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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 纺织业作为淮南、淮北根据地的支柱产业, 密切

关联着根据地的政权巩固、经济发展以及民生所需。在和平环境缺失的条件

下,为克服纺织业面临的困难, 实现纺织品的自给自足,两淮边区政府作出了

实行互助合作及产、供、销一体化服务、奖励人才与技术、改革分配制度等一

系列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变革取得了巨大绩效,不仅为根据地

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 而且对抗战的胜利产生深远影

响。

关键词 淮南根据地 淮北根据地 纺织业

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位于淮河两岸,地跨豫、皖、苏、鲁等省,

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两块重要革命根据地(为行文方

便,以下简称两淮根据地)。由于长期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 这

里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尤其是 1943年后,

日伪对纱布实行统制政策,布料奇缺,价格飞涨。1943年 4 月, 淮

南根据地的洋布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 10 倍。 淮北根据地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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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洋布每匹价格为 2300 元, 11 月涨至 4200元, 至次年同期

高达 18500元。 布价的暴涨, 事关根据地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

展,并直接冲击着民众的生活,难怪当时群众纷纷抱怨: #现在吃是
不愁了,就是愁穿。∃因此,发展纺织事业, 解决军民的穿衣用布问

题,成了两淮边区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两淮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

要求,从决策与组织两个层面积极应对。第一,作出开展纺织运动

的决策。#发展根据地内广大群众的纺织运动,使根据地内广大家

庭妇女学会纺纱织布,发展家庭纺织工业, 使能自力更生, 逐渐走

上自给自足之途∃ % ,即是淮北根据地发展纺织业的基本思路。第

二,建立指导、督查纺织运动的管理机构 & & & 纺织推广委员会, 由

建设、文教、农救、妇救、银号、参议会等部门参加。纺织业的发展

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两淮边区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限

于篇幅,本文择其要者, 仅从实行互助合作、重视人才与技术以及

产、供、销一体化服务等三个方面作一探析。

一 实行互助合作是发展纺织业的有效形式

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正义的战争,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情响应

与拥护。为支援抗战、保家卫国,大量民众置生死于不顾, 毅然参

军,奔赴沙场。因此,作为战争的一个伴生现象,后方劳动力匮乏

成为制约根据地纺织业发展的一大瓶颈。1943年 1月,中共中央

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经验证明, 互助的集体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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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可以节省劳动力,集体劳动强过单独劳动。∃ 在中央政

府的大力倡导下,两淮边区政府作出了开展互助合作的制度安排。

在实施过程中, 两淮边区政府不断摸索总结。由最初的运用行政

手段,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革与安排,逐步转移到按照民主、互惠

的原则,引导群众自愿组织互助合作的轨道上来。为使互助合作

得到持久贯彻, 根据地内采取了灵活多样的互助合作形式, 既有纺

织互助组、合作社,又有纺织厂。纺织厂中除少数为政府自办或与

商人合办的外, 更多的是以集股方式组织群众兴办的。集股的方

法也十分自由灵活, 不论何人,只要服从决议,即有入股资格;股额

不限;货币、实物、劳力均可入股;自由入股,自由退股。

自愿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 没有互惠就不会有自愿。为提

高群众的主动参与意识, 合作组织把为群众换纱换布、提供纺织工

具作为一项重要职能。也就是说, 群众既可以向合作社租贷纺织

工具,也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合作社或与合作社进行交换。

这样,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不仅风险小, 成本低,而且比单独生产获

利更多,群众入社自然十分踊跃。在淮南根据地的盱(眙)嘉(山)

地区,至 1944年 4月,一共成立了互助小组 267个,参加纺织合作

社的有 5880 名社员, 该地的民众纺织厂所集民间股金共达

501278元。% 群众不仅积极参与互助合作, 而且纺织热情也日渐

高涨。在淮南根据地,类似的事例俯拾皆是。如在古城区并山乡

周冈村, #全村有纺车 84 辆, 晚上有人纺到半夜, 该区去年 (注:

1943年) 9月间有纺车 655辆, 今年已增至 1, 000多辆, 还有织布

机 50辆∃;半塔合作社的纺纱部, #每日平均收纱三、四十斤以上。
领花代纺及以纱换布者, 每日络绎不绝∃; 自来桥的纺织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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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的 100辆纺车,三日内全被领完∃。 在群众的广泛参与下,

互助合作运动的成效日益凸显。其中淮北根据地的新行纺织合作

社即是一个著例。从收纱换布方面来看, 1944 年 4 月至 1944 年

12月底,该合作社共贷给织布户 4265余斤纱, 收回土布 1526匹,

盈利达 756413元。按照规定二八分红,合作社获利 150862元, 织

布户获利 605551元。从收棉换纱方面来看, 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3月,该合作社共卖出棉花 3688斤, 纺户向合作社以纱换花, 获

利 848240元。%

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提高了纺织

业的生产效率。通过对淮北根据地孙成钧互助小组织布情况的量

化分析,可以得到印证。该小组共有工人 7名,织布机 7台。每台

机子织一次布要经过浆线子、打芦管子、刷线和上机三个步骤。在

未组建互助组前,每台机子织一次布平均需要 7天。通过合作成

立互助组,消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停工、窝工现象, 每台机子织同样

数量的布只需 3天, 每上一次机可以节省时间 4天。平均每家每

月上两次机, 7家每月共节省时间 56天, 除去家人的 16 天帮工, 7

名织工共节省时间 40天。按照每台机子每天织 1匹布计算,则该

小组每月就多生产 40匹布。每匹布市场价为 500元, 每月就可多

收益 2万元。合作社与织工实行二八分红制,这样,合作社一个月

可以多赚 4000 元, 参加劳动互助的每名织工可以多赚 2, 300

元。∋ 可见, 有限的劳力通过合理的安排与分工,绩效大大增加。

大家一致称赞道: #这样互助起来, 人工也不闲着了,机子也不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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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办法真是好!∃

两淮边区政府不仅是互助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而且

还从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淮北边区政府创办的地方

银行就曾多次为合作社提供贷款, 至 1944年 12月,提供贷款总额

一共约为 5000万元左右。% 耿道元纺织合作社在 1944年 5月至

1945年 6月的一年余时间里共获得包括黄豆、高粱、棉花等实物

在内的贷款高达 109万多元。∋ 此外, 对于参加纺织合作社的人

员,边区政府还给予适当的优惠。如淮北苏皖边区颁布的!午季救

国公粮公草征收办法∀中的第 19条规定: #凡系纺纱织布以及经县
政府登记许可之合作社,一律免征公粮。∃ (针对互助合作运动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边区政府及时总结,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1.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公平合理的政策。如在计算工资时, 要综合

考虑劳动力的强弱、劳动时间的长短等因素。2. 加强群众思想教

育,及时化解合作组织内部的矛盾。3. 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注重集体生产的组织性、计划性。4.奖励互助合作,解决生产中遇

到的问题。在边区政府的引领与调控下,互助合作制度得以持续

的完善与深入, 互助合作运动沿着良性的轨道健康发展着。

二 重视人才与技术是发展纺织业的基本保障

人才与技术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要想提高纺织

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 必须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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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人才与技术。和平环境是人才与技术滋生的土壤, 在战火纷

飞的动荡背景下,两淮根据地人才与技术相对缺乏。为突破这一

制约纺织业发展的瓶颈, 边区政府结合实际情况, 做出了如下的制

度变革与安排:

(一)制定奖励措施。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纺织业生产就会

缺乏前进的动力。为激发民众的劳动潜能与创造性,使有技术、有

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办法。1943 年

12月,淮北抗日根据地制定#纺织事业奖励办法∃, 主要是根据纺

织人员在生产和传授技术方面的贡献, 给予程度不等的奖励: 1. 每

天平均纺纱 4两以上者,每月奖励棉花半斤。2. 凡是传授纺纱技

术者,每教会 1人,奖励棉花 4两。3.用土纱,用手传梭织布机, 每

天每机织布 1个(匹)以上者, 每月奖励棉花 1斤。4.用土纱,用拉

梭织布机,每天每机织布 4丈以上者,每月奖励棉花 1斤。5.凡是

传授织布技术者, 每教会 1 人, 奖励棉花 3斤。 除了物质奖励

外,对于成绩特别突出者,授予#纺纱英雄∃或#织布英雄∃的称号,

并颁发奖状、登报表扬。对于外来技术人员, 边区政府也一视同

仁,制定了与本地人员一致的奖励标准: 凡教会 1人纺纱者, 奖励

粮食 2斤;凡教会 1人织布者,奖励棉花 4斤;凡在 3星期内,将小

组里每家都教会 1人纺织者, 除登报表扬外, 并加倍奖励。% 激励

机制的贯彻实施,极大地启发了群众的潜在智慧, 一些纺织工具的

发明不断涌现。以淮南根据地为例, 其中来安水口乡的赵有刘发

明了 40根头的纺纱机, 盱眙的胡逸民发明了脚踏纺纱机, 天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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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宝璋发明了桌上纺纱机等。 纺织技术的运用与纺织工具的发

明,提高了纺织品的产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棉织品严重不

足的紧张局面。

(二)改革分配制度。#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原有的分配形式抑制了职工生产积极性与技术水平的提高, 造成

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工资、利润等分配制度, 将劳动投入

与劳动收益联系起来,是两淮边区政府推动纺织业发展的一大举

措。1944年 3月,淮南根据地的半塔合作社实施新的分配制度。

这一新型分配制度打破了平均分配, 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原则。如规定: #抽出 4%的净利给职工分红, 超过

任务的还加倍奖励。∃ % 分配制度的改革, 使群众的工作热情大大

释放出来,产量有了显著增加。其中侯坤伦小组每个月#超过任务

18斤(规定每月 80斤) ,得奖 360元,同时分红利 60元,过去每月

只出 60斤布,现在织 96斤,多得 800元工资, 胡智宝、唐一纯、王

世立三个小组同样得到奖励和分红∃。∋ # 技术入股∃与# 按股分
红∃, 是该分配制度的另一显著特点。如规定: #初来的学徒算 1

股,以后能打纱头小围子,能完成一定任务了,算 2股, 能织布就算

3股,织 2个墨子( 1 个墨子相当于 1 丈多布)的算 4股,能织 2 个

半墨子算 5股, 3个墨子算6股,织3个半墨子算 7股,织 4个墨子

算 8股。∃(工人、学徒生产的产品, 每日记账, 月底结算。这种按

照资本有机构成实行的分配制度, 将个人的技术与收益直接挂钩,

有效化解了#技术高的不肯下劲干,技术低的也不求进步∃的现象,

 133 

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制度变革与纺织业发展

%

∋

(

安徽省人民政府税务局、安徽省档案馆编: !安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上

册,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26页。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 (一)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66页。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 (一) ,第 366页。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 (一) ,第 367页。



既保护了职工的合法利益,也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三)推广纺织技术。两淮根据地的原有纺织业基础十分薄

弱。为适应军民穿衣用布的迫切需求, 边区政府采取种种措施, 多

方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学习、推广纺织技术。淮北边区政府要求各

级学校将劳动课改为纺织课, 女生必须一律参加纺纱织布。通过

一段时间的实践,成效较为显著。如在泗南实验学校, #大家不仅

学会自打车、自纺、自织, 并发明了三头纺纱机∃。 开办纺织技术

培训班,培养技术骨干,也是普及和推广纺织技术的重要途径。淮

北根据地即在各县开办妇女干部培训班,期限为 10至 15天,课程

#三分政治,七分技术∃。培训结业后,她们带着棉花、纺车回到本

村,再教授本地妇女学习纺织技术。% 淮南根据地的旧铺区以乡

为单位,组织培训班。每乡选一个中心村,由技术人员传授纺织技

术,然后各村再向这个中心村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4年 5

月,淮北根据地的泗南、泗五灵凤、盱凤嘉、洪泽、泗阳、淮宝六县,

共培训干部 1289人,组织小组 1241个。( 此外, 两淮边区政府还

注重利用外来人员的纺织技术。当时, 山东、河南等地有不少灾民

因不堪苛税重赋而逃到两淮根据地。这些群众中有很多来自产棉

区,大多数能够纺纱织布,有的技术还十分娴熟。为了发挥他们的

技术专长,淮北边区政府不仅请他们向本地群众传授技术, 同时提

供纺车和资金, 鼓励他们自纺自织。在淮南根据地的盱眙、嘉山等

地, 也招请外地技术工人, #一面自己织布, 一面教本地工人织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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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产、供、销一体化服务是发展纺织业的根本途径

纺织业生产,涉及原料供给、产品生产与产品销售三个环节。

在战乱频仍的特定环境下,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 两淮根据地的纺

织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为消除产、供、销各个环节中的发展障

碍,全力支持纺织业发展,两淮边区政府确定了产、供、销一体化服

务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思路。

(一)关于棉花供应问题。纺织业愈是发展,对棉花的需求量

就愈大。随着棉纺业的发展, 两淮根据地的棉花供不应求, 以致棉

价大幅上扬,涨幅甚至大大超过土纱、土布。淮北根据地的半城和

青阳两地较为典型, 兹列表如下:

1944年 1月至 6月棉花、纱、布价格变动表

单位: 元

价 格

时 间

半 城 青 阳

土纱价 土布价 棉花

1 月 10 日 200 30 90

1 月 20 日 220 28 95

1 月 31 日 220 28 100

2 月 10 日 250 35 160

2 月 20 日 280 48 168

2 月 21 日 280 50 180

2 月 23 日 280 50 190

2 月 26 日 340 43 200

2 月 28 日 340 3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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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格

时 间

半 城 青 阳

土纱价 土布价 棉花

3 月 2 日 360 43 220

3 月 4 日 360 38 220

3 月 7 日 360 36 210

3 月 9 日 400 36 210

3 月 12 日 420 34 210

3 月 17 日 420 34 210

3 月 24 日 360 32 210

4 月 18 日 & & & 32 210

5 月 22 日 & & & 36 180

6 月 2 日 & & & 39 180

注: ( 1)土纱、棉花以斤为单位。( 2)土布以尺为单位。

资料来源:!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 ,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版,第 256 页。

由上表可见,棉花、土纱及土布的价格时有起伏, 但总体趋势

是不断上涨的。其中棉花的价格上涨最快, 1月份每斤为 90元, 6

月份升至 180元, 涨幅为 200% , 3 月份一度升至最高, 达到 220

元。而在同期, 土纱价格每斤上涨 70%, 土布每尺仅上涨 26%。

棉花价格的涨幅远远超过土纱、土布,出现#棉贵布贱∃的现象。纺

纱织布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 使利润率下降, 甚至造成无利或亏

本,民众纺纱织布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

为解决棉源问题,挽救纺织业的发展,两淮边区政府采取了如

下措施: 1.扩大植棉面积。边区政府要求各县制订植棉计划,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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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广泛植棉。淮北根据地要求农户植棉面积达到全地亩的

3%, 土质适宜的可种 5%。淮南根据地的安乐、殿发等地规定的

植棉亩数更高, 要求达到 10%。% 两淮边区政府为鼓励农户植棉,

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办法: 如植棉收益低于种粮,其差额部分由政府

补偿;如收益大于种粮,则归农户所有; 如棉田种植其它作物,须加

倍缴纳公粮。淮北甚至还规定: #凡纯粹植棉之地亩,不征公粮公

草。∃ ∋ 2.推广植棉技术。淮北根据地向来植棉较少, 且不讲求方

法技术,产量极低,亩产一般只有一二十斤,而在萧县、砀山、宿县

东部一带的产棉区, 亩产高达 300斤。即便是新棉区, 如果种植得

法,亩产也能达到 100多斤。( 为提高棉花产量, 边区政府请技术

人员,到乡村指导农户科学植棉, 并编印植棉技术的小册子, 散发

给农户。3.收购外地棉花。为弥补本地棉花的供给不足, 淮北边

区贸易局多次组织人员到外地各产棉区, 大量收购棉花。如淮泗

贸易局经常到盐阜区去购买; 淮宝贸易局到淮南路东去购买;盱凤

嘉贸易局到淮南路西去购买; 还有的到苏中等地购买。此外,边区

政府还发动商人参与贩运, 规定每进口 1 斤棉花, 发给奖金 5

元。)

(二)关于纺织生产问题。纺织生产是纺织业发展的中心环

节。两淮边区政府对此十分重视, 并积极予以帮助。第一, 广泛动

员与支持各方纺纱织布。淮南边区政府从自身做起,要求所有机

关和部队的公职人员领车纺纱,规定: #领车后半个月为学习时间,

学会后每天规定一定时间纺纱,把全单位纺纱的人组成一个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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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选出组长领导, 实行督促检查。∃ 为推动农户参与纺纱, 有

的地区作了强制性要求, 每 10个农户必须保证有 6户纺纱。% 对

于一些特别纺户,采取记折制度,月终结账,纺织超过 3斤, 给以物

质奖励。∋ 为解决纺织生产中的资金匮乏问题, 淮北边区政府还

多次要求地方银行提供贷款。据统计, 截至 1944年 12月底,该地

方银行先后投入资金达 3147 万多元。( 第二, 大力发展纺织工

具。边区政府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生产工具不足的问题: 鼓励农户

自制纺车,并提供贷款帮助;支持合作组织制作纺车,如淮北半城

合作社用桑木、榆木打了 34辆最合用的纺纱车,每辆作价仅百元,

贷给社员。) 同时, 还注重纺织工具的改良。如淮南边区政府贷

款支持马坝区民众纺织厂, 进行纺车改良的研究。∗ 在淮北根据

地成效更为显著,如在淮泗一带,一度提倡 33个头的纺纱机,这种

纺纱机需要 3人操作,且须用洋纱作经线,不适宜大规模推广。后

来,政府与技术人员在综合各地纺车优点的基础上,制作了单人手

摇机。该车不仅操作方法简便, 而且经纬土纱皆能使用。+ 自

1943年 12月至 1944年 1月,仅一个月时间淮北根据地即发展纺

车 7450辆。,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44年 5月, 整个淮北边区共

发展纺车 38099辆, 织布机 750架 − ,基本解决了根据地内纺织工

具的供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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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纺织品的销售问题。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是保证纺

织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一环。根据地纺织品的销售途径主要有两

条:一部分产品直接供给机关与部队,这自然不存在销售问题; 另

有相当大部分产品则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这就受多方因素的制约。

抗战时期物价波动较大, 淮北根据地的青阳、半城等地纱价涨

幅一度超过了布价, 这在前文已有述及。另一方面,质优价廉的外

来布大量涌入,冲击着土布市场。技术落后、生产成本较大的土

布,在与外来布的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许多织户因织布亏本而

被迫停工歇业, 根据地纺织业发展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这可从

下表青阳、半城两地的土布生产成本与价格变动中,窥见一斑。

1944年 3月青阳、半城两地土布成本与价格变动表:

单位: 元

时间
三斤土纱的

价格

两个人的工

资

一匹土布的

价格

赢 ( + ) 亏

( - )

3 月 2 日 1080 100 1548 + 368

3 月 4 日 1080 100 1368 + 188

3 月 7 日 1080 100 1296 + 116

3 月 9 日 1200 100 1296 - 4

3 月 12 日 1260 100 1224 - 136

3 月 17 日 1260 100 1224 - 136

3 月 24 日 1080 100 1152 - 28

注: ( 1)价格一律以法币为单位。( 2)每匹土布约需纱 3 斤, 人工 2 个。

资料来源:!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 (二) ,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257 页。

 139 

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制度变革与纺织业发展



由上表可知,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土布价格持续下降, 是织布

利润降低、甚至亏本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本地布的市场竞争力, 保

证纺织户有利可图, 淮北边区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管理与控制,如限

制洋纱、洋布进口,收购已流入市场的洋纱、洋布; 组织合作社, 推

销本地产的土纱、土布等。此外,边区政府还特别要求淮北地方银

行出面予以支持,高价收购棉纱,然后再以所购棉纱交换织布户生

产的土布,兑换比例是每 4斤棉纱换一匹土布(即 3斤)。按当时

价格计算,银行每兑换一匹土布, 要赔 500元。#银行共收了 6000

匹土布,共赔了 300万元(还有其他的损失未计) ∃。 在土布与外

来布的市场博弈中, 边区政府与银行主动承担了风险和成本,最大

限度地维护了纺织户的利益。

总之,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为克服纺织业面临的困难, 实现

纺织品的自给自足, 两淮边区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及其安

排。在制度变革中, 边区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既有从相关政策法

规的层面予以推动, 也有切实具体的帮助和扶持。通过广泛动员,

群众成为了运动的主体。这种主导与主体的互动,使制度变革的

绩效十分显著, 不仅为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夯实经济基础与社会

基础,而且对抗战的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朱正业,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杨立红,安徽中医学院社科部讲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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