万斤。经过 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

机关和部队的生活均有所改善,同时也减轻了农民的部分负担, 共

少征公粮 20000石。

第二,整理公产。

政府公产也是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开始,对这部分财产的

清理及其收入没有注意, 致使有些地方存在着漏报或无偿占用公

产的情况。如: # 平山五区西盘石村学田 40 亩上下, 而只报 4 8

亩,大觉寺学田 40亩,万岁寺学田十几亩,鹿山寺学田 20多亩, 皆

因联系不够漏了。∃ ∀ 这种漏报和无偿占用公产的情况,在边区其

他各县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边区政府成立后,开始对公产进

行整理。清理出来的公产,先进行登记,然后交由政府管理或租给

民众耕种。对以前应交的租息,按减租息规定予以追回。这样, 既

体现了合理负担原则,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在开

始阶段,整理公产工作只限于北岳区少数几个县,工作成效甚微。

1940年以后,整理公产工作作为增加财政收入、充实抗日经费、减

轻人民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各县普遍展开,取得了很大成绩。

例如在灵寿县, 通过整理公产#能收入粮食 200担,这就使政府增

加 200担粮食的收入,群众减少 200担粮食的负担∃。∋

除开源外, 边区政府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厉行节约。当时

边区政府节流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精兵简政。

为适应斗争需要,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晋察冀边区从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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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部队#精兵∃主要是本着精简主力军, 加

强扩大地方军, 紧缩机关, 充实连队, 加强地方性的原则进行。这

次#精兵∃, #使主力军精简了 5000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部队

总数的 14 3%上升到 20%,总兵力精简了 8 3%。党政民脱产干

部精简了 24%,减少了 8000 余人∃。 但精简后边区脱产人员的

总数仍超过中共中央规定的占总人口 3%的比例。

1943年和 1944年, 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

兵简政。在这两次#精兵简政∃中, 边区政府本着# 精简、统一、效

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 ∀ 的原则, 对党政军各级机关进行了大

规模的整顿和改革。经过这两次精兵简政, 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

了近 40%,边区党政军机关脱产人员总数比 1942 年初减少了一

半,全边区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甚至少于边区总人口

3%的目标。∋ 大规模的精兵简政,休养了民力,改善了人民生活,

提高了边区人民抗战和进行边区建设的积极性。

第二,厉行节约。

为节约开支,减轻农民负担, 早在 1938年 2 月 25 日, 边区政

府就对军政人员生活、津贴费用作出规定: #部队指战员除粮食、被

服由政府食物供给外,每月津贴费(即零用钱)战士为 2元, 干部为

4元。∃ ) #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饭费一律月支 6 元, 服装费冬季 9

元,夏季 5元;零用钱各级政府首长 10元、秘书科长 8元、科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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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办事员 4元、勤杂人等 2元。∃

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了进一步节约开支, 减轻人民负担,

边区政府重新制定了行政经费开支标准,普遍降低了津贴费,紧缩

了办公费的开支,严格财经制度,反对贪污浪费。部队的津贴费比

原来降低一半。同时还取消县、区、村中存在的吃伙饭, 即吃饭不

要粮票、不收菜金的现象。规定出差人员吃饭必须按标准交付粮

票菜金,并禁止用烟、酒、肉招待客人。取消#一百斤十里二角∃的
运输费,要求机关、部队自己组织运输队,解决本单位粮食、物品的

运输问题。1942年边区部队即节约粮食 14万多斤,军衣 4 万多

套,节省民工 120余万人次。∀

需要说明的是, 厉行节约不是为了单纯地减少经费,而是为了

#财政支出首先应用于头等重要的事上,不重要的事少用不用, 避

免浪费∃。∋ 当时最重要的事是抗战,最大部分的财政开支要用于

战争。据统计, 边区抗战前五年的开支, # 4/ 5是军费, 1/ 5是政费

(包括政府经费、教育费、团体补助费等)∃。)

通过厉行节约, 边区党和政府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 又最大

限度地满足了抗日的需要。

(三)控制村款

村款负担, 就是乡、村政府为解决本身的经费,需要向村民征

收或摊派的一部分款项和粮食。因为它是边区政府正式规定的税

收以外的负担, 所以有些地方叫村粮(款)负担(救国公粮叫公粮负

担) , 或者叫非正式负担。这种负担是必要的,但如果管理不严,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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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造成摊派数量过大,加重农民负担。

边区政府成立以前, 由于税收制度尚未正规, 加之各方面开支

又多,村款普遍存在着浪费现象。边区政府成立后,曾坚决地纠正

过村款现象。但不久以后,边区村财政开支项目繁多, 村款浪费惊

人。按边区政府规定,一个县政府每月开支标准为六、七千元(包

括地方武装军费和民众团体经费) , 而冀中区的一个村公所#平均

每日开支竟高达千元以上∃,平西一个村公所#每月的开支曾经是
经常地达到一千元左右∃ , 北岳忻县一个村公所#一年就开支了

1 2万元∃。∀ 据统计, 1940年以前, #村财政开支项目竟有支差

费、优抗费、招待费、小学经费、赔偿费、开会费、村干部旅费、放哨

费、应酬费、村长津贴、标语费、慰劳费、新战士路费、锄奸费等数十

种之多。∃ ∋ # 边区所有村庄, 每年村开支一项就达 8000 余万

元∃。) 因此,彻底整顿村财政,纠正开支中的浪费现象是当时边

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1939年 10月,冀中行署召开第一次财政会议。会上发出了

整理村财政的号召, 提出了整理村财政的步骤。会后分三步进行

认真整理,严禁贪污、浪费,实行村财政公开, 停止一切不应有的开

支。1940年 7月, 边区政府制定公布了%村概算和村决算暂行办
法&,决定把原来几十个村开支项目缩减为: #村公所经费、村教育

费、优抗费、民兵作战弹药费、村建设费∃ , 等 5个项目。除以上 5

项开支,其他名目的开支,均为非法开支,一律取缔。

村财政经过整顿后,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冀中区#一般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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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均节省在 50% 至 80%。全年冀中各村就节省 1200万元∃。

又如在北岳区平山县的的一个村庄, 经过整顿村财政#每月开支

40元,以往四百、六百也不止∃。∀ 据统计,经过整顿#全边区的村

开支每年要减少 8/ 10∃。∋ 村财政整理好之后,有些基础好的地区

#村的开支实行了严格的预决算制度∃。) 以冀中区为例, 村开支

能够坚持月报的 #深南县能做到的村庄占 92 4% , 安平县占

99 1%,博野县占 80% ,清苑县占 79% ;能编造预算的村庄, 藁无

县占 75%,深北县占 81% ,安国县占 90% ,安平县占 91 1% ,定南

县占 92%,深南县占 98%∃。, 混乱和浪费的村财政初步得到了

克服,农民负担得到大幅度减轻。

五 边区做好农民负担工作的历史意义

在极其残酷的抗战环境中, 晋察冀边区成功地做好了减轻农

民负担工作。这在当时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 推动了农业发展。由于负担减轻及奖励生产的负担政

策的推行,边区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八年抗战期间, 晋察冀

边区#开生荒 393819 9亩,垦熟荒 848937 56亩,修堤田 13898 7

亩, 改良碱地 349983 亩, 平毁敌占沟墙 64848 亩。修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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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446 4亩,凿井 22425眼,浇地 125190 4亩。开新渠 2961道,

浇地 727060亩。整旧渠 2798道, 浇地 304146亩∃。

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边区农业生产在起点极低、环

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不但没有破产,而且得以曲折上升。情况如

下: 1938年, 北岳区、冀中区农业丰收; 1939年,由于百年不遇的大

水灾,农业生产急转直下,产量下降 1/ 3 ∀ ; 1940年, 获得抗战以来

最好收成,比 1939年增长 1. 3倍, 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了战前的农

业生产水平∋ ; 1941年,边区秋收一般还算丰收); 1942年至 1943

年,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及严重的旱灾, 农业严重歉收, 农业产

量比抗战前降低了 1/ 3 , ; 1944年,夏秋两季收成普遍见好。据边

区42 个典型村的调查, 1944 年产量比 1943 年增加了 43% −;

1945年,边区农业收成比 1944年又有增长。

其次,保证了战时财政。抗战时期,由于边区党和政府坚持了

军民兼顾、公平合理等农民负担原则,极大地动员了边区各阶层的

财力、物力,有力地支援了长期的敌后抗战。在 1941年和 1942年

的统累税征收中, 不仅基本群众踊跃缴纳, 开展了# 碾三遭米运

动∃,坚持把最好的粮食交给抗日政府; 而且一些以往的顽固分子

也积极参加政府举办的征税训练班,自愿为征税奔忙; 一些收入在

免征点以下的贫困户也争着要纳税,觉得为抗战做贡献光荣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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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游击区里的伪军和家属也悄悄地争先恐后地交税,以给自己

留条后路。 尽管 1941年至 1942年是边区对敌斗争环境最残酷

的两年。1941年的统累税, 冀中区#共计征收统一累进税 1600 万

元以上∃ ∀ ,如果除去灾情及敌占区减免部分, 和分配任务相差无

几,完成了征收任务。北岳区尽管敌人残酷扫荡, 但完成数仍占原

分配数的 62%。以后几年, 随着边区形势的好转, 统一累进税的

征收和入库率逐年提高。

第三, 壮大了抗日力量。由于农民负担减轻、生活初步改善,

边区农民抗战积极性大为提高。除踊跃参军外, 他们还纷纷组织

民兵, 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据不完全统计, 仅 1941 年至 1945年,

边区民兵单独作战达 37872次, 参加人数为 668143 人, 如果加上

配合主力作战的 327539人, 计达 995682人之多。民兵共歼灭敌

伪 28934名,其中毙敌伪 11380名、伤敌伪 10162名、俘敌伪 7392

名。∋

在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 边区党和政府还通过

完善负担政策, 使地主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特别是 1941年推

行的统一累进税规定了最高累进率, 将负担面扩大到总人口的

80%以上,这就适当地照顾了富有者,从而争得了他们中的大多数

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一些研究表明:由于不断完善负担政策,边区

农村阶级关系得到缓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

第四, 削弱了封建势力。由于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等政策

的实行,晋察冀边区土地占有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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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前, 晋察冀地区农村的土地占有方向由分散走向集中。

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等政策推行后, 土地由集中走向分散。据

北岳区 35个村统计, 1937 年到 1942 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为: 地

主由占有全部土地的 16 43%下降到 10 17%, 富农从 21 92%下

降为 19 35%。同一时期, 贫农由占有土地的 17 92% 上升为

19 37%, 中农由占有土地的 41 69%上升为 49 17%∃。 另据冀

中区五县六村的调查, 地主富农所有的土地占总土地的比例,

# 1937年为 44 6%, 1946年土改前夕为 16 4%;相反地,贫农中农

及其他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 则由 1937 年的 55 4% 上升到

83 6%∃。∀

伴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 社会阶级关系也有了很大变化。

仍以上述北岳区 35个村庄的调查为例, 1937年到 1942各阶层户

数的变化为: 地主由 127 户降为 109 户, 富农从 310 户升为 333

户,中农由 1857户升为 2539户, 雇农由 370户降为 185户。∋ 在

这种阶级关系变化中,贫雇农大量上升为中农,部分中农上升为富

农,而地主降为富农的则比较多。

土地占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大大削弱了封建势力,为以

后在土地改革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铲除封建势力,创造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

(作者郑立柱, 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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