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根据地要确定和执行比较明确的实物供给

[ 包括实物薪酬] 标准，其最基础的前提条件之一就

是要有统一和规范的度量衡标准。革命战争年代，

各革命根据地在制定或执行实物供给标准时通常都

会明确和规范其中所涉及的度量衡标准问题。

一、以“1斤=10 两”为供给标准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衡制是“1 斤=16 两”，

它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 年6 月才真正法定为“1

斤=10 两”。不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解放区执

行的衡制已是“1 斤=10 两”，且1 斤=0.5 公斤[ 千

克]、1 两=50 克。这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普遍执行的

“1 斤=16 两”衡制存在较大差异。

比如：1947 年3 月，中共辽东分局[3] 组织部在制

定的《关于地方干部保健暂行办法》中规定所发放

的猪肉等实物“以东北10 两秤为准”[4]。关于“东北

10 两秤”执行的衡制，实际上就是1947 年12 月东北

行政委员会在《划一度量衡和丈量土地标准的命令》

中予以法定化的“1 斤=10 两=500 克”衡制。

二、以“1斤=16 两”为供给标准

“1 斤=16 两”是当时中国多数地区执行的衡

制，但是其中的“斤”可不是完全一致的，有库平制

斤、有漕秤斤、有市用制斤、有司马斤，也还有其

他一些杂制的斤。它们各自每斤、每两的量值是不

完全相同的。

（一）抗日战争时期。党史、革命史资料记

载，在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所制定的供给标

准多以“16 两秤”计。比如：1940 年11 月，山东省

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发布的《关于各机关部队团体

口粮标准及领取食用办法的通令（财会字第2 号）》

中规定自1940 年12 月起各机关领发粮食“以16 两秤

为标准”[5]。1941 年9 月，陕甘宁边区所作出的《关

于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之决定》中也规定厂方按

月供给工人的食物“以16两秤计”[6]。1944年12月，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

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及一般公务员

和学生“衣”“食”两项实物供给标准时指出，粮食

供给标准要“以16 两秤计算”“小米每300 斤算1 石

[ 当时陕甘宁边区规定小米1 斗按30 斤计]”[7]。下表[8]

是1941 年至1945 年陕甘宁边区粮食供给的标准。上

述文献记载的供给标准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

都“以16 两秤为标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虽

然都是以“16 两秤”为标准，但是不能从这些文献

的字面准确研判它们是库平制斤、漕秤斤、市用制

斤还是司马斤。况且1945 年1 月，陕甘宁边区税务总

局发出的《关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度税务系统

生产供给标准的通知（行总字第161 号）》中还提及

了“小秤”的概念，即粮食等供给标准“以小秤小斗

计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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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陕甘宁边区历年粮食供给标准

年度/类别
守备
部队

野战军
机关
学校

运输员

1941 一斤半 一斤半 一斤半 一斤半

1942 同 同
一斤
四两

同

1943 同 同
一斤三

两
二斤

1944 同 同 一斤 同

1945
一斤
五两

一斤
五两

十五两
一斤

十三两
（二）解放战争时期。党史、革命史资料记

载，在解放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的供给标准同样

多以“16两秤”为标准，有的以市用制秤16两秤计，

有的以漕秤16 两秤计，也有的以库平秤16 两秤计，

还有的以司马秤16 两计。

1. 以“市用制秤”为供给标准。一般情况下市用

制秤每斤16 两，相当于500 克。这一时期，有些解放

区发布的实物供给标准的法令制度中多出现“以天平

13 两6 钱之市秤为标准”表述。比如：1948 年1 月，

《山东党政民武学校机关团体供给标准》[10]、1948

年3月《华东财经办事处关于新供给标准的决定》[11]、

1948 年4 月《华东军区及野战军供给标准》[12]、1948

年9 月《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华东财经办事处关于印发

支前供给标准的通知》[13] 以及1949 年4 月《华东区

地方党政军民武学校机关部队供给标准的通知》[14]

中均规定，“蔬菜、油盐、猪肉，一律以天平13 两6

钱之市秤为标准”。上述这些文献中提及的所谓“以

天平13 两6 钱之市秤为标准”的“市秤”到底是不是

执行的市用制，所提及的“斤”是不是市用制斤呢？

前文中，笔者已就有关文献中出现的“13 两6 钱市

秤”的表述做过分析和初步研判，此处所谓“以天平

13 两6 钱之市秤为标准”仍应判断为“市秤1 斤= 天

平13 两6 钱= 天平13.6 两”，而且所谓“天平13 两

6 钱”也应指的是“漕秤”。笔者以上做出的判断，

还可以使用1949 年1 月山东、华中、豫皖苏、冀鲁豫

等四地区支前联席会议发布的《关于粮食供应中几个

问题的规定》中所提及的内容予以佐证，即“秤的标

准问题,一律以天平13两6[钱]的市秤与16两的糟[漕]

秤为准，市秤折糟[ 漕] 秤为85 折”[15]。“天平13 两6

钱”与漕秤量值基本一致，市秤每两31.25 克约合漕

秤每两36.67 克的0.852 倍。

2. 以“漕秤”为供给标准。漕秤每两约合36.67

克，库平秤每两约合37.301 克，市用制秤每两31.25

克。漕秤每两是库平秤每两的0.983 倍，也是市用

制秤每两的1.173 倍。市用制秤每两是漕秤每两的

0.852 倍，也是库平秤每两的0.838 倍。以漕秤为供

给标准的情况如:1946 年1 月，苏皖边区政府在制定

的《地方各级机关学校各项供给标准》中规定，分

配实物粮食“按每人每日计算，称[ 秤] 为16 两漕称

[ 秤]”[16]。

3. 以“司马秤”为供给标准。司马秤每两约合

39.7 克，司马秤1 斤=1.27 市用制斤。以司马秤为供

给标准的情况如：1949 年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

桂边纵队[17] 制定的《纪律制度暂行条例》的“供给

条例”部分有这样的规定，“每人每日发米二十四两

（司马秤）”[18]。

党史、革命史资料中记载，除上述革命根据地

外还有一些根据地也要求以“16 两秤”计算供给标

准，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记载看，未能十分明确地指

出所提及的“16 两秤”到底是市用制秤、漕秤、库

平秤、司马秤甚至其他一些杂制秤。比如：1948 年

9 月《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供给标准补充规定》中

指出，马料“均以16 两秤计”[19]，从这份文献中很

难直接判断所提及的“16 两秤”是哪种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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