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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欣意

物价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价格的变动是国民经济的综

合反映。它涉及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与国家建

设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为广大干部群众所关注。为了系统总结

建国以来物价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为

“四化’’建设服务。《普宁县物价志》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指导

下出版了。它是编纂人员、全体物价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部物价志，既反映建国前普宁县通货膨涨、民不聊生的历

史，更反映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每个时期所实行的物价政策，采

取的措施与经济效果。特别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价格体

系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大好的经济形势。

实践证明，物价体制必须进一步改革o“物价体制改革是经济

体制改革的成败关键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的今天，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使物价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商品经

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服务是非常必

要的。《普宁县物价志》的出版望能起到这点作用。由於资料，时

问、人力和水平所限，疏漏差错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o

1987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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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建国前市埸物价

(一) 1930--1936年价格

根据里湖，洪阳、流ti,--个市场58个品种调查，P．／1930年价格为loO％，1931年

100．2％，1932年104．5％，1933年92．sN，1934年94．8％，1935年92．3％，1936年

102．4％。1936年01930年比较，生活资料大类价格指数103．3％，其中-食品类

112．2％，布匹类97．7％，日用品类105．3％，文化用品类84．5％，建筑材料类8l％，杂

项类99．3 oAj生产资料大类价格指数98．9％，其中l农具类108％，农药肥料类95．30。

大宗农产品价格，1936年与1930年比较。 金额l银元

1936年较1930年
品 名 单位 1936年价格 1930年价格 +，一％

稻谷 市担 3．9 3 4．6 5 —1 5．5

红糖 市担 8．5 1 6．9 0 +2 3．3

生柑 市担 7．5 b 9．5 0 —2 1．1

生猪 市担 1 6．1 7 2 0．1 5 —1 9．8

蒜头 市担 5．8 8 4．5 0 +3 0．7

茶叶 市担 4 8．1 0 4 8．4 0 —0．6

梅脯 市担 9．9 9 9．3 2 + 7．2

大宗工业品价格，1936年与1930年比较l 金额l银元

1936年较1930年
品 名 单位 1936年价格 1930年价格

+、一％

食盐 市斤 0．0 2 8 0．0 2 3 +2 1．7

花布 市尺 0．1 3 8 0．1 9 8 —3 0．3

肥皂 连 0．1 0 4 0．0 9 0 +1 5．6

火柴 包 0．0 7 7 0．0 8 9 一l 3．5

铁钉 市斤 O．1 2 7 0．1 9 1 —3 3．5

煤油 市斤 O．1 4 1 0．1 4 4
— 2．1

肥料 市斤 0．1 0 4 0．1 0 6 — 1．9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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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7年至1949年价格

1937年6月军-1938年底通货膨胀64％，而同一时期的物价指数仅上涨34％。1938年

!is；1939年底货币发行量增长85．7％，而同一时期物价指数则上升134．75％。自1947年至

工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逐步丧失了货币的职能，为金条、银元、外币所代替，

甚至出现了物物交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1947年至1948年市场发生六次较大的涨价风，1947年2月的黄金涨价风，4月下旬

至5月上旬以米为首，食油，纱布等价格上涨；6月下旬，金、银、米、浊、纱布价格

先后上涨，8月下旬至9月中旬，民国政府公布((新外汇贸易管理法》，进口物资除

棉、米，麦、面粉、煤五种按官价结汇外，其余均按市价。出口物资外汇一律按市价收

买。随之市场各项商品价格大涨，11Yj中旬，黄金、纱布等突击性涨价，12月9日，民

国政府发行大面额关金券l千元，2千元、5千元三种钞票(1元等于国币20元)，造

成市场物价继续上涨。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又改新币制，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

1元兑换国币300万元。从8月19日-至lOyJ底，民国政府强行搞T70天限制物价上涨的

政策，11月1日行政院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

(三) 大米，食盐价格

大米I 1946年1月10日每斤8u元(司马秤，国币下同)，1947：年2月1日909元上升

10．4倍I 1948年8月12日714300元，比1946年1月上升8928倍。1948年9月，改使用金

圆券，1元等于国币300万元，1948年9月每斤o．10元，1949年4月13日1695元，上升

16949倍。1940年5月，市场港币公开使用，l元等于金圆券2000万元，6月1日每斤

O．06元(港币)，8月12日升为0．12元，折金圆券240万元，比1948年9月上升2400万倍。

食盐：1946年1月10日，每斤5元(司马秤，网币下同)，1947年12月18日800元，

上升159倍，1948年8月3万元，比上年12flJ上升36．5倍．比1946年1月上升5999倍。

1948年9月改使用金圆券，l元等于国币300万元。9月26日每斤0．Ol元，12月16日0．15

元，1949年4月13日200元，比上年9月上升2万倍，5月8日2万元，比1948年9月

上升200万倍。1949年5月改使用港币，1元等于金圆券2000万元。6月1日每斤0．005

元．8月12日0．01元，比5月份又．E升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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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49年普宁市场大米，食盐价格

时 间 使用 单 交 易 价
备 注

年 月 日 币 制 位 大 米 食 盐

1946 l 10 国 币 斤 80 5

1946 lO 17 国 币 斤 64l 25

19 47 2 l 国 币 斤 909 40

—+一
——‘，

1947 10 16 国 币 斤 5000 450
，——

19i7 12 18 国 币 斤 12800 800

1948 2 25 国 币 斤 9524 1600

1948 8 12 网 币 斤 714300 30000
—● ●—●

1948 9 26 金圆券 斤 0．100 0．0100 I元等于国币300

1948 10 3 金圆券 斤 0．300 Oi0240 万元

1948 12 16 金圆券 斤 2．000 0．1500

1949 l l 金圆券 斤 3．400 0．2500

1949 2 4 金圆券 斤 30．300 1．0000

1949 3 1 金圆券 斤 200 11

1949 4 13 金圆券 斤 1695 200

1949 5 5 金圆券 斤 200000 6000

1949 5 8 金圆券 斤 500000 20000

1949 6 l 港 币 斤 0．060 0．0050 I元等于金圆券
—_—- 一

1949 7 22 港 币 斤 0．065 0．0065 2000万元

1949 8 12 港 币 斤 0．120 0．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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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货币交换价格

l，黄金对银元l 1906年9月1 6日黄金l两等于银元4 5元，1907年5月7日为4 8

元，上升6．7％，1908年9月2 2日6 o元，比上年5月上升2 5％，比1906年9月上升

3暑．3％。

时 间 朝 代 使用货币单位 l两赤金价格

1906年9月16日 清朝光绪 银元 (7钱) 4 5

1907年2月1日 清朝光绪 银元 (7钱) 4 7

1907年8月，14日 清朝光绪 银元 (7钱) 5 0
●

1907年5月7日 清朝光绪 银元 (7钱) 4 8
●

1908年7月1日 清朝光绪 银元 (7钱) 5 9

1908年8月13日 清朝光绪 银元 (7钱) 6 O

1908年9月22日 清朝光绪 银元 (7钱) 6 0

2，黄金对国币。1945年10月，l两黄金等于国币(下同)3．2万元，1946年12月

36万元，上升10．25倍I 1947年9月290万元，1948年4月70 0 07S元，比1945年10月上

升2186．5倍。 ．

时 间 时 期 使用货币单位 1两黄金价格

1945年lO月 民 国 国币 (元) 32000

1946年4月 民 国 国币 (元) 150000

1946年8月 民 国 国币 (元) 240000

1946年12月 民 国 国币 (元) 360000

1947年3月 民 国 国币 (元) 725000

1947年6月 民 国 国币 (元) 1780000

1947年9月 民 国 国币 (元) 2900000

1948年2月 民 国 国币 (元) 14000000

1948年4月 民 国 国币 (元) 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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