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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世界经济动荡复杂，尤其是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为全

球银行信用敲响警钟。当代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
人和建设者，将红色金融与现代金融理论相结合，武装学生头脑，
使学生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助于从思想
上、工作上树立制度自信的意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
日根据地的中心，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陕甘宁银行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工作
方针，先后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区银行币”和“商业流通
券”，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求，这是中国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创造性运用的成果。红色金融在

《银行信用管理》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内容比较少，本课题拟结合当
代大学生的学情特点，在课程不同章节中融入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
管理的特点，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信用实践形成对比，深化学生对我
国银行信用管理的认识。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银行信用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银行
信用具有两面性，既能刺激经济增长，也可能带来产能过剩。所
以，合理监管、引导银行信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
作用是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学术界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
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建设边区经济，促进边区生产，加
强边区贸易流动等方面做了详尽研究。

1.1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的群众路线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展银行信用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

（1）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平稳物价，促进边区贸易。（2）发放助
农贷款，支持农业发展，倾向中农、贫农。由农民组成农贷小组，
政府和银行成立农贷监管机关，以服务中农和贫农为主，提供生产
贷款，用于购买肥料、石灰、农具。通过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一系列
举措，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农民日常生活带来便利。

1.2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支持革命战争，传承红色金融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及发展的背景是国共统一抗战的建立，

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了民族矛盾。但是，国民党政府
封锁边区经济，人民生活不便，在困难重重的背景下，陕甘宁边
区政府借助金融手段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制定一系列自力更
生的方针政策，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为传承、发扬红色金
融奠定基础。

2　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总结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政府的金融实践，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也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基础。陕
甘宁边区银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自力更
生的生产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路线，对当代金融工作具有重
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研究分析。

2.1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的历史意义
陕甘宁边区银行在支持革命战争、促进生产发展、密切联系

群众服务群众，传承红色金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陕甘
宁边区银行建立了深厚的军民纽带，调动全社会资源，合理配
置，扩大生产，既能保障群众生活需求，又能支持军需，使
全民团结一致，自给自足，有助于形成统一抗日战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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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总结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管理实践及金融战线的经验，通过视频教学与课后作业的方式帮助学生深入学
习红色金融精神，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融斗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反思对当代银行信用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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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银行信用过程中仅仅从理性人、市场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分析
资源配置、扩大生产、刺激消费等作用，而陕甘宁边区银行信
用实践启示，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深入分析银行信用的利
弊，以国之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站在更高的视角认识问题。

2.2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方法
边区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由延安中国农学会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座谈讨论如何利用农贷帮助边区群众发展
农业生产内容。在贷款风险识别中深入分析中农、贫农、雇农、小
商人等贷款者的生活条件和受剥削的现状，综合农业生产信心等
条件，确定了贷款对象首先考虑贫农中有劳力而没有耕牛的农家，
其次考虑中农中牛力不足的农家，最后考虑由政府解决了衣食，
有一定基础的移民难民，同时保持动态的调研，适当调整。由此
形成了“调研-分析-识别”动态的风险判别方法，充分体现了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3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风险监管体系
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在具体实施农贷的过程中，由贷

款的农名组成“农贷小组”，由政府和银行共同组成了“农贷监管
机关”，二者共同形成了银行信用风险的监管体系。在风险监督管
理过程中注重事前预防和过程管理，边区政府对农贷进行了广泛
的宣传教育，防止出现错误倾向，防止贷款者不是真正的贫农，而
是少数负责人把持利用，徇私舞弊；农贷小组民主讨论，张榜公
示，接受群众监督，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贷后管理严格，
遇到用途不当的贷款及时收回。陕甘宁边区银行在信用风险防范
过程中，形成了政府、银行、群众共同监督管理的风险监督体系，
工作中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

3　教学实践分析
3.1视频展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以视频《人民的货币》第二集中的一段场景为例，1938 年

陕西甘泉县县城的一座文庙内，针对是否使用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
的光华商店代价券，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发生了对峙。国民党
政府在县城内发布公告禁止使用光华商店代价券，但是，国民党政
府对边区经济封锁，给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在双方僵持
不下时，这是群众中有人说“光华商店代价券有什么不好呢？我们
相信这票子，买卖东西方便”国民党政府看到群众和共产党的态
度，只能撤走了。由此提出怎么理解银行信用对革命战争的支持作
用，从为群众服务，得到群众支持，进而实现支持抗战。

3.2课后作业
要求列举一例陕甘宁边区银行信用实践，从中分析对当代银

行信用管理的启示。围绕陕甘宁边区银行支持边区生产中提出的
各种农贷办法和风险管理体系，总结归纳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
为群众考虑的工作作风，同时在风险管理过程中依靠群众监督对
当代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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