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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1942年7月
19日的社论中说道“敌人一方面把法币自敌占城市

排出，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被排出的法币进行其对

根据地金融经济的大破坏，这种破坏对根据地的影

响比几次扫荡还要严重，甚至有使某些根据地坍台

的危险”，①可见日伪法币倾销给山东抗日根据地带

来的危机。“排法”斗争便是中共对这场危机的因

应。“排法”是中共以北海币取代国民党法币，建立独

立可控区域货币市场的运动，借以消融日伪法币倾

销对根据地造成的冲击。以往学人提及“排法”，②多

掩盖于货币斗争之下，未有专门论述，对其复杂与多

面也缺乏详细阐述。实际上，货币斗争是在敌我货

币均有特定使用范围前提下，双方通过控制货币价

值和发行数额等相关因素进行的博弈，对方的货币

在本区内不存在“合法”地位。而“排法”是改变区域

内原本存在的多种货币均“合法”流通的状态，建立

单一可控货币体系的斗争。换言之“排法”斗争更倾

向于根据地内部货币市场的建设，货币斗争则指向

的是根据地对外的货币博弈。但正如邓小平所言，

经济战线上斗争与建设是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③因

此“排法”斗争亦是货币斗争的重要面相。而且“排

法”斗争不仅要面对日伪法币倾销的冲击，民众对限

制法币流通的质疑亦是一大阻碍。中共如何在对外

错综复杂的货币斗争中，将民众的疑虑转化为信任，

从而确立内部独立货币市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话题。基于此，本文综合档案、报刊、文集、日记等多

方资料，对“排法”斗争进行专门梳理，试图从民众信

任与货币斗争角度，窥探中共独立货币市场建设的

斗争形态及复杂历程。

一、从联合到排挤：第一次“排法”斗争

1938年 5月 3日中共筹建北海银行，8月 5日第

一批北海币投入市场。北海币是在法币面额较大、

现钞供应不足的情形下，为满足群众小额交易需求

而发行的。因此，其初期定位便是辅币，银行也只印

发 1元以下的钞券。相比较，法币以国家信用为基

础，此时依旧是山东地区强有力的通货。中共为赋

予北海币信用，打开货币市场，宣布北海币为“通用

货币，与法币等价流通，随时可兑换收回”。④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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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北海币“移植”了法币的信用。⑤此时，中共山东

根据地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联合法币、查禁伪钞、停用

土票。

由于法币实行的是同英镑、美元挂钩的汇兑本

位制，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初期一度借沪、港金融市

场维持货币稳定。日本便趁机收兑法币，套取国民

政府外汇，以在国际上购买战略物资。1938年7月，

日本五相会议明确提出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

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

政府自行消灭”。⑥1938年至1941年，日本仅通过向

中国大后方走私便获取法币 10.9亿元，其中多数被

用于套取中国外汇。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

府宣布法币外汇停兑，英美等国也封存中国在外资

金，这意味着日伪无法再套取中国外汇。而此时日

伪从津、沪租界劫掠了各国银行留存的法币已达 70
亿元，于是将货币政策从吸取法币套取外汇，调整为

倾销法币套购物资。1942年初，日本兴亚院制定金

融处理要纲，要求在沦陷区内逐步废止法币流通。⑧

5月，汪伪政府颁布禁止法币流通法案，以 1：2比率

进行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⑨同时，华北伪政权也不

断打击法币，6月10日后，百元法币仅能兑换联银券

10元。⑩日伪在沦陷区内逐步取缔法币，遂将法币向

尚在使用地区倾销。“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以山东

根据地的法币实际价值为最大，因此山东根据地亦

即成为敌人倾销法币的最好市场”。

1942年日伪在山东不遗余力地推行“治安强化”

运动，宣称要在该年内将山东变成“治安区”。根据

地边缘地区被日伪“蚕食”，中心地区遭到反复“扫

荡”，根据地内物资奇缺，民众苦不堪言。加之，日伪

还严密封锁根据地，阻止重要物资的流入，并利用私

人商贩向根据地走私奢侈品，以此来窒息根据地的

经济。货币的流入，就意味着同价物资的流出，根

据地通货急剧膨胀，致使军民交困，形成严重经济危

机，山东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阶段。

1942年山东又旱灾肆虐，农业备受打击。灾荒

自1941年发轫，在1942年积聚放大，“民间即无粮可

食，惟恃采取树叶，以充饥肠，如榆、柳、杨、杏、桑诸

类树叶，悉为主要食品，白杨花、核桃花亦属早春食

料，甚至花生皮、地瓜蔓、谷糠、高粱萼，亦均橛为细

末，为果腹之需。”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鲁灾重，

鲁灾重，闻之心痛泪泉涌，居民十室惨九空，饥馑洊

臻死相踵，村落萧条绝人烟，蔓草茂密滋田垄”，可

见山东根据地民众生存的悲惨境况。

此外，国民政府因财政赤字严重，不得不依靠印

钞来维持收支，法币供大于求，贬值迅速。物价过高

又促使大批生产资本转入投机行业，社会生产急速

降低，进一步推动了物价的上扬，从而形成恶性通货

膨胀。至 1942 年 3 月，重庆市物价已是战前 30
倍。货币具有自发的流动性，大量法币充斥狭小地

域，必然产生溢出效应，推动法币向外扩散。同时，

后方法币的贬值，也影响着同一名目下其他地区货

币的价值。此时，山东根据地以法币为主，备受

牵连。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根据地内通货膨胀异常严

重。将 1937年粮食及必需品价格指数归为 100，则
至1941年，4年间粮食仅上涨至2141，必需品仅上涨

为 2110；但到 1942年，两者飞涨至 8199和 8737；到
1943年，更飙升至 52407及 47682，其增长速度明显

提高，详见下图 1。中共虽掌控北海币，但此时仅作

为辅币，各区独立发行，数额较少，影响甚微，无力左

右金融市场。正如赖小刚所言，至少在太平洋战争

爆发前，中共山东分局都认为自己的纸币仅仅是法

币的补充，这可从北海币的市场占有率得到证明。

在 1942年的胶东东海区，北海币占比仅 15.56%，而

法 币 占 32.88% ，伪 钞 占 36.08% ，其 他 币 券 占

15.48%，北海币占有量与杂币相差无几。中共要想

在山东坚持抗战，就必须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民生

交困问题。中共对法币政策开始由联合走向排挤。

此时，中共政策的转变是服务于抗战大局，而不

是与国民党的货币对抗。正如时任北海银行分行行

长陈文其所言：“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不仅要扰乱

我们的金融，而且是要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其毒辣不

亚于从事‘扫荡’。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如果还继

续自由使用法币，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爱护法币了，

但实质上却正中了敌人的圈套，使敌人完全握住了

我根据地的经济生活的命运，而可以大量掠夺我们

的物资，使我们根据地物资枯竭，人民生活困难起

来。所以我们禁用法币和贬低法币的价格，正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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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爱护根据地，保卫人民生活和维护国家的金

融”。在日本投降后，中共亦曾提出在北海币流通

不足时，准许商民使用法币。可见，中共“排法”是

从民生和抗战大局考虑。国民党虽有心限制中共货

币，但至1942年时已力不从心。4月，国民政府财政

部曾致电各战区长官及省政府，要求加强对中共货

币与经济的封锁，并随时向财政部汇报。9月，财政

部收到部分回复，多表示中共货币发行在激增，已有

不可遏制之势。财政部除重申之前法令外，亦无良

策，仅致电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希望“各有关军政

机要机关能严厉督饬所属，切实办理，自可能抵制

之”。以此而言，国共双方在“排法”斗争上并不能

构成直接对抗。

1942年1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指示，

对法币实行 7-9折贬价使用。4月，中共山东分局

两次召开财经会议，要求发行新钞，扩大北海币市场

占有率，同时大力宣传日伪倾销法币的危害。5月，

中共山东分局下发《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要求以

北海币为山东本位币，各地党政军民财政税收及公

营事业均只收北海币，往来账目、契约等一律以北海

币核算，并以政府规定比价向银行折合。但此时，

中共北海币缺乏国民党法币的“合法性”以及日伪钞

券强大的“资源”，加之根据地此前发行北海币是以

法币为保证价值，“排法”可谓困难重重。

中共山东分局下发指示后，胶东、滨海、清河、鲁

中、鲁南、冀鲁边等地便准备发动“排法”斗争。就滨

海区而言，1942年8月滨海地区发布停法布告，要求

分时段对全区内法币贬至5折使用，并规定进出口货

物必须换回相当的必需品等。但“排法”斗争实施

不久，便内外交困。“排法”伊始，根据地新油未上市，

旧日油存量不济，日伪便乘机派遣大批商贩携带法

币进入根据地高价购油，导致“几日来，滨海区油价

突飞猛涨，每斤花生油竟升到九～十元，且还不断的

上升”。同时，由于统筹不够，根据地无法在短时间

发行足够的北海币来替换法币，也没有足够的人员

去从事货币兑换工作，致使民众疑虑大增，谣言四

起。有的说“鬼子打击法币，八路也打击法币，这难

道不是帮着鬼子做事吗？”甚至有的直接说中共的这

种做法“是土匪行为，等于抢老百姓的钱”。此外，汉

奸等人又趁机生事，说银行“借政府检查法币之名，

行其掠夺人民财产，破坏政府威信之实”。而中共

在宣传上也存在很大问题“除了报纸登载一部分外，

口头宣传是很差的”，“以致老百姓不了解，甚至若干

干部都不了解为什么使用北海币，禁用法币”。中

共内部工作人员又存在着乱没收法币等不良现象，

“对法币贬值法令不能认真执行”，甚至“有从中取

利，强索法币”的行为。这些都造成民众极大的惊

异与不安。

这些因素使滨海区“排法”得不到人民支持，法

币依旧充盈，“各种物价都比过去贵一倍到两倍的样

子”。虽然中共多次下令法币贬值使用，但实际上

依旧是等价流通。清河、鲁南、鲁中、冀鲁边区也存

在各种问题“排法”效用不著。如清河区在斗争中出

现“上折下不折，官折民不折，明折暗不折，胶折清不

图1 1937-1943年法币物价指数变动表

资料来源：杨波编《山东解放区的工商业》，临沂：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版，第13-14页。

说明：粮食数据为小麦、高粱、黄豆统计数据，必需品为棉花、土布、洋布、火柴、食盐统计数据；价格指数参考左侧坐标，物价增

长率参考右侧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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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大折小不折”等现象，导致“一年来银行工作有名

无实，在它的任务上无成绩”。鲁中区“排法”斗争

也“未起多大作用”，“法币仍暗中流行”。

整体而言，此次“排法”以失利告终，但胶东区却

是例外。胶东行署于9月制定《关于停止法币流通的

通告》，就内容而言，胶东区并没有全方位禁止法币，

而是从东海和北海率先试行，并允许携带法币出境，

给群众自我消化法币的时间；同时将宣传动员放到

了很高的地位，并制定奖励措施，动员群众参与到

“排法”斗争中来。定点试行与广泛动员，既考虑了

民众利益，也宣传了中共政策，使胶东“排法”中民众

的疑虑相对较少，但日伪的攻击颇为严重。

当胶东的“排法”斗争开始后，日伪加紧破坏。

首先，投入更多法币。7-9月份，日伪在荣成、文登等

地倾销法币达数百万，用以购买盐、花生油等物资。

其次，扰乱货币市场。在大部分地区，日伪只准许伪

钞纳粮，以推动地区通货一元化。而在某些区域，日

伪却要求以缴纳北海币代替纳粮，然后将其伪造的

北海币混入收到的真北海币中，一同投放市场，以扰

乱地区金融。最后，操控法币兑换。日伪颁行“申

汇统制要纲”，规定一切法币均需集中处理。伪山东

省公署也在 1942年发布训令，要求各地没收的法币

“一律送交日本宪兵队处理”。日伪企图通过这些

措施，掠夺群众物质，窒息根据地经济，动摇中共敌

后抗战基础。

胶东针锋相对，对日伪的破坏进行有力还击。

首先，银行联合政府同样采取高价购买的方式收购

粮食、棉花、小麦等物资，使法币流入游击区和沦陷

区，并严格限制重要物资出口。其次，发动群众性

的反假票斗争。胶东区深入群众宣传假票特点以及

识别方法，同时还严肃刑罚。1943年7月更出台《处

理伪造及行使伪造本币案件暂行办法》，明确规定

“伪造北海本币，意图行使者处死刑”。最后，管理

汇票。银行配合各县设立汇票交易所，由贸易公司

负责管理，商会派人负责登记，严格购买汇票的手

续，与日伪展开汇兑战。这场反击有目的、有组织，

成效较为明显。在胶东东海，法币价格被人民贬低

至 4-8折使用。在胶东北海，法币市场占有率从

1942年 9月的 32.88%下降到 12月底的 16.7%，而北

海币从15.56%提高到40.8%。

同时，胶东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排法”斗争

深入进行。其一，在“以货易货”基础上，打通内外汇

兑网络，疏通贸易渠道。由于北海币各区币值不一，

根据地常以法币作中介核价兑换，但未对其进行严

格管理。在内外贸易刺激下，政府对外汇缺乏管理，

市场便自发产生交易渠道，这不仅容易形成外汇黑

市，而且给伪钞提供了渗透机会。1942年 10月，胶

东制定《出入口贸易登记办法》，“在切实执行以物易

物的原则下”，以出入境登记、缴纳保证金等方式将

物资进出管控起来。同时，加强汇票交易所工作，

1943年上半年胶东实现了同清河、昌潍等区汇票交

易，建立起同青岛、烟台、天津等城市汇兑关系。这

便是将法币管控起来，作为区域间贸易结算的外

汇。其二，增发贷款，扩大货币市场份额。胶东在一

年内便投入农贷1186.0618万元，纺织贷款200万元，

渔业贷款 19.729万元，盐业贷款 21.84万元。这些

贷款不仅提高了北海币市场占有率，还有力地支援

了根据地生产事业。其三，建立情报网、行情表制

度，严格查禁法币。胶东区在公开斗争的基础上，还

通过设立灰色商店、扶持私人汇兑等方式展开隐蔽

斗争。并利用进步商人建立情报关系，将敌区市场

情况及掠夺花样，五天通报一次，区内相互函告。

同时，亦密切关注区内法币暗流情况，如有发现便可

没收。经此，胶东“排法”成效明显，“根据地以内已

经具备了粉碎敌人经济上一切进攻的力量”，并开始

由被敌人经济封锁转而经济封锁敌人。

将滨海与胶东排法对比，可以窥探此次“排法”

斗争失利原因。其一，组织领导不协调。滨海等地

在领导上，各个机构系统不一，力量分散，以至于“排

法”准备不足，兑换工作进程缓慢，在民众舆论哗然

时，亦不能立刻平息民怨。其二，斗争方式不灵活。

滨海存在主观孤立地看待货币问题现象，不能同贸

易、财政、外汇等结合起来，特别是不顾市场币值波

动，一刀切地执行5折兑换政策。各地工作小组也存

在“单纯利益观点”，为获取没收提成，盲目执行政

策，忽视民众利益，必然造成民众质疑。其三，斗争

环境不相同。以往学人探讨山东抗日根据地，往往

忽视各战略区内部存在的差异。实际上，山东各区

··73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3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因斗争环境各异，其在政策执行力度和深度上也大

相径庭。胶东根据地创建较早，群众基础相对牢

靠。日军曾在 1942年 3月至 12月底，发动三次鲁东

作战，意图肃清胶东，但收效甚微，甚至连日军也感

到胶东区“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

断进展”。滨海区是连接中共华北和华中根据地的

交通枢纽，也是苏北新四军的重要靠背。区内不仅

日伪势力猖獗，还有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及所属东

北军部队。1942年 8月，日第 12军发动第三、四次

鲁中作战，对滨海、鲁中进行“扫荡”。国民党孙焕

彩等也在区内发动反共摩擦，滨海党政军民不得不

在反“扫荡”斗争的同时与孙部进行周旋。复杂的环

境牵扯了滨海更大的精力，使其在“排法”斗争流言

四起之时，不能全盘操控。

同一运动，在不同的地区实行有成有败，反映了

中共政策的弹性。正是这种灵活性，可以推动中共

政策落实到更深的层面，亦可以反作用于中共政策

的修改与矫正。胶东取得“排法”斗争的成效，为其

他根据地的“排法”斗争树立了标杆，也为中共修正

“排法”策略积累了经验。

二、从排挤到排除“排法”斗争再起

1943年下半年，国内外斗争形势发生显著变

化。国际上，随着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合作更

为密切。在国内，日本因长期战争消耗，处境越发困

难。从1943年12月至1944年2月，日伪军被迫放弃

山东抗日根据地内的据点 246个、碉堡 353个。此

时，国民党鲁苏战区司令部同山东省政府也离鲁入

皖，仅留下地方保安队及部分游击队。于学忠、李

仙洲撤离山东后，国民党更无法向山东输入法币。

法币虽在山东依旧存在，但对国民党而言已为脱缰

野马，难以再行控制。山东国民党部分伪化、部分退

出，使中共在山东获得更多的主导权。既有观点认

为，山东地区的货币斗争是国、共、日伪三方的博

弈。从上可见，国民党此时已无力插足山东的金融

较量，斗争实质是中共以法币为媒介与日伪进行的

货币战。此外，中共在军事政治上也开始对日采取

更为主动、灵活的姿态，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根据地

的多次“扫荡”“蚕食”和封锁。

斗争形势的好转，为中共继续发动“排法”斗争

提供了便利。中共总结第一次“排法”斗争失利的教

训，调整政策和组织，再次发动“排法”斗争。

从政策上来说，中共综合使用经济、政治等多种

手段，开始彻底排除法币。中共第一次“排法”斗争

的政策，主要是以政府法令形式对法币进行折价和

限制。这种单靠政府法令，不彻底排挤法币的办法，

依旧给日伪倾销法币留下了缺口，无法从根本上消

除通货膨胀危机。当时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认为只

有把法币完全取缔，使北海币成为根据地唯一通货，

才能在根据地内调剂货币流通数量，稳定物价。他

提出将之前排挤法币的斗争方式调整为彻底排除法

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制度，借以平抑物价”。薛

暮桥的具体方法是：其一，以北海币取代法币，建立

独立货币市场；其二，以物价指数为基础调控货币数

量，保持物价稳定；其三，动员民众向沦陷区倾销法

币换取物资，争取有利交易；其四，由政府掌握重要

物资来调控市场供求，管理对外贸易。物价的稳定

与民众的信任相互创生，物价趋稳，民众才会信任，

从而助推“排法”取得成效；根据地完全取缔法币，才

能使物价真正稳定，进一步加强民众信任。中共山

东分局接纳了薛暮桥的建议，于 1943年 6-7月接连

下发《关于停用法币的指示》和《关于对敌货币斗争

的指示》两文件，总结第一次“排法”斗争经验和教

训，发起第二次“排法”斗争。

从组织上来说，中共组建工商管理局，加强在经

济上的“一元化”领导，由时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

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的黎玉担任处长，延请

薛暮桥主持工作。其实，早在1942年9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便通过决议，确立“一元化”领导体制。1943
年3月，中共中央批复由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政治委员，兼任一一五师代师长、政委，实现军事上

“一元化”领导。而经济上实现“一元化”领导，正是

以“排法”斗争中工商管理局的成立为标志。在工商

管理局成立前，与日伪进行货币战时，中共银行、贸

易局、合作社、总务机关虽有配合，但无法统一协

调。根据地部分领导人对货币规律也存在认识不足

的问题，如时任清河区党委书记的景晓村曾说道，货

币问题是他们经常所不注意或注意也不明确的。

这就造成第一次“排法”中各机关各自为战，对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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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不足。中共意识到对金融等控制的薄弱，部分

领导人甚至提出“政权工作百分之七十的时间与精

力，放在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上”。1943年9月，中共

将原政府经建科、纺织局、税务贸易管理局、矿务局、

银行兑换所、交易所、海防办事处、盐务署等合并或

撤销，成立统一领导机构——工商管理局。此时，

工商管理局主要职能为统一领导货币与贸易方面的

斗争，并负责北海币发行准备物资的收购与销售事

宜。其特点便是将行政工作与经营工作，“排法”斗

争与货币斗争，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生产建设与贸

易统制，市场运行与政府管理统一起来。

自第二次“排法”斗争发动以来，滨海专署于六

七月制定《关于停用法币的决定》和《停用法币委员

会作出补充决定》。同此前相比，滨海区划定时间

段给民众以自我排挤法币的空隙；同时将宣传提高

到重要位置，并制定了具体的举措；对于停止步骤，

也是先选择粮食试行，进而推广到全部停用；此外也

放宽了贸易管理政策，准予合理的法币兑换，由银行

进行控制。

但是，因之前“排法”斗争效果不佳，滨海区群众

对此仍颇多质疑。对于日常使用法币的民众而言，

认为法币不应折价，这种兑换等于使他们的财产贬

值，“似乎太吃亏了”；还有民众认为政府这种行为侵

犯了人民的利益“不肯迅速地把自己所存法币拿到

兑换所去兑换本币”，而是继续行使法币；还有民众

对法币存在一定信任，对北海币预期不乐观，仍然抱

着观望态度。对于从事对外贸易的商民而言，因其

与沦陷区或大后方存在贸易关系，担心停用法币后

无法继续做生意“所以他们宁愿出比较高的价钱(例
如七五折)，来秘密收买法币，用作经商资本”。这

些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群众无法明晰货币价

值与价格辩证规律，只从简单的数字面上审视货币

的兑换，产生了误会；另一方面是因先前北海币是以

法币为准备金发行，“排法”之后如何保证北海币币

值也是群众的一大疑惑。“劣币驱逐良币”，众所熟

知，而“排法”斗争反其道而行之，以良币(北海币)驱
逐劣币(法币)，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这不仅需要

中共引导群众在根据地内拒绝使用劣币，以防止法

币占领货币市场，还需要建立良币的保障机制，稳定

群众对北海币未来的预期。

民众是革命的主体，不能消除民众疑虑“排法”

斗争势必难以进行。针对这种情况，滨海行署采取

措施，进一步推动斗争进行。

其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对敌斗争。滨海区响

应上级指令，成立工商管理局。由工商管理局协调

根据地各方力量，统筹“货币斗争，贸易管理，扶助生

产，保障供给”等方面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对外领

导货币和贸易等经济斗争，对内扶助根据地生产建

设事业，其中生产建设是工作基础，经济斗争是主要

任务。工商管理局的运作真正使“看得见的手”——

政府调控和“看不见的手”——市场调控有机结合起

来。有些政策原则和工作经验，至今仍被工商管理

工作遵循和借鉴。而且，工商管理局以中共民主政

府的名义出现，专职于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斗

争，这相比于夹杂着商业性质的北海银行更为民众

所认可。可以说，工商管理局的出现，将中共政权的

公信力真正注入到“排法”斗争之中，一定程度上坚

定了民众对排除法币、建立北海币单一货币市场的

信心。

其二，严格管理外汇，争取有利贸易。在战时沦

陷区、根据地、国统区纵横交错的状况下，不可避免

地要进行物资往来。正如戴爱莲所言，生产贸易对

山东根据地来说至关重要。实际上“排法”并不是

彻底抛弃法币，而是禁止法币在内部市场流通，但准

其充当“外汇”的角色，由工商管理局逐日挂牌公

布，服务于根据地进出口贸易。此后，根据地对大

宗出口商品实行外汇管理，即出口货物需向工商管

理机关登记外汇，商民所得外汇再通过政府兑换。

以此，政府可以通过掌控的外汇来购买内地所需物

资，平衡根据地经济。诸如食盐贸易，中共修复了浙

江至山东的多条运盐路线，滨海区更是率先建立起

食盐专卖制度，在贸易创汇方面效果显著。同时，

根据地为争取有利贸易，还引导民众组织纺织合作

社，农业合作社，运盐、运粮等运销合作社等。此

外，根据地还严格限制奢侈品和消耗品输入，而奖励

土特产输出。中共探索的各种生产贸易举措，既是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特色，也反映了中共经济政策的

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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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建立物价本位制，维持北海币信用。北海

币发行额的50%用于购买物资，由工商管理局掌控，

做平抑物价之用。物价上升，工商管理局便出售储

备物资回笼北海币，平抑物价；反之，物价下降，银行

便增发北海币，由工商管理局收购物资，调整物价。

如此，将物价始终维系在相对稳定状态，以巩固北海

币信用。另外50%北海币通过各种形式投入到生产

领域，其中贷款是较为重要的方式。北海银行贷款

从1939年的17.8万元到1945年的12032.11万元，增

长了675倍。不仅支援了生产建设，而且使群众与

中共的联系更为密切。物价本位制是较为合理的货

币发行准备制度，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创造与

实践。它一方面将货币的“量”与物资的“价”直接关

联，使中共可以通过物价判定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

另一方面给予北海币强大的物资后盾，在市场价格

波动时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调动资源稳定物价。

在工商管理局的统一领导下，北海币对外汇率

稳定，对内信用坚挺，不仅遏制了通货膨胀，还促进

了贸易发展。从 1943年 7月至该年 12月，小麦价格

已由4元下降到1.5元，高粱由4.5元降至1.2元，棉花

由 48元滑落为 11元。民众持有货币的意愿，在于

哪种货币可以换取更多的粮食、棉花等日用物品。

中共“排法”的各种举措，民众深受其惠，渐趋排斥法

币。至 1943年底，鲁中区也基本实现停用法币目

标，胶东区“排法”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了调整与巩

固，“排法”斗争成果得到进一步扩大。

但中共“一元化”领导主要是方向原则上的统一

指导，各地区还存在“分散经营”的特点。山东抗日

根据地因各区斗争环境和群众基础等差异，在总方

向一致的基础上，工作进度、处理方式等又不尽相

同，呈现“同向异步”的趋势。

诸如，清河区“排法”虽最终也取得胜利，但进展

明显滞后于其他地区。清河根据地是在日伪据点林

立后一步步将沦陷区抗日化而来，且该区多平原，平

原抗战遭受敌人“扫荡”更为频繁。清河区盛产烟

草、棉花、高粱、大豆、食盐的小清河南，到1942年底

全陷敌手。1943年 1月，日伪“扫荡”小清河北，是

役，山东纵队第三旅独立团团长韩子恒牺牲，清河

根据地受到重创。此后，日第12军连同伪军吴化文

部，“包围袭击了清河军区的共军，给以歼灭性的打

击”。同年 11月，日伪又出动 2万兵力对清河进行

“扫荡”，“兵力之众又是空前”。这种特殊的环境，

使清河区党政军民时刻处于战斗与流动状态，难以

稳固民众的信任和筹集足额的物资，去廓清货币市

场。虽清河区于 1943年 6月初也开始了第二次“排

法”斗争，但受形势影响，导致“法币充斥市面，北币

信用与比值不高，杂钞在某些地方横行，贸易大部垮

台，生产品自由出入，无任何组织性，财政困难”。

1943年底清河区再次推动“排法”斗争。次年 1
月，中共将清河区同冀鲁边区合并组成渤海区，两区

的组织和领导得到加强。其“排法”政策与滨海等区

也大同小异。一方面，由工商管理局调控物资贸易、

货币比价及生产建设事宜，维持外汇稳定；另一方

面，严格执行物价本位发行准备制度，保障北海币信

用。通过这些举措，清河根据地构建起独立的货币

市场，“使物价从法币价格上降低十倍，改善了民

生”，从而又反过来推动“本币在群众中普遍巩固地

树立了信仰”，进一步巩固了北海币货币市场。若

将 1944年 1月物价指数归于 100，至 12月该区物价

仅为 60.55。鲁南区也于 1944年 4月间完成了“排

法”任务，根据地内“一律用北钞”，物价相较也趋于

稳定。1944年 4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宣告“排法”斗

争胜利，伪钞和法币基本退出市场，北海币成为根据

地的本位币，并且在争夺区、沦陷区出现了北海币取

代伪钞的趋势。以东海区来看，至1944年上半年北

海币在根据地占有量可达 98.8%，在争夺区已占到

75%，甚至在敌占区也占据总量的44.3%。

中共通过“排法”斗争，“完成停法禁伪工作，平

抑和稳定了物价”，基本消灭了由于物价飞涨所造成

的经济危机。根据地将大量法币投入到日伪统治

区，换得了巨额的物资。法币的流入与物资的流出，

造成沦陷区资源匮乏，物价严重上涨。以鲁中区来

说，将1944年1月物价归为基数100，至12月沦陷区

物价已上涨为602.8，而根据地物价反而有所下降为

72.65。日伪虽一再强调“一切主要资源和物品，均

有统制运营的必要和供出献纳的义务”，但应者寥

寥。在无计可施之下，日伪只得厉行查禁，但“虽经

检举征办，尽以法轻而玩生，罚轻而忽视”，其势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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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随后，日伪“本乱世用重典之旨”严峻刑法，重

制“华北扰乱经济统制治罪暂行条例”以管控物资平

抑物价，但成效不佳。在此情况下，日本只能放松

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以缓解物资匮乏窘

境；对内实行以粮代赋政策，并由个别县逐渐推广开

来，以防止物价上扬的损失。

三、独立货币市场确立与工商管理局的维护

既有研究论及“排法”斗争多止步于1944年4月
中共宣布“排法”斗争胜利，忽视之后工商管理局对

斗争成果的维护与巩固。实际上，货币市场是动态

发展的，根据地不是将法币清除出去就能高枕无忧，

日伪还不断伺机反扑。如在已停用法币之地区利用

奸商制造伪钞黑市，或大量印发假北海币混乱金融

市场，打击北海币威信。同时，日伪还通过掠夺牲

畜、毁坏农具加紧对根据地的破坏，并借倾销洋布等

打击根据地纺织事业发展，意图重操贸易主动权。

此外，由于在“排法”斗争中中共将分区发行的北海

币转为全省统一发行，但因各地区分散隔绝、境况各

异，导致北海币购买力也不尽相同。这种同币不同

价现象，给敌人以投机倒把的可能，也给民众交易造

成不便。

这就需要中共不断地对“排法”斗争成果进行维

护。工商管理局承担起这项任务，其对货币市场的

维系亦是“排法”斗争的延续。

在“排法”斗争中，中共已经意识到日本经济在

不断恶化，以及日本对棉花、食盐、花生油的持续需

求。因此，根据地可以垄断这些商品，争取有利贸

易，减少农村经济对沦陷区商品的依赖，缩小农工之

间的剪刀差，相对地提高根据地经济实力，从而巩固

货币信用。工商管理局便紧抓日伪经济弱点，将货

币斗争、贸易管理、生产建设结合起来，持续巩固“排

法”斗争的成果。工商管理局的运作是巩固北海币

信用、稳定根据地物价的有力保障，亦是改善民生、

获取民众普遍信任的重要途径。

就货币斗争而言，自 1944年 4月对内“排法”任

务基本完成，北海币已成为根据地本位货币，斗争矛

头自然转向沦陷区的伪钞。到1944年上半年，伪钞、

北海币暂时稳定，形成相持局面，根据地输出物资减

少，外汇趋于停滞。工商管理局加强对重要输出物

资登记，积极换取外汇支持货币斗争。1944年下半

年，伪钞继续跌落，沦陷区物价飞速上涨，根据地对

外贸易转入大量入超。工商管理局按照伪钞跌落程

度随时抑制伪钞币值，保持北海币稳定。同时，中共

在山东开始统一北海币工作，以形成北海币凝聚力，

进一步打击伪钞。1944年 8月，中共召开工商管理

会议，统一鲁中、鲁南、滨海三区北海币；12月，中共

下发《关于货币政策的决定》，将胶东、渤海两区北海

币统一起来。1945年上半年，日伪紧缩通货，平抑

物价，伪钞又趋于稳定。工商管理局联合北海银行

主动出击，大量购取沦陷区物资，进一步打击了伪钞

币值。同时，中共于6月召开全省工商工作会议，筹

划北海币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流通。抗战胜利前夕，

北海币基本实现了统一等价流通，法币份额已被急

剧压缩，很难再进入货币市场。以至于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为使法币卷土重来，争夺山东货币市场，“不

惜丧失民族利益支持伪钞”，宣布法币与伪钞兑换流

通，借伪钞市场占有率来推行法币。

就贸易管理而言，工商管理局坚持“对外贸易管

理、内地贸易自由”的原则，将统制贸易与自由贸易灵

活结合起来。在具体运作上，对外贸易取消了“以货

易货”的政策，由工商管理局统制食盐、粮食、棉絮、土

硝等重要物资，实行严密管理，组织有利输出，以便吸

收外汇和换取根据地必需物资；对内贸易纠正部分公

营商店擅自决定专卖专买做法，实行贸易自由政策，

配合北海币价值涨落调剂物资，平衡物价。此外，在

对外统制贸易上，工商管理局严密封锁敌区，增加敌

区物资补给的困难，但也适当照顾敌区人民生活。

同时，在对内贸易管理上，工商管理局还要做到公私

兼顾，既要照顾群众利益，也要兼顾政府收入。因

此，工商管理局一方面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其中，对管

制物品的出入口进行核查与监督。另一方面将统

制与封锁相结合，考虑群众和商人利益，扩大贸易效

能，对棉、盐、油、硝等主要物资加强控制，强调“要有

经济眼光的对内组织、对外统制”。内外贸易的发

展为根据地赢得了必要的外汇储备，基本满足了根据

地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进口。这也促使山东地区贸易、

汇兑、货币斗争的主导权发生转移。

就生产建设而言，工商管理局扶助群众的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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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与副业生产，增加了人民收入，提高了民众生

活水平。邓小平曾有言，“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两

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

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在“排法”斗争中，中共认识

到物资是货币最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不仅在对外贸

易上极力争取有利交换，同时还大力推动根据地生

产建设。工商管理局扶助了手工业与副业生产，初

步建立了群众合作事业的威信，增加了人民收入。

公营生产得到发展，若干工业必需品实现自给，政府

财政收入因此有效增加。在工商管理局领导下，山

东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纺织业快速发展，根据

地基本实现用布自给，至 1945年春已有纺车 50万

辆，大小织机8万张，平均每30人有一轻纺车，每200
人有一张织机，每人平均可获得 1000元收入。食盐

运销业繁荣，全省运盐大约有300万担，每担平均运

费30元，军民运输收入达9000万元。各种副业生产

兴盛，1945年打油饼 1.6亿-2亿斤，胶东制造肥皂

300万条，渤海生产毛巾20万条等等。不仅改善了

群众生活，为北海币的稳定提供了物资支持，还为中

共坚持敌后抗战，进而战略反攻奠定了物资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也不断加强工商管理局机

构和职能建设。就其运行方针而言：(1)大量发展工

业生产，建设扶持群众手工业，开展渔盐矿产，发展

公营企业，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2)管理对外贸易，

调剂内地物资，粉碎敌人经济掠夺与倾销政策，保护

根据地工商业之自由发展；(3)统一币制，巩固本币，

管理外汇，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就机构建设而言，

省设立工商管理处，各战略区设立工商管理局，专员

区设工商管理分局，县设工商管理县局，各县之中心

集市、生产地区重要关卡设工商管理事务所，一般地

区与边境要道设立检查站，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垂直

管理体系。其管理范围也越发明确：(1)工业生产：群

众工业生产，公营工业生产，渔盐矿产及各种工业贷

款，行政管理与技术改良；(2)贸易管理：统制出入口

贸易，管理内地物资，领导公营商店及执行各种专买

专卖事业；(3)货币管理：调剂金融，管理外汇，组织兑

换机关；(4)商业行政：商人登记，商会指导，市场管

理；(5)税收缉私：出入口税、营业税、所得税、盐税等

税收及稽查缉私；(6)合作事业：群众合作事业之指导

组织与行政管理。

“排法”斗争的胜利及中共对货币市场的维护，

消融了日伪法币倾销对根据地的冲击，成效显著。

就根据地物价来分析，1942年之前，北海币同法币等

价流通，根据地物价同法币区物价相差无几，以1937
年物价为1核算，1941年根据地物价指数为20，法币

区为 23.27；到 1944年根据地廓清货币市场后，物价

指数仅仅上涨到 70，法币区物价达到 3386.84，沦陷

区物价指数也达到129.76，详见表1。
表1 北海币、法币、伪钞流通区物价指数对比

年度物价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1-8月)

根据地物价

指数

1
1.40
2.77
6.93
20.00
84.00
60.00
70.00
193

增长率(%)
-

40.00
97.86
150.18
188.60
320.00
-28.57
16.67
175.71

法币区物价

指数

1
1.35
2.75
9.03
23.27
85.95
476.56
3386.84

-

增长率(%)
-

35.00
103.70
228.36
157.70
269.36
454.46
610.68

-

沦陷区物价

指数

1
1.21
1.66
2.86
3.44
5.67
19.24
129.76
814.36

增长率(%)
-

21.00
37.19
72.29
20.28
64.83
239.33
574.43
527.59

资料来源：《物价指数对比分析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

银行史料》第4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页。

说明：北海币发行初期与法币等值流通，1937年北海币基准指数以法币核算；1944年之后法币被排除出去，物价指数无法核

算；敌区物价指数，选取济南市物价进行核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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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工商管理局坚持各种工作互相配合、互相

支援、互相照顾的方针，在推动“排法”斗争取得胜利

后，又使对敌斗争成果不断巩固。工商管理局在稳

定货币、管理贸易、扶助生产方面取得的成效，使民

众深受其惠，疑虑遂转化成信任。至1945年5月，山

东地区2/3的人口只使用中共北海币。

四、结语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排法”斗争，是中共基于对

日货币斗争需要做出的政策调试，其斗争本身并不

是针对国民党的经济对抗。北海银行建立之初，法

币币值稳定，中共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与法

币等值兑换、自由流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由

吸收法币转而排斥法币，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日伪沦

陷区犬牙交错，首当其冲，致使根据地内通货膨胀异

常严重。中共为消融法币倾销的冲击，也为掌控对

日货币斗争的主动权，发起“排法”斗争。“排法”斗争

表面上是山东根据地对法币的清理，其实质是中共

与日伪双方以法币为媒介进行的货币战，是中共为

获取铸币权建立独立可控货币市场而进行的探索。

“排法”斗争的胜利，不仅阻止了日伪法币的倾

销，廓清了根据地货币市场，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发

展，同时也为中共带来了良好的政治效益。

其一，北海币本位市场的确立，使中共可以通过

发行货币，调用除沦陷区外山东的资源，支援革命斗

争。正如赖小刚所言，北海币独立市场的建立，是山

东金融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反映了中共山东党政体

系的成熟。在“排法”斗争中，中共通过设立工商管

理局，将党政领导更有力地结合起来，推动了山东根

据地独立货币市场建设。这不仅使中共摆脱了法币

对经济的束缚，而且使其在货币发行、财政供应、资

源配置等方面拥有“国家政权”才具有的调度能力。

这促使中共可以动员山东地区的各种资源支援革命

斗争，亦是山东能在解放战争中出兵百万的一个重

要原因。

其二，增强了干部落实政策的能力。1943年底，

黎玉在谈论各根据地落实政策时说道：有不少的党

委看到政策时，“根本没有讨论研究如何立即执行，

更谈不到如何立即深入传达到支部以及在群众中宣

传推动”。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存在着政策执行乏

力情况。中共在“排法”中按照对敌斗争的需要，实

行重点配备，调动一批干部参加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并吸收和培养了各种工作人员，补充各个阵地。这

些经过实际斗争工作锻炼的人员，成为执行政策、争

取胜利的骨干。这不仅改变了他们对财经金融工商

等事业轻视的观点，而且增强了干部落实财政金融

政策的能力。艾楚南、洒海秋、陈文其、刘涤生等此

后一直在金融战线担任要职，并投入到新中国的金

融建设中来。

其三，深化了民众对中共政权的信任。“排法”本

身就是中共为了“保卫人民生活和维护国家的金融”

而与日伪进行的斗争。在实践中，工商管理局将生

产建设、贸易管理与货币斗争相结合，使民众深受其

惠。这促使中共对独立货币市场的信用建设转化为

民众对中共政权的普遍信任。而且，在“排法”斗争

中，各区为取得成效，不仅深入贯彻货币政策，还灵

活组织和动员民众，创设了各种斗争方式。这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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