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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领导给一九八五年度物价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授奖

巴中县一九八五年度物价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存会议上发言

’

，



物价委员会《四川省达县地区历史价格资料汇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经济建

设长编》，以及采访口碑百余件整理而成。 一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辛亥革命(1911年)，下限1985年。建置沿革

末受上限，追溯更远，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编写。

三、凡属历史朝代沿用IIt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等、一般未加政治定

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中简称“建国后匕。

四、本志记时：建国以后用公历，历代及民国时期用当时纪年，在括号内

注明公历纪年。

五、凡属引用资料，一仍其旧，未作更改。

六、凡属记述的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未加褒贬之词。

七、本志记叙1950年至1955年2月底以前的商品价格，是指当时流通的大

面额人民币，1955年3月1日另发新币(即今流通之人民币)后，已全部收

回。新币与这种大面额的比值，是一元比一万元。

八、地名名称，一律采用地名普查中确定的标准名称；乡、公社，村，大

队，组、生产队等称谓．以各个时期的实际称谓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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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问题是涉及面比较广的问题，也是全体人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物

价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做好物价工作对于促进工农业生

产，扩大商品流通j安定人民生活，维护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中过去的地方志，都没有把物价方面的问题写进去。为了弥补这个空

白，所以凭借可能索得的资料，尽量追溯了近代物价及物价管理的历史变化，

尤其侧重记述了人民建国后(1949年12月后)各个时期巴中在贯彻执行物价政

策，特别是贯彻执行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逐步缩小工农业品交换剪刀差的

政策的情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来物价改革的重大措施；也

记述了物价机构的建置沿革及其所发生的大事。因此，这本小志，既是近几十

年来市场物价变化和物价管理工作的纪实，而且又初步探索了这些方面发展规

律，既上对祖宗负责，又下对子孙造福。意义深远，作用巨大。

值此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巴中县物价局党组，巴中县物价局，《巴中县

物价志》编辑领导小组，并以个人的名义向为编写《巴中县物价志》积极提供

资料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以及编写人员，表示感谢!
‘

《巴中县物价志》的编辑出版，给巴中人民留下了一部有关物价方面的

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我深感庆幸，特作此序。

周 华成

198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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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巴中驻军郑启和会同知县王崇德，提卖巴中积谷1732．7石， 价银

1900元，平均每石1．09元。

1932年2月，国民政府改革币制，禁止银两流通，一律使用银币和铜币。

1933年1月23日，红四方面军解放巴中城。

1933年3月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关于经济政策决议案》，指

出“有计划的调节物价，，。为苏维埃政权价格政策奠定了基础。

1933年7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苏区营业条例》，

定： “商人不得任意提高商品的价格”。

1933年10月，成立“川陕省造币厂”，有计殳Ij地发行银币，

布币，规定以银价为中心的兑换比率，以稳定币值，稳定物价。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巴中。

其中第五条规

铜币，货币和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改革币制， 禁止银币、铜币流通，发行货币

一一法币。 。

1936年，巴中大早，中熟米由红军在巴时的每升600文，上涨至1800文。

1940年，由于国民政府滥发货币和日军攻占独山，将临四川边境，物价暴

涨，中熟米每石由1937年的6．30元，上涨至45．36元。 。』

1942年4月，国民政府发行“关金券"，每元折合法币20元，与法币同时

流通，又一次大量增发纸币，是年中熟米每石上涨至400元。

1942年4月，四川省财政厅训令各县田赋管理处，规定按期填报粮价旬报
，

表。．
’

．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物价停止上涨， 保持相对稳定，

1946年略有下降。。 ．

1947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物价疯狂上涨，中熟米每石上涨至17．200元：法

1



币几成废纸．

1948年8月1 9日，国民政嗬颁发《财政经济紧急处份令》，废弃已成衷纸

的法币，发行“金元券”。同日，巴中成：芷“物价评议委员会∥，用限价的办

法平抑市场物价。

1948年9Yi 22日，十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电令巴中县政府，严格管制市

场粮价，不让狂涨。

1949年7月，十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又电令巴中县政府，严格管制粮

商，合理评议粮价。

1949年12月21日，巴中正式解放。

1950年元月29日，巴中县人民政府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之人民币，为

唯一合法本位币。

1950年巴中县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兼管物价工作。

1950年10y]21日，专财委指示县粮食公司大量收购大米，将大米市价提到

牌价水平。

1951年9YJ 25日，县财委第二次例会决定，由土产公司拿出粗绒棉向市场

抛售，用以打击一般奸商对棉花的看涨心理。

1951年县财委指示县人行，扩大转帐范围，紧缩银根，稳定物价。

1952年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 一

1952年，县财委配备专职物价干部一人。

1953年10月，对粮食、植物油、油料，实行统购统销。 ．

1954年8月18日，。县人民委员会宣布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1955年3月1日，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命令，发行新人民币，收回

旧人民币，规定以新人民币一元折合旧人民币一万元的比率，折算各项商品价

格，清算公私债务。

1957年1月，将农副产品划分为一、二、三类，实行分级管理。一、二类

物资一般不得进入市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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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经营管理费用。 ．，

1960年4月，实行粮食超购加价10％的政策。

1 961年lyJ，在全县推行万县日用工业品站’“一条龙"简捷订价办法。 ·t

1961年5月，提高粮食统购价格，销价未予变动，出现粮食购销价格倒

挂。
’

’

●

，

1961年loyj，为了保证干部职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水平，县财委指示稳
，

定粮食、棉布、食油、食盐、蔬菜、糖果等20类生活必需品价格。

1962年1月，为了回笼货币，调节市场，开始有计划地开展高价糖果、高

价糕点、高价白酒、高价手表的销售。

1962年11月1日，为了加强物价工作，县委、’县人委又将县物价委员会的，

成员作了调整，物价办公室的专职干部作了充实。
4

。

1964年8月，县人委组织审价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声势浩大的审价工作。

1965年实行粮食超购加价12％，食用植物油超购加价25％的政策。‘·_4

1966年大米统购价格每】00斤提到1 3．80元，将统销价亦调整到购销持平．
‘

国家给IA．币n18级以下的干部，予以粮差补贴。
、’

一

1967年8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

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全面冻结物价。

1 971年粮食超购加价，提高到30％。
’

1971年油菜统购价格提高后，未提食油价格，出现食油购销价格倒挂。

1 972年实行浦料超购加价30％。 ．

】973年11月21日，县革委财贸部通知，提高二级毛猪收购价格，猪肉销价

3



不动，经营亏损列入财政预算。 ，

1979年5月29日，县计委、粮食局转发地区物价委员会《关于调整粮食和

油脂油料统购价格的通知》，提高统购价格21．46％。

1979年，县革委通知，恢复巴中物价委员会，并配备专职物价干部4人。
。

1979年10Jq28日，县计委、商业局通知，提高猪、羊、牛肉、禽、禽蛋、

水产品、蔬菜、牛奶等8种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对职工实行副食品补贴。

1979年，允许三类农副产品及完成统购、‘派购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实

行议购议销，市场调节。

1979年，粮，油超购加价均提高到50％。 ，

1980年，从新棉上市起，对棉花实行价外补贴。

1980年7月5日，县物价委员会，县供销社通知，实行毛烟价外补贴。

1980年9月16日，县计委、物委、工交局，外贸局通知，决定在我县发展

芦笋生产，给批准基地以基地费补贴，化肥补助，给罐头厂以临时价外补贴。

1981年9月23日，下放中药材价格管理权限。除省管黄连、川芎等12种收

销价格外，其余全放地，’县管理。

1981年开放第一批(453种)小商品价格，由工商企业协商订价。

．1981年11月18日，降低化纤产品价格，提高棉纺织品价格，提高烟酒价

格，降低彩电、手表价格。

． 1981年，人大、政协，工会，妇联等组织，开始参予物价监督检查。

1982年2月，县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

知》．发出1号文件，加强物价监督检查工作。
：

1982年8月6日，县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国务院《物价管理暂行条例》，严肃

处理了一批物价违纪案件。

1983年6月20日，开放第二批(335种)小商品价格·

1983年10月9日，开放114种小药品价格。

，。1983年机构改革，正式成立巴中县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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