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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贸 易

第一章商 业

黔南州早在潜代即有商业活动，其方式是以土特产进行易货贸易换回生产、生活资

料。随着社会的进步，商业活动相应扩大。到了明代，黔陶州的集市贸易巳很繁荣，有"市

如云集，朝至暮回"之说。清代，大量外省商贩进入黔南，出现了外省商业会馆。此时的商

品交换大多以场期赶集交易。

民国时期，都匀、贵定、独山等城市混步形成黔闹地区物资集散地。各类杂货店铺增

多，经营商品范围有所扩大。都匀、瓮安、惠水、独山、贵定等地出现 r商会和同业公会。

到了民国中晚期，出现了集资公司和官商合资企业。

新中回成立脂，于 1949 年 12 月 10 日成立了第一个国营商业机构一……独山专区贸易

分公司 O 当时，国营商业机构贯彻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形成了国营经济、合作杜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人经济等成

分共存、以回营经济为主导的格局。

1956 年春卒，全州掀起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高潮。是年全州对私营商业改造的

总户数达 8086 户，占私营商业总户数的 91 %，从业人员 8824 人，占私营商业从业人员的

91.6%。原来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商品流通领域的多渠道变成

了单…渠道，全州统一市场基本形成。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国营商业机构贯彻大购大销方针，此举严囊影响了商品存在错

构，许多生活必需品均靠康证限量供应。金州商品供应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鼓

点、照顾特嚣"的方针，采取限量、定量和高价措施。问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实行统购、派

购、奖儒、换购 j]O价收购和议购等政策。 1962 年之脂，情况有所好转。 1963 年下半年，猪

肉取消凭职供应，不再限囊，敞开供应，…些高价商品经过多次降价，到 1965 年 7 月全部

退出高价，恢复平价供应。

"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年)时期，禁止社员经营家庭副业，限制赶场次数，关闭部

分集市，以致集市贸易萧条，农副产品收购下降;在工业品方回继续采用统购包销办法，适

销对路的商品相对减少，冷背栅销商品增多，商业库存愈来愈大，迫使商业部门边收购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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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损失严重。致使供求矛盾突出，刷食品及工业品由敞开供应又改为凭票定最供应。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单…的商品流通

体制。黔南商业经历了计划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过程。商品由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凭票定最供应到阳市场敞开

供应，形成了市场繁荣，价格随行就市，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好局面，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闭

塞萧条的窘迫境况O

1956 年 8 月，州商业局成立，之前称商科或商业科 ;1958 年 4 月，州服务局与州供

销社合并成立第二商业局 ;1961 年 8 月，州商业局与州供销社合署办公， 1962 年分设。

1970 年 4 月，成立黔南州革命委员会贸易局， 1973 年 2 月改称为附南州革命委员会

商业局。 1981 年 3 月，恢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商业局称谓。 1996 年 10 月，州商业局

与对外经济贸易局合井，称黔南州商务局，另挫对外贸岛经济合作用牌子 ;2001 年 10 月，

黔商州商务局更名为黔南州贸易合作局，内设州进出口公司 O

黔南州级商业企业有:州百货公可、州|纺织品公司、州|食品公词， 1995 年 6 月改制的

黔南州盐业集团公司，州民族商贸发展公司，曾一度于 1996 年 6 月与州百货公司实行固

有资产重组， 1998 年分离 ;1997 年 12 月改制的黔南州糖潮有限责任公司 ;1998 年 9 月揭

牌的黔南州拍卖公词及 2000 年 12 月 18 日正式改制挂牌背远的黔南州五交化有限资任

公词 ;2001 年撤销"黔南州蔬菜水产饮食服务公司保留"贵州省第 31 个国家职工技能

鉴定站"。

第一节商业管理

一、计划管理

(…)计划蝙制:商业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黔南州商业计划按内容分为:

商品流转计划、财务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商业教育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商业网点计划、商

办工业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储运计划等。按时间长短又分为: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季度

计划、月度计划。州|商业周对以上各种计划的捕制和管理，分别由各科进行:商品流转计

划、基本建设计划由计划统计科负责，财务计划由财会科负责，劳动工资计划、商业教育计

划由政保科负贺，商业网点计划由商管科负责，物资分配计划和储运计划出业务科负川，

商办工业计划由商办工业科负责。

1951 ~1952 年，商品流转计划统一由省商业厅编制下达执行。 1953 年以后，州、县公

司批发站等独立核算单位列为计划超编单位，由荔层上报计划建议，上级审批下达正式计

划，计划捕制果取由商业行政部门和专业公司双线上报和下达的办法。

1978 年以后，黔南州商业部门根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以及省商业厅的有关

规定，进行调接、改革、开放，各州级公可和川、|、县(市)商业局除负责州县(市)系统内的

计划指导外，全州独立核算的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管理。 1980 年，在国家总的计划、方针、

政策的指导下，采取市场调节和计划指导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1986 年趣，计划管理的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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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加强宏观控制，搞活微观，商业行政部门对计划管理的任务，是把计划目标和政策措

施结合起来，促进生产，引导消费，摘洒流通;对于国东下达的各项计划，包括商品购、销、

流转计划，商办工业产值计划等，由各企业落实执行，具体计划由主管部门与企业协商制

定。 20 t政妃 90 年代后，扩大了各商业企业的经营计划自主权，计划铺制视市场供求关系

制定。 21 世纪初，各商业企业完全根据自身的发展和经营状况安排经营计划，计划管理

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蔼实方面。

(二)商品分类管理 :1953 年以后，黔南州商业部门统一实行商品分类管理，农副产品

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家统购物资，属商业管理的商品有棉花;二类为统一收购物资，属商业

部门管理的商品有生猪、菜牛、惠水椅子等;三类为其他农副产品 o 工业品分两类:计划商

品(即大商品) ，如棉布、湘、土糖、自行车、糙纫机、化肥、农药、化工产品等;非计划商品(即

小商品)。

1957 年 3 月份起，黔南州商业局根据中央和省的精神，结合当地情况，进一步对轻、

手工业部门的产品收购以及原材料供应，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产品采取分类收购原则， ep:凡对国计民生影响较大而供不应求的商品，采取统购包

销办法;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分别采取加工订货的办法;对国计民

生影响较少，供过于求，原来又是自产自销的小宗商品，仍采取选购自销的办法。

商业部门对生产单位原材料供应原则，采取统购钮销商品所带原材料，按统销规定，

审批后供应;因家统一收购的商品所需原材料，按计划审批供应，生产单位不准到市场上

采购;属于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五类商品，用料单位可向市场自由采购。

当时地方产品分为四类，统购钮销商品有银器、土布、棉纱、皮鞋、皮箱、肥忠、酱油、酱

菜、湘乡是:加工商品有成衣、棉絮、泡花、雨衣、文具、粉条、5I棒、豆腐皮等;订货商品有股

带、胶草鞋、扇子、皮杂件、绵栋、毛巾、木箱、铁制五金、家盎丝制品、独山盐酸菜、建筑小五

金、土纸、三都刷子等;其余为选购自销商品。

1958 年以后，进…步将商品分为主大类，第…类为统购统销商品，如粮、油、棉等;第

二乡是为回家统一收购和服购的物资，属商业部门管理的有生猎、荣牛、蔬菜;除第…、二类

商品以外的物资属第二类商品，允许自由购销。 1962 年以后对一、二类商品物资逐渐扩

大，一类物资达 19 种，二类物资达 266 种。

1979 年以后，商业部门计划管理的商品遥步缩小，仅有:生猪、蔬菜、棉纱、棉布、棉毛

衫裤、卫生衫裤、化纤布、呢绒、绸缎、毛巾、毛钱、床单、布鞋、食糖、名捕、卷烟、汽油、煤油、

柴油、润滑油等 110 种。 1984 年后，根据商业部和省商业厅的指示，进一步缩小计划商品

施围，原来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商品由 40 种减为 10 种，即食糖、食盐、名酒、铁丝、元钉、汽

油、柴油、煤袖、润滑油、名牌自行车等;原来实行指导性的计划商品由 54 种减为 9 种，即

、棉布、涤棉布、中长纤维布、呢绒、肥皂、洗衣粉、胶鞋、民用灯泡、名牌电视机、1:猪、蔬菜

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指导性计划商品锐减，除了石油、盐的

商品供应外，其余商品不再实行指导性计划。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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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购销管理

在商品可供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人民的3基本生情需要，稳定市场物价，合理分

配商品，黔南国营商业部门根据上级的指示，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和"保证重点，照

顾一般"的原则。在不问时期实行了控制供应和凭票凭证供服商品的办法。

从 1954 年 9 月 15 日起，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

令}，全州对棉花、棉絮、棉布实行定量、凭票供应。直到 1983 年底敞开供应，在此期间，还

对食盐以及饼干、糕点、食糖、肉类、强类、豆腐等副食品和烟、1朗等消费品，以及肥粤、皮

鞋、胶鞋、丝绸、针棉织品、铁壳水瓶、搪黯制品、火柴、牙膏、石油等商品，时断时摆地实行

过凭证、凭票、定量供应。据瓮安县商业周统计，凭票、凭证、凭券供应的商品连问计划供

应的商品，其零售额占全县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60% 。主要票证有专用琪、购货券和证明

以及户口、购粮证等。专用票钮括布票(军用布票、省级布票)、肉票、豆腐票、肥皂票、汽油

票等。购货券包括工业品购货费、侨汇购货券等。凭证凭职供应，如食糖、酒、香烟以及节

日供应的一些商品凭户口、购粮证限量登记供应，大米饭、馒头、糕点、饼干凭粮票供应。

经党政领导机关批准召开的各级各类会议按会议等级凭证明供应，过往旅客凭饮食服务

公司证明供应。特需供应:包括劳保用品、高级知识分子和伤病员、产妇的副食品凭专用

卡供应。

随着市场情况好转，从 1979 年起各种票证逐年械少。 1982 年戚食糖敞开供应， 1983

年 12 月 1 日起对棉布供应免收布粟， 1984 年 9 月起对糕点、饼干取消凭粮票供应办法，

1985 年 4 月份起对猪肉敞开供应。至此除石油商品实行凭票供应外，其他商品全部敞开

供应。 1988 年出现抢购风。为了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发挥国营商品主渠道的作用，各级

国营公司积极组织副食品、高档紧销商品供应市场。 1988 年 9 月起临时采取对食盐凭证

定量供应，对食糖供应采取"保、庄、停"办法;对彩电、电冰箱也临时采取发票供应，年底上

述票证相继废止。

在商品采购管理方面，由于工业品市场的级和， 1979 年以前对商品实行加工订货、统

购包销的管理办法，巳不适应形势的发展。 1980 年起取消统购包销，遥步实行计划收购、

订购和选购等形式。 1989 年对商品流通秩序进行整顿，首先清理行政干部兼职企业工作

的进行脱钩，对彩电实行专霄，同时清查假、胃、伪、劣商品，严禁销售，从而使商业工作走

向改革开放正轨。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经济发展较快，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高档耐用商品逐渐取消

专霄，为了扩大商品购销，摘好流通，各商业企业可根据自巳的计划安排，按市场需求购

销，同时采取多方购销渠道，参均市场竞争，以扭转回营商业不能将市场销售辛辛好的商品

及时购进投放市场，并组织有效的经营，错失扩销增收良机的周围。

到了 21 世纪，购销管理进…步放开，经营企业完全自主，购销渠道畅通形式亦多

种多样。

-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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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商州 20 世纪 60 年代凭证供应商品因录

、石油类 按规定继续凭证供服

一、纺织针织类 继续凭票供应

一、医药用品类 除麻醉药品及有毒药品不敞开供应外，余部敞开供应

四、Jï变化类 一律敞开供服

五、盐糖烟酒类
除卷烟、平价食糖、平价糖果、平价糕点、奶粉继续实行凭证、累供应外，其余

…律敞开供应

六、文化用品 全部敞开供应

皮鞋、胶鞋、组料鞋、搪黯口杯、酣融、铁、竹壳水瓶、钢精锅、铝茶壶、皮箱、火

七、日用百货类 柴、肥皂、香皂继键凭票、证供应，电池保证特需外敞开供应，牙膏凭牙膏皮

供应，除以上 16 种百货日用品外，其余全部敞开供服

1975 年都匀市工业品凭费供应商品目录

收券商品 规 格 1拉 位 收券标准(张) 备 垃

涤棉服装 件条 I 

涤卡毛涤主含一服装 件条 3 

粘锦华达呢凡立丁服装 件条 2 

涤棉布 单、双幅 市尺

涤卡、毛涤三合一等 市尺 3 

粘锦华达呢凡立丁 市尺 2 

铁亮水瓶 五磅 个 1 

铁先水瓶 人磅 个 3 

手表 金钢 块 10 

缝纫机 藏式 架 60 

缝纫机 平板 架 40 

煤油炉 每个 8 元以上 个 10 

自行车 各式 部 60 

性:公用自行东凭集朋购买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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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价管理

有购销差价、地区羡价、批零差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饮食业进销鼓价的管理。

(一)购销差价:工业品的购销差价在 1983 年以前，购销盖率一般是回家制定，企业冗

自主权。从 1958 年起，购销盖率…般为:百货批零不分商品均为 1% ，棉纱、绸缎为 2% ，

布四、昵娥为 3% ，百货文化小商品为 2%-4% ，医药商品、五金交电化工商品为 5% ，文

化批零不分商品均为 10% 0 1984 年以后，由于流通体制进行了改革，批发企业可以跨区

经营、产销直接挂钩、工商企业协商定价，购销盎价和购销差率由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原

则严格核算，自主确定。

农副产品的购销接价在实行生猪派购时期，由于猪、牛、羊、蛋的收购价格和鲜肉、蛋

樊销售价格由国家制定， 1985 年取悄生猪派购店，由食品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严格

核算，制定购销差价。

(二)地区羔价:黔南回营商业制定的地区提价，一般以产地或进货地的价格为基础，

按照商品的自然流向，加上正常合理的附加费确定销地价格。 1984 年国家下放部分商品

定价权后，非国家定价商品由经营的企业按回家规定的原则核算地区差价。国家定价商

品和非罔家定价商品的表现形式有:确定边远地区的最高限价;按运输里程核定地区

价;分地区划片定价O 例如 1986 年恢复食盐地区差价后，都匀地区每 500 克食盐的零售

价按二个片区定价:市民为 0.15 元，二类片区为 0.17 元，三类片阪为 0.18 元，全州交通

不便的边远地区最高限价为 0.20 元。

生猪地区提价， 1973 年曾规定生猪或猪肉的购价每百斤城乡盖价 2 元，城乡销售价

大致维持相间峭肢的地区差价。 1985 年取消生猪派购后，地区差价由食品企业按规定核

算制瓜。

(二)批零差价 :1950-1951 年，黔南州工业品的批零差价沿用民国时期 20% -30% 

的提卒。从 1952 年起，批零差事掌握的幅度分别为:一般商品 10% -18% ，小商品 18%

-25% ，四)iI"四故"13% ，四川 1"花盐"和粤准"海盐"15% ，在批发商品的同时规定零售价。

1984 年以后，州、县各专业公司批零兼营，盖率按国家规定的原则严格核算制定。国营零

售商店、个体零售商店向陶背批发企业进货由双方协商批零差卒。

在批零划分上， 1958 年以前按购买数最为界，达到批量的执行批发价，不足批囊的执

行零售价，随着集团购买力增强，个人集资批量购买的形式增多，事受商业批发价格的对

象扩大。为此，从 1959 年起，规定辜受商业批发价格的对象为:因臂零售商店、集体零售

商店、有ìIE个体商业户，以及购买原、辅材料和工具等用于生产领域的集体单位。除此以

外，不论团体和个人，不论购买数量多少，一律按零售价格供应。 1984 年 10 月贯彻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各级商业批发企业成为自金经营的实体，商业流浦

环节的层次减少，逐步形成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体制，按照一次购货数壤的多少

享受不同的批发优惠价格的形式重新出现，打破了享受商业批发价格的固有对象的传统

规定。

(四)季节差价:农产品在国家定价期间，一般实行季节差价。 1954 年取消生猪、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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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节菜价， 1978 年恢复鲜蛋蒂节差价。蔬荣的季节差价在实际执行中曾趋于缩小甚至

咒形取消，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疏菜的积极性，达到多品种按季节均衡上市的目的， 1963 年

6 月曾规定季节藏率为 50%-100%之间，由蔬菜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掌握，但并未达

到预期目的。 1985 年取消肉类、蛋樊、蔬菜的国家定价后，举节差价完全实行市场调节，

不再由国家统一规定，但对猪、牛、羊、黄实行收购保护价政策。

(五)质量差价:黔南商业企业经营的商品，尤其是工业品，质噩噩价表现为多种形式。

有同一种商品不同品质之间的品质差价，有问一类商品不同品种之间的品种差价，有同种

商品不同等级之间的等级菜价，有问种商品不问规格之间的规格差价。

工业品的各种形式的质量差价，不论国家定价商品还是非国家定价商品，均依据各类

各种商品进货价格的比价核算确定。在物价高度集中管理时期，差价在国家定价的基础

上由商业行政部门审定。定价权适当下放以盾，非国家定价商品由企业自行制定。

农产品的质量盏价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质量标准精确度很难掌握，一般都采取简便易

行的办法。以生猪派购时期的购销价格为例，一般均按三个等级计价o 1964 年以前，收

购价实行"毛斤定等、毛斤计价"办法，每头毛熏 100 斤 -130 斤的生猪为三级，付给基本

价 ;131 斤 -150 斤的为二级，加价 5% j 151 斤以上的为一级，加价 10% 0 1965 年起实行

"白肉串定等、毛斤计价"的收购办法。蔬菜在合问定价时期(带有7l购性质)品质盖价在

购销环节上都来很好执行。为了解决市场上疏菜生产花色品种单一的问题， 1963 年 6 月

明确规定蔬菜品质分为三个等级，不问品种、不间等级的差幕按 20% 30%执行，但也未

挟预期就果。 1985 年取消猪肉、蔬菜计划价格后，农产品市场放开，品质差价由买卖J;}.方

议定。

(六)饮食业进销差价:在国家对价格实行高度集中管理时期，对饮食行业的差价管理

措施吏要是规定毛利率，按成本内扣计价，进入成本核算项目，限定为主料、副料、调料等;

煤、水、电费用和其他费用不列入成本而在毛利率中体现。 1963 年 6 月对全州饮食业的

毛利率统一规定为:都勾市 25% -30% ，各县城关 20% -25% ，农村集镇不超过 20%0

州商业局对都匀市饮食业的毛利率还分类规定:大众化食品(粉条、面条、油条、浆、馒

头、米饭、粗粮制品、炒大锅菜)为 20% -25% ，曾通食品(饺子、包子、肉食小炒)、高级食

品(悔昧、风味食品、哈昧小炒)为 30% - 35% 0 1972 年以后，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原定毛

利率普墙被突破，又修定为:都匀市 35%在右，各县城 30%左右，承接的第席按 50%左右

掌握。

商业体制改革以来，因背饮食业作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核算企业，商业行政部门对毛利

率的管理规定放宽，允许有 20% 的机动幅度，由企业按照回家规定的作价原则，严格成本

核算，合理确定利润卒，改善经营管理，在同集体和个体饮食业平等竞争中，灵活掌握进销

差价。

20 世纪 90 年代 -21 世纪初，商业的物价管理，主要是控制物价指数增长，全州商业

企业遵守"保本微利"原则制定商品价格并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制度。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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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格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夕，涌货恶性膨胀，物价突飞猛涨。 1948 年 11 月，都勾银行在写给贵

州省总行的倍中曾这样陈述"都地物价，近日被动甚大，食米由十月初四元…斗，已涨至

十八元，猪肉由五角一斤，涨至一元人角……其他各物，真不暴涨，……虽仅只身服务本行

员工，欲求一饱，将不可能。"新中国成立脂，独山专辑和各县人民政府贯彻稳定物价方针，

迅速扭转·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物价飞涨局面。其时，国营商业支配市场物价的力量极为薄

弱， 1950 年连续发生两次物价大被动。第一次发生在春卒，从食融、粮食、布阻等涨价开

始，影响到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以 1949 年底的平均物价为基期， 1950 年 3 月上撒一至立

倍;第二次发生在秋季，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导致全国物价上

涨，波及黔陶的生活必需品上涨。在这两次平抑物价的过程中，人民政府采取了武装护运

物资，国营商业部门配合清匪、反霸斗争开展"随军贸易"用平价食盐、布匹供应农村，又

在农村收购农产品运进城市，大力组织肩挑、马驮、车运，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对储备较为

充足的物资以高于牌价低于市价抛臀;问时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迅速刹住了物

价上涨势头，到年底开始稳定下降。 1951 年 1 月，国家对棉纱实行统购，对食盐价格进行

统一管理，黔南物价继续保持稳定， 1952 年开展对私营商业、个体商业销售价格的评议定

价工作:凡罔营有货有价的商品，一律执行国家牌价;罔霄无货无价的商品，参照国营制价

原则和办法议订价格。从此，黔南的市场物价出现了基本统…、相对稳定的局面。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牒，市场物资丰富，集市贸易价格问国营牌

价慕本持平。因此，这一时期的黔南物价最恃续稳定的周丽。回来为了解决旧中国遗留

下来的不断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以粮食价格为中心，适当提高农副产品

的收购价格，适当调低部分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经过调穗，黔南地区农副产品收购价提高

20%发布，工业品零售价格下降 10%在布。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部分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向下调整，全州下调商品的降价

峭度分别为:煤油 4.3% ，医药 29.8% ，避卒药品 77.9% ，收音机 7.1 %，肥息 9.1% ，皮鞋

20% ，丙、丁级香烟每包降价 0.03 元。 1959 年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猪肉、肥皂、火柴、

香烟、栖类、食糖、新闻纸、金笔、球鞋、电池、保温瓶榕的价格，都稳定在 1958 年的水平上，

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又适当作了上调，"剪刀撮"又有缩小，{且由于经济工作中发生了"在"

的指导思想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导致国民经济从 1960 年起连结三年发生了相当大的困

难，商品可供量大幅度下降，集市贸易价格猛涨，农副产品价格高出国家牌价二、三倍甚至

更多。以鲜猪肉为例， 1961 年全州城乡每m斤的回家牌价为 0.7~0.8 元之间，而集市价

格则高达 10 元以上;…只王斤左右的活鸡售价高达 30 多元，相当于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基

本工资o

而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全州的罔营商业部门根据罔家的决定和上级的指示，为贯彻稳

定物价方针，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对城镇人民的主费副食品，凡实行定

、凭证供应的以及对产妇、住院病人实行保健供应的，一律实行平价供应。

根据中央的规定，对"18 类商品"的价格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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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蜡消费品，如定量以外的高级糖果、糕点、食糖以及白酒、钟表、自行车、针织品，

按国家规定的高价敞开供应，以加速货币回笼。

黔南国营商业供应高价商品的工作，从 1961 年 3 月起陆续铺开，对定最供应以外的

糖果、糕点、食糖、白相以及钟表、自行车、高中梢针织品等商品，陆续实行高价，平价句高

价之间一般为 1:2.5-1:5 之间。与此同时，国家于 1961 年 5 月将生猪收购价格提高

30%左右，以扶持和鼓励集体和个人发展生猪生产 (1962 年底的生猪存栏数近 26 万头，

比 1961 年增长1. 35 倍)。

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从 1962 年下半年起，集市贸易价格开始回落，到年底，全

州各地的集市价格平均下降 70%左右。 1962 年 8 月高价糖果、糕点、食糖第…次降价，又

于 1963 年 3 月和 11 月第二次降价，降到部市斤糖果 2.2 兀，糕点1. 5 元，食糖 2 元。

1963 年 11 月，高价酒恢复卒价 ;1964 年，高价钟表、自行车、针织品恢复平价 ;1965 年 7

月，高价糖果、糕点、食糖恢复平价。在此期间，国家对少数工业品的价格作了有升有降的

调整，大幅度降低了药品销售价，多次降低了肥皂、农药、农用柴袖的销售价。根据外|级公

司资料匡算， 1963 年 11 月，企州商业系统经营的各类商品降价幅度为 2% ，其中 ，1ï金类

1384 个品种下调1.04% ，交电类 923 个品种下调 0.58% ，化工类 525 个品种下调

0.58% ，眩药樊 1127 个品种下调 1% ，棉布类 29 个品种下调1. 91 %，针棉织品 3071 个品

种下调 0.5% ，丝绸 52 个品种下调 0.296% ，毛钱 14 个品种下调 0.69% ，百货文化类

4003 个品种下调 1.5% ，汽油下调 8% ，煤油下调 0.75% ，柴油下调 8% ，机油下调 4 .4%。

以上商品价格下调后，按销售额预算，全州共减少收入 41 万元左右。与此同时，集市贸易

价格也有大幅度回落，据企州 33 个重点集市的调查，到 1964 年底，鲜肉每市斤的平均价

格，日白 1963 年同期的 0.939 兀下降为 0.689 元，鲜蛋每 10 个由 0.97 元降为 0.627 元，

活鸡每市斤由 0.717 冗降为 0.53 元，仔猪得市斤由 0.816 兀降为 0.44 元。猪肉集市价

巳与国营零售牌价持卒，鲜蛋集市价低于国营零售牌价 32.5% 0 

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的十年动乱期间，国家采取了冻结物价的方针，但

因工农业生产极不正常，市场物资匮乏，变相涨价很多，集市贸易价格昂贵。

1976 年 10 月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局面盾，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9 年，国家提高了粮食、棉花、油脂油料、生猪、菜牛、菜非、鲜盘、水产品等 18 种主要农

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煤炭的出厂价格，提高了猪肉、牛肉、羊肉、禽、贵、水产品、蔬菜和牛

奶等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同时给予城市职工以价格补贴，而根食、食油、食融、棉布、针

棉织品、煤炭、火柴、煤油、铝制品等商品的零售价格雄续保持稳定。 1980 年市场物价出

现上涨趋势，黔南国背商业坚决贯彻执行阁务院 1980 年 12 月发出的《关于严格控制物

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对国家定价商品…律按定价销售，对非国家定价商品一律按 1980

年 12 月 7 日的价格向下浮动销售，很快刹住了涨价风。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1981 年 11

月，提高了甲、乙、丙级香烟和商、中级酒及糊食白酒的价格。 1982 年 1 月，调低了国产手

表、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梅棉布的价格。 1982 年全州首批放开百货、文化、针棉织品、

五金、交电等五类商品中的 160 种小商品价格，接着又在 1983 年 10 月放开上述类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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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用杂品、小食品、小药品等八类商品的 350 种小商品，由州、县商业企业依据购进价格

和流通环节中的费用与损糕，视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定价，增强了企业灵活反应的经背能

力。 1983 年 1 月起，化纤品降价 30% ，棉纺织品提价 20% ，手褒、闹钟、布胶鞋、胶卷、彩

色电视机和部分电风扇等商品也分别适当降价。 1984 年 7 月，部分医药品零售价有升有

降，总的调价幅度降大于升。 1984 年 7 月，根据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

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精神，黔南各级商业企业之间取消了固定供应区域和供应对象以

及固定倒扣作价郁的作价方法，实行了各银批发企业跨区经营，并E可直接与产地工业企业

挂钩进货，出购销双方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协商定价。

1984 年以来，国营商业经营的商品，除国家定价的商品和执行浮动幅度价格的商品

外，其他商品均由企业依据进货价格，按照罔家规定的作价原则和方法自主定价。因此各

种工农业品的零售价格比 1983 年有所上升。 1985 年国家又规定自行车、手表、收音机、

罐纫机等 4 种大件商品在国家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在规定的幅度内

自行决定浮动价格。

1985 年 3 月，全州各级国营食品公司(站) ，根据国务院《调整生猪购销政策和价格方

案}，取消了生猪派购，实行在指导价格下的议购议销，指与子价格按当时平均牌价上浮

30%左右的幅度掌掘。生猪和猪肉实行购销议价后，国家对城市居民给予副食品补贴(都

匀市每月每人补贴 1 元，各县补贴 0.80 元)。同年 8 月，根据国务院批复商业部、农林涵

牧业部和国家物价局《关于做好城市蔬菜产销工作的报告}，蔬菜价格全部放开，允许农民

进城买卖，自此，踹菜生产和价格在金州城乡均为市场调节，蔬架公司只在震要节日组织

细菜供应。

1988 年秋季发生"抢购热"后，物价上升幅度较大， 80 年代开始行销的高档耐用消费

品，主要是收录机、电视机、恍农机、电冰箱，都是回来定价商品， 1986 年以后执行浮动计

划价格。收录机价格向下浮动较快，黑白电视机和洗衣机价格稳定，形色电视机和电冰箱

的价格则大幅度上升。以 20 英寸"华日牌"彩色电视机为例， 1986 年每台零售价为 1480

元， 1988 年秋季"抢购热"时涨到 2400 元以上， 1989 年市场疲软捕销，价格又有回藩，商业

企业对经营影电的兴趣下降。在 1988 年秋季"抢购热"中，电冰箱的价格较 1980 年国家

定价上涨一倚在右"万宝牌"180 立升电冰箱每台售价达 2800 元之多， 1989 年市场疲软

楷销后价格凹落。

高档消费品中，价格涨幅最大的是国家名酒。以茅台酒为例，国家定价时期每瓶(斤

装)零售价格是 :1953 年 2.7 元， 1962 年南价 16 元， 1985 年平均价为 11 元， 1986 年为 24

元， 1989 年指导价为 84.5 元。

1989 年以后，市场趋于疲软，价格又有回落。 1989 年底 ~1990 年，农副产品市场物

价基本稳定在下述水平:蔬架每市斤价 0.2 元左右，鲜猪肉每市斤 3 元左布，鲜牛肉锦市

斤 2.8 元左布，鲜蛋每 10 个 2.4 元左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各类商品随行就市，价格

涨跌随供求关系波动。管理部门一般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以控制物价指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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