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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政府办事处，任命陈毅为主任，统一领导原中央苏区留守军民

进行斗争以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几经辗转，直到 1937 年

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

甘宁边区政府”。此际，才正式结束中华苏维埃的政权尝试。

执政能力的最初考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它

的职能首先是组织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言：“边界的斗争，

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

怎样作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首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

台，不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预演。

在“一苏大会”上，确定中央人民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关，

内设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司法、劳动、工

农检察九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27日会议结束后，

谢氏宗祠被木板隔成 15 个房间，作为各个部的办公室，这个大

厅，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江西省宜黄县档案馆，珍藏着 8 枚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行

的货币。其中纸币三枚，面值均为一元；硬币五枚，分别为二

角和五分面值。以一元纸币为例，正面为枣红色，图案中央为

大写面额“壹元”字样和列宁图像，上端印有“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国家银行”，中间和四角印有币值。纸币下端印有与银元

的兑换值 ( 凭票即付银币壹元 )。下端左方印有时任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签字，右方为当时的

财政委员邓子恢的签字。纸币背面为绿色，四周印花纹图案，

图案中央为大写的英文“ONE”，左右两侧为阿拉伯数字“1”。

上端写有“国家银行”，下端为“一九三二年”字样。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谷澍在央视播出的《红色

财经·信物百年》中，曾如此讲解这套中华苏维埃货币的知识。

谷澍称，1927 年蒋介石发动 4·12 反革命政变以后，各革命根

据地苏维埃政府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农村经济，巩

固革命政权，先后以工农银行，苏维埃政府以及其它经济部门

的名义，发行了 150 余种纸币和 10 余种布钞。而 1931 年 11 月

7 日“一苏大会”召开以后不久，1932 年 2 月 1 日，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国家银行隶属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资本由国库于预

算中拨给。下设分行、支行、兑换处等。” 谷澍说，“1932 年

7 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

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或‘苏币’，实行银本位制，

包括一圆、二角、一角和五分等多种面额。截至 1934 年长征前，

苏币累计发行达 800 万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制度是对新中国货币制度的一次前

期预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鉴

了不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制度中的经验和做法。

与此相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相继成立了财政税务局、

审计委员会等机构。只是当年的这些机关，一般都设在瑞金的

一些私人祠堂等处。尽管看上去并非正规的办公场所，但这些

机关在行使职能方面并不含糊。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条例，“一是审核国家的岁入岁出；二是

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审计委员会每次的审计结果都会在《红

色中华》等报刊上公开披露，对苏区的反贪倡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彻底性，还可以从 1931 年 11 月 28 日毛

上海档案馆外滩馆展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钱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