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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存史资治"。在全国各地各部门修志洪流中，((巳县物

价志》在县委、县府的关怀下，在巳县修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各部门支

持帮助下，经过这 4 年的艰苦紧张工作，终以完成面世。

巳县素有修志习惯，私会J:. ìtt.传的版本亦多。但作为一部反映巳

县物价管理和价格演变的专门志书一一《巳县物价志》现还是第一

部。

物价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涉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

物价管理是经济问题，但又不属纯碎的经济问题。物价常常带有一定

的社会政治来峰。物价的稳定是私会、经济秩序正常的必然反映，物

价的剧烈流动也是私会经济秩序失态的反映。物价是-种信号.客观

地记录着工作中的成就，也客观地记录着工作中的失误。《巳县物价

志》以大量翔实的支实，比较全面、客观、系统地记叙丁自 1911 年以

来到 1985 年为儿的巳县物价变化，意在真实反映物价历史，让人们

丁解纷繁复朵的价格文实，从中分析因果得失，于人们以启迪。

《巳县物价志》的编修，正式开始于 1989 年 6 月中白，在此之前，

巳县物价局曾有一人收集过少许零散资料，后因各方面工作牵扯而

中断。 1989 年 6 月 10 日，巳县物价局正式决定编修《巳县物价志)) , 

经研究，庚 Jp 在局里抽出三名干部，组成丁巳县物价志编修钮，徐联

华为主编，张卢荣、李明元为编辑。李f白Z生为《巳县物价志》主修。编

修组以物价局会议室为修志办公室。锅修组人员与原工作脱钩，专司

修志。

工作之初，三人面对自高修《巳县物价志》的艰巨任务，在一元全面

系统资料，二缺修志知识的现实下，具有一筹莫展之态。冷静思索研

究之余确立丁学习、走访、边干边摸索的工作步骤，开始丁紧张有序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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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人员找来有关学习资料进行学习，从中领悟志书体例等基

本知识，在此基础丰，拟出丁《巳县物价志》第一稿局目。确立丁收集

资料的目录。随即，三位修志人员带着Ji，目，带着问题，先后走访丁巳

县县志鸦侈办公室、重庆市物价局修志办公室、沙坪坝区物价局、 ):L

津县物价局，借鉴其好的作法。

六月下句，三位1'1-志人员着手进行突击收集资料的工作。先在重

庆市档案局、重庆市图书馆经过半个多月时间重点收集丁民国时期

特别是抗战以来到解放前夕的物价资料。在对解放前物价资料收集

告一段落后，随即在巴县档案馆收集解放后物价资料。通过近三个月

时间突击，收集资料工作基本完成。先后共查阅丁历文资料 934 卷，

摘录、复印丁价格资料 190 余万字。

三位编修人员根据所收集到竹背料内容，修定丁《巳县物价志》

篇目，形成第二稿。开始着手编写《巴县物价志》的准备工作，锅修扭

的三人都参与写作，各自根据篇目，择其易写~份，从易到难，最后攻

难关的办法，自选章节进行写作。为使己收到资料不致在各自编写中

遗漏或重复引用，他们先对资料进行整理立卷，以革目中的章、节、因

为序，归类整理，在每卷资料之首注土目录索引。为使编辑人员在各

自编写中有一个完整的体采骨架，在写作之前编写丁《巳县物价志》

写作提示，将每个吉普、节、目所包含竹大致内容以及写作方法一一作

丁简妥提示。正式写作之前，先就《城乡差价》一节进行试写。《城乡

差价》试写出来之后，邀请丁县修志办公室的同志前来指导修改。

《巳县物价志》正式编写从十月开始。编写之中困难自然不少。困

难之首，在于对志书体例的摸索;次之为一岳年份的资料贫乏。比如，

抗战前的民国初期，由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加之军阀混战，地方易

帜时有发生，少于经济特别是对物价的记载。解放初期 0950--1952

年) ，由于刚解放，各项工作秩序还未正常，县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

作，一是清匪，二是征粮，有关物价方面的记述也不多。资料在一生些年

份的贫乏，直接给编写工作带来丁困难，一些事件难于选免断线现

象。在写作中，还采取丁边写、边审、边打印的办法.每写出一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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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或目) .由主锅审阅修改之后，再送主修审查，然后支付打印 。泣让

九个月的紧张编写工作，于一九九 O 年六月末完成丁 《 巳县物价忐》

初稿。

《巳县物价志》初稿，共分七章二十一节豆十八日，约三十二 万

字。按照巳县志编修办公室要求，初稿支巴县印刷厂统一装订。初稿

装订本共 25 册。

编修《 巳县物价志)).旨在于"存史、资治、育人" 。该志书若能在这

几个方面或多或少起到一点效能的话，也正是《 巳县物价志》全体修

志人员所孜孜不倦的追求所在。

《巴县物价志》编修组
1990 年 1 0 月

. ，
、
JJ

. 



凡例

一、《巴县物价志》的编修，以客观、真实为准则，实事求是地记述

巴县物价管理和物价演变的历史与现状，为能起到"存史、资治、育

人"的目的服务。

二、《巴县物价志》起止年限为 2上限 1911 年，下限 1985 年。其期

间偶有因资料不全而断线者。

三、重庆市城区长期为巴县县城。 1929 年重庆设市之后，巳县政

府亦在重庆城区。 1939 年 5 月巳县县政府从重庆城区搬出，巴县县

政府搬出重庆城区之前，发生在重庆城区的物价写入本志书.

四、《巴县物价志》采用记叙体悟体文，以事成文，寓褒贬于记叙

之中。

五、《巳县物价志》文字规范一律以 1986 年新版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 。 志书中表格里数量的数字用阿拉伯字，年、月、日用阿拉伯字，

序数、分数用汉字表示 。

六、计量单位 t 一律 m 当时的计量单位，在吉、书的第一次出现之

时.以注悍加以说明。解放初期使用的旧人民币，本志书一律以新旧

人民币比值换1?:后，以新人民币计量单位入志。

七、注辑方法:采用脚注，在本页未注释。

八、巴县 1949 年 11 月 28 日解放。以此为限，在此之前为解放

前，之后为解放后。

九、 { 巴县物价志》所用资料，是从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

巳县出案馆、巴县物价局和县内一些部门志中收集整理。本志书引用

H~卜咱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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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11 年(清宣统 3 年)

巴县已有各种规模的铁炉及锅伴企业遍布全县，产品自产自销，

锅、钵价格随行就市。

同年，巴县有龙凤乡中心砖厂、走马乡万家湾瓦广、双河乡永生

砖瓦厂等数十家砖瓦生产企业，均采用人工制坯，土窑烧制。常年产

青砖青瓦 20 万至 40 万块(匹) ，多者可产 100 万块(匹) ，产品自产自

销，价格由买卖双方议定。

1912 年(民国元年)

巴县粮食价恪平稳，中熟大米每市石市场销售价为银元 2. 46 

→
兀

1921 年(民国 10 年)

巴县鱼洞创立"协议亨酱园厂"是巴县境内建立最早的一家酱

园厂。

1924 年(民国 13 年)

12 月底，年岁既歉，复遭兵焚，每斗大米贵至 8 元以 1:，为民 国

中期最高记录。

1934 年(民国 23 年)

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在巴县蔡家乡设立四川蚕桑指

导所，配发改良蚕种，指导农民育蚕 。

同年，巴县桑蚕鲜茧，每担收购价为银元 24 元 。

1935 年(民国 24 年)

雷至高等人集股银 17700 元，经四川省建设厅批准 ，在巴县鱼洞

镇创办私营鱼南民生火柴厂，手工生产磺磷火柴和赤磷火柴，日产 2

至 3 箱(每箱 7200 小匣) .价格全由厂商自定 。 从此，巴县成为火柴生

产县。

同年.巴县歇马场豹子沟首次成立一土法炼铁厂，日产生铁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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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每吨出厂价 140 元①。

", ， 1937 年(民国 26 年)

2 月，巴县县政府以万国公制作为尺度进行折算，统一了全县新

旧度量衡器折算办法。

同年，巴县县政府将县境内官荒地段，分期培育桐籽树苗，责令

各区保甲人人栽种，巴县县政府并拟定了三年将县境荒地，一律造为

桐林的计划。

同年，巳县鱼南民生火柴厂最高日产火柴 18 箱，市场零售价每

包(即十小匣)为 0.08 元，产品畅销江津、秦江、南川等县，远销贵州

省。

同年，巳县连续遭受干旱，重灾面占全县 80 余乡镇的百分之八

十至百分之九十，收成仅有百分之一十至百分之二十，巴县米价每斗

涨至 4 元余，饥民成群，四乡居民靠掘食芭蕉及白泥为生。

同年，巴县草纸生产兴盛，草纸输出增加。重庆义隆字号，在巴县

购买草纸若干万担，运往申、汉销售。

1938 年(民国 27 年)

10 年，巴县县政府为了缓解渝市供煤紧张，下令严禁对采煤工、

运煤工、船夫等拉丁服役。

1939 年(民国 28 年)

4 月，巴县县政府以工商团体公开协议，评定零售或批发价格，

并以兼顾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为评价标准，在全县范围实施评定物

价与取缔投机操纵。

1940 年(民国 29 年)

4 月，巴县含谷乡德记盐店经理喻孔明高拍物价扰乱市场，被含

谷乡驻军查获，送乡公所惩处。喻孔明自知违法愿出罚金 1500 元，乡

公所擅将此款交乡教育执行委员会为中心小学购置校具用，巴县县

政府知晓后以财字第 169 号训令，令含谷乡将案情与罚金 1500 元报

①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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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县政府，并告戒各乡乡长、各乡驻军与地方机关，不得越权受理。凡

此类案件须报县政府依法办理。

12 月 28 日，巴县施行《平价》标记，将《平价》标记贴印在货物上

以资群众识别，凡贴印有《平价》标记的货品，不得转为议价出售。

1941 年(民国 30 年)

2 月，巴县县政府奉经济部训令，派员督察巴县各地煤炭的购销

储运数量，取缔煤炭囤积居奇，以保证重庆市煤炭供应。

1943 年(民国 32 年)

2 月 9 日，巴县县政府发布《为奉令实施物资限价一案仰切实遵

照由》训令，并对食油类、棉花类、燃料类、纸张类等十二种商品作了

限价规定。

3 月 21 日，巴县县政府训令各乡政府，即日起废止稻谷及河熟

米限价，各乡镇依市价进行交易。

11 月，巴县县政府奉令调整限价范围，除棉布、棉纱、煤焦、食

油、纸张仍实施限价外，其余各项物品一律实行议价。

1944 年(民国 33 年)

巴县蚕丝成为四川省十八个最发达县之一。

1945 年(民国 34 年)

巴县种植柑桔面积 7834 亩，栽种柑桔树 170000 株，产量 2390

万个，居四川省第三位，价值 470000 元，每万个均价为 17.70 元。

1947 年(民国 36 年〉

3 月 12 日，巴县物价评议委员会在李家沱(假)工商茶座成立，

选举陈肪荣(巳县商会理事长)为主任委员，会址设在巴县参议会内，

物价评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监察督促各商行实行评价。

同年，巴县百物陡涨，尤以食粮为甚，河熟米每市石涨至 438800

元(法币，下同) ，小麦每市石涨至 310800 元，猪仔来源缺乏.市场供

不应求，肥猪价涨成本高，屠宰商难以维持，纷纷要求猪肉涨价，巴县

县政府批准每市斤猪肉市场销售价在 9000 元内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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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民国 37 年)

8 月，巴县县政府规定，县内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民国 37

年(即 1948 年 )8 月 19 日各地的各种价恪以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

售，并由各乡镇公所监督执行。

9 月 10 日，巴县县政府指定县政府第五科(工商科)科长罗致中

为主任委员，函聘沈嘉献、龚永龄、陈肪荣等 7 人为委员，成立"巴县

物价评议会"推行巳县物价评议工作 。

11 月 22 日，巴县县政府奉上级训令，自即日起，县内各乡镇依

照核本定价原则，对民生日用品价恪自行评议。

1949 年

12 月 8 日，巴县解放委员会拟定《评议物价办法草案>>.同时对

巳县境内的大米、柴炭、煤油、盐、猪肉、蔬菜、运输等价格及各种手艺

匠人的工资进行评议，未经请示乡镇公所或解放委员会复议者，不得

任意涨价。凡不接评议标准收价或造成黑市者，由解放委员会呈送川

东区巴县行政专员公署以反动论罪法办 。

1950 年

年初，重庆粮食公司在巳县李家沱、自市驿、铜罐、木洞、鱼洞等

地设立粮食购销处，挂牌购销，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和销售粮食，平

抑巴县重点市场的粮价。

1951 年

3 月 7 日，巳县人民政府以屏都①镇为主，成立了织布联营社，对

棉纱实行统一采购以加强棉纱的管制，扭转棉纱价格上涨的趋势。

同年，巴县人民政府在巴县范围内首次推行了 《明码标价制度比

对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饮食品销售价格采用吊牌标价;对工农业产品

的销售价，采取标价签标价 。

1952 年

12 月，巴县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次内设物价管理人员，负责

① 屏都镇:.i.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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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方针政策的下达，进行市场物价调查，调整并管理全县工农业产

品价格。

同年，巴县人民政府首次召开了物资交流会，成交额达 94000

元，打开了农副土特产品销路，为私商的经营指出了方向。

1953 年

10 月，巴县人民政府发布市场管理布告，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以

当地国营或合作社价格为标准，贯彻优质优价、劣质低价的原则，允

许有一定范围的浮动;严禁投机倒把、抬价刹价等非法行为。

11 月，巴县按上级指示，实行粮食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计划供

应，不允许私商采购和自由经营，粮食价格亦同时实行统一管理，其

购销价格，依照管理权限制定;同月，巴县财经委根据江津专区财经

委通知，将猪肉价格纳入国家管理，并安排了全县生猪收购价格。

同年，巴县财经委，对巳县境内生产的主要农副产品逐步实行统

一管理，并按销地接收价格，扣减经营单位的经营费、运杂费和利润

后制定产地收购价格 。

1954 年

9 月，巴县财经委首次规定了日用工业品巴县各区的城乡差价。

同年，巴县财经委召开了巴县第一次物价工作会议 。根据会议布

置，首先在巴县供销社系统配备了物价专职干部 10 名，兼职干部 6

名，集中在巴县供销社进行物价政策与理论价格计算的培训，结束后

分赴巴县百货商店，巴县供销社经理部及十三个区供销社进行审价

工作。

1955 年

巴县改柑桔以万个单位计价为按重量定价，以个头大小，分五个

等级论价。一级，每个重五两;二级，每个重四两以上;三级，每个重三

两;四级，每个中箍贴一指;五级，每个中箍以下。

同年，巴县财经委对巴县工业品城乡差价进行了修定 。

1956 年

7 月，巳县县人民政府遵照上级指示，提高 200 多种农产品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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