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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红色金融的先驱者
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

西瑞金宣告成立。这个崭新的红色政权，于1931年11月7

日诞生，中央政府当即作出决定，由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担任行长。这家由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

的全国性银行机构，日后逐步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金融支柱。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

叶坪成立。白手起家办银行，谈何容易！毛泽民上任后，立

即调查苏区财政金融状况。他将当时财政库存的现金、库

房及管理人员全部接收过来，成立了国家银行金库。从此，

在毛泽民带领下，国家银行开始了艰难起步，苏区逐步建立

起财政收入统归国家银行经营打理的中央银行制度，彻底

改变了以往红军战利品和各地财政自收自支、财力分散的

局面。

毛泽民深知，自己从前的财会经验不足以建立系统、完

善的银行制度体系。他要求银行人员深入红军各部，号召

战士在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经济金融的表格、资料、书籍、

用具等一律收回，然后召集大家仔细分析研究，并进行归纳

整理。仅用几个月时间，他就整理总结出“国家银行暂行章

程”“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建立了一套较为完

整的银行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苏维埃国家银行运转起来以后，1932年7月，印制发行

出第一批纸币，使苏维埃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央行；当年

12月成立中央造币厂，生产出银元和铜元。随着银行业务

扩大、规模迅速发展，人员由最初5人增至50多人。职能

机构也不断增设和完善，并在福建、江西设立了数十处分支

机构，中国红色金融事业逐渐步入正规化征途。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

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政工作。此时，新疆边界督

办、军阀盛世才打出“亲苏拥共”旗号，请求共产党

派干部去新疆帮助整顿财经。毛泽民受党中央委

派，奔赴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2

年9月，已经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捏造组织“暴

动”罪名，将毛泽民抓捕入狱、秘密杀害，时年47

岁。人们无不为这位红色金融奠基者的英年早逝

悲愤、痛惜，毛泽民烈士光辉功绩必将永照汗青。

董必武——新中国金融奠基人
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以后，为了统一华北、

西北、华东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解决各根据地财

经分割、“货币不统一”的问题，1947年3月10日

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当时，董必武已是中央政治

局委员，在党内威信很高，深知中央统财经的战略

意图，既比较熟悉经济，又很精通法律，为人厚道，

德才兼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反复思考，最

后决定，由董必武主持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

统一的财经工作。

“尽快发行统一的货币”，这是党中央交给华

北财经办事处的第一要务。董必武提出，把统一

货币的工作放在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前边。经过

调研，他率属下很快就把各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

价确定了下来，并报中央批准。为了统一解放区

货币，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首先由华北财经办

事处建立货币兑换所，负责兑换各解放区的货币

及物资调配，同时又部分地执行银行的功能。货

币兑换所的建立，使各解放区的货币有一个统一

的换算和兑换场所，具备了银行雏形，为统一货币

和建立银行打下了基础。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在拟定华北财经办

事处规程中，提出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上

报中央并获得批准后，他赶紧到一些解放区调查

研究、征求意见。对于银行用什么名称，解放区意

见不太一致，有人说叫“解放银行”，有人说叫“联

合银行”，有人说叫“人民银行”。董必武认为“人

民银行”的名字好，并在前加上“中国”二字，致电

中央汇报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周恩来

等接到电文、仔细推敲，回电同意名称用“中国人

民银行”，后来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自然而然

就称为“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是

董必武书写的，字体端庄、笔画隽秀、工工整整。

1948年5月，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决定改华北

财经办事处为中央财政经济部，任命董必武为部

长。他出任部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中

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后，董必

武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中

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

职。1975 年 4月 2日，在北京因患肝癌与世长

辞，经年90岁。他作为新中国金融的奠基人和

开拓者，揭开了人民金融事业起步和发展的序

幕，为创立人民共和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立下了

不朽功勋。

金融史话：党的红色金融家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军

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艰苦卓

绝的斗争，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大力开展红色中

华政权建设，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同时加强根据地

的经济建设。

金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下的红色

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顽强而茁壮成长起来

的。面对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经济环

境，党培养的红色金融家，硬是凭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信仰、勇气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金融奇迹。老一辈红色金融家，为中国革命胜利

积聚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为新中国诞生出生入死立下的丰功伟绩。

■ 据《中国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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