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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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发展工业建设中,对边区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私营工业,采

取保护和扶持其发展的政策与实施,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进行的成功实践。边

区私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对于配合公营工业的生产和建设, 争

取实现边区工业日用品的自给自足, 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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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建立

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在边区的工业体系中,除了有公营工业、合作社工业外, 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

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占一定比例。陕甘宁边区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受到边区政府的

扶持和帮助,对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一 边区私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抗日战争以前,在陕甘宁边区的区域中经济相当落后, 在整体经济结构中,不仅农业经济严重的

衰退,而且几乎没有工业和手工业, 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和盐池、炭窑,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

为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销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依赖外间输入的 。! 在 1938年以前,陕

甘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是提倡和组织边区人民进行粮食的生产,边区的一切工业、手

工业日用品均靠外界输入。从 1939年开始,国民党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

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和军需物资, 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援助被阻止,使边

区工业日用品的供应骤然紧张起来,边区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号召边区抗日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发展边区经济建设,以克服财政

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坚持持久的抗战。在中共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从 1939年开始,边区的工业

经济迅速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不仅公营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迅速,私营工业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边区的私营工业在 1939年以前,实际上大多只是小手工业作坊和较小规模的厂矿,如铁匠坊、木

匠坊、油坊、皮坊、烧木炭等小手工业作坊,大多为合股经营,产品主要供当地群众需要,作坊大部分是

农民半农半工的临时性质,季节性较强。 同时这些作坊许多是自己出卖产品, 故兼有商店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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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局调查研究室: ∃边区经济情况简述 % ( 1948年 2月 19日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 (以下简称∃史料

摘编 % )第 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598页。



此外,私营工业中规模稍大的是煤矿和盐矿两类。当时边区的煤矿主要在延安、安定、延川、延长等

地,共有 20多处, 均系群众合股小规模的人力开采,日供产炭 30余万斤  。盐矿主要在定边、盐

池两地,大约有五、六处, 均系群众合股经营, 盐的产量颇丰, 除供边区之外,可供往陕西、甘肃、宁

夏数省需用  。! 自 1939年开始,在边区政府的提倡和支持下, 边区的私营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手工业工厂和作坊成倍增加,从业人数也迅速增多,而且许多工厂和作坊是全年生产和营业。 1940

年 3月 8日, ∃新中华报 %刊文报道: 几年来边区工业在边区政府的提倡与经营下, 获得了很大的

发展。全边区私人手工业竟增至一倍以上。假若说边区工厂工业的发展在 1936年为 100, 资金也

为 100的话, 到 1939年则增至 153. 4% ,资金为 534%。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成绩。 ∀

个体手工业是私营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边区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边区的个体

手工业,一是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的民间纺织业,一是各种小手工作坊。这两种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与

人民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分布也较为广泛,它同农业生产相配合,生产人民所需的一些日用品,是边

区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民间纺织业中的 家庭纺纱, 不但供给了人民的

需要, 而且和公私营的纺织工厂相结合, 供给后者以原料  。& 正因为私营个体手工业在边区经济

生活中的重要性,边区政府采取在经济上给予扶持,组织群众示范,组织推广技术,制定保障家庭手

工业顺利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积极培育和扶持私人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仅以个体纺织业为

例,由于边区政府的大力扶持培育,扩大植棉面积, 边区的民间纺织业在 40年代后出现蓬勃发展的

趋势。如在 1942年初, 神府县三区 王家洼王起云老先生首创私人小型工厂后,在他的影响下, 小

型工厂如雨后春笋,各地群众纷纷合资集股开办小型工厂  。神府县政府 为鼓励私人纺织工厂的

发展, 决定发放纺织贷款 10万元,并在原料、工具诸方面予以实际接济,各工厂所需工人及指导人

员,一律由县府派给 。∋ 据边区建设厅统计, 1942年边区从事民间纺织业的有 8. 85万人,生产大

布 1. 416万匹; 1943年增加到 17. 2万多人, 生产大布 3. 54万匹; 1944年扩大到达 21. 3万人,生产

大布 11. 5万匹, 全边区党政军民共需消费大布 31万匹, 照 1944年的产量,能自给三分之一 。(

除个体纺织业外,边区各地各种行业的小手工业作坊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个体小手工业

作坊的特点是人数少、季节性强,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一些还雇有雇工, 兼卖产品,生产和经营范围

与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所需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边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边区政府采取

积极扶持私人小手工业的政策,加之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促进了边区各类私人小手工业的发

展,为解决边区人民生活实际需要起了重要作用。以延安为例, 1939年,延安的铁匠铺、毡房、木匠

铺、泥水匠铺、裁缝铺、染房等小手工业作坊为 47户, 1940年发展到 160户; 1941年, 延安市小手

工业者共有 198户)) 1942年春,小手工业者已发展到 286户  ,而且一般规模都有所扩大。就行

业来看,又有新出现的洋铁铺、弹花铺、照相铺、修表铺、洋车铺等行业。∗ 诸多行业作坊的出现和

发展, 对于解决当时延安公私日常经济生活实际需要起了重要作用。

在边区私营工业发展中,发展较快和规模较大的是纺织、造纸等行业,这是和边区生产自给运

动中扩大植棉,解决人民穿衣用布的自给,以及边区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密切相连的。如私营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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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工作 % ( 1939年 ) , ∃史料摘编 %第 3编,第 645页。

∃边区第二届农业展览会参观记 %, ∃新中华报 %1940年 3月 8日。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 ∃边区经济情况简述 % ( 1948年 ) , ∃史料摘编 %第 3编,第 532页。

∃神府发展纺织业,群众自动开办小型纺织厂 %, ∃解放日报 %1943年 3月 25日。

∃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 % ( 1945年 1月 ) , ∃史料摘编 %第 3编,第 552页。

∃延安市调查材料 % ( 1942年春 ), ∃史料摘编 %第 3编,第 599页。



织业, 1939年边区私营 工厂只有 6家,工徒 154人,织机 52架,年产大布 3690匹  ! ;到 1941年 10

月,私营纺织厂 计有 30家,工徒 176名))每月可织布 2456匹半 (小匹 )  。∀ 据统计, 1943年私

营 纺织厂 50家, 职工 310人,织机 150架, 共织布 12000匹 。& 1943年以后, 私营纺织工厂及边

区各地的纺织合作社和民间个体纺织业又有迅速的增加,从业人数和生产量也有快速的增长。

造纸业是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中新兴的行业, 也是私营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到了迅速发

展。1939年边区私营造纸厂仅有米脂民生, 葭县、绥德等几个小型纸厂, 生产纸池、从业人数及纸

张产量不多,到 1940年私营造纸厂 计 39户,工徒 98人, 池子 38个, 到 1943年))纸厂增至 56

家,工徒 109人,池子 65个,年产纸张 2468令  ∋, 据 43及 44年统计))公私在内,年可产纸 1万

多令, 按全边区军民需要约可自给 50%左右  。( 1944年后, 私营造纸厂又有迅速的发展。

1943年至 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了争取工业日用必需品在两三年内达到完全自给的口号,并

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边区工业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 1944年 5月边区政府建设

厅对私营工厂数目统计表的统计,当时私营工业中盐业工人 1959人,煤炭工人 1891人, 纺织工人

809人,造纸工人 150人,化学工业工人 346人, 以及被服业、木工业、铁匠业等工人共计 6364人。∗

边区私营工业在发展中,以纺织、造纸、盐业、煤矿四大基础产业的发展, 又带动和促进了漂染、制

衣、陶瓷、制革、木器、药材、酿造等行业的发展,成为边区私营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私营工

业的发展,配合了边区公营工业,为解决边区抗日军民的生活日用所需,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巩

固陕甘宁边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边区政府对私营工业实施的政策

1934年陕甘工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 按照中央苏区的办法, 对个体私营工商业采取了一些限

制的规定。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 1935年 11月 25日,中央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

处颁布了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公告,改变了限制个体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宣布取消一切工商业捐税,

欢迎私人工商业者在根据地进行投资和办厂, 发展苏区的工商业。12月 1日, ∃红色中华 %报发表
了 ∃目前只有苏区才是经营工商业最好的地方 %的社论, 重申了中央苏维埃政府 允许苏区内外正

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  , 关税、营业税一概免收  的政策, 号召工商业者 大胆安心的在苏

区经营工商业 + , 并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保护和扶持私营工业的存在和发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私营工业采取的是保护、扶助和促进发展的政策。为了促进边区

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 促进私营工业的发展,实现边区工业品的自给自足, 1941年 5月通过的 ∃陕

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 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 奖励私人企业, 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

投资))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该法令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它用法律的形式,有

效地把边区政府对私营工业保护、扶助和奖励的政策固定下来,促进了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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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 ,工人出版社 1988年版,第 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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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 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87页。



为促进边区工业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认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允许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合理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在全党进行了普遍

的理论教育。1941年 4月 19日, 毛泽东同志在∃ 农村调查  的序言与跋%一文中指出: 国营经济

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根据地, 主要的经济成分, 还不是国营的, 而是私营的, 而

是让自由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机会, 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

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地是错误的。 对此,毛泽东还强调的说: 保护社会经济

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民主共和国的时期不可缺一的

任务。 !对于在边区发展公营工业建设中, 保护和发展边区私营工业这一问题,刘少奇也有深刻的

论述: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和公营这两个办法。我们应当帮助私人

多办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 ∀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边区私营工业发展的具

体政策和措施,推动了私营工业的发展。 1939年 2月通过的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中规

定: 发展手工业及他可能开办之工业, 奖励商人投资,提高工业生产。 & 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计

划大纲中规定: 颁布优待华侨投资办法, 帮助在延华侨兴办工商实业。 ∋1944年 5月, 中共中央

西北局颁布的∃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中指出: 要达到工业品全部自给, 仅靠公营工厂

是很难完成这个巨大任务的。必须有计划的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 并规
定 奖励边区内的地主商人创立工业, 并欢迎边区外的工商业家来边区发展工业。为解决民营工

业资金的困难,同时来集合民资民力,应首先采取合作社形式,政府得借予工业资金  。( 同时还规

定: 为解决技术的困难,各工业机关及各厂应予以帮助, 并派出一定技术人员指导民营工业的发

展。 ∗1945年 3月 28日,边区政府颁布的∃奖励实业投资暂行条例 %规定: 经营工业、运输业,三年

免收营业税;资金不足者, 边区政府酌量予以贷款之协助; 原料及产品享受政府减税或免税之奖励

等等。+

在边区的私营工业大多是靠政府的贷款扶助而发展起来的。 1944年 6月 29日, 时任边区政

府建设厅副厅长的霍子乐同志在谈话中说, 边区政府对私营工业是完全帮助其发展的, 仅在 1943

年,政府给私营工业 投资贷款共 230万元,又拨 130石小米, 1万斤羊毛。例如对米脂县万合毛织

厂投资贷款边币 15万元, 100石小米, 1万斤羊毛; 对盐池县元华厂投资 5万边币。又借给米脂民

生造纸厂 10万元边币, 30石小米,利息 7% , 都由财厅支付  。当年还 对零星纺织业, 共贷款 200

万边币  ,,支持帮助民间个体纺织业的发展。边区政府对私营工业除贷款投资进行帮助外, 还采

取加工订货、收购产品的办法帮助其发展。如边区政府在绥德、陇东等分区建立了土产公司、贸易

公司等,收购民营工厂生产的布匹、纸张、食盐、煤等产品。又如三边分区盐池县的私营元华工厂,

1943年完成了政府下达订货加工的生产任务, 完成了生产衣胎 12000套、被胎 4000床、毡帽 1万

顶,保证了供给, 同时工厂尚制成群众的需用品若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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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边区私营工业税收上,边区政府规定私营工厂的营业税全部免收, 对工厂必需的工业原料

从边区入境实行减税和免税。如棉花、棉纱开始从免税到后来只收 1%的税。对边区能生产的工

业品及原料从边区入境则提高税收, 如布匹征税从原来的 3% 提高到 10% , 铁从免税提高到

50%。! 禁止边区已能自给的货物进口, 如火柴, 应根据自给的可能程度逐渐减少到完全不许进

口  。∀ 这对于私营工业以及整个边区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为促进和推动私营工业的发展, 边区各级政府还对一些私营工厂在创办和经营中成绩突出的

负责人进行奖励。在 1945年 2月,边区政府在第 96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 褒奖米脂民生纸厂经理

艾斌卿为民营工业模范 的决定 & ;三边分区专署奖励创办合作药社和织布工厂的吴旗县参议会议

长蔡丰先生, 在 3月 ( 1945年 ) 2日, 县委书记王明远同志亲自率领全县干部, 在锣鼓声中为他送

匾。同时三边专署奖给奖状、奖章、花格毛毯和一身毛呢衣服。王明远在送匾会上,号召全县干部

学习蔡老先生刻苦为民的精神  。∋ 陇东分区合水县政府对创办纺织合作社的农民黄生秀进行了

奖励, 授予他为 纺织英雄  的称号。

三 边区私营工业的性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无论是私人单独办厂,还是合伙经营,其资本的来源具

有多元而复杂的性质,既有私人资本,也有政府投资入股,还有群众集资入股等, 并非是完全的私人

资本, 这是当时边区私营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边区私营工业创办中的第一个资金来源为商业资本。如边区著名的米脂县万合毛织厂,最初

的资本就是两家商店的商业资本。 1941年,这两家商店姓姬和姓李的店主, 因为国民党对边区的

经济封锁,货物进口困难, 便关店投资办厂,合股办起了万合毛织厂。姓姬的店主在办厂中,看到了

办厂的收入超过经商和土地,就卖出了一些土地, 投资到工厂中来, 本人还担任了万合厂的厂长。

后来他又 号召当地开明地主出卖一部分土地,向工厂投资 。( 从这个工厂的创办过程中可证明,

工厂的资本不仅来源于商业资本,同时还来源于土地变价。

边区私营工业创办的第二个资金来源,是边区政府的投资入股和贷款。如上述的万合毛织厂,

在 1943年,边区政府财政厅为扶持这个工厂的发展, 投资边币 15万元,并拨小米 100石,羊毛 1万

斤,作为新的股本, 同时该厂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除公家 (如建设厅即有相当股金 )、地主、商人和

各界人士的股本外, 还吸收了厂内三分之一的工人入股 。∗ 米脂县民生纸厂由 4人合股创办,

1942年为扩大纸厂进行招股, 边区政府财政厅为扶助民生纸厂发展, 投资 30石小米的资本, 后又

给予了边币 10万元贷款的帮助, 该厂得到迅速发展, 艾经理告诉记者, 该厂之所以能够如此发

展,实得益于新政府对民营工业之扶持 。+ 盐池县元华工厂由当地富商集资创办, 并吸收群众入

股。该厂创办之初,边区政府建设厅投入占股本 1 /3的资金, 因此,人们认为 该厂名为工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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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是属于合作社性质。因为第一: 资金由公家和群众入股  。! 所以从上述各私营工厂创办的资

本来源来看,抗战时期边区的一部分私人工厂, 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旧式私营资本主义性质的工

厂,而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

边区私营工业创办中的第三个资金来源, 是单纯的私人资本, 这样的工厂在边区也有一些。如

绥德县庆合织布厂,就是在 1943年由私人合股创办而经营的, 厂长安庆生是绥德有名的商人; 1940

年创办的绥德白家沟织绸厂,也是由三四家私人投资创办和经营的。这些私营工厂在创办和经营

中也得到政府贷款的帮助和政策的扶持。

边区私营工厂创办的第四个资金来源,是由群众集资入股的股金。这类工厂一般都规模较小,

主要是集中在民间纺织业中,是群众合资集股开办的小型工厂,在生产和经营上大都采取生产合作

的形式。这类私人资本入股的情况各有不同, 有的以资金入股,有的以生产工具和劳动场所 (如房

屋等 )折入股本, 有的以劳动力入股,还有的以土地折入股本,如西川盐业 打井大都由几家合资,

有时地主出地,另家出资本,打成后两家共占盐滩, 招伙生产  。∀ 这类私人小型工厂在边区各地都

有,基本上都具有私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

自 1940年后,边区的一些绅商地主开始弃地、弃商而转入工业。他们或将其商业资本投资工

业,或是典卖土地转而投资办厂,这与当时边区的政治军事环境是密切相连的。绅商弃商转入工业

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 货物入境困难,以及边区对工业品的需求和

政府对兴办工业的扶持帮助,如可从银行得到减息贷款,产品在定期内免税等。如庆阳县民生纺织

厂是由商转工的典型。 民生厂经理梁桂鸿, 过去是一个来往于西安、庆阳间的纱布商人, 去年

( 1944年 )他带着 300多万元的货物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时,全部被胡宗南的军队 .没收 / ,遭到这

次严重打击之后  ,他便广泛集资招股,办起了民生纺织工厂。&

地主由经营土地转而投资办厂, 其根本原因是除了边区战时环境对工业日用品的需求和政府

对私营工业的支持帮助之外,还由于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地租大大地减少, 而工业利

润远高于地租收入,一般从事工业的纯利润,比经营农业每年最低都在一倍以上。如陇东庆兴私营

纺织厂的大股东刘宪庭,就是弃地转入工业的。他深有感触的说: 如果把土地卖了投资纺织, 每

顷以 200万元做本计算,一年的纯利最低也在一倍以上。 ∋米脂县的地主杜宝良, 于 43年典当土

地 31垧,创办裕民纺织厂, 他自任经理,子女亦在厂内服务,家庭收入随之增高,且对当地纺织亦有

推动作用 。( 当时绅商地主投资工业创办和投资的主要工厂,有陇东分区的民生纺织厂、庆兴纺

织厂, 绥德分区的民生造纸厂、裕民纺织厂等。

从以上对边区民营工业的资金来源和发展进程的情况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工厂在创办和经

营中政府进行了资金投入,参与了资本入股,一部分工厂的工人也参与了入股, 一部分工厂为群众

集资兴办,具有生产合作社的性质,因此这些工业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旧式私营资本主义工业, 而

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私营工业, 从真正意义上讲应该是民营工业。边区政府还通过对私营工

业采取资金贷款、技术指导、减免税收、加工订货、收购产品、组织领导发展合作经济等措施,使其初

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因此,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业, 实际上已不是旧式的资本主

义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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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边区私营工业的劳资关系和政策

抗战时期,由于边区私营工业的性质,而决定了边区私营工业的劳资关系已不同于旧式的资本

主义工业中的劳资关系。制定和实行符合边区私营工业发展实际的劳资关系的政策, 对促进私营

工业的发展,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促进边区私营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始终重视对私营工业的劳资关系的

问题。 1939年 1月,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 一方面要 废止过去苏维

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  ,另一方面又要 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  。! 1941年

4月,毛泽东在论述边区的经济政策时指出: 现在的政策, 是综合.联合 /和 .斗争 /两方面的政策。

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 ∀后

来在 1941年 11月,毛泽东在论述边区私营工业的劳资关系时, 又强调指出: 在劳资关系上,我们

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 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 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所

有这些都是为了全国人民, 合力抗日。 & 1941年 5月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中也提出了
调节劳资关系 、改善工人生活  的规定。∋

陕甘宁边区调整私营工业劳资关系的政策与实施, 基本上是与边区私营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同步

进行的。因此,边区新创办的私营工厂,一开始就是以新的劳资关系形式出现的, 主要集中在纺织、造

纸等行业。如米脂县万合工厂厂长靳体元声称,办厂是为发展边区经济, 因此要公私兼顾,照顾老百

姓的利益,照顾到工人的利益。该厂具体的做法是,让工人入股,实行分红工资;对工人每天安排一小

时的文化学习,派出教员,提供学习用品;工人每日三餐,五日吃一次面,逢节可吃到肉菜;工作之余还

安排娱乐活动和技术培训。( 再如盐池县的私营元华工厂,比较注意工人的实际利益和合理待遇,

根据工人劳动强度及其技术之提高程度给以不同的工资待遇,以鼓励工人之积极性与创造性  。∗

米脂县民生纸厂注重改善管理,工人还开展了劳动竞赛。 该厂分红办法:股东和工人各得 40%, .公

积金 / (厂方 )和劳积金 (工人 )各占 8%,公益金占 4%。分红以外,该厂并设有奖金,每半年一次 。+

1940年前后在边区政府倡导和扶持下创办的私营工厂, 劳资关系都是较为进步的,但在传统

积习较深、创办较早的私营厂矿的情况则有不同,主要是集中在煤矿和采盐业。如关中分区淳耀县

衣食村煤矿的劳资关系, 在 1940年前与旧时代无明显差别。一般 煤矿的经营,是几个资本家 (工

人叫东家 )联合拿出一批钱,开采煤矿  ,挖煤工人被称为 炭毛子 ;工人劳动强度大, 每天工作时

间长, 劳动条件恶劣, 工伤事故时有发生。该地各矿井收入的分配办法是,除去少量的劳动成本和

开支外,纯利润由工人和东家分,东家高达六成以上,工人仅得三成。东家经营煤矿, 只是在开矿井

时进行投资外,矿井开成之后无需再投资即可坐收其利,对工人的剥削是严重的。, 再如一些盐矿

的劳资关系也是如此,东家不参加生产劳动,坐享其成,而工人终年劳作, 衣食自理,生产出的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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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东家和工人对半分。!

为调整私营工矿的劳资关系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边区政府于 1940年 4月颁布了 ∃陕甘宁
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 对雇佣劳动的劳动时间、工资、安全与卫生、工人权利、女工、青工、学徒、

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管理规则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并要求各工矿认真贯彻执行。如

条例规定: 工人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率,最低工资率以当地之生活状况为标准  , 工人可自由

组织工会 , 不能无故开除工人  , 工伤应得到医疗费 , 休假工资照发  等。∀ 这些规定的实施,

有力地保护了工人的正当权益,也较好地调整了私营工矿的劳资关系。

在边区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从 1940年初开始,边区私营各厂矿中逐渐都建立了工会组织。

如绥德分区绥西十里盐滩,于 1940年春开始组织盐业工会, 工会根据边区政府 ∃劳动保护条例草

案 %和有关劳资政策, 经过与雇主反复协商, 最终使原来对半分的传统分配方案改为四六分, 改善

了盐工的生活条件,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工人都参加了组织, 经常开会, 有问题便找工会,

同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县参议会便有两个盐工参议员  。& 马蹄沟煤炭工会成立后, 为改变工人

待遇和分配上的不合理,曾多次组织工人同窑主进行协商谈判和斗争,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最终

窑主 同意按新规定份子办理。于是工人斗争胜利了,工人们都团结在工会周围了 。∋ 据统计 炭

工工资 0 0 0 比 1939年增加了一倍 (以每日计算 ) , 1939年是 2元, 1940年是 4元。 (工会组织不仅

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团结了广大工人,同时还组织工人积极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煤的产量成倍

的提高,也保障了资方的利益。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调整私营工业劳资关系政策和实施中,注重 不要强调阶级对立, 而是在劳

资协调、双方互让下求得工人生活的改善  ,注意克服 只强调改善工人生活, 不注意提高劳动热忱

和提出过高要求  的倾向∗,因此,促进了劳资关系的进步, 改善和提高了私营工矿工人的生活待遇,

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促进了对工人的文化政治教育。边区对私营工业劳资关系的政策

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也照顾到私营工矿资方的利益。由于劳资关系的合理调整,调动了工人生产

的积极性,生产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结果是使劳资双方都获其利,促进了私营工业的发展。

五 边区私营工业发展的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促进边区经济发展, 在发展边区工业建设中, 对私营工业采取了

积极扶持的政策,使私营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于为争取实现边区工业品的自给, 促进和发展

边区经济建设,以及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配合边区的公营工业, 为边区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 克服财

政经济困难,争取实现边区工业品自给或基本自给起了积极作用。1945年, 边区私营纺织业和公

营纺织厂 可以织 150万匹三八布,已达到边区需要的三分之二  。+ 1944年底,边区 公营工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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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盐滩 %, ∃解放日报 %1942年 11月 21日。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 % (下册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22页。

∃十里盐滩 %, ∃解放日报 %1942年 11月 21日。

∃马蹄沟碳工领袖蔡自举 %, ∃解放日报 %1944年 2月 5日。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三次执委会扩大会议: ∃报告大纲 % ( 1940年 4月 13日 ) ,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 % (下册 ) ,陕西人民

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09页。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四次执委会扩大会议: ∃一年来边区工会的总结 % ( 1941年 4月 11日 ) ,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 % (下

册 ) ,第 532页。

∃边区财政经济的新面貌 %, ∃解放日报 %1945年 1月 5日。



民间造纸厂一年共产纸 15000令  ! , 据估计边区军民共需纸 20000令,按以上数目自给已达四分

之三 。∀ 经过边区军民的努力, 到 1944年底,在工业方面,生活日用品之毛巾、肥皂、火柴、袜子、

纸张、陶瓷、纸烟、蓝、铣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  。& 石油、肥皂已全部自给, 且有能力供给临

近和前方需要))简单工具大部分已能自造 。∋ 边区公营和私营盐业的发展, 盐之产量曾达 40

万到 60万驮 (每驮约 150斤 ) ,除供全边区需要外,抗战期间每年输出 10万到 25万驮  ( ,换回了

大量的边区所需物资,是边区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 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 有力地配合

了边区公营工业,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保障了边区工业日用品的供给,壮大了边区的

经济实力,为促进和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私营工业扶助和促进发展的政策与实施,并不是仅仅为克服当时

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

说,边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营工业经济,实际上已不同于旧式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是新民主

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 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 正因为抗战时期

边区的私营工业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也应该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础之

一。毛泽东在论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时指出: 按照孙中山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

阶段, 中国的经济,必然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

的国家,一定不是少数人所谓的国家,一定不是 .少数人所得而私 /的国家, 一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

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扶持和促进边区私营工业发展所制定的政策和实践, 形成了一系列发展新

民主主义工业建设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 对私人资本主

义工商业进行利用、改造的初步探索和成功的尝试。这些经济思想和政策是:在陕甘宁边区私营工

业发展的过程中,扶持和促进私营工业的发展,以利于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济思想; 在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保持社会经济中有益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 并使其适当发展, 以促进新

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等;以及对私营工业所制定和实施的贷款投资、减免税收、技术指导

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订货加工、收购产品等扶助其发展的政策;合理调整劳资关系、公私兼顾、促

进劳资关系进步的政策等。这些经济思想和政策, 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不仅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而且为新中

国建立后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经济建设,以及后来进行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

定了理论基础,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作者王晋林,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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