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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赤色邮政创办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邮政机构数量不断增加，业务种

类也逐渐增多，然而其在经济上长期难以自立。个中原因，除了战争环境与自然因素的制

约外，也与赤色邮政实行低资费及免费邮件政策有关。赤色邮政的经济困境，加重了苏维

埃政府的财政负担，不利于满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需要。中国共产党遂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改善赤色邮政的经济状况。这既彰显了赤色邮政的党性，也折射出中

国共产党早期用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以及赤色邮政经济的战时经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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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色邮政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及满足苏区群众用邮需求而
创办的一种邮政，是人民邮政的源头。对赤色邮政进行研究，不仅能拓展中国邮政史的研究范

围，丰富其内涵，而且可以扩大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赤色邮政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探讨了赤色邮政的特征［１］、邮政职工［２］

与苏区邮票［３］等问题，而对赤色邮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尚付阙如。有鉴于此，本人不揣浅陋，拟对

此稍加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赤色邮政的发展及其经济困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建立了赤色邮政。１９２７年１０
月，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接收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华邮政之砻头邮局，并将

其改造为宁冈邮局，建立了苏区第一个赤色邮政机构。之后，攸县、遂川、吉安等地也先后创建了

赤色邮局。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赣西南、闽西、赣东北、湘赣、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皆纷纷建立了
自己的赤色邮政机构。然而，当时各地的苏区赤色邮政机构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但组织不



统一，而且规章制度各异，影响了苏区党、政、军、民的通信需要，这种情况不利于苏区的政权建

设［４］８５。有鉴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对赤色邮政进行整顿，并于１９３２年
５月１日建立了中央邮政总局，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发行了新式邮票，统
一了资费标准，中央苏区赤色邮政实现了统一。

赤色邮政随苏区革命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从１９２７年初创到１９３４年中央红军长征之前，赤
色邮政在机构数量和业务种类两方面都有较快的增长。

首先是邮政机构数量的增加。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第一个赤色邮局开始，短短数年，各

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赤色邮政机构，在此基础上，赤色邮政最终形成了从中央邮政总局到省

邮政管理局，再到县邮局、邮务分局，直至乡镇邮政代办所的较为完善的邮政组织体系。以福建

邮务管理局（其前身是１９３０年成立的闽西交通总局）为例，该局成立后不久，“邮政机构有了较
大发展”，据“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６日苏区第三次邮局局长联席会议文件中的统计，全省有邮电职工
１２１１人，领导１４个县局，苏区各县都成立了邮政支局，支局之下设立路站，路站之下设立代办
所、信柜”［５］８１０。虽然战争时期苏区一些赤色邮政局、所旋设旋撤，其具体数据难以统计，但是赤

色邮政机构从无到有，从一家到多家的事实，无疑反映了苏区邮政事业的发展，因为邮局是“经营

邮政业务之机关”，其数量多寡，与邮政业务之盛衰，“彼此间有相同之趋势”［６］１。

其次，赤色邮政的业务种类也在不断增多。以赣东北苏区为例，该地赤色邮局开办之初，仅办

理平信、单双挂号信和快信业务，根据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后来又增加了包裹、汇兑和报刊发行等

业务［７］３８０。有些苏区赤色邮局开办的邮政业务种类则更多，如江西省苏区１９３１年底颁布的《赤色
邮政暂行章程》显示，该区赤色邮政办理的业务不仅包括上述诸项，还扩展到书籍、布告、通知等项

邮递业务，而统一后的中华苏维埃邮政则开办了普通邮件（包括普通信函、新闻报纸、书籍印刷物

等）、挂号邮件、快递邮件、特别快递、包裹、银信等业务，基本涵盖了此前各苏区的业务范围［７］３８１。

赤色邮政创立后尽管有过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却存在着一个困扰其成长的问题，就是经济上

长期不能自立。“赤色邮政刚开始时，邮票收入很少，没有钱，吃大锅饭，东西都是公家发的”，其

经营管理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维持，经济上不能自立。直到 １９３３年以后，苏区邮政才有盈
余［７］５６７。赤色邮政对苏维埃政府财政的长期依赖，既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事业发展需要，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

二、赤色邮政经济的制约因素

（一）战争因素

赤色邮政是为满足土地革命战争需要而产生的，反过来，战争又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之一。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常常导致一些赤色邮局不断迁址，流动性极大，从而影响其

正常经营管理。以赣西南邮政总局为例，该局是苏区较早成立的一个比较完善的赤色邮政管理

机构，曾管辖吉安、泰和等２０余县的邮政业务。１９３０年３月，西南邮政总局在富田成立后，因为
战争关系，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不得不随着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先迁移至横江渡，后又迁到陂

头、吉安城、永阳、富田、东固和龙冈等地［７］３７４。再如，福建省邮政管理局（其前身是１９３０年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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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成立的闽西交通总局）也因为战争因素，先迁至永定虎岗，再迁至长汀。省级邮务管理局如此，

其下属的县邮政局及分局亦多有此遭遇。以湘赣省下属的酃县为例，因为敌人经常发动对根据

地的“围剿”，“苏区县邮政局和分局的办公地址时常变迁”；“由于敌人经常抓捕苏区邮递员，迫

使邮政线路不断改变”［８］７９。局址的辗转迁移与邮路变更既影响邮局的经营管理，也不利于苏区

群众的用邮便利及建立对赤色邮局的信赖。１９３４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由于缺少了政权与军事
力量的保护，赤色邮政遭遇重大挫折，南方各根据地的邮政局、所纷纷关闭或裁撤。

在军事围剿苏区的同时，国民党还发动了对根据地的通信封锁。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０日，在对中
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之前，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召见江西省中

华邮政管理局局长，告之曰：“剿匪”时期，“军事行动至关机密，所有在匪区内邮局及邮班应即一

律暂行停办”［９］６４。同年，国民政府颁布了《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处置匪区邮件办法》，限令：对于

中国共产党苏区邮件，只收不寄；江西邮政管理局收到的寄往各根据地的邮件，一律要封送至南

昌卫戍司令部施行严密检查，查讫没收；各有关邮务分局收到的由苏区寄往省内外之邮件，一律

封送至附近的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施行严密检查，查后没收。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９日，蒋介石发布了
《剿匪区内邮电检查暂行办法》，要求对往来于苏区的邮件实施严格的邮政检查，后又据此颁布

了《取缔江西邮运货物及包裹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与强化了国统区的邮政检查［１０］。为了确保

根据地的安全，获取外界有价值的政治、军事情报与信息，以及扩大苏区的影响并反制国民党的

邮政检查，中国共产党也施行了严格的邮政检查［１１］。国民党对苏区的通信封锁及国共双方施行

的邮政检查，对赤色邮政的发展及其业务量的增长皆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地理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在乡村建立

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多远离大城市，依托山地，处于省际交界处。那里人口稀少，交通闭塞，经济落

后。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例，其位于湘、赣两省边

界地区，“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既没有现代工业，也没有固定的商

业网点，在经济上属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１２］５２。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口稀少等不

利条件，无疑都制约着根据地邮政事业的发展，再加上国民党政权的包围封锁，井冈山赤色邮政的

发展可谓举步维艰。１９２８年，毛泽东、朱德率部在井冈山会师后，该地区人口数量大增，根据地内部
通邮量增加了，但是其中不少是党、政、军系统的“免费邮件”，故该地区赤色邮政的收入并没有明显

的增长。此外，闭塞的交通条件，增加了苏区邮运成本。因为那里没有也不能使用先进的邮运工

具，只能依靠人力，“邮件用竹扁担挑，用箩装”［７］５６２。在这种情况下，赤色邮局只能招用大量的邮

差，并支付给他们较高的工资，甚至出现了邮差的工资还略高于邮务员和局长的情况［７］４７１。

（三）免费邮件与低资费政策的实行

１．免费邮件的实行。赤色邮政机构初建时，并不收寄群众邮件，主要传递苏区党、政、军公文
与红军家信。当时既没有颁布邮政章程，也未发行邮票，邮件全部免费寄送。以闽西根据地为

例，１９３０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创建该根据地之后，曾将那里的国民党中华邮局改名为交通局，用
中华邮局的邮票与邮戳寄信。同年５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整顿邮务”，决定不再使用中华邮政的
邮票和邮戳，但其当时仍未发行自己的邮票，故闽西交通局仍免费收寄邮件。除闽西根据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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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赣东北等其他根据地也是如此。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和苏区邮政基础设施的完善，赤色邮政业务逐步向民众开放，并将苏区

党、政、军机关的免费邮件取消，但仍保留了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提供的免费邮件。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
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红军与其家属通信，由直属

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可寄回家，红军家属寄信给红军，可由当地政府盖章，也不用贴邮票［１３］。苏维

埃政府的这项法令很快在各苏区执行。１９３１年年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该省的“赤色邮政暂
行章程”，规定“凡现役红军指挥员，战斗员及其家属，无论寄信件包裹等，均予免费之优待”［７］１９１。

１９３２年，苏区邮政统一后，“中华苏维埃邮政暂行章程”保留了“免费邮件”业务，并对其做出专门规
定：红军战斗员、指挥员与其家属通信及邮寄包裹，经红军政治机关检查，盖有“红军信件免贴邮票”

之戳者，红军家属寄给红军的家信和包裹，经当地政府检查，盖有“红军家属信件免贴邮票”之戳者，

都可免费投递［１４］５４。除红军家信可以免费外，邮局公信也可以免费寄送。

２．赤色邮政的低资费。赤色邮政除开办了为苏区党、政、军服务的“免费邮件”业务外，还实
行低资费政策。实行这样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交寄邮件的多为苏区党、政、军等机关，需要

减轻其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低资费吸引苏区民众投寄邮件。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及当

时邮政人员的回忆，赣西南、湘赣、江西等苏区赤色邮政的平信资费皆为３分；赣东北苏区则初定
平信资费为３分，后来又明确提出“资费的规定以较反动统治下的邮务局更少为标准”［７］１２５，遂将
该区赤色邮政的平信邮寄费由３分改为２分。其他根据地赤色邮政也大都实行低资费政策。中
央苏区邮政统一后，这种低资费政策得以延续。

实行免费邮件和低资费政策，加之初期并不向苏区民众开放业务，这些举措无疑减少了赤色

邮政的收入，使其严重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而艰难运行。这对处于战争环境中的苏维埃政权来说，

无疑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需要想办法加以解决，使之既可以继续为苏维埃革命事业服

务，又能摆脱对苏区财政的严重依赖。

三、中国共产党为改善赤色邮政经济状况采取的措施

苏区邮政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满足土地革命之需要，增加赤色邮政收

入，减少其支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实行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

集中统一邮政收入。用贴邮票的方式控制赤色邮政收入，是苏维埃政府管理邮政经济的一

个重要举措。１９３２年５月１日实施的《中华苏维埃邮政暂行章程》明确规定：各省邮政管理局每
３个月向中央邮政总局领邮票１次，各县赤色邮政局每月向其所属的省邮政管理局领邮票１次，
分局与代办所则按照自己能销售邮票的限度，到县邮局领取；各级邮局所领邮票，应照价缴费到

中央邮政总局或抵扣其每月应领经费［１４］４８。即便是苏区特色的邮政业务———“银信”（在挂号信

内附寄银钱钞票，以代替汇兑），也不收取现金汇费，而是在付足挂号费的基础上，再增贴相应金

额的邮票作为汇费。这样的规定，旨在要求各级邮政机构必须将邮票收入上缴，不得截留或挪

用，以便由中央集中统一管理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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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邮政开支，并严格控制支出。赤色邮政统一后，从中央邮政总局至地方各分局的邮政支

出经费均由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一拨给。各级赤色邮局的一切开支，必须逐月编制出预算并

报上级邮局审核，最后转送邮政总局或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核拨经费。此外，赤色邮政还引入会

计制度，以加强对邮政经费使用情况的审核与监管。１９３２年，苏区赤色邮局建立了会计制度。
１９３４年９月，中央邮政总局又制订了《邮政会计规则》，进一步完善了邮政会计制度设计，使其更
加具有可操作性，“详细规定了编制预算书、凭证单据和账簿登记规则，使邮政财务管理制度进一

步健全了”［７］３９。为了减少邮政支出，苏区对赤色邮局开支做出了近乎严苛的规定。例如，１９３２
年６月，湘赣省邮政管理局第一次县邮局长联席会议曾做出这样的决定：该省各级赤色邮局所需
用的寄信条、收发簿、信套及信笺等都改归湘赣省邮政管理局发给，省邮政管理局下属的各级邮

局不得自行开支纸张及笔墨费用，“各级邮局以后要添置什么器具用物，必须经过省管理局批

准”［１４］２３０－２３１。县级邮局连平时办公所需的纸张、文具等都不能自行购买，必须由省邮政管理局

统一发给，赤色邮政财务开支权的高度集中由此可见一斑。此举虽有利于赤色邮政经济的节流，

在当时的战争年代抑或是必要的，却不利于发挥各级邮政部门的积极性。

（二）强化邮票粘贴制度，减少免费邮件的数量

苏区创建初期，赤色邮政免费为党、政、军传递公文与红军家信，井冈山、赣东北和闽西等根据

地皆是如此。为了减轻赤色邮政的经济负担，各地苏维埃政权稳定后，遂将苏区党、政、军机关的免

费邮件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苏区邮票粘贴工作的管理，１９３２年
３月，临时中央政府指示瑞金邮政支局，“无论何人的信件文件都要照章贴邮花，才能普遍通
行”［７］１１２。赤邮总局遂将这一指示转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遵照执行，以消除此前该省各机关团体及

私人信件不贴邮票之弊。同年４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发出“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
题”的布告，规定：以后各机关及工农群众寄邮件、印刷物品及包裹等，都需要按照新的邮政章程贴

足邮票，未贴足邮票者需按新章加倍收取邮资；红军信件仍依照红军优待条例办理，非红军信件如

果擅自盖了红军免费邮件戳记，查出后也要加倍收取邮资［１５］。１９３２年５月，中央政府内务部致信
上杭县才溪区苏维埃政府，明确指出了红军免费邮件的适用范围，强调甲地红军寄往乙地红军的信

件及红军各机关发出的各类文件及信函，要照章贴足邮票，不能再免费寄送［７］１２５。此后，一些苏区

政府、机关、红军部队及群众团体中依旧存在或不遵照邮政章程贴足邮票，或不肯补给欠资邮票，或

私刻免费邮件戳记以假冒红军邮件的现象。对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严加批

评和指责，认为这些行为是对苏维埃法令的轻视，是政权观念薄弱和过去遗留下来的游击主义表

现，命令各省、县苏维埃政府、红军各级政治部及各级邮局要切实纠正邮政工作中的违规现象，并再

次强调：除了红军与其家属之间的信件可盖免费戳记外，其他通信一律照章贴足邮票；如果查出有

假冒红军信件而盖免费邮戳者，邮局向发件人加倍收取邮费［１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

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暂行章程》，进一步严明了邮票粘贴纪律，规定：任何机关和

个人“如故意不贴足邮票或故意不给欠资的，该处邮局可报告当地苏维埃政府查明追究”［７］２６７。取

消苏区党、政、军的免费邮件及明确界定免费邮件的适用对象，对增加赤色邮政收入是十分有利的。

（三）开展节省运动

开展节省运动也是政府改善赤色邮政经济状况的重要举措。为了减轻赤色邮政经济负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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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战争经费，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以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刊物《红色中华》的

呼吁和推动下，赤色邮政开展了邮务系统的节省运动。１９３２年，江西邮务工人首先自觉放弃了
连续工作半年可以休息两周的权利，要求一年内既不休息也不领加班工资，其他苏区的邮务工人

遂纷起响应。次年６月，江西与福建两省邮局还开展了以节省运动为内容的革命竞赛，主要内容
包括：为革命战争节省一钱一物；节省办公经费和个人工资；发动邮政工人做义务劳动，不要加班

费与双倍工资，等等。

为了进一步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节省运动，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０日，中央邮政总局成立了“总局节
省经济委员会”。该局随后还发出通知，要求其下属各级邮局设立“大节省经济委员会”，并提出了

节省３０％经费的目标和诸多节省办法。这些办法包括：各级邮局要成立“节省经济委员会”，节省
一切经费以帮助增加战争经费，反对贪污浪费；各分局由小组长负责按月收集邮政工人节省的经

费，将之层层上交，汇总后转交中央财政部；宣传及发动各级邮政工人自觉自愿参与节省运动，不能

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节约粮食与菜金；各邮局的炊事员不发给工资；各邮局局长应主动参加节省运

动，做邮局职工的模范；加强劳动纪律，加快工作速度，精简人员；邮政职工自己种菜，可能的情况下

自己砍柴；等等［７］３９７－３９８。此后，苏区邮政战线的节省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有的邮政机关缩减了经费

或裁汰了冗员，有的邮务人员拿出全部工资或要求免发津贴，还有主动节省粮食或开荒种地的，甚

至有为了节省灯油而利用月光开会者，等等，群众中出现了许多节省模范［１７］。节省运动后来甚至

发展到邮务工人要求免发工资的地步。上杭县邮务工人率先要求免发工资，之后，中央邮政总局、

粤赣、江西、闽赣等省、县的邮务工人纷起响应，要求免发工资。他们还要求免发夏衣，自动节省伙

食，“从各方面来想法节省，如自制浆糊和复写纸、节省灯油、开辟菜园等”［１８］。

赤色邮政的节省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公布的《闽赣两省邮局五个月竞
赛总结》记载：５个月内，福建全省邮政职工节省、募捐、推销建设公债等一共２４０６元，江西共有
４９６４元。据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８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道：仅根据闽、赣两省的不完全统计，“两省
邮务工人平均每月自动节省达千元左右，为支援革命战费作做出了较大贡献 ”［１８］。

（四）反对贪污浪费，开展检举运动

赤色邮政在开展节省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中央邮政总局成立后，非

常重视反贪污及反浪费斗争，曾多次发出通告，要求各级邮局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并派人深入基

层巡视检查。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９日，中央邮政总局发出第２号通知，要求严厉反对贪污腐化及浪费
现象，并对总局本身的财务工作进行了检查［１４］３９６。次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央邮政总局举行了苏区第
三次邮局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各级邮局成立经济审查委员会，逐级报告每次邮局财务审查的

情况，并将之公布于社会；中央邮政总局每３个月做一次总决算，省邮务管理局每２个月做一次
决算，并要向苏区工农群众公布决算情况，以加强群众监督。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中央邮政总局成
立了“经济审查委员会”，并发出通令，要求不许有一个贪污浪费分子留存在邮局里，切实“反对

贪污浪费和虚浮预算，节省公家一切用度，并注意（防止）个人浪费”，还敦促各级邮局要迅速开

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１４］３９５。中央邮政总局经济审查委员会成立后，随即派出突击队，深入基层

进行突击检查，督促各级邮局开展检举贪污及浪费运动。１９３４年６月１日，该会委员易权在苏区
《赤邮通讯》上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各级邮局在检举运动中，应特别注意财务工作的整理与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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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调查过去节省的数目，检举邮局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行为，彻底清查财务数目。如果查出

确有贪污情况，须立即处理［７］３１５。

统收统支财务制度的实行，免费邮件的减少，以及节省运动和反贪污浪费斗争的开展，改善

了苏区赤色邮政经济状况。至 １９３３年 １２月，中央邮政总局财务收支相抵后，还盈余 ３００多
元［７］３９８，实现扭亏为盈，结束了赤色邮政经济多年以来收不抵支的被动局面。这对赤色邮政自身

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赤色邮政。该邮政满足并服务于苏维埃革

命战争的需要，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然而，战争及苏维埃政府的邮政政策等因素曾长

期制约着赤色邮政的发展，使其在经济上长期难以自立，成为苏区的财政负担，阻碍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措施，努力改善赤色邮政的经济状况。

苏维埃政权在解决赤色邮政亏损这一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更多采用了行政措施而非经济手段。这

既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造成的，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情况下使用行政手段解决经济

问题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赤色邮政经济是一种战时经济，它不同于一般意义

上的近代新式邮政，也不是一个企业部门，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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