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战时盐业思想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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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高度重视边区盐业工作"将盐业纳入边区财政经济发展特殊地位之列$ 他

从群众观点出发"对边区老百姓用盐情况开展深入调研"提出发展边区盐业的具体举措$ 他认为%边区群众食盐问

题要得到彻底解决"必须打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展边区盐业贸易"是打破敌人封锁"满足群众食盐需求的关键&在

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中发展盐业&运销是边区盐业发展的中心环节"边区盐运的基本政策应是实行

'官督民运)*盐业要进一步发展"就应采用公司制与合作社方式*这些措施对推动边区盐业发展"满足边区军民对

食盐的需求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并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盐业工作有着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战时&边区&盐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第 !"卷第 #期

!$%#年 &月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 /012),+ 3+045*6078 (. /105+15 9 :+;0+55*0+; </(10,- /105+156 :=070(+>

?(-@!" A(@B

')+@C$%B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盐文化研究#立项课题+()*)""'#"#

作者简介!刘祯贵+"+!,!#"男"四川广汉人"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金融史(城市史$

网络出版时间!%#"&'#-'&" 网络出版地址!.//01234445678957:/386;<3=:/>9?3-"5"!@!5A5%#"&#-&"5"-$+5##"5./;?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 是党的第一代领

导集体的主要代表$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

家%军事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同时# 特别关

心边区军民的食盐供应与需求#并结合边区实际提出

一系列如何搞好边区盐业工作的具体措施$ 毛泽东

关于战时盐业思想论述# 指导并推动边区盐业的发

展#满足了战时军民的食盐需求$ 毛泽东就战时边区

盐业工作阐述的措施及理论#今天读来#温故而知新#

富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盐业工作来说#就是要在实践中深刻领会%灵

活运用毛泽东战时盐业论述#促进盐业工作的持续%健

康发展$

一%通过对群众用盐的实际调研来

关心群众日常生活&盐业在边区

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将食盐

作为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从食

盐的实际调研入手来关心群众生活$ %DB$年 %$月底#

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江西兴国傅济庭%李昌英%陈侦

山等八户家庭食盐等日常生活情况进行深入调查$ 通

过调查当地食盐交易情况和盐价比较# 了解到边区群

众由于食盐缺乏#致使吃盐困难$ 比如李昌英家庭&喂

一头猪#喂到十二月#卖给人家'#才能够&买油盐回来

吃'

E%FGH

$ C$世纪 B$年代初#兴国地区&盐%布等项大贵

特贵#盐过去三百二十文一斤#现在八百文一斤'

E%FGG

$由

于盐价高#老百姓吃盐相当不容易$ 钟得五家庭&全家

每年盐钱布钱工钱籴谷钱及一切应酬用项共要百五六

十元#内中盐钱要二十多元至三十元'

E%FGD

$此外#毛泽东

通过调查还发现#群众从事盐生意也相当不容易#受到

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兴国地区&去广东做盐生意的却

要受沿途各种税捐剥削$中农或贫农做盐生意的#从本

乡收买鸡子七十斤# 三毛二分钱一斤$ 一担挑到嘉应

州#讲银子#从前每斤价银三钱零#有时高到四钱一斤$

今年价高#每斤高到四钱八$ '

E%FIB同时#边区群众借钱

做盐生意利息高#&盐利很厉害'#&因为兴国的盐#都是

从广东来的#贫农兼做盐生意的颇多#本区百家贫农#

C"



有十家兼去挑盐!没有本钱"向富农借"收买鸡子"挑往

嘉应州#广东梅县$"一担鸡去"一担盐回"借洋一元"还

盐一斤做利% &

!"#$%&'(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一直对边区盐业工作

相当重视" 尤其是高度关注盐业在边区经济发展中的

突出地位%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

)*+)年和 )*+%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

期%为此"陕甘宁边区于 )*+%年 )%月召开高级干部会

议进行分析研究% 会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

问题(的报告% 在这一报告中"他充分肯定了盐业在边

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 食盐不仅是边

区人民的一笔巨大财富"*很大富源+"边区的主要财政

来源之一,同时"盐还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换回外汇-

物资"稳定金融-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平衡出入口-稳

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 因此"对边区财政经济而

言"盐.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

!)#,-%

二!边区群众食盐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只有打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确保

边区群众有盐吃

由于盐不仅是老百姓日用必需品" 而且在边区财

政收入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国民党政府在加紧进攻边区的同时"还将盐列为物

资封锁的重点% 从 .*(%年起"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更加

严密"国民党政府企图建立纵深 %/-里的封锁网"并在

边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购盐"规定每人每天只

能买 (-+钱盐"每月累计购盐不得超过 . 斤 !%#%,(

"使边

区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严重地

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 致使边区经济

发展形势严重恶化%

面对边区严峻的军民用盐困境" 毛泽东从关心群

众日常生活用盐的角度出发" 鲜明地提出要充分认识

到解决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他在

.*%,年 ..月 %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

争(中指出"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食盐等项日常必需

品在边区相当缺乏和昂贵" 致使边区农产品也不能向

外输出"农民收入断绝!1#/*

%边区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

紧张-严重短缺的局面"已经引起当时边区军民生活的

不安"甚至到了不得不想办法切实加以解决的地步%毛

泽东从群众观点的高度" 以革命战争和经济工作的辨

证关系" 提出关心群众生活" 解决食盐等必需品的问

题% 他认为"盐是战时群众生活必需品"每个党员都必

须关心% 边区军民用盐如何得到妥善的解决"真正.值

得每个党员注意% &

!(#0(因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

心群众 .盐的问题&".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

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

%

毛泽东认为"边区群众吃盐困难"根本原因是国民

党的反动统治"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给边区人民生

活带来了极大困难%.*((年 .%月 .0日他在长冈乡调

查时发现".群众食酸菜水" 说与放盐差不多&% 认为

.这是国民党的罪恶&"要解决群众食盐问题".冲破封

锁才有盐吃%&

!.#.%*

.*((年"他在才溪乡调查时"更明确

地提出.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

!.#./'改善群众食盐.极

大的问题要打破封锁% &

!.#./,

.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

买"00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

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

!(#.%(

% 只有解决了群众的.柴米油

盐问题00"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

拥护我们% &

!(#.%%2.%(

三!打破敌人封锁"满足群众食盐需求的

关键是发展边区盐业贸易

毛泽东认为" 边区军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用积极开展食盐贸易和自行熬制硝盐等方法"打破

国民党实行的食盐封锁" 这是保证边区军民食盐供应

的关键%

.*((年 ,月"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

召开% 会上"毛泽东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

毛泽东在演说中" 明确提出了商人通过牟取食盐暴利

来剥削老百姓" 致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一特别严重的

问题% 他以商人从梅县买食盐为例"在梅县买食盐"一

块钱可以买七斤"但是运到边区销售后"老百姓一块钱

只能买 .%两盐%这其中的利润相当大%毛泽东感叹道"

.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1 &对此"毛泽东在演说中要求

边区一定要将食盐运输与销售监管起来" 并纳入边区

对外贸易的范畴!(#.-'2.-,

% 具体就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

边区军民开展对外盐业贸易来解决商人通过牟取食盐

暴利剥削老百姓问题%.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

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00我们说的做的"是发

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

匹&%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

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

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

削% &

!(#.-,

.*(+年 .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江西瑞

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

报告中"毛泽东提出边区政府如何开展盐业贸易工作的

具体举措).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00例

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

!(#..*

% 在'我

%*



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毛泽东还总结了闽浙赣边区打

破食盐封锁的经验"号召其他边区学习"对边区打破食盐

封锁起了示范和促进作用# $在闽浙赣边区方面"%&

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

!"#$$%

(

四!准确分析边区食盐形势"在#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总方针中发展盐业

抗战以来" 日本帝国主义在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

疯狂军事进攻的同时"还不定期开展残酷的)扫荡'"加

之国民党政府实行长期的军事包围*物资封锁"陕甘宁

边区出现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军民生活困难"食盐

等日常生活品供需紧张(为战胜经济困难"满足军需民

食"确保长期抗战的物资供应"毛泽东在分析边区食盐

等日常生活品严峻形势的基础上"于 $&'(年底提出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号召根据

地军民依靠自身力量"克服食盐供应困难等经济问题"

彻底粉碎敌人的物资封锁(

毛泽东在 $&')年 $)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详细

分析了抗战以来边区盐业面临的新形势( $&"*年 *月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因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致使原由海

盐供应的湘鄂等省食盐来源断绝"安徽*山西等地的盐

产也急剧萎缩"国统区用盐主要依靠川盐及宁夏*青海

等地的盐产(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的盐业地位也由此显

得重要(由于边区政府对盐业工作的大力扶持"盐业运

销量呈逐年增加态势(按每驮 +,-斤*每斤 ('两计算"

+&"%年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盐还只有 *万驮"到了 +&"&

年就突增至 +&万驮"+&'-年达到 ("万驮( +&'+年"陕

甘宁边区出口的盐又来一个突增"达到 (&.&-/%万驮(

到 +&'(年至 &月止"达到 +,.,*&万驮"预计全年可达

("+('万驮#

!+#%-(

+&"%年到 +&'(年陕甘宁边区盐业发

展取得如此重大成绩" 毛泽东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

是靠根据地市场内外的需要"二是边区军民共同的努

力!+#%-(

( 他批评了对边区盐业发展采取的两种错误观

点, 一些人不清楚边区盐业外运是由抗战大形势决定

的"不了解不超过一定限度的盐是有销路的"主张对盐

业运销顺其自然" 边区政府不需要对盐业运销实行干

涉的措施( 还有部分人则把边区盐业销量的逐年增加

归功于边区外面市场的需要" 却不明白边区政府对盐

运工作的督导也是边区盐销特别旺盛的 )一个很大的

因素'

!+#%-(0%-"

(

随着抗战的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发展盐业呢-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

的财政方针'

!+#'&&

( 因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

与盐业"都是人民的经济事业"党与政府就其可能与必

需的范围内给以指导与帮助"使其有所发展"解决人民

的需要'

!+#%+-

( 因此"毛泽东于 +&')年 +)月陕甘宁边区

高干会上明确指出"发展边区盐业"决不能采取消极的

态度"而是要确定积极发展盐业的方针"将盐业工作作

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重要的因素" 通过积极发展盐业

来平衡边区物资出入口*稳定边区金融与物价!+#%-"

(

对于如何发展盐业" 毛泽东认为发展盐业要符合

群众实际"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否则会影响其发展盐业

的积极性( +&')年 +)月" 他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

说")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

农民生产情绪降低( '

!+#*,%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有

些同志不考虑盐业工作所处的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

凭空说发展"提出实行大盐业等不切实际的"且不能采

用的计划!"#%'%

( 他认为陕甘宁边区群众为盐业发展作出

了较大贡献" 如老百姓为边区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运

送公盐和购买公盐代金券等"仅在 +&'+年就买了 ,--

万元公债( 所有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

的负担( 因此"发展盐业要采取适当步骤和办法"使群

众在为边区盐业发展有所失的同时"又有所得"这就是

要使老百姓的经济有所增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盐

业成为人民的盐业"才能最终支持抗日战争!"#%'%0%'&

(

五%运销是边区盐业发展的中心环节"

盐运的基本政策应是&官督民运$

毛泽东认为运销是边区盐业发展的大问题" 主张

积极组织运力"搞活盐的运销(为方便运盐"利于运盐"

主张修建和加宽主要干线的大车道( 他认为")发展盐

业的中心环节是运"运的重要条件是交通(一九四三年

政府应拨二百万元"由建厅主持"修通延定*定庆两条

大车路"整理延路(并由物资局沿诸运盐大路开设骡

马店"转运栈"缺水处开挖贮水窖( 由建厅协同物资局

在沿途广植苜蓿"并用其他办法配备草料( 只要有路*

有店*有草*有水"运费即可大省"运量即可大增"外来

脚户*本地人民*盐业公司三项运输"都会发达起来(为

改良运输工具计"另由建厅主持"按道路条件制造大车

小车"增加盐运(只要路修得好"公家多用大车"民间推

运小车"较之驮运是得多的( '

!+#%-,

当时边区盐运的基本政策是)官督民运'( 毛泽东

是支持)官督民运'这一政策的"他在 +&'+年 %月 /日

给谢觉哉的信中说,边区财政问题)其规律性或决定点

似在简单的两点"即0一1发展经济20二1平衡出入口( '

要基本解决这两个问题" 就必须将盐业作为边区达到

平衡出入口唯一或最主要的办法" 具体办法就是每年

能将 "-到 '-万驮盐运出边区( 因为按每驮盐换 +--

"-



元法币物资计算!只要能每年能将输 !"万驮盐运出边

区!就能为边区换取价值 !"""万元棉"布等物资#由此

推断!边区从 #$%#年实行的盐业官督民运政策虽然带

有一定的半强制主义!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完全正确

的举措$ 如果%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

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

&%'()*+(),

$ 同时!他结合当时边区对

食盐的实际需求!提出%一九四三年应计划产盐四十万

驮!运盐三十万至三十六万驮!并争取超过$关于产盐!仍

继续官督民产政策! 保障盐的质量大部至全部为上盐!

不许再产下盐$ 关于运盐! 拟定盐业公司系统运四万

驮!吸引外来脚户运五万驮!组织边区人力畜力运二十

一万至二十六万驮!共运三十万至三十六万驮$ (

&(',"%

当时边区盐运主要依靠民间畜力$因此!毛泽东认

为动员畜力成为盐运的一项主要工作$%组织边区内部

运二十一万至二十六万驮盐的人力畜力! 是一个很巨

大"很艰苦"很细密的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应由建厅

主持!各级政府负责督运!各级党委则任检查"帮助之

责($ 同时!运盐的动员%一定要避免有害的命令主义!

主要应取宣传说服的方针$ ))有的出人! 有的出牲

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经费!有些特殊情况的

人则许其不出*))在路上要进行必要工作!保障人员

与牲口的安全*))运盐必须不违农时(

&(',"%

$

这些措施的施行!使边区盐运有了较大增长$($%-

年后!边区的盐运队从自由的+松散的方式向有组织的

方向发展$ 如安塞"保安等地的长脚户就%组织运盐合

作社!佃本合伙!成立运输队!))经常不断地到盐池

运盐!由合作社代卖(

&(')$-

%我们之注意盐业!是从一九

四!年秋季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之所以由一九四!年

的二十三万驮突增至二十九万九千余驮! 除了因为一

九四!年外边盐荒"存盐抛空!故一九四一年盐销特别

旺盛这一个客观因素外! 还有我们在这一年实行了督

运政策这一个主观的因素包含在内$一九四二年!忽由

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九万九千余驮降至二十三"四万驮!

除了外边的需要不如一九四一年那样紧急外! 也还有

我们自己放弃了督运政策 &把组织起来了的许多民间

运盐计划停止' 这一原因在内$ 我们如不从此得出教

训!则对今后工作又将重复过去的错误$ (

&(',"!

同时!毛泽东又指出 ($%(年盐业工作中存在的主

要缺点, 一是 ($%(年制定运销 *"万驮盐的计划有些

过大!因为边区在 ($%(年难以组织这样大的运输力量

来将这些盐运出边区* 二是虽然边区产盐达到 )"万

驮!从量上看!成绩是相当明显!但是盐的质量较差*三

是盐业运输实行官督民运是正确的办法! 但是不应该

采取普遍动员! 要求所有地区的各类人员都得参与盐

运工作就有些脱离实际! 并且动员的组织方法也有很

多不切实际的地方&(',"!

$ 针对盐业运销中存在的问题!

要求及时进行改正$ ($%(年 ,月 --日!毛泽东在致谢

觉哉信中说道!%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

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

&%'(,)

$ 信

中! 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特定条件下还必须承认官督民

运实行部分强制劳动的必要性$ 对于盐的产运销中存

在的错误与缺点!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的原因所致!应

在今后的工作着力进行纠正&%'(,*

$

毛泽东还要求多宣传运盐典型!%建厅" 各分区及

各县!应将民众运盐最有成绩的实例教导人民!广为宣

传! 仿照办理! 务使一九四三年的运盐事业能完成计

划!而又大大地直接有利于人民$(

&(',"%+,".毛泽东在 ($%-

年 (-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中!还专门

介绍了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带头运盐的做法$

($%(年 $月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

征记/!介绍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并详细调

查运盐典型,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带头运输食盐$

毛泽东看到.鲁忠才长征记/这个调查报告后!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于是年 ,月 -*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

按语!号召边区军民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学习!

学习他如何带头运输食盐$ 后来.鲁忠才长征记/连同

毛泽东写的按语!一同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六!公司制方式发展盐业"

大力发展盐业合作社

毛泽东在发展盐业的思路中指出, 发展边区盐业

的有效方式是实行公司制$通过业已成立的盐业公司!

将其作为公营盐业与私营盐业相联系的纽带! 以及扩

大盐产运销的重要力量$ %由盐业公司逐渐统制外销!

避免公私交病的无政府状态$ (

&(',/!

对于公司制方式发展盐业的具体部署! 毛泽东主

张%扩大盐业公司!增加其资本!在物资局指导下!吸收

各机关部队及私人入股! 发展盐的运输! 扩大盐的销

路!调节盐的价格$保障在一九四三年内自己运盐四万

驮!即以这批盐为基础!尽可能地收买民盐!实行部分

的对外统销*然后依据情况!逐渐作到完全统销!藉以

抵制外边的操纵!保障公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

&(',"%盐业

公司采用公私合营形式!%即由人民以租税的形式交出

一部分给政府!保障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公粮+公盐

及其他税收'*其基本性质是属于人民经营的$ (

&(',("

%只

有盐业一项! 因有政府盐业公司经营的四万驮盐的运

销及直接解决公用食盐约五千驮!故有一部分&约当全

部盐业七分之一'是属于公营的$ (

&(',("

!(



毛泽东认为合作社是边区盐业生产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组织形式!在盐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才溪区

!个乡有 "#个消费合作社! 其中一个是油盐肉合作社!

#原股本三五元!后增至一五七元!每股五角" 一九二九年

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

$%&%'#合

作社给群众解决了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问题!如延安南

区合作社#单就火柴%食盐二项!每年就给人民节省下

八!!!!余元!人民当然是愿意在合作社买东西"$

$%&())

此外! 食盐运输也应与合作社相联系!&物资局各地企

业及各地人民合作社! 要与人民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

密切配合!尽可能使人民运盐牲口能驮来回货!才能使

人民运盐事业获得发展!整个运盐计划才能完成' $

$%&!*+

&运盐的组织!要采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的方式!宣传群

众自愿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

口!有的出经费!有些特殊情况的人则许其不出()*归

来要注意合作社利益的分配! 保障经手人及全体社员

的利益' $

$%&!*#

七!结 语

在毛泽东战时盐业思想的指导下!边区盐业生产+

运输%贸易%消费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成功地解决了

边区军民的食盐供应问题!从而有力支持了抗日战争"

实践证明! 毛泽东对战时盐业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和决策!对边区盐业的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中

国新民主主义盐业史上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盐业经济的今天!

毛泽东战时盐业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年 %%月 ,)日参观中国国家

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盐业工作

而论!确保盐业稳定+持续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食盐的需求!是盐业工作实现&中国梦$的具体体现'我

们需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努力实践和发展毛

泽东战时盐业思想! 力争取得盐业工作一个又一个的

胜利' 重点是在盐业实践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群

众意愿! 以充分满足群众食盐需求作为盐业工作的根

本出发点' 同时!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盐业工

作存在的不足及时进行纠正! 确保食盐的生产和供应

工作!让群众吃到优质盐+放心盐'此外!要注重开展调

查研究!立足实际!用创新精神搞好盐业工作' 在战争

年代毛泽东高度重视群众食盐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提

出解决老百姓用盐需求'在今天盐业具体工作中!也要

时刻厉行实践!多帮群众解决用盐问题'总之!研究+学

习+运用毛泽东战时盐业思想!重点是结合党的十八大

要求!准确分析当前盐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推动

盐业工作不断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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