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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田赋暂行办法及积弊探析
孙晴晴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00

【摘 要】：日军侵入山东，实行“扫荡”。通过抢粮、烧粮、高价收买我占区粮食方式，严密封锁我抗日根据地粮食，山东

通过恢复田赋暂行办法实现对军队对粮食的需要，并且对在征收过程土地、人口等积弊进行探析并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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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抗日根据地严峻的经济形势

自 1937年秋卢沟桥事变，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

发起了猛烈地进攻，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下面，全国上下陷于

水深火热。山东也无法幸免遭到敌人侵占，敌人深入山东以

后，政治系统混乱，社会秩序不安，日军从他们烧杀抢掠的

政策到变为欺骗麻醉的手段。通过抢粮、烧粮、高价收买我

占区粮食方式，严密封锁我抗日根据地粮食，这是敌人一贯

的方针。这种方针不只是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阴谋，其更

毒辣的目的则在借着粮食的统制，陷我战地军民于饥饿境

地，配合军事“扫荡”达到其全部掌握华北的目的。

为了反击日军一系列“扫荡”“焚毁”，抗日根据地与军队

的发展很快，使党和军队可以深入发动群众抗战，但当时，

共产党规定所到任何地方，都要宣布废除旧的田赋和苛捐杂

税，并且受到人民的欢迎，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还尚未来

得及建立正常的税收制度，导致钱粮来源断绝，山东根据地

的军民无衣无食，军需军用都没有着落。战时财政开始于敌

后抗日武装部队的供应，武器弹药、粮食和钱款是不可一日

或缺的东西，迫切需要解决财政供应问题。因为初期还没有

建立起税收制度，财政收入除一部分靠国民党政府的拨付

外，就只能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比如靠摊派、募捐、打资

敌、抗战缴获等方面。打资敌，是没收汉奸、日寇、奸商的

财产及物资，这也是抗战初期游击队的给养的来源之一。这

一阶段还成立了募集队，专门分散到各地为部队进行募捐。

募捐收入主要来自于各阶层人民的捐献。另外，八路军山东

抗日部队所需要的的武器弹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战场上从

敌、伪手中缴获来的。在鲁西歼敌战绩报告中，朱德、彭德

怀提到“是后计缴获九二式步兵炮 1 门，七五小炮 2 门，轻机

关枪 10余挺，重机关枪 5 挺，步枪 150 余支，掷弹筒 3 个，

小型电发报机兼无线电话一装之电台 1 架，有线电话兼收发

报机 2 架，战刀 10 余，并缴获炮弹 500 余发，骡马 50余

匹，军用品、文件甚多。”

2 山东抗日根据地田赋恢复

为了保证战争的供给，财政上基本实行的这些临时摊派

的措施和一些旧的税收制度，在这些政策实施过程中，得到

了经费一定程度的支持，但这种摊派是无标准、无规定、无

限制的，甚至有的地方被连续摊派好几次，有些根据地军队

甚至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就地筹款。这样对民众造成逆反心

理，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而在所有旧税收中，田赋相比较

其他苛捐杂税要“合理”些。所以，山东抗日根据地又再次恢

复了已经停止征收的田赋，一直坚持田赋征收直到抗战胜

利。最早的是胶东区在 1938 年北海专署成立后，即提出“拟

定土地登记办法，预备整理田赋、登记土地，”但还没来得及

执行即退出了县城。1939 年苏鲁分局在做工作报告时在财政

经济方面也提出“实行征收田赋与入口税”的政策。1940 年艾

楚南在他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报告中提到“征收正税与废

除合理负担”，“至于征收正税的正确途径，应当是：（一）

废除苛捐杂税，征收正税，其中要包括田赋，所得税，货物

出入口、契约、消费税等”，强调田赋也属于正税的一部分，

是财政供给的一部分。田赋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的部分，

要做到公平合理，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财政经济建设方针

要保证“整理田赋，原则上有地才有赋，纠正地多赋少，地少

赋多，有地无赋，有赋无地等不合理的积弊。过去有些地区

田赋附加太重，有损国民利益，最好确定今后田赋附加不得

超过正赋”。

1941年 9 月正式颁布了《山东省整理及征收田赋暂行办

法》首先提到过去各县征收田赋的办法陈陈相因，积累的弊

端也比较多，管理田赋的人，故意弄得神奇奥妙，以便专利。

尤其在发生抗日战争以后，更是各种粮册遗失，在征收田赋

过程中，无从考察。因此，整理及征收田赋获得收入应下最

大努力，由旧办法中逐渐改变，以达到粮地相符的目的。要

求在恢复田赋之后，对于粮册未遗失的地方，仍旧是按照地

亩册征收，但是在征收过程中不合理处可以及时对其进行修

正。如粮册中“因粮册之编定多沿用旧法，如几社几甲等，同

时花户姓名也不符，有的沿用他祖宗的名字或堂号，有的张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9 期 2021 年

三用李四的名字。应按现在区乡村系统，以村为单位另行眷

编，同时将花名一律换成现名”。对于旧粮册遗失的地方“应

用尽一切办法，向旧日管过田赋的人或存有粮册的地方访

查。或收买过来。如物色不到时，可责成各村村长、农救会

的主任等，会同各花户将全村地亩钱粮数另行整理，定立粮

册。如报告不确者，政府得清丈地亩，重新规定粮银数目。

但在未确定前。具府得酌量预征之”。由于过去的征粮极不公

平，有的有粮无地，有的有地无粮，所以我们在整理过程中，

可以“发动有粮无地之花户自行报告，根据钱粮追问地亩所

在，追问出无粮之地亩时，即将钱粮过拨有地无粮之花户”；

“发动民众互相举发，政府根据报告情形，审慎调查确实后，

有地者纳粮，无地者豁免。”田赋征收每年按照两期征收，第

一期自二月底开始至四月底征收完毕，第二期自八月初开始

至十一月底征收完毕。每期征粮时间确定后，各级政府应以

全力配合清丈土地，抓紧时机进行，丝毫不要放松。过去经

验，拖延时间，工作即受损失。游击区可利用机会秘密进行。

在中心地区应彻底实行清丈土地办法，以增加田赋的收入。

征收人员需要给交田赋人员征收征，分为三联式，一交花户，

一交专署，一交留县存查，以资证明。

1943 年胶东为确保抗日经费，加强对敌斗争，及整理赋

政，使人民负担更加合理，特根据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指

示，制定《胶东区征收田赋暂行办法》。

胶东所颁布的田赋征收是依据土地多少累进的。提出“凡

办理土地登记地区之田赋，均按各级土地平均产量计算，征

收粮食”，“未实行土地登记之地区，按地亩或银两征收粮食”。

为了合理负担，对于贫困抗属，贫困民户及受灾严重的户民

可以给与适当的减征。1944 年胶东区行政公署对胶东区征收

田赋暂行办法修正与补充对我占优势游击区与敌占区在计

算与减免规定了具体但不同的标准。在计算方式上，根据地

及我占优势游击区，“公粮与田赋分开计算，同时征收。但田

赋要按粮食计算后，再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征北钞”。我占劣势

游击区及敌占区，“公粮，田赋要按粮食合一计算，合一征收，

除当地机关，部队食用外，其余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征代金。

并一概按习惯办法征收（包括按一、二、三等地的办法，按

旧地亩或按银两的办法等），完全停用甲种公平负担办法征

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在征收田赋过程中，可以适当减征。

对于占优势的游击区“要按对敌斗争的实际条件，比〈照>行

政区数目逐步减征，但最多减到百分之三十（实征百分之七

十）为止”，对于敌占区“可从百分之三十逐步减征到百分之

六十（实征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四十）为止。包围在敌占区

的小块游击区，按敌占区同样征收。各种区域的划分，及对

各村征收数目的伸缩，均由县政府征求区公所意见掌握执

行，在确定时更要与邻县邻区配合研究，取得一致”。“贫苦

抗属及贫苦的鳏、寡、孤、独（每人有地每年平均产量一百

五十斤到四百斤的），照原办法减征。一般抗属及鳏、寡、

孤，独（每人有地每年平均产量四百五十斤到五百五十斤

的），如系雇工经营者，扣除工资三分之一计算负担”。无论

什么区域，生活贫苦的山区人民，每人平均不满五分地的，

也都免其田赋负担。

3 山东抗日根据地田赋积弊整理

田赋是一个旧税种，随着其恢复，征收中的各种积弊陋

规成为根据地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田赋征收多少与整理土

地是有密切联系的，由于各地区土地未彻底清丈，历来官僚、

地主在兼并土地时，往往不过户，隐瞒土地不纳税，将应纳

的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隐瞒黑地现象严重存在，不但影响

财政收入，而且人民负担也不公平与合理。“举行陈报清查土

地与人口登记工作，使政府能确切了解管辖各该地区之土

地、人口，使一切行政工作有所依据。”为了肃清征收中的积

弊陋规，使征收趋向合理，也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保障战争

供给，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对土地清查人口登记进行整理和

改进使政府能确切了解管辖各该地区之土地、人口，使一切

征收田赋工作有所依据。

（1）清查土地

因此，抗日民主政府在开征田赋时首先对土地加以整

理。1938 年 8 月，胶东地区在蓬莱、黄县、掖县三个抗日民

主县政府的基础上，建立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拟定土地

登记办法，登记土地，但没有来得及完成。1939 年，掖县自

动整理土地，根据旧地亩册子，把匿藏的查出加以登记，按

产量略加分等后，按亩征收。清丈土地收到了显著成效，如

鲁南地区仅据费县常庄乡 17 个庄清丈的结果看，从 7顷地

中清出 60 顷零 74亩，增加了 10 倍的土地。沂蒙区仅沂南

县就查出黑地 20 余万亩。

1941年正式颁布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陈

报清查土地人口决定》，提出清查土地的先决条件是“实施陈

报与清查土地之地区以县为单位，应先经县级党政军民负责

机关商议，认为该地区条件已具备，可以推行，呈报专署批

准后，召集县区政府及群众团体深入解释，宣布陈报及清查

土地办法及标准，及对付匿报土地（即黑地）之处置办法和

纪律”，为了使工作能够积极推行，政府部门抽调一批干部加

以专门训练，然后到区村开群众大会。宣布陈报及清查土地

之意义、办法及标准。能够使人民群众了解赞同，解答可能

发生之误会、疑问后，才开始进行。为了收集经验、减少弊

病起见，根据地先选择每个区工作较有基础之乡或持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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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验有效后再普遍推行。清查土地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包

括“所有民户之土地面积、产量、座落、四至及其现种权（出

典或出租）”土地种类不仅包括耕地，还有宅地、场地、荒地、

林地、坟地、汪地要对所有土地做好分类与登记。

陈报清查土地之具体办法，首先，由人民根据规定土地

丈量标准及土地分等标准，将自己所有土地按段、按块将地

主姓名、位置、田数、等级，折合“中中”亩标明于小木牌上，

插在田上。土地面积必须以官亩为标准，“即每亩二百四十方

步（杆），每步五尺（营造尺，即潍县活尺之合起者）”。因

全省各地耕地产量的悬殊，为使在征收田赋过程中，实现真

正公平负担，特设定耕地等级土地的标准及折合比例：

其次，由村政委员加以登记成册，然后乡或区清查土地

委员会加以审查、订正以至实行清丈。个别匿报者采取个别

抽丈，全村匿报者采取全村清丈。对匿报之地或以多报少者，

即为黑地，得加以处罚或宣布没收归公。如有区乡间标准不

同、严格与马虎不同者，由县清查委员会复议，作为最后决

定。

（2）人口登记

在人口清查过程中，以户为单位，登记事项以人为单位。

登记内容包括“所有人口之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

度及经济状况”。登记人口是为了了解群众的生产能力及真正

的实行公平负担田赋，因此在举行人口登记时需将全部人口

按年龄分类。在 1941 年《山东省清查土地登记人口暂行办

法草案》中提出年龄段分类标准，即如下：“甲、老年——年

满五十岁以上之老年男女。乙、壮男——年满十六岁未满五

十岁之壮年男子。丙、壮妇——年满十六岁未满五十岁之壮

年妇女。丁、幼年——年满七岁未满六岁之约年男女。戊、

儿童——未满七岁之男女儿童。己、残废——无劳动能力之

残废人员”。人口年龄在计算中以周岁为标准，如某人自出生

之日起已超过十六周岁（即生日）始为满十六周岁，不以习

惯之年龄计算。在进行人口登记过程中，户口必须要陈报人

口的真实年龄及实有人口，如果其中有以壮报老，以壮报小

及以少报多者，须要予以处罚。“年满七岁未满十六岁之男女

为学龄儿童，为了了解教育状况起见，学龄儿童之入学及未

入学者须分别登记清楚。为了解参军工作状况并优待抗属起

见，人口中之参加抗战部队及脱离生产参加政府政党及群众

团体工作者，须分别登记清楚。”

为使土地人口工作有专人管理起见，村、乡、区、县政

府应有专人管理登记土地人口事宜。县民政科，区民政助理

员，乡、村公所，应有人专司人口出生死亡，移出迁入等之

登记；土地则于每年春季实行征收田赋、救国公粮以前，实

行订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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