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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金融史七：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银行——海陆丰革命

根据地劳动银行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

愿消天下苍生苦，尽人尧云舜日中。

——彭湃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导者、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 彭湃

192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述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

的地方“是在 1926 和 1927 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

地起来过的地方……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



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

中国红色政权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运动广泛开展，影响范围广、群

众基础比较深厚的地方，广东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是全国的典范。1926 年 5 月，

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高度评价海丰农民运动经验：“全

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

算不得。”土地革命时期，海陆丰地区因多年农民运动打下的良好群众根基，在

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金融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功绩。

海丰、陆丰两个县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沿海地区，早在 1922 年，这一地区在

共产党人彭湃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开始兴起，到 1922 年底，海丰全县建立了 12

个县农会和 1个分会，会员 16500 人。1923 年初，海丰总农会成立后，海丰、

陆丰、惠阳三县有 500 多个村 20 多万农民入会。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即在彭

湃带领下掀起三次武装起义，于 1927 年 11 月占领了海陆丰一带，随即彭湃主持

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陆丰县苏维埃政府、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建立苏

维埃政权。192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题为《中国第

一个苏维埃》的长篇文章,对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给予高度评价。

当时两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的人口近 80 万人。同时积极发展扩大党组织，海

陆丰地区先后建立了中共海陆丰、汕头、惠州地委和基层党组织。到 1928 年 2

月，仅海丰县就有乡村党支部 460 多个，党员 1.8 万多名。陆丰县有党员 6000

多名。随后，两县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经济金融建设，扩大农民自卫军，巩

固苏维埃政权，支援工农革命军作战。



红宫旧址，1927 年 11月 18-21 日在红宫召开了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

红场旧址，1927 年 12月 1 日在这里召开了 5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庆祝海丰苏维埃政府成立

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就要牢牢掌握财政金融的主权。早在大革命时期，彭

湃就曾经提出建立为贫困农民利益的金融机构的主张。1927 年 4 月，海陆丰第

一次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时，起义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建设农民银行”。

第三次起义胜利后，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便开始酝酿成立工农自己的银行。1928

年 1 月 28 日，海丰县委向省委报告提出：“县委为使农产品易于输出，工业品流

入，拟决定办一工农合作社。每个工农已决定捐出一角。同时，并设工农银行，



发行货币。”同年 2月 20 日，为“救济金融，利便市面交易”，海丰县苏维埃人

民委员会根据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发通令，成立海陆丰劳动银行，总

行设在海丰城，行址设在军阀陈炯明开办、起义成功后收归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的

南丰织造厂，同时颁布《发行纸币条例》发行银票。由于时间紧张，先期的劳动

银行银票暂借南丰织造厂（该厂之前曾发行银票与金属币 ）银票两万元加盖劳

动银行印章后发行流通。

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劳动银行的成立也是迫在眉睫，一是苏维埃政

府的财政收入不足，需要成立金融机构集中统筹调配资金，支持武装斗争，开展

根据地建设。按 1927 年 11 月的统计，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财政收入主要有，没收

反动财产约有一二万元，对土豪劣绅、地主奸商的罚款约五万余元，没收当铺财

产约一万余元，总收入约八万元。但自 12 月后，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很多商

户携款逃走躲避，只有靠烟酒屠宰等捐税和纠来船舶的税收，月收入只得几万元。

而财政支出除维持军需和政府费用，还要上缴省委经费。为了解决这些经济上的

困难，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需要建立属于工农自己的金融机构，用以筹集、调剂资

金，保障革命斗争的需要。二是需要成立金融机构，以统一货币市场，供应流动

性，活跃商品经济，抵制高利贷剥削。1927 年 11 月 6 日，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发

布土地革命第九号布告，到 1928 年 2 月，海丰县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地主

土地全部没收分配给农民。尽管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但仍

缺乏资金购买耕牛、耕具和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过去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找地

主士绅、商号当铺借高利贷，代表工农利益的苏维埃政权产生后首先废止了高利

贷。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关于建立劳动银行的通告中明确了劳动银行的使命任务：

“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为了统一混乱的货币市场，

活跃商品市场流通，迫切需要一个抉助农民生产的金融机构，既能帮助农民解决

生产和生活问题，又能发展苏区经济。

但在 1928 年 2 月末，在国民党的不断围攻下，苏维埃政府被迫撤离革命根

据地，工农革命军转移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劳动银行随之结束。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彭湃，是我党早期的

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1896 年 10 月，彭湃出生

在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家中每年收入约千余担租，40 多



间铺面，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 1500 余人。1922 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彭湃回到

家乡，毫无留恋优渥的富足生活，穿农服、入田间，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组织农

民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湃带领海陆丰的广大农民，策动三次武装起义，

直至占领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权。党的八七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彭湃

当选政治局委员，后兼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1929 年 8 月 24 日，由于叛徒出

卖，彭湃等同志被捕。彭湃在监狱中遭受酷刑的折磨，多次晕死过去，手足俱折，

体无完肤。但他并没有屈服，被抬回牢房后，他强忍伤痛，安慰和鼓励难友。他

把监狱当作新的战场，积极向狱内群众和士兵宣传革命主张，努力在狱中做党的

工作，把愁苦惨淡的监狱，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1929 年 8 月 30 日，彭湃

壮烈牺牲，英勇就义，时年仅 3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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