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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库作为国家的“钱袋子”，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国库工作，最早可追溯至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苏维埃

运动的重要区域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华南

解放的基地，在红色国库事业探索、建设、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典型性。当革

命号角响彻南粤大地，广东红色国库事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孕育，历经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逐渐成长壮大，期间承担着代理财政收支、发行公债、制定财经制度等重要职责，

为支援广东革命战争、发展根据地经济财政、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新时

代推进国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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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库（简称国库）是负责办理预算收入的

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和预算支出拨付的专门机

构。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颁布实
施，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法律地位，组

织管理国库工作成为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库工作，最早可追溯至革命战争

时期。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历经数年战争消

耗和各方势力的经济封锁，红色政权面临着财政收

支失衡、货币市场混乱、货物贸易中断、物资严重短

缺、生存压力凸显的困境。红色国库应时而生，承担

起代理财政收支、发行公债、制定财经制度等重要

任务，积极发挥“钱袋子”支撑“枪杆子”的作用，为

红色政权统一财政、稳定经济、支援革命战争、改善

人民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新中国国库的建立

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广东历来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革命战争时

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在土地革命、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中书写了极为光辉的篇章，在红色国

库事业探索、建设、发展等方面亦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然而，当前尚未有文献全面系统探讨广东红

色国库的发展历史。为此，本文通过多方搜集、深

入挖掘、系统整理红色革命时期广东探索和发展

国库职能方面的有关做法及经验，以期锚定红色

国库历史在时空上的坐标，进一步丰富全国层面

的红色国库历史研究成果，拓展我国红色财政、金

融史的研究视野，对我们传承、运用好红色国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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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更好推动新时代国库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一味“营养剂”。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红色国库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红色国库的研究集中在中央苏区

红色国库和地方红色国库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苏

区红色国库。董化杰（2020）回顾了苏维埃国家金
库的发轫，总结提炼了在红色国库事业奠基人毛

泽民领导下，创立国库运行管理的基本模式、盘

活国库运转、建立国库相关制度、探索部门间监

督制衡机制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朱兴龙等（2021）
追溯了中央苏区红色国库在瑞金孕育萌芽、在延

安发展壮大、在西柏坡完备、在新中国实现转变

的历程，系统总结红色国库事业和人民银行经理

国库事业取得的发展成就。胡颖和曾姝（2022）全
面梳理 1931 年至 1934 年中央苏区红色国库体制
的建立与发展，提出红色国库制度在风险防范、

部门间制衡等诸多方面体现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

质，应成为当代国库制度的价值追求。二是地方

红色国库。目前仅有少量文献提及了江苏部分地

区的红色国库。王峰和王青（2019）阐述了由华中
银行代理的苏皖边区金库的历史，以及建立湖上

金库淤的历史，指出苏皖边区金库实行预决算制、

按期报解、建立地下通汇线，有效保证军政经费

拨付，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提供了重要的资金

支持。庞勇（2022）回顾了江苏盐阜金库的创建，
分析了盐阜金库建立国库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国

库人才队伍、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国

库财产安全的主要做法。

（二）关于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的研究

由上可见，当前理论界未有文献系统地探讨广

东红色国库。鉴于国库是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金收

纳、支出的专门机构，因此从国库职能入手，可将关

于研究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的文献分为土地

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等三个阶

段。一是土地革命时期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

财政部、税务总局（1988）指出土地革命时期，广东
东江革命根据地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在

建立人民税收、保障战时财政支出、统一财政收支

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

会（1999）指出东江苏维埃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经理
科，主管财粮物的保管和收支登记核算。二是抗日

战争时期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广东省地方史

志编纂委员会（1999）回顾了广东创建珠江纵队、韩
江纵队等华南抗日纵队及其税站的历史，指出税站

除负责征收和保管红色税收外，还将税款供给抗日

部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2022）分析了华南抗日
纵队税站收纳税收的职能，指出税站是抗日纵队赖

以生存发展的“钱袋子”。三是解放战争时期广东红

色资金收纳和拨付。肖茂盛和甘运标（1999）探讨了
南方人民银行的历史作用，指出南方人民银行的重

要职能之一就是代理华南解放区的财政收款和拨

款，有力保障了华南解放区部队的供给。中国钱币

学会广东分会等（1991）指出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
处内设业务部，负责财政收支等事项，并代理发行

了胜利公债，这些职能为支援解放大军南下作战发

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对红色国库的研

究已取得初步的成果，但相关研究还存在不足之

处：一是关于红色国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央苏区

红色国库和少数地方的红色国库，尚未有文献涉及

淤1946年 8月，苏皖边区大部分县城被敌军占领，华中七地委金库
随地委机关行动，撤至泗县以东的洪泽湖上，为金库资金安全建立湖
上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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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1921年 8月，中共广东支部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局。1922年 6月，
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中共广东支部扩大为中共广东区委。1927年 4
月，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迁往香港，于同年 5月改组为中共广东省委。
于琼崖革命根据地现位于海南省。
盂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由早期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成。
榆欧大军.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业[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1（3）：82-88。

广东红色国库；二是关于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

的研究大多都是围绕革命战争时期广东金融和财

政工作展开的，局限于金融史或财政史的研究视

角，尚未从国库视角全面、系统地整合广东发展红

色国库职能方面的相关经验。有鉴于此，本文立足

央行国库视角，深入挖掘广东红色国库事业发展历

程，全面梳理广东发展红色国库职能方面的做法与

经验，对新时代推进国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参考和经验借鉴意义。

二、广东红色国库的历史脉络

（一）土地革命时期：艰辛探索，广东红色国库

在斗争中开始孕育

1927 年 4 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四一
五”反革命政变。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淤

相继发动讨蒋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的武装起

义 150多次，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
战争的序幕。在波及全省的武装起义中，广东各地

党的组织得到较大的发展，逐步建立了中共东江特

委、广州市委等组织，开辟了东江、琼崖于革命根据

地。东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

建较早、范围较大、影响较深的全国十多块革命根

据地之一，它以 1927 年 11 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
建立为起点，从海陆丰的割据扩大至整个东江地区

的割据，先后建立了海陆惠紫盂、潮普惠等 9 块县级
革命根据地，至 1930 年 4 月东江大多数地区已建
立县区苏维埃，苏区面积超 7000 平方里，苏区人口
超 60万。在此基础上，1930年 5月，东江苏维埃政

府正式成立。

东江苏区的形成和发展，为土地革命时期广东

红色国库事业的孕育提供了依托。早在 1928 年 4
月，东江特委就颁发《东江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各科

股工作大纲》，在东江各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设经

理科，内设粮服股、会计股，其中粮服股主管筹集公

粮和物资保管，会计股主管财粮物的收支登记核

算，实际履行了预算收入收纳、划分、支出等部分国

库职能，并逐步实行统一的财政收支。同时，东江革

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大规模围剿的艰苦条件下，在创

办苏维埃政权银行、调剂财政资金、强化预决算管

理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土地革命时期，东江苏

区有关红色国库的主要做法如下：

1.组织收纳财政收入，建立人民政权税收
东江苏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没收地主、恶霸

和反动派的财产收入。这不仅保障了苏区物资的供

给，而且还是经济上削弱反动派的必要手段。1928
年秋，海陆惠紫根据地的打没收入，除供给党政机

关和工农武装经费开支外，还上交东江特委 4 万元
大洋。海陆丰武装暴动后四个月内，仅没收反动派

的收入就武装近千人的工农革命军。除了取之于敌

的财政收入外，东江苏区还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一切

苛捐杂税，建立人民自己的税收。1929年 10月，《中
共东江特委通告〈第十七号〉》指出“取消一切反动

政府军阀衙门的捐税，实行总累进税”。东江苏维埃

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彻底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仅

保留烟酒税、屠宰税和盐税等，并实行低税率的农

业税，比如海丰的土地税为土地生产收入的 10%，
丰顺的土地税对贫农免税、一般农民征 5%、富农征
15%-30%。榆

2.成立苏维埃银行，调剂资金充实预算
1927年，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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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后，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财政收支困境。为此，

1928年 2月 20日海陆丰劳动银行成立，主要作用
之一就是调剂资金，支持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海

陆丰劳动银行成立后，暂借南丰织造厂银票 2 万
元，加盖劳动银行印章后发行流通。淤海陆丰劳动银

行的建立和银票的发行，对解决当时苏区财政困

难、增加财政收入、支援军需起到了良好作用。2月
末，在国民党围攻下海陆丰劳动银行撤销，虽然存

续时间短，但它发行的银票仍随着海陆惠紫武装斗

争的继续，而在市场中流通，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建

设中依然发挥作用。

3.保障土地革命战争需要的财政支出
东江苏区建立初期，政权初创，战斗仍频，财政

支出的首要原则就是保障土地革命战争供给，使有

限的物资满足战争需要。因此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苏

区军队的给养和经费供给。根据 1927年 11月海陆
丰苏区形成时的情况统计，海陆丰财政在 11 月收
入大约八万元，但开销亦在六七万元，支出除维持

海陆丰军队伙食等费用外，还须帮助惠阳等县的活

动经费与上缴省委的经费。淤此外，还有苏维埃党政

机关运转的办公费、交通费等，如，海陆丰苏区把

油、盐等战时储备物资运输到后方基地，就花费了

大量车马费和脚力费。

4.逐步统一规范财政预算管理
土地革命初期，东江各县区苏维埃的财粮征

收、分配和管理经常出现不统一的现象。为了扩大

财源、规范财政收支，1928年 4月，东江特委要求
“财政收入支出应有紧密的预算及决算，财政之分

配应适得其宜”。1928年 5月，广东省委给东江特委
信里提出“县级以下政府所有的财政收支，都要归

县苏维埃统一管理”。1930年，广东省委要求“统一
全省经济，财政统一不但可以挽救党的经济危机，

而且可以打破党的涣散状态”。同时，审计制度也初

见雏形。1929 年 12月，广东省委建议东江特委“苏
维埃政府对于财政必须精密的监督。如有私人舞弊

发生时，应处以最严重的革命纪律”。于

（二）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税站，广东红色国库

在职能上逐步专业

1935 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和反复“围
剿”，东江苏维埃政权遭受破坏，东江革命根据地全

部丧失。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

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开始领

导广东人民奋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江、珠三

角等地区组建抗日游击队，此后东江纵队、珠江纵

队、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抗日武装相

继成立，部队总人数近 3 万人，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成为全国三大敌后抗日战场盂之一，为抗日战争胜

利作出重大贡献。1944年，中共中央正式将华南抗
日武装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

共同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初期，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赠曾

是广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来源。1940 年后，由
于国民党封锁，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外援基本断绝，

军需供给十分困难。为此，华南抗日纵队开始在广

东东江、珠江、粤中、潮汕、西江、南路一带建立税

站，在解决抗日经费的同时，还扩大了人民抗日武

装的影响。税站建立后，实际承担起红色国库的职

能，一方面，税站征收和保管红色税收，成为抗日纵

队赖以生存发展的“钱袋子”；另一方面，税站供给

党政军开支，东江纵队《关于征收税捐问题的指示》

中提到“1943 年部队的供给，100%靠税收而来”。榆

淤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
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海陆丰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1991：56-67。
于王明前.东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研究[J].清远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8-14。
盂全国三大敌后抗日战场指华南、华北、华中三个敌后战场。
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惠阳地区税务局.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
史料选编[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3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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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出入口货物税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对出入根据地的货物征收的一种
税，具有关税性质。其征税原则是：根据地必需的而敌区缺乏或被严
格封锁的货物，免税或低税进口；不是根据地必需的而敌区剩余或向
根据地倾销的货物，禁止进口或高税进口。
于商品过境税是针对在革命根据地中转的商品征收的一种税。
盂祖尝田即旧时宗族为筹集祭祀祖宗所需费用而留出的公田。
榆地主按收租额征 5%；佃农交租后不足 10担的免征，10担以上的
征 1%；自耕农不足 20担的免征，20担以上的征 2%，30担以上征
3%；祖尝田 30担以下的征 7%，30-200担和 200担以上的，分 4级
按 8%、10%、15%、20%全额累进征收。
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华南抗日根据地财政金融政策[EB/OL].
广东党史网。
愚华南抗日纵队建立支队编制，各纵队编立若干支队，各支队下辖若
干大队。

华南抗日纵队税站的主要做法如下：

1.收纳税收等各类收入，支援抗日战争
华南抗日纵队各税站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收

纳各类收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反侵略战

争的胜利，收入主要分为五类。一是工商税。东江一

带，主要征收来往香港的出入口货物税淤；珠江、粤

中一带，主要征收出入口货物税、行商税、烟叶税、

酒税等；南路一带，主要征收商品过境税于、屠宰税

等。二是农业税。主要形式为协助政府征收公粮，东

江一带，制定了统一的公粮征收条例，按地主、佃

农、自耕农、祖尝田盂四类征收公粮榆；珠江、粤中、南

路一带，各根据地由抗日纵队或地方民主政权自定

办法，征收公粮或抗战军粮，税率不一。三是罚没收

入。主要来源于收缴日伪和反动军政部门的财物，

没收汉奸财产等。1944年，粤中抗日游击队粮税总
站没收反动政权的粮食十多万担，对汉奸和反动官

吏家属罚款港币 7万余元。四是缉私收入。在交通
要道设置流动巡回税站进行缉私。1943 年，珠江纵
队查获资敌钨砂一百余担、食糖和大米六百余担。

1944 年，东江纵队缉获价值二百万元的资敌钨砂。
五是公债收入。1945 年，东江纵队在路东解放区发
行生产建设公债 7000万元。虞

2.实施垂直管理，供给抗日部队经费
华南抗日纵队税站分三级，支队愚设税务总站，

大队设中站，另在若干征收点设分站。税站成为游

击队员们向前线输送物资的重要据点，为抗日斗争

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税站收纳税款后，除留本

级部队供给外，均层解上级部队领导机关的军需部

门，统一供给所属部队的经费开支和拨发地方抗日

民主政权。税站严格执行支出审批制度，军需部门

各项开支都有审批制度，大开支如购军需物资等需

经部队领导审批，小开支也需审批手续。各部队都

要执行预算决算制度，厉行节约，戒除任意支出的

现象。

3.颁布税收制度，严格收支流程
华南抗日纵队颁布《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税收

条例》《东江解放区征收税率条例》《征收抗日公粮

与田赋暂行条例》等制度，规定税收宗旨和任务，确

定税种、税率等，做到税负合理，使税站工作扎根于

群众之中。同时，严格收支的流程和手续，坚决反对

贪污浪费，“征税票证由税站印制，编有号码。各税

站报解税款时联同存根联上报，以便查核。每隔两

三天，部队便派人来取款，写回收据并盖上私章。税

站人员如有贪污受贿上百元以上的，处死刑”。淤

4.加强人员思想和业务培训
华南抗日纵队各税站是敌人袭击的主要目标，

工作危险性极大。为确保收支任务的完成，一方面，

税站高度重视思想建设，诸多税务总站成立党支

部，分站设党小组，开展政治课学习和个别谈话，不

断深化人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形势的了解。

1944 年，东江纵队举办财务部轮训班，进行政治思
想教育。另一方面，税站强化业务知识培训。1944
年，珠江纵队五桂山根据地陆续抽调税站在职工作

人员，学习基本专业知识。1945年初，东江纵队政治
部开办税站在职人员轮训班，学习党的税收政策、

征收程序、管理办法，以及有关财政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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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方人民银行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秘书处.南方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专刊[J].广东钱币通讯，1989（9）。

（三）解放战争时期：与时俱进，广东红色国库

走向银行代理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南地区大力开展武装反抗

国民党“清剿”的斗争，开辟了以广东为中心的粤赣

湘边区淤、闽粤赣边区于、粤桂湘边区盂、粤桂边区及

粤中边区榆等根据地。受历史条件所限，解放战争初

期广东各根据地被敌分割的较为分散，因此仍沿用

抗日战争期间的税站和财经管理办法。随着解放区

的不断扩大，全国解放前夕，原本归属部队领导的

税站陆续转制为归属地方政权领导的税务局或税

捐处，专门履行税收职能。

与此同时，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广东各根据地逐

渐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提出建立华南解放

区统一的银行。1949年 3月，华南分局向党中央请
示筹建，发出《方方、许涤新虞为发行流通券问题向

中央请示电》，党中央答复称“你们所提办法亦均妥

善”，同意建立南方人民银行。同年 7 月，南方人民
银行总管理处在广东省揭阳河婆镇（今揭西县）正

式成立，蔡馥生任总经理，开始发行华南解放区统

一的本位货币———南方券。总管理处内设业务部、

印务局、发行部、会计处、秘书处 5 个部门，其中业
务部负责财政收支等营业事项（见图 1）。南方人民
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履行国库职能，代理华南

解放区的财政收支和发行公债，保障解放区各部队

供给，为配合解放大军南下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时期有关红色国库的主要做法如下：

1.代收财政款项，收纳解放区财政收入
南方人民银行存续期间，共代收华南解放区的

财政款项 8.31亿元。愚除公债收入以外，华南解放区

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工商税。以单一税

为原则，主要征收货物出入口税，其他工商税种的

征收由各区按具体情形决定，主要包含屠宰税、烟

酒税、营业税等。二是财政性货币发行。南方人民银

行建行初期，财政收入极其有限，而军费、行政事业

费大量增加，为解决财政困难，发行了近 700 万元

淤粤赣湘边区：广东的东江、北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赣南、湘
南地区共 50余县。
于闽粤赣边区：潮梅和闽西。
盂粤桂湘边区：粤汉铁路以西、广东西江以北、广西桂林以东和湖南
桂阳以南。
榆粤桂边区及粤中边区：湛江为中心的广东南路及桂南、粤中。
虞方方，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许涤新，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
局财经委书记。
愚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省省志·金融志[M].广东：广
东人民出版社，1999：30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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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秘书处. 南方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
专刊[J].广东钱币通讯，1989（9）：12-28。
于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省省志·财政志[M].广东：广
东人民出版社，1999：160-175。
盂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M].广
东：广东省怀集人民印刷厂，1991：41-53。

财政性南方券。淤三是农业税。华南解放区制定公粮

征收原则规定：“赤贫免收，贫户每年 6 升，中农 1.2
斗，富裕中农 2.4斗，富农地主执行累进率。如按亩
或谷种征收，以占总收获量征 3%为原则，依上中下
田的平均数确定应征量”于。四是其他收入。采取筹

借粮款、没收、动员群众献粮献金等举措来增加财

政收入。

2.代理财政支出，拨付解放区党政军费
南方人民银行存续期间，共拨付华南解放区

的财政支出款项 50.33 亿元。华南解放区的财政
支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革命战争军费支出。保

证华南革命战争经费和部队给养，是华南解放区

财政支出的首要任务。南方人民银行共计拨付边

纵各部队军需款 29.02 亿元，占拨付支出总额的
57.7%。二是根据地政府的行政费用。中共华南分
局在发行南方券的信中指出：“各地区如因财政

困难，应报告区党委，由区党委提出预算，经分局

批准，然后交由银行调拨资金补助”。南方人民银

行共计拨付地方党政行政经费和支前费用 19.46
亿元，是华南解放区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淤。

3.代理发行胜利公债，负责公债还本付息
1949 年 8 月，南方人民银行受华南解放区东

江和潮梅人民行政委员会委托，发行胜利公债

1000 万元以支持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的给养。公
债以南方券为本位，票面额分 5 元、10 元、50 元、
100 元、1000 元、5000 元六种，认购人可缴南方券
现款、外币或金银硬币，也可按市价缴付稻谷、棉

纱、布匹、生油、片糖五种实物。公债年息 6 厘，由

南方人民银行负责清还，还本期限为两年。胜利

公债可自由买卖，但需要到南方人民银行办理过

户手续。盂

4.开展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培养业务骨干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设立南方人民银行后，

即开展筹建工作。1949年 3月，在香港建中学院开
设财政、银行两个业务学习班，学员共 65 人，于当
年 6 月参加南方人民银行的组建工作。1949 年 6
月，潮汕干部学校开设财经专业班，招收了 70 余名
来自解放区的党政军机关干部的学员，专门学习银

行业务知识约一个月后，被派到南方人民银行总管

理处及分支机构主持业务。1950年 4月，南方人民
银行改制为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基层机构，

自此全面结束营业。

三、 广东红色国库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从 1927 年广东土地革命拉开序幕到 1949
年广东全境解放，广东红色国库逐渐成长壮大，

积极探索国库支持广东革命战争和服务红色政

权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赢得广东解

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

的开创性和人民性，是新时代构建现代化国库

的宝贵财富。

（一）坚持为民服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

意度

广东红色国库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收入方面，土地革命初期的国库收入主

要是没收收入，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国库转而通

过建立人民自己的税收、发行公债、发展根据地

经济来获得稳定的收入，并坚持废除苛杂、简化征

收、贯彻阶级路线的原则，总税负也轻于未解放地

区。例如，中共香港分局在 1947 年的指示中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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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征粮征税，要比国民政府征收比例减少三

分之一至一半，……必须保护群众生活所需”淤，

这在本质上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巧取豪夺，维

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支出方面，在极端困难的

情况下，国库支出仍尽力支持苏区的经济建设，

帮助人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扶贫救灾，所以红

色国库的公债发行、收纳税收等工作得到了人民

群众的广泛拥护。

国库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近年来，随着

我国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财政收支规

模的日益增长，国库收支业务种类日趋多样化，国

库服务的内容、方式和效率方面，面临来自人民群

众的新需求新期待。因此，必须坚持国库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一是及时准确办理预算收支业务，重

点保障救灾应急资金、增值税留抵退税、个人所得

税退税等民生资金和重点政策落地，确保利民政策

落到实处。二是推进城乡国债市场协调发展，持续

推动“国债下乡”，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农村金

融服务站等方式拓宽国债销售渠道，提高人民群众

购债便利性。三是加强国库信息化建设，优化国库

会计核算、国债管理、国库现金管理等子系统，增强

国库信息系统的延展性和稳定性，实现“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二）坚持依法履职，把握国库监督制衡核心

要义

广东红色国库高度重视财经纪律的执行，形

成较完备的内控管理制度。华南抗日纵队税站制

定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税收条例》、南方人民

银行制定的《南方人民银行会计规程》《南方人民

银行总管理处会计、营业、出纳人员职务须知》

《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处稽核规则》等制度，对会

计核算、业务管理等国库工作所涉环节作出了严

格规定，包括要求规范会计科目名称和使用范

围，统一账簿单据和记账方法，建立严格的账务稽

核规则，规范会计人员职权等。此外，解放战争时

期，南方人民银行采取了银行代理金库的模式，成

为负责财政资金收入、保管、支出的专门机构，通

过垂直管理的总分支行模式于，实现了国库的相

对独立地位，探索了部门间监督制衡的宝贵

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1985年《国家金库条例》明确了
国库监督的主要权限，2015 年新《预算法》又对加强
预算监督提出系列要求。但是，当前国库监督手段

还相对匮乏，国库监管能力建设跟不上业务信息化

发展趋势。因此，必须加强国库监管：一是健全国库

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国库标

准化等制度，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缴税退税等制

度创新，以制度促规范。二是依法加强对预算收支

业务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的监督，运用

大数据、业务调研等方式创新非现场监管手段，筑

牢国库资金安全屏障。三是推进国库监管数据应用

系统建设，更好地适应国库业务电子化趋势，实现对

预算收支业务的自动化监督。四是完善国库监督协

作机制，强化人民银行、财政、税务等部门之间的信

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推动形成国库业务监管合力。

（三）坚持人才强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队伍

红色国库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重要性突

出，加强国库队伍建设便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十分

迫切的任务。1944 年-1945 年，华南抗日纵队税站
多次开办在职税站人员轮训班。1949年，南方人民

淤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省省志·财政志[M].广东：广
东人民出版社，1999：160-175。
于南方人民银行采取集中管理制，于总行设总管理处，下设潮汕分
行、东江分行、兴梅分行 3个分行，各城市设支行或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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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多次开展财政和银行业务学习班，培养了一批

具备业务知识的国库干部。除轮训在职干部外，南

方人民银行还从党政军机关中抽调了一部分干部

参加银行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以师傅带徒弟的方

式，在实践中培养成长。在内控制度中，南方人民银

行还要求“银行人员除应具账务知识之外，并应具

备各项审计统计之知识，尤须研究新中国之新金融

政策，对银行有关之各种问题有正确之认识而谋各

种业务之推进与改善”。淤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华

南区行和广东省分行建立，南方人民银行归并入各

地人民银行，部分南方人民银行干部成为了各地人

民银行的业务骨干。

当前，国库部门已发展成为集会计核算、国债

发行兑付、现金管理、统计分析、监督管理等多种职

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业务部门，这对国库队伍建设和

国库人员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部分

基层国库人员配备还相对不足，知识结构更新慢，

难以满足新时代履职的新要求。因此，必须注重国

库各类人员的培养：一是抓好国库队伍建设，重视

国库在职人员成长，通过举办理论业务培训、交流

轮岗、重大任务承担等方式，增强国库人员运用知

识推动履职的本领。二是加强年轻干部引进，不断

充实新鲜血液，运用各种“传帮带”机制完善国库人

才梯队建设，锻造一批政治上过硬、本领上过人、廉

洁上过关的国库干部队伍。三是发挥国库文化的导

向作用，营造争先创优氛围，激励国库干部在推动

国库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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