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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优属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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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的政策。其优属工作的具

体措施主要有物质优待、劳动力补偿、帮助建立家务等。优属工作的有效开展改善了“抗属”和“抗工属”的生

活，保证了兵源补给和军队战斗力，密切了军民关系，开创了战时拥军优属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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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policy of giv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staff families of the Shan-Gan-Ning anti-Japanese base 

WANG Xiao-si，LI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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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of the Shan-Gan-Ning border are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giv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staff families. Material benefits, labor compens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ousework were specific measures taken by Shan-Gan-Ning Anti-Japanese Bas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Staff Families was improved. Manpower supply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were 
guaranteed.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wartim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families of servicemen and martyrs work was 
created. All of these had been based on the effective conduct of giv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staff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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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属政策是指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

对抗日军人家属(简称抗属)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简
称抗工属)进行优抚优待的政策、措施。 抗战时期不

同阶段优属工作的对象稍有不同，抗战前期主要优

待的是抗属，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抗工属也纳

入优待的范围。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指导中心

和战略总后方，是敌后抗战的中坚，也是抗属、抗

工属数量较为集中的地区。边区政府依据中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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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一系列优属政策，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优

抚优待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已有的相关研究

往往将抗属与抗工属割裂开来，或者笼统地关注人

民军队优抚优待制度的变迁，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

区政府的具体优属工作及其必要性和特殊性的研究

有待进一步深化。笔者拟基于大量一手原始文献，

探讨陕甘宁边区优属政策、措施及其成效。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优属政策 

抗战时期的优属是优抗工作的一部分，后者是

指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抗属、工属及退伍残

次军人”[1]553的优抚优待；优属具有特定的工作对

象和内容，是优抗的核心，更是军队建设的重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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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其政策依据源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制订的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
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体现共

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人

民生活方面，中共中央提出了“改良工人农民职员

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及“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2]的政治主张；此后，中央一直重视优抗工作，1943
年，毛泽东发布了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
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要求“各根据地

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

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

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

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3]直到1945
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把“加强优待
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
[4]列入党的军事问题决议，体现了对优属工作的一

贯重视。 
中央精神为各抗日根据地制定相关法规和政

策提供了纲领性指导。陕甘宁边区在成立之初，就

充分认识到优属的重要性，并将这一工作提上日

程。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就加紧抗战动员工
作问题在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中强调：“优待红军家

属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只有把红属的秋收、粮食、

衣服等问题很好的解决了，归队工作才能顺利的进

行。延安县十日内完成二百个归队战士的任务，红

属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很重要的原因。为了给不久将

来的扩红工作奠定很好的基础，优红、慰红工作是

十分重要的。”[5]把优待红军家属同军队建设相结

合，突出了它的重要性。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
参议会通过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提案，其中

指出：“为使前方战士安心作战，免除家庭顾虑，

鼓励一切青年献身光荣伟大的民族战争，年来边区

政府对这一工作已做得很多”，今后“应更加发扬

这一工作。”[6]525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总结强

调：“为了免除抗日军人对家庭的顾虑，使他们能

够专心一意地参加抗战，同时又为减少抗日军人家

属对于自己的父子兄弟的挂念，使他们经常的能够

得到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安慰”，[7]97要采取多种措

施优待抗属。1939年12月10日，陕甘宁边区第二次
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

要求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和民众坚决正确执行优待

抗属条例，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做好优待工作。[8]

对抗属的照顾也是人性关怀的体现，“优抗工作做

得好与坏，可以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情绪，因为他们

绝大多数是穿着军服的农民，谁都有家庭。”[9]边区

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号召他们要做优待抗属的先

锋，“认真执行了优抗条例，使抗属丰衣足食，才

是真正地响应了拥军运动，才对得起英勇杀敌保国

卫土的将士。敬爱抗属，优待抗属，是每一个公民

应尽的光荣义务。”[10] 

随着战事的推进和持久化，抗工属的数量日益

增多，如“清涧是陕北革命发动最早的一个县份，

是大批革命战士的故乡，故抗工属特别多，全县六

万多人口中占1/5的抗工属，受优待的要达7 800余
人”。[1]536对抗工属的优待被提上日程。1939年1
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通过了《陕甘宁边区

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对于民生主义，其中第二十

五条明确规定：“优待抗日军人与工作人员之家属，

使抗战军人安心作战，工作人员安心工作。”[11]4将

优待抗属、抗工属首次纳入边区的施政纲领。1941
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共二十一条。这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带有

根本法性质的政纲。其中第四条规定：“加强优待

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

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

与精神上的安慰。”[11]5进一步扩大了优待的范围，

对于友军在边区的家属也给予同等的照顾，优属成

为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根据地不断完善优待抗属和抗工属

的各项政策。1937年12月，陕甘宁特区政府颁布了
《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规定了对抗日军人及家属

实行优抚优待的具体措施。[12]随着根据地参加抗战

的军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增加以及实施过程中抗属、

抗工属的界限不清，导致这一条例优待的范围和人

数超出了边区财政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为此，边区

政府委员会于1942年12月在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
《新订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重新

规定了优待的原则，一是“抗日军人家属与抗日工

作人员家属同受优待的地方，应首先优待抗属，并

使优待抗属工作比优待工属工作做得更好。”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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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应受优待之抗属，应尽力保障其物质上之普

通水平生活，同时注意从政治上提高其向自力更生

方向努力。”[6]526新的条例缩小了优待的范围，但提

高了优待的水平，使那些确实需要照顾的抗属和抗

工属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这一条例于1943年1月公
布实施。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公布了《优待抗日

工作人员家属暂行办法》等法规，详细阐述了优待

的方式、方法，为优属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陕甘宁边区优属工作的措施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将进攻的

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随着战事

的进行，八路军的兵源需求加大，抗属和抗工属的

数量也在增加，做好优属工作是基于抗战的现实需

要；同时，八路军战士和服务于抗日的工作人员大

多来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家中生产和生活的支

柱，他们或远赴战场或为抗日而奔忙，其家属往往

陷入多方面的困境，需要采取切实的行动才能缓解

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压力。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全面贯

彻优属政策，采取了诸如物质优待、劳动力补偿、

建立家务等措施来解决这一群体的实际困难。 
物质优待是优待抗属、抗工属的基本举措。农

业生产水平低下、物质匮乏是抗战时期陕甘宁地区

的经济现状。在这种背景下，中共要解决八路军战

士和抗日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和动员更多的农民

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就必须保障他们的生产和生

活，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因此物质优待显得至关

重要。边区政府为改善抗属生活窘境，“曾在法令

上规定抗日军人家属免纳捐税，购买合作社物品

时，可享受特殊廉价的优待。政府并经常帮助他们

解决各种生活上的困难问题”。[7]98《新订陕甘宁边

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明确规定物质优待共七

款，涉及“公有土地、房屋、场所、器具物品之分

给，备用租赁售卖”，“公营事业，公共机关之雇用

招收员工者”及教育、医疗、银行贷款等，抗属均

享有优先权，[6]526-527这七款内容几乎把抗属生活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考虑在内了。社会各界也积极采

取行动，从物质上帮助抗属和抗工属。八路军战士

节衣缩食“捐款四万元帮助边区加强优抗工作⋯⋯

每家增加了一个窑洞，保证每天有一顿麦面吃，夏

冬衣服和农具都由公家设法解决。”[13]延安“新市

场全体商民每天因为营业的关系，不能抽出很多的

时间，去帮助抗属秋收”，便“由市商会召集全市

商民，发起劝募运动，代替抗属雇工”，数星期就

募得“690余元”，[14]一些自卫军少先队员也主动帮

助抗属进行收割、打柴等一些具体的工作。“三边

各界在旧历年送给抗属柴火粮食，送羊、肉、粉条

等过年礼物，并请抗属吃饭。”[15]据1945年初的不
完全统计，边区“十三个县慰劳现金421 467元，谷
子3 169石，米96石，麦22石，肥料3 170担，其他
还有药品、礼物等”。[16]这些充分说明物质优待的

形式多样，社会参与面广，力度很大。 
由于众多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导致抗属家庭

劳动力不足，田地荒芜，对于这部分抗属如不认真

给予优待，不但会误了农时，影响抗属的生活改善，

更重要的是引起他们的思夫、思子情结，直接影响

到军民一致抗战的大局。因此，对抗属进行劳动力

补偿不失为一项切实有效的优抚措施。根据地逐步

建立了以代耕为中心的优属制度。早在 1938 年，
陕甘宁边区政府就颁行了《协助抗日军人家属耕种

单行办法》，其中规定：“抗日军人家属缺乏劳动

力耕种之土地，特区人民应尽代耕代收之义务。”
[17]2091939年 1月 15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
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各

抗战部队充当指战员和其他抗战工作的二万户左

右的家庭“一般的都是耕有土地，且是比较贫苦的

农民，有的不仅耕具种子不足，甚至没有耕具的也

有不少。为使他们的土地不因荒芜而减少生产，使

他们不至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影响抗战情绪，政府便

发动农民组织代耕队，曾颁布了义务耕田队的组织

条例，明文规定，边区农民均须加入，无报酬的耕

种抗属土地。”[1]537-5381943年 1月 15日，边区政
府又公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对边区代耕

工作进行了总结和修正。为了加强领导和组织实

施，根据地建立了从边区政府民政厅到县、乡基层

政府的代耕管理系统。1941年 8月，边区政府公布
《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进一步完

善了代耕的基层组织系统。如 1939年延安、安塞、
甘泉等 19县共组织义务耕田队 66 347个[18]，志丹

县政府在 1938年 1月至 1940年 6月的《两年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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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总结》中统计该县“抗属享受代耕者 174户，670
人，地 1 786垧。工属代耕者 147户，623人，地 1 
095 垧。一般的能按时耕耘。”[1]5461942 年吴堡全
县有 36个代耕总队，101个代耕分队，429个代耕
小组，代耕队员有 4 308人，为 868户抗属代耕。
[19]代耕对象还扩展到其它抗日友军的家属，“在清

涧、老君殿、永宁、淮宁、折家坪、石嘴驿区抗日

友军家属的土地，都有代耕队员耕种。”[20]体现了

优属工作服务于抗日大业的主旨。 
物质优待和劳动力补偿只能解决抗属和抗工

属生产和生活的局部困难；如何在他们取得基本生

产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鼓励他们参加生产，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逐步过

渡到有家当、有余粮、有房屋，直至成家立业，实

现生产和生活的自给自足和良性循环，即帮助他们

建立家务成为优属工作得失成败的关键。据统计，

1940年边区“29个县的总人口为 1 355 410人”而
抗属、抗工属及退伍军人达到了“140 750人”，[21]

超过总人口的 20%，这是一笔不可忽视的人力资
源，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能，能够创造可观的物质

财富。与此同时，单纯的物质优待在实践中也暴露

了不少弊端，如加重了优待对象的依赖心理，加大

了一般群众的负担等；因此，到了抗战后期，“如

何组织抗工属生产，及帮助抗工属建立家务，是今

后优抗工作的中心。”[1]537从 1944年开始，陕甘宁
边区普遍开展了帮助建立家务的活动。 

1944年 1月，边区政府关于拥军工作的指示信
中指出：“由于抗战和革命的长期性，拥军优抗须

有长期打算。现在边区发展生产，军民丰衣足食，

对于优抗工作尤须提高到帮助抗属建立家务，达到

丰衣足食的水平。这就是今后优抗工作的方针。”
[17]141广大抗属纷纷响应号召，在政府和群众的帮助

下，建立了家务，投入到了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基

层政府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和本地区的情况，主动

帮助抗属订立生产计划，认真检查他们的执行情

况。绥德分区在帮助抗属建立家务的过程中，认为

“定期检查是帮助抗属建立家务的最重要之点”。
[22]延安市认真为抗属制定生产计划，“在全市 103
户抗属，已订计划的抗属 79户，新市乡全乡 22组，
18个抗属和退伍军人，已全部订了计划，并一一开

过讨论建立家务的小组会议。”[17]184《解放日报》

1945年 1月 29日发表的《迎接解放区拥政爱民与
拥军优抗运动第二年》的社论中说：“为每个不能

自给的抗属帮助他们建立家务，使军队增加无限的

勇气。” 
除了以上优待措施以外，边区政府还创办了抗

属子弟学校，以解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

士子女的入学问题。对逃难到边区来的抗属，边区

政府也进行安置，予以优待。边区政府还于 1943
年 1 月 9 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
法》，以法律手段保护抗属的婚姻和家庭。 

三、陕甘宁边区优属工作的成效 

优属工作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普遍展开，形成

了一场由政府主导，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社会运

动。由于重视程度高，方法灵活多样，边区政府摸

索出了一套战时状态下拥军优属的新途径，为其他

抗日根据地树立了典范，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1．改善了抗属和抗工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物质优待和劳动力补偿为抗属和抗工属解决

了实际困难，成效显著；帮助建立家务则使抗属、

抗工属具备了可持续生产和生活的能力，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如绥德县新店乡共有 14户抗属，除“代
耕了八十一垧地”，又“帮了八石四斗米和几担杂

粮”，抗属们都得到了“舒适的生活”。[23]延川城

市区六乡赵家沟“代耕队员给抗工属种的地，保证

了抗工属今年能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一年代耕能

供两年的吃粮。”[24]延安县模范抗属吴满有努力生

产，是边区尽人皆知的劳动模范，并且积极捐款劳

军。环县抗属贺秀英，领着家里 12 口人生产，使
全家衣食无忧，“去年征粮时她自动的出了七斗

粮”。[25]志丹抗属王荣怀勤劳生产，在政府扶助下，

“分得土地九十垧，又买回八十垧，有好犍牛两犋，

雇长工四人”，“现有羊一百二十只，牛六条，马

二匹，骡二匹⋯⋯约值洋一百五十五万元”。“今

年每人缝三套新衣，每顿饭总有四、五个菜碟子，

每天中午不是蒸馍便是面条，每年至少杀三条百斤

以上的大肥猪”，“全家过着极富裕的生活”。[6]221 
在精神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指示对待

抗属要“精神优待，则在政治上提高抗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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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民尊重抗属”[26]，事实上，在边区形成了尊重

抗属的良好氛围，抗属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其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体现，“群众大会时，请抗

属坐前排，每逢重要节日，公私向抗属访问等。”
[27]每年年底边区政府都要组织拜年团到抗属家中

拜年，把当前形势告诉他们，查看他们的状况，征

求他们的意见。乡村一级也经常组织抗属联欢会，

表彰表现先进的抗属和优抗事迹。边区在抗属中开

展模范评选活动，评选出折碧莲、刘金英等抗属模

范，从而发挥抗属的表率作用。抗属社会地位得到

提高，成为令人尊敬的对象，抗属张老婆说：“我

三儿张光参加了八路军，我家就收到优待，过年过

节都收到边区政府的礼物，并有男女同志给我拜

年。三儿当兵了，我家门都光辉了。”[16] 
2．保证了兵源补给和军队战斗力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优抚优待使广大抗属生产

和生活得到保障，免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激

励着前方将士英勇杀敌。为了保障前线有充足的兵

员，边区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热

潮。庆阳县强义发送子归队时对自己的儿子说，“你

不好好地当八路军，我就不认你做儿子了。”同时

他还向村人宣传，“八路军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我们要巩固部队。”[28]如吴旗梁显荣，亲将其四弟

梁显富送往警卫队入伍，并再三叮嘱他说：“共产

党和边区政府解放了咱，咱一定要保卫共产党和边

区政府．你去当兵好好干！”[29] 
优属工作的有效开展使广大的妇女也行动起

来，加入到支持参军参战的行列。有的大姑娘冲破

封建习俗，亲自到婆家动员未婚夫参军，有的主动

到婆家替参军的未婚夫承担伺奉老人和劳动生产的

义务，有的向未婚夫表示一定等他胜利归来。有的

妇女不仅动员自己的丈夫当兵，而且相互展开竞赛，

看谁动员参军的人多，往往一个妇女能动员四、五

个人上前线。妇女们热情鼓励自己的亲人不要牵挂

家里老人、孩子的生活，勇敢作战，打败日本鬼子

再回家团圆。到1939年底，陕甘宁边区参加“自卫
军的人数达224 000余人．其中有基干自卫军30 000
人”[30]，1941年边区政府的征兵计划是：“在3月份
完成扩大3 500名新战士到八路军中”，[6]455但是在3
月份以前就已经完成。延安县原订在一个月内动员

150人归队，结果不到六天便有240名老战士归了队。
据不完全统计，“边区共动员30 000名壮丁开赴前
线。”[31]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动员这么多兵员是很

不容易的。充足的兵员是粉碎日本侵略者的扫荡，

保卫抗日根据地，最终打败日寇的根本保证。 
“优待抗属的目的，是为了使前方的抗日战士

和后方的留守部队的家眷，有人照顾，可以安心作

战。”[32]这也是优属工作的重要性所在。抗属把他

们的生活情况告诉在前线抗战的亲人，让他们安心

打仗。安塞抗属李兰英托人给丈夫写信，“告诉家

里情形，叫丈夫安心闹革命”。[33]后方家人受到妥

善照顾的信息传到前方，给战士吃了定心丸，激励

他们奋勇抗敌。八路军战士王万桢回家后，看到家

人衣食无忧，激动地说：“我现在有了地，婆姨娃

娃不愁吃穿，我只有好好干，才对得起政府和群

众。”[34]优属工作成为根据地抗敌斗争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是八路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3．密切了军民关系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

拥军优属工作做得如何，军民关系是否密切直接关

系到中央的权威和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指挥。由于边

区政府对拥军优属工作高度重视，并且采取了灵活

多样的措施来切实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

形成了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加

入到拥军的行列中，“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和1938年
两年共募捐16万双毛袜和手套。1940年10月，国民
党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又募捐了寒衣代用金40万
元。”[35]后方的供给激励着前方的战士，使他们认识

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加深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优属工作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为

其他抗日根据地树立了典范。早在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就开创了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中央进驻延安

以后，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大背景下，将这一工作推

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
掀起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积

累了很多的经验；正是在陕甘宁边区实践的基础

上，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开展根据
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信，正式

提出在各根据地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

动，要求战时拥军优属运动经常化、制度化。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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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拥军优属的做法作为

典范，推广到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晋察冀、

山东、皖江等抗日根据地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

优属运动，军民关系空前融洽，为夺取抗战胜利和

最终取得全国革命的成功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综上，在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

的广泛支持及抗属抗工属的积极配合下，陕甘宁抗

日根据地的优属工作政策到位，措施得力，成效显

著，是抗战胜利的经验之所在；同时，以陕甘宁边

区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优属工作具有承上启

下的历史意义，它既发扬了中共领导的民主政权和

人民军队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又为此后直至今天

双拥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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