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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

键在于党中央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一

是善于学习，包括学习如何搞好经济工作，如党通过对

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和灵活运用，有效缓解了战时

边区的经济困难，渡过难关。二是善于调查研究，如根

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修订出台土地政策，以达到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战需要服务的目的。三是

善于民主协商、集思广益。如边区政府采纳无党派人士

李鼎铭的建议，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

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节约的目的。同样，做好新时代

经济发展工作，各级党委政府也应该像延安时期的党中

央那样，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调查，认真研究；

民主协商，集思广益。

（三）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是做好新时代经

济工作的根本宗旨

陕甘宁边区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

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

改善民生。如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和“公私

兼顾”的经济方针，使边区初步形成了五种经济成分，

即受制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

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地主经济，并且有了很大

的进步。既有力地促进了边民就业，提高了边民生活水

平，又发挥了调剂物资供求、扭转财政困境、繁荣边区

经 济 的 作 用 ， 使 边 民 的 切 身 利 益 得 到 了 有 效 保 障 。 同

样，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应该以人

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更美好为根本目标。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做好新时

代经济工作的力量源泉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能落地生根、有效落

实，得益于党政军民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

业精神。1942年至1943年，边区军民掀起的大生产运

动，使陕甘宁边区军民在经济、生活等方面经受了严峻

的考验，度过了异常严峻的困难。毫无疑问，做好新时

代经济工作，与中华儿女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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