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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至 1927 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

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胜

利，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建立了全

省农民协会，组织与推动农民开展反对帝国

主义、地主豪绅和军阀官僚的革命群众运动。

在经济方面，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

息斗争，抵制豪绅地主的高利盘剥。而要进

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就得解决贫苦农民缺少

资金的问题，建立为农民谋利益的金融机构

成为迫切需要。

据现有资料统计，1926 年至 1927 年上

半年，一些地区纷纷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农民

协会金融机构，较著名的有十余家。它们或

被称作农民银行、平民银行，或被称作信用

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部，其中湖南最多，

湖北、浙江也有一些。这些金融机构的主要

业务是发行货币、筹集资金、发放贷款，解

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问题。这些金

融机构虽然规模不大，存在时间短暂，但它

们所发行的货币构成了最早的红色货币体

系。

衡山县是湖南农民运动最先兴起的地方

之一。1923 年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

泽东曾派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来到衡山

县开展革命活动；1925 年年底，又派共产

党员贺尔康到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领导农民

运动。该区农民长期受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

生活极端贫困。1926 年 8 月，柴山洲特别

区农民协会成立后，为了发展生产，活跃经

济，先后创办了两个农民银行——柴山洲特

北伐战争时期的
红色货币体系
北伐战争时期，农民协会成立的金融机构，
虽然规模不大，存在时间短暂，但它们所发
行的货币构成了最早的红色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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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县农民协会根据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金融问

题决议案》中“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银票”的规定，宣

布禁止使用市票和银元。1927 年 3 月，浏东平民银行改发

壹角、贰角、叁角、伍角、壹圆 5 种面额的信用券 12 万元，

全部收回兑换券，流通范围和办法照旧。1927 年 6 月，国

民政府反动派攻打浏阳，银行遭到破坏，其货币亦停止流通。

此后，一些农民协会也先后发行了货币，如湖北的黄冈

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1927 年 2 月发行）、鄂城

商民协会信用券（1927 年发行）、湖南的醴陵地方银行银

元票（1927 年 1 月发行）、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有期

证券（1927 年 3 月发行）、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常洋券（1927

年 3 月发行）、醴陵工农银行纸币（1927 年 3 月发行）等。

受局势影响，这些货币在 1927 年 6 ～ 8 月停止流通。

农民协会发行的这些货币虽然存续时间较短，流通地域

不够广泛，但其一经发行流通便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

概括地说，该阶段发行的货币对于抵制农村高利贷盘剥、方

便农民借贷、活跃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极大地坚定了

我党走独立金融体系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和第二农民银行。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的办行宗旨是“拥护无产阶

级，维持生活，扶植生产”。银行发行的票币限定发行额为

5000 元，只在柴山洲地区流通。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最早的人民货币、革命货币，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组

织发行的货币。这种票币是布质印刷币 ( 即布质银元票 )，

用当地白竹布制成，面额用毛笔书写，票面盖有“农民银行”

公章。银元票面值一元，可随时兑现一元银元。

由于这次货币发行成功，1927 年 2 ～ 3 月，柴山洲特

别区农民协会又在油麻田刘家祠堂设立了第二农民银行，其

宗旨是“节制资本、救济贫困”。该行向官僚、土豪派捐约

1000 元作为银行基金，所经营的业务与第一农民银行相同，

两行的货币可以相互通用。1927 年 5 月，长沙“马日事变”后，

柴山洲农民协会被摧垮，布质银元票遂停止流通，两银行随

之停办。柴山洲农民银行虽然仅存续了一年多，但它是我党

领导劳动人民试图在金融方面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一次尝试。

继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布质银元票发行之后，湖

南其他地方的一些农民协会也先后发行了货币。浏阳县农民

协会于 1926 年 8 月成立，该县农会势力较盛的区域为浏东

全部及浏南部分。浏东辖区内有6个区，山清水秀，盛产茶油、

红茶、土纸，但是由于乡绅富豪及其开办的官钱局、商钱局

的长期盘剥，以及地主豪绅借口农民运动兴起而“卡借”，

致使农民告贷无门，生活极为艰难。

1927 年 1 月，浏东 6 个区的农民协会联合组成浏东平

民银行，行址设在浏阳县城朝阳街贵升公处。银行下辖 6 个

分理处，每个分理处经民主选举产生经理、会计各一人，主

要经办货币发行和信贷业务，在辖内 6 个分理处发行 1 角、

2 角、3 角、5 角和一元共计 5 种面额的“浏东平民银行临

时兑换券”，采用石印技术印刷；每个分理处发行 2 万元，

共计 12 万元。银行集股金 6 万元，以价值 15 万元不动产作

为信用保证金，保证随时兑换，信誉良好。兑换券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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