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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东饭票的性质

以民国三十三年（1944）浙东敌后临时行
政委员会饭票（图一）为例，背面说明如下：

1、凡本会及所属各单位与主力部队人员
公出吃饭，饭一餐付饭票一纸，记票面食米十
三两，内九两为食米，四两作菜金。

2、本饭票凡本会之各粮站俱可兑取食米。
3、本饭票若有涂改污损，至不能辨认真伪

者，不得兑换。
4、本会未设粮站之地段可向该地保甲长

处兑换。
5、若有冒印此饭票者以军法处置。
可见此饭票是一种领物券，但却不仅仅是

领物券，它还具备代用币的性质。此种饭票可
以兑换食米。在战争时期，米是特别重要的价
值尺度和支付手段。

抗战时期的浙东地区，日军实行“以华制
华”、“以战养战”的方针，为了排斥法币的流
通，搜刮浙东物资，大量发放伪储备票。由于
日伪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伪储备票迅速贬值。
这种伪币无基金保障，又无发行限度，导致沦
陷区物价飞涨。伪币还强行收兑法币，导致沦
陷区法币也跟着一起贬值，食米就成了老百姓
最认可的硬通货。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日军政
机关用米发工资，百姓用米购买商品，用米进
行交易，使米这种特殊而重要的商品，在特定
的阶段，成为了事实上的实物货币。

饭票的背面有这样一条说明：“饭一餐付
饭票一纸，记票面食米十三两，内九两为食米，
四两作菜金。”可见饭票是由食米和菜金构
成。我们在资料中看到百姓捐款中出现“菜金
抗币××元”等字样的记录，说明抗币可以用
作捐款，用作生活中的交易。饭票收受者可用
此来抵交公粮田赋②，是一种有价凭证，是一种
特殊的抗币。

图一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饭票十三两。

图二 三北游击司令部饭票十三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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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4 月
13日，日本侵略军
在浙东发起宁绍战
役，很快占领了绍
兴，并沿浙赣铁路
西进夺取诸暨。接
着于 19 日在镇海
登陆，仅 20 日至
23日四天时间，宁
波、慈溪、奉化、余
姚等地相继陷落。
不到半月，日军就
控制了杭甬铁路及
其两侧地区。另一
部日军则从海门登
陆，占领黄岩。国
民党 10 余万军队
虽有抵抗，但很快
全线溃退①。浙东
沦陷，同胞们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

皖南事变发生
后，党中央和毛主
席对新四军的战略
部署作了重新安
排。根据上级指
示，浦东抗日武装
分批渡江抵达浙东
三北地区，建立浙
东抗日根据地。

浙东抗日根据
地建立时，为使根
据地的财经工作走
上健康发展的道
路，随即开始了税
收和征粮工作。统
一财政、发行抗币
的重要性也日益显
现。财政经济工作
制定的政策中有一
条：抗日部队和地
方工作人员，实行
粮票制度，保证随
时兑换和可以抵交
公粮，解决了军政
人员深入群众工作
时的吃饭问题。

粮票（饭票）的
发行时间几乎跟金
库兑换券相同，早
于浙东银行抗币的
发行。

浙东饭票的发
行，从浙东抗日根
据地的建立初期，
直到解放战争胜
利，一直存在。其
长久不衰的原因和
发行的重要意义，
值得我们重视和研
究。

三 浙东饭票的发行时间
和历史渊源

浙东饭票的发行时间，贯穿了整个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各个阶段，我们从饭
票的名称上就可见一斑。

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开创了浙东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发行的，是三
北游击司令部饭票（图二）。1944年1
月15日，根据地在四明山菱湖村，成立
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于是发行
的是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饭票（图
一）。1945年1月31日，建立浙东行政
公署，发行的是浙东行政公署饭票（图
三）。1945年 9月底，主力部队北撤
后，根据地设立浙东行署四明特办，发
行的是浙东行署四明特办饭票（图四）。

浙东饭票，在主力部队北撤时以及
新中国成立后，收兑比较彻底，目前存
世稀少。浙东饭票见证了那个特殊的
年代，浙东军民英勇不屈的斗争历史，
也将在浙东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史中占
有一席之地。

二 浙东饭票的优越性

浙东饭票作为浙东抗币中的特殊品种，具
备其自身的优越性，在与日伪的经济斗争中，
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饭票的发放对象主要是下乡军政人员
和过往部队，不仅保障了军政人员的供给，减
少了对货币的依赖，还节省了运输费用，简化
了后勤手续。浙东抗币的发行量一直不能满
足经济的需求，饭票的发行是对金库券和浙东
银行券的有力补充。

2、饭票以米为准备金，随时兑换食米，不
受物价和其他货币影响，是最稳定的抗币。

3、一纸饭票一餐饭，避免了菜受到物价
的影响。什么地方有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具
体的饭量菜量比较灵活。

4、饭票的流通区域和受票对象相对较
小，使得日伪套取战略物资的难度很大。为保
证军民正常的生产生活，金库券、浙东银行币
和法币，抗日政府会在敌我交界处设立兑换
点。那些抗币一旦被日伪罚没，便可套购物资
资敌。而饭票用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内开设的粮站或者保甲长处兑换食米，缴纳抗
日军政机构的税收，受票者往往是根据地内或
者根据地与敌占区交叉地带的乡民，无法在国
统区和沦陷区换取其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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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浙东行署四明特办饭票十四两。

图三 浙东行政公署饭票十三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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