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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农民有 2700 万人，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深受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和剥削。直系军阀

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对湖北进行直接经济掠夺和残酷统治，一方面，任意增加和

苛索赋税，敲诈勒索名目不可胜数，地主豪绅更是对农民收取 50%以上的地租；

另一方面，为支撑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与其他派系军阀不断混战带来的巨大消

耗，直系军阀不择手段榨取湖北农工商民的血汗。天灾人祸使人民生活陷于非常

困难之境。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农民运动 

湖北农民运动早于北伐。1922年初，中共武汉区委成立，为了迅速组织农民开展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党组织开始由城市逐渐向全省广大农村发展，派遣共产

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秘密发动和组织农民。1924 年底，中共黄梅县党组

织派陈鹤林等三名在县城读书的党员回乡，在蒋家咀秘密成立农民研究会。1925

年 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发展农民运动的重要决议，中

共湖北省委派出大批党员与农运骨干（其中不少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一

起深入各县领导农民运动。1925 年 3 月黄梅县蒋家咀农民研究会改为农民进德

会，公开进行活动，拉开了湖北农民协会创办和发展的序幕。到 1925 年底，汉



川、黄冈、黄安（今红安）、黄梅、潜江、天门、远安、枣阳等县建立了农民协

会。农民协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开办平民夜校、

组织自己的合作社，向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等进行斗争和经济自卫。 

北伐之前，尽管直系军阀对农运活动严酷镇压，农民协会各项工作处于秘密状态，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动员下，湖北农民的斗争坚决，农民运动极速发展，并

在北伐期间，有力支援了北伐军对直系军阀的作战。据当时的报道，北伐之前，

湖北全省已建立起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的有十余个县，参加的农民达三万余人。 

湖北各地各级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和骨干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斗争中始终站在最

前列，到 1926 年 11 月，全省已有 28 个县建立了党组织，9 个县建立了县委，

黄梅、黄石港两地还建立了党的地委。1926年 12月，北伐军基本肃清直系军阀

残余势力，占领整个湖北。此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湖北得到极大发展，中共湖北

区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和省临时农协，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作为特派员派

往各县，领导各级农协的建立，湖北国民党县党部的农运领导权大多掌握在中共

党员手里，中共湖北党组织的逐步健全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

年 12 月末，全省 32 个县建立农会，农会会员增加到 28 万多人。1927 年 3 月，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标志着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进入了

高潮阶段，到 1927年 5月，湖北省全省总计 69个县，5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

农会会员更是发展到了多达 250万余人。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1927 年 7 月 15 日，武汉汪精卫

集团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和中共彻底决裂，8 月 17 日，由国民党右派分子

组成的湖北省农协改组委员会通电就职，并下令“停止各级农协活动……”因此，

湖北农民协会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等层层重压下陷

入停滞。 

二、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的成立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了 30 个决议案，制定了较为详细具体的金

融经济政策。“为使农村互相扶助，互相救济”，《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决议

案》决定，“各县农协应以没收之财产，迅即成立信用合作社”“各县成立信用



合作社，选择适当重要地点设立分社，使农民便于借贷、储蓄”。“没收土豪劣

绅财产，作农民银行基金”。大会还专门明确了利率问题，提出“以年利百分之

二贷给农民”。大革命时期，为适应经济斗争的需要，湖北黄冈、麻城、广济、

鄂城、汉川、咸宁等地区设立了信用合作社，有的信用合作社不仅办理低利借贷，

而且还发行货币。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的创建，在湖北省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 

黄冈县位于武汉市东部地区，是湖北省农民运动发展较快的地方。北伐军占领武

汉进入黄冈后，中共黄冈县委、县农民协会由农村迁往鄂东政治中心——黄州，

公开领导全县农民掀起黄冈农村革命运动的高潮，农民革命斗争情绪高涨，农民

协会迅速遍及各乡镇。1926年 9月至 12月，十三个区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到

1927年 5月，黄冈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 24万余人。黄冈县农民协会成为湖北

省最大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黄冈县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政治斗争和废除苛捐杂税、重利重

租的经济斗争，同时根据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有关规定，掀

起了兴办合作社的热潮，将各区没收所得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钱财，尽数集

中，成立全县农民信用合作社，在各区乡创办信用合作社，与土豪劣绅及一切封

建势力展开金融战线上的斗争，着重摆脱高利贷盘剥，疏通商品流通，调剂乡村

金融，改变农村货币流通不畅的状况，扩大农村商品流通量，活跃农村经济。 

当时团风镇是黄冈县的商业中心，水陆交通方便，是大别山地区货物的集散地。

镇内洋杂百货样样俱全，做批发生意的大小商号不少于六七十家。鉴于团风镇繁

华的商贸往来，1927 年 2 月，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社决定在团风镇成立并开展

服务贫雇农的金融业务活动。 

信用社的创办和机构设置情况。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是代表广大农民利益

的金融机构，由农民协会管理现金、监督使用，并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发行货

币。在管理上，依照银行办法，聘请专门人才主持业务工作。由县农协建设部聘

请专业人才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集资金，建立机构，印制货币。依据“县

农协创办信用合作社计划大纲”决定：“黄州设立总社，以便县农协就近指挥、



监督，团风、新洲、阳逻、仓埠、但店、上巴河等处设立分社，以便农民支取”，

各区乡农协均建立了分社，使用黄冈县信用合作社名称的有两类地方，一类是各

区乡农协设立的“借贷处”，另一类是在“三里贩、新洲等地叫做小银行”，区

乡的“借贷处”和“小银行”相当于分社，便于扩大金融业务。信用社与消费合

作社在一个地方办公，两块招牌、各有经营，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组织，消费合

作社是农协创办的商业机构，信用合作社是农协创办的金融机构。 

信用合作社资金来源情况。信用合作社资金主要来自于没收团风镇买办阶级、地

主豪绅的商号和钱庄的财产。县农民协会首先没收了团风镇最大的两个商号福顺

昌号和陈日兴号。“福顺昌”是大军阀方本仁开设，经营买办洋货。“陈日兴”

是大土豪地主陈进新开设，除经营油盐杂货匹头之外，专设钱庄办理存放款业务，

以钱庄为主。农民协会还用没收的货物于 1927 年 4 月办起消费合作社，团风镇

设立消费合作总社，为农民提供农副产品与消费用品的交换场所，解决了农副产

品滞销和消费用品买不进来的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两类资金来源，一部分是对

土豪地主的罚款收入，另一部分是动员农民自愿入股，筹集资金，一块钱为一股。 

信用合作社资金运用情况。信用合作社筹措的资金主要用于扶持贫雇农发展生产，

改善农民生活。借款利息规定为月息一分，为减轻农民负担，后降为五厘，对特

别贫困户借款免收利息。贷款对象不包括中富农，对中农和富农不允许在信用社

支取分文。信用社当时还承担着农民政权款项的接受和划拨任务，曾经一次就将

没收地主、土豪劣绅的财产和罚款收入 6万元拨付给贫苦农民发展生产、救济生

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代理农民政权“财政金库”的职能作用。 

三、黄冈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的发行 

大革命时期市场货币流通混乱，各种杂钞伪币充斥于市。据记载，1926年前后黄

冈全县共有钱铺、钱庄、当铺 30 余家，金属币有清末的银元、银两、铜元，民

国政府的孙中山头像开国纪念银元与袁世凯头像银元，两湖巡阅使肖耀南头像纪

念银元，以及各地铸造的大面额铜元等；纸币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银行

券，湖北官钱局发行的官票，以及商人们自印发行的市票等，市场上银铜元与纸

币官钱使用混乱。其时整个金融市场基本为买办、军阀所把持，货币种类复杂、



比价多变，货币流通根本无法控制和调节。由于军阀混战和统治阶级巧取豪夺，

各类机构无限制地滥发纸币，名义上可以兑换银元、铜元，但因滥发带来的大幅

度贬值，实际上很难兑现，纸币几乎成为废纸，使百姓深受其害。 

1927年，湖北官钱局发行的铜元票先是打折兑换，后来由于官钱局倒闭，铜元票

一文不值。一些商人乘时局混乱之际，自行印发市票（又称花票），代替现金流

通，有的商人为了扩充资本也大量发行市票。不少商户发行市票超过自己的本钱

数倍，有的无本钱也发行市票，有的还发行假市票，之后关门停兑，直接骗取银

铜货币，坑害百姓。当时仅在团风镇发行市票的商户就有 48 家，商户市票缺乏

兑付保证金，一遇风险，即行倒闭。这种混乱的货币和商户市票供应，冲击扰乱

市场，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有效进行经济斗争，占领货币阵地，便利农民借贷、买卖交易，县农协创办

信用社计划大纲中作出了关于初始基金和发行纸票的决定：“将各区乡农协没收

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之财产，尽数集中到县协，依照现金集中制，存入储备金库，

作为合作社基金”，“印刷银元、铜元两种纸票，铜元票适应乡村习惯，银元票

便于市面流通”。1927年 2—3月间，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一诞生，即发

行了“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发行货币来掌握当地金

融市场，摆脱高利贷盘剥，保护农民权益。 

（一）流通券不同于旧货币体系，确定的发行保证金和发行量切实维护广大农民

群众的利益。县农会从没收的财产中拨出 6万元作为信用社的资金，发行了 5万

“一串文”流通券，根据当地农民的使用习惯，以铜钱为发行本位，限在团风镇

内流通使用，同时办理借贷。一串即合铜钱一千文，铜元 100枚。货币十足兑现，

专门设有兑换点方便当地人兑现。流通券纸币印版，并非新制，而是用旧版代替，

票子正面和背面的“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字样是印制后加盖的。当时因

为农民运动急需，来不及制造新版，故用旧版代替。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壹串，长 150毫米，宽 77毫米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发行了代表农民权益、真正为贫苦农民服务的流通券。

虽然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以没收地主豪绅的资产和动员农民入股组成，并非政府银

行发行货币，其流通券的政权性质归属于农会，但流通券直接对抗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利盘剥、真正维护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

利益，是黄冈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开展经济斗争的历史见证。 

（二）流通券通过消费合作社和直接贷款在当地迅速流通。一是通过农协创办的

消费合作社收购农产品和出售生产生活资料在当地流通。在消费合作社内循环



中，一方面用流通券收购农民劳作生产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出售农民需要的生活

用品回笼流通券。同时将收购的农产品销售到外地，回笼银元、铜元等当时的硬

通货，从而能购回农民需要的生活、生产资料，再出售给农民回笼流通券，使当

地物资供求平衡、流通券供求平衡。这样，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就

在消费合作社的商品交换中进入了流通领域，不断扩大流通券在当地的影响。 

二是由各区乡农协“借贷处”向贫苦农民贷款。县农协创办信用合作社计划大纲

中规定：“纸票印成后，即行发贷，以济贫苦农民之急需”，明确规定以贫苦农

民为贷款对象，贫苦市民和商民也可以贷款。贫农贷款，须由个人申请，报告用

途，村组长出名担保，区乡农协审批。贷款数额“每次至多不超过铜元三十串或

银元十元”，上次贷款未还，不得再贷，所收利息至高不超过五厘，特别贫困者，

尚可免付利息。这些做法使广大农村地区打破了土豪劣绅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封锁

和垄断，避免了高利贷的盘剥，起到了活跃乡村经济的作用。成为全县农民资金

活动的枢纽，被当时《汉口民国日报》誉为“黄冈农民经济之福音”。 

（三）流通券对活跃当地经济、促进商品交换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民协会信用合

作社流通券以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和消费合作社物资作担保，发行量根据市场需

要控制在一定限度，投入市面后，它不像私商那样通过发行纸票从中牟利，而是

充当了农产品和生产生活资料用品相交换的媒介，农民拿到流通券既可到消费合

作社购买日常用品，也可购买生活、生产资料，不信任流通券的人可随时兑换。

信用合作社不准私人商户滥发市票，违者作封门或罚款处理，很快制止了杂钞市

票的流通，便利农民借贷和流通使用，对改善当时市场货币流通混乱状况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深受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在当地广大的农民和商界中享有一定

信誉。 

1927年 7月 15日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

被迫解散，流通券停止发行。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虽然只存在了一百多天

就被反动派扼杀了，但它为后来鄂豫皖根据地金融事业作出了宝贵的探索和尝试，

也为各根据地占领金融阵地、创立和发展金融机构开辟了理论和实践的道路。 

（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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