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西红色金融史

前 言

闽西是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和经济中心，具有“二十年红旗不倒”

的光辉历史。这里是红色金融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红色政权最早的红色金融实践区，被誉为“共和国金融的摇篮”。

自 1926 年闽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开始，为打破国民党反动

派的经济金融封锁、改善人民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系

列的早期金融探索,包括成立蛟洋农民银行、红色信用合作社、闽西

工农银行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在闽西工

农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闽西成为共和国金融

的摇篮。

闽西红色金融发展历史悠久、基因厚重，它不仅是一部辉煌的

金融创业史，更是一部宝贵的金融创新史，在中华民族金融发展史

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解闽西红色金融的萌芽、发展和壮大的

历史，从红色金融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对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传承金融红色基因，推进新时代金融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一、闽西金融的萌芽——蛟洋农民银行成立

闽西上杭县蛟洋村，与龙岩、连城交界，是进行革命活动较早

的地方，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过农民运动的基础。



1927 年 11 月，为发展劳动人民的经济和彻底打破封建统治，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傅柏翠担纲负责的蛟洋农民协会在蛟洋义合

祠成立福建省首家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这是福建历史

上首次红色金融的伟大实践。蛟洋农民银行是具有合作社性质的银

行，创办时资本金仅银元 2000 元，工作人员 3人。1928 年 6 月，因

反动军阀攻占蛟洋，蛟洋农民银行被迫停业。

蛟洋农民银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率先成立的红色银

行，虽然只经营了半年之久，但犹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各个根据地

红色银行相继创建的熊熊大火，其影响是深刻的，经验是宝贵的。



（福建省首家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旧址义合祠）

二、发展红色合作经济——创建信用合作社

闽西是全国红色农信的诞生地、农信初心的发源地。土地革命



前，闽西贫苦农民深陷高利贷、劣币杂币、生产产品“剪刀差”等

三重大山的压迫和剥削。1929 年 10—11 月，古田会议召开前夕，永

定县太平区、丰田区、上杭县北四区创建了全国最早的红色信用合

作社，毛泽东合作社理论在闽西苏区得到最早实践，形成了最早的

经营理念、业务制度和管理规章，并独立发行了股票、纸币，为打

破敌人经济封锁、融通苏区经济、巩固人民政权、保障群众生产生

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闽西工农银行、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建

立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共和国金融的“源头活水”。

才溪区消费合作社

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翻身农民过好日子，根据中共闽西特

委《发动群众集股筹办消费合作社》的号召，1929 年 10 月，上杭县

才溪区第十八乡（今下才村）80 余户贫苦农民以自愿入股的形式，

创办了闽西苏区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才溪区消费合作社。

（才溪区消费合作社）



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

1929年11月，为了工农群众生活的改善和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

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在湖雷乡创立永定丰田区信用合作社，也称湖雷

信用合作社或第三区信用合作社，任命赖祖烈为第一任主任。1930

年 2 月，永定丰田区信用合作社更名为“永定第一区信用合作社”。

为解决信用社资本金问题，成立当初就由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

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向当地农民和商人募股集资，并发行股金票

证。永定苏维埃政府主席阮山亲自参与组织募股、纸币设计等工作，

不到 3个月的时间，就发行了五毫、二毫、一毫 3种纸币。资金预

定 5000 元，以募股方式筹集，每股一元由群众中募集和指定商店认

股，群众募集了 40%，商店认购了 60%。第一期共募集了 3000 多元

股金。

现存的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股票有 3张，其中 1930 年 4 月

30 日赖祖烈经手、永定湖市茂春元的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贰元

股票在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

（1930 年 4月 30 日永定县第一信用合作社发给茂春元的贰元股票）



永定县第六区信用合作社

1930 年 4 月 15 日，中央苏区永定县第六区信用合作社向入

股的社员张初求发行了股金收据，面额为大洋壹元，这是迄今为

止发现最早的闽西苏维埃老股票，被称为“中国红色金融第一股”。

（永定县第六区信用合作社股金收据）

永定县太平区信用合作社

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成立于 1929 年 10 月，辖区最广，极

盛时期覆盖永定北部的第九、十、十一、十二区，总计 4 个区苏、

46 个乡苏，约占永定区苏、乡苏总数的三分之一，也是闽西影响

最大的红色信用合作社。



（图为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裕安堂旧址）

1930 年 3 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也宣

布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会议总结了太平区、丰田区等信用

合作社的创建的经验，要求“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以吸收

乡村存款”，制定了《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取缔纸币条

例》等，印发了《信用社工作纲要》，充分明确了信用合作社的

法律地位、机构模式、经营方略和管理要求。从此，红色农信之

巨轮在这里正式启航，红色农信火种开始在闽西大地播撒，并以

燎原之势向赣南乃至全国燃烧蔓延。

三、共和国金融摇篮——闽西工农银行

闽西红色信用合作社的诞生，不仅奠定和充实了苏区经济基

础，有力支持了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巩固扩大，还为闽西工农银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创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1930 年 6 月，中共红四军

前委、闽西特委召开联席会议，作出了成立闽西工农银行的决定。

具备丰富创办信用合作社经验的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山、永



定丰田区信用合作社主任赖祖烈调到龙岩，并于 1930 年 11 月 7

日在龙岩城下井巷正式成立中央苏区第一个股份制商业银行——

闽西工农银行，阮山为行长，曹菊如任会计科长，赖祖烈任营业

科长兼秘书，共有工作人员 10 余人。颁布的《闽西工农银行章程》，

成为红色金融史上首部“银行法”，推动了中国革命金融法制的

进程。由于战事频繁，闽西工农银行先后迁至小池、大池、虎岗、

白砂、涂坊，1931 年 10 月迁往汀州城（今福建长汀县）十字街。

1934 年 11 月停止营业。

闽西工农银行是我国红色股份制银行的鼻祖，被誉为“共和

国金融的摇篮”，是中央银行的雏形。它发行了 1 元、1 角、2

角等 3 种面额的银圆券，统一了闽西苏区货币。它充当了苏区各

家信用社的最终贷款者，推行了“掌握多种储备，注重经济发行，

排斥非苏区纸币，统一银毫兑换率”等一系列金融政策，代理闽

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金库和公债发行，举办“金山银山”展览会，

稳定币值，统一货币流通。在闽西苏区逐步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

的货币金融体制。

 闽西工农银行旧址



闽西工农银行的开办基金是通过向工农群众募股而来的，即

认购的方式来筹措资金。以股份制建立银行，这种方式在苏区经

济建设中具有首创的意义。

闽西工农银行募股表册

（认购凭证）



闽西工农银行资本金定为 20 万元，发行不记名股票 20 万股，

分壹股、伍股、拾股。股金以银元为单位，股金以大洋为单位(金

银器可折算大洋)，发动群众踊跃购买“股票”。

闽西工农银行股金收据

（闽西工农银行壹元股票）



1931 年 9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全面胜

利。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很快连成一片，形成中

央革命根据地。毛泽民专程到闽西工农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考察，

并抽调曹菊如、赖祖烈参与国家银行筹备工作。毛泽民说：“闽

西的成功经验，一定会在全中央苏区推广，一定能对苏维埃国家

制定经济政策，设立苏维埃国家银行起到很大借鉴作用。”

四、红色金融体系形成——国家银行成立

1931 年 11 月 7 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决定成立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遵照中央指令，闽

西工农银行停止募股。1932 年 2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

银行在瑞金叶坪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以后，虽

然闽西工农银行在建制上已不存在了，但它所建立的制度、创办

银行的经验以及求真务实的精神却随着红色金融的发展，一直持

续到了今天。

（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2 年 10 月 2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十七号训令，提

出：“为更充分地保障这一次战争的完全胜利，充分准备战争的

经济，特别是动员一切工农群众，更迅速完成这一准备，中央政

府特再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 120 万元，专为充裕战争的

经费”。

（1932 年中央苏区发行的革命战争公债）

（中央苏区发行的革命战争公债）

五、源头活水——红色金融先驱

银行的火种在闽西大地和全国播撒，培育输送了一批杰出的红

色金融家，有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

国务院总理财 政秘书的赖祖烈等，形成了共和国金融的“源头活

水”，铸就了新中国金融伟业。



毛泽民（1896-1943）

毛泽民，参与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经济实体——“安

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创立并领导发行了中国最早的红色股票。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任行长，筹建国家银行、设立

分支机构、造纸、铸币，创办中华钨矿公司、建立赤白间的贸易“特

区”，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和国家银行基金实力。

邓子恢（1896-1972）

邓子恢，福建龙岩人。闽西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整个中央

苏区的革命实践中，为解决苏区经济问题而对组织创办合作社进行

了思考和实践，对苏区农村经济和财政金融事业的历史贡献巨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子恢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阮山 1888-1934）

阮山，原名阮德宽，福建永定人。1930 年 11 月负责筹建闽西工

农银行并担任首任行长，闽西工农银行首创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为

其他革命根据地开办工农银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也为后来

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赖祖烈（1907-1983）

赖祖烈，福建永定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党支部

书记、闽西工农银行营业科长兼总务科长、永定县革委会财政委员、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分行行长、赣南省军区供给部长等

职。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



曹菊如（1901-1981）

曹菊如,福建龙岩(现为龙岩市新罗区)红坊乡人。历任闽西工农

银会计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处处长、财政部会计局局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建立了一套金库制度、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

审计制度等,并为机关和国家企业建立了财务制度。

黄亚光（1901-1993）

黄亚光，1901 年生，福建省长汀县人。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12 月任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部长。曾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

行的纸币、革命战争公债、经济建设公债券。

https://baike.so.com/doc/5577239-5790929.html


傅柏翠（1895—1993）

福建上杭人。1927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上杭县北

四区区委委员。1928 年 6 月，领导了上杭蛟洋农民武装暴动。7月，

率部策应永定暴动， 成立全省第一支红军队伍，任总指挥、闽西红

军五十九团团长。1929 年 6 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纵队司

令员；同年 7月，当选为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

六、传承红色金融基因的时代意义

回望筚路褴褛的红色金融史，如涓涓细流不断为革命输送了源

源不断的养分，老一辈金融人的忠诚与坚守令人肃然起敬，留下的

精神财富更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宝藏。红色金融基因是在火红的革命

斗争中孕育出的红色金融文化，是流淌在血液里的红色基因，最突

出的特色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们要自觉承载使命，薪火相传，

传承金融红色基因，赓续红色金融血脉，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为发展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