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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是产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产品生产和产品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属于交

换关系的范畴。它关系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到产品交换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价

格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

“嘉兴市物价志”的编写出版，是由于市府领导和市志办的具体指导，以及市属各部门物

价干部和一些老同志的积极支持，经过一年多时间撰写而成，在此向关心和支持编写的全体同

志表示衷心感谢。

“嘉兴市物价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承前启后的一项基础

建设，它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的、珍贵的物价史料。史料详实，内容全面，从

民国元年(1912年)至1988年，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嘉兴今昔物价之变化，较为详尽地

记载了嘉兴解放前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历史}反映了锵放初期，私

人投机资本乘国家物资匮乏，财政收入短绌之机，大肆圈积居奇，哄抬物价，掠取暴利，同

国管经济在市场上展开争夺市场的斗争。人民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市场物价得到迅速控

制；反映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建设、调整、发展各个时期的物价方针政策，具

体措施和各种价格的演变过程l反映了10年“文革"时期，物价冻结，造成更多的商品价格

远远背离价值，严重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市场物资紧缺，供求矛盾突出，尤其是反映了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对价格运动规雄性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价格体系改革和价格改革的深入发展，改变了僵死的价格管理体制，随着价格

管理权限的下放，企业定价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充分发挥了价格的杠杆作用，促进了国民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历史是过去实践的记-求，何论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可以作为当今的借鉴。建国

四十年来，我们在管理物价和运J}j价格这个经济杠杆作Ⅲ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

的教训。在改革价格体系中，经历了不断探索和曲折的过程，也不免有不少失误和教训，但

改革是成功的。

“物价志"既追逆了历史，也总结了现在，这对于探索社会主义价格体系的建立尤为重

要。

“嘉兴市物价志”，在建国四十周年出版，为嘉兴人民提供了一部从民国至今的价格发

展史教材，从价格角度反映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变迁过程。有利于经济工作者的借鉴

和后人的咨考。

愿全市奋战在物价线上的广大干部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中发

挥更多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汪坤生

钱仰萱

1989年3月



编纂说 明

根据嘉兴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嘉兴市志》方案要求精神，我们从1987年8月开

始编纂《嘉兴市物价志》。1988年11月脱稿，1989年3月正式定稿。

一、《嘉兴市物价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路线，方针为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调查研究入手，遵照

详今略古，突出当代的指导思想，努力反映物价历史面貌，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

=、《嘉兴市物价志》按照专业志“贵在专业"的要求，既记共性，又述个性，主要记实

了嘉兴76年来市场物价历史演变的基本情况，本志编辑时间，上限民国元年(1912年)，下

限至1987年，少数章节写到1988年。全志约30万字。

三、《嘉兴市物价志》结构一般采用‘章节条目的形式，全志共分为8章18节，志内以文字

记述为主体，间或附有必要的图表，分别记述了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嘉

兴市场物价，价格管理，监督检查和机构人员更迭等状况，它是一部综合性的物价资料文

献。

四、《嘉兴市物价志》的资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搜集来的，其中t有本局保存的历

史资料和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查阅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和湖州档案馆资料，还有少部分

通过省、市等有关部门和知情人调查走访，开座谈会得到的资料。二是征集来的，如各种商

品的历年价格和收费标准等资料大部分是市本级各业务主管部门和专业公司提供的资料，，p

数年份采用市辖县的数据。总计搜(征)集资料近100万字。

五、嘉兴历史悠久，秦朝置长水县。三国时改称嘉兴，至今已有1700余年。解放后，嘉

兴分建嘉兴市和嘉兴县，均属嘉兴专署管辖。1958年2月，市，县合并为嘉兴县。同年，地委

专署机关迁往湖州。1981年1月，撤消嘉兴县，改为地辖市建制。1983年8月，撤消嘉兴地

区行政公署，嘉兴升为省辖市。现绪嘉善、平湖、桐乡，海盐、海宁5个县(市)和城区、郊

区两个区。鉴于嘉兴行政区域30多年来多次变动，本志记述内容以市县本级为主，兼顾原地

区情况。各种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一律采用全称，如后均甩简称。如：嘉兴地区行政公署。

简称嘉兴地区或全区，嘉兴县(市)物价委员会，简称县(市)物委等等。

六、本志所甩统计数字，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统计数字(含零售物价指数)。统计部门没

有的，则用搜集来的文件档案资料或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本志撰写的工农业品价格和收费

标准，主要是嘉兴市、县本级市场。少数年限和品种采用市辖县市场价格。解放前为年末价，

解放后为年平均价格。

七、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一币制与度量衡制，一般采用历史上惯用的计量单位，不予
换算，注解在有关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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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溯沿海经济开放区。东北紧邻上海，北与苏州接壤。西与杭州、湖

州相连，全市东西长95公里，南北宽77公里，总面积3915平方公里。其中：88．1％是“一马

平川”的水网平原。人口308．24万。沪、杭铁路、沪杭公路和大运河分别穿越市境，是太湖

走廊的咽喉，浙北交通的要道。市区的南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之一。

嘉兴物产丰富，是浙江省主要工业城市之一。所辖各县(区)为太湖流域的综合性农业

区域，历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是全省粮食、蚕茧，油菜籽、生猪的重点产区。

棉、麻、烟、瓜、菜、畜产品等在省内也占有重要地位。全市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98．97亿元。

其中：农业14．95亿元，工业80．02亿元，尤其是粮食生产处于浙江举足轻重地位，合同征购

粮食占全省20％，净上调粮食占全省50％。

嘉兴在明代时期商品经济日渐发展，棉布、丝绸行销海内外，每年运往京都的漕粮700

余万石，到清朝中期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掠夺和剥削，才日趋衰落，物价逐年上

升。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嘉兴禾丰造纸厂

(现名民丰造纸厂)即刨建于此时期。大批城乡手工业商品生产逐渐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增长，市场物价也比较平稳。

国民党统治初期(1930---,1936年)。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

了转嫁危机，将大量过剩商品向我国倾销，控制我国城乡市场，压低我国农产品价格，据我

市管辖的平湖县统计资料反映，】930年至】93G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19．65％，市场

零售物价指数上升2．26％，涨落幅度较小，基本平稳。

抗订战争时期(，9：7～1 945年9月)。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经济上

推行“以战养战”的疯狂掠夺方针，使市场物资供应奇缺，物价节节高涨。嘉兴1937年18日

沦陷，：938年开始物价E涨，有两个时期物价涨风突出，一是，在：942年6月，汪伪政府发

行中储券时，强行法币兑换伪币，引起市场物价大讴度上涨。二是，1944年2月，日本帝国

主义为了侵华战争和本国物资严重匮乏的需要，敌伪穷凶恶极地抢购军米、栋布，菜籽等物

资，促使市场米价高旋，百物随涨。如以市区大米销价为例，1937年为lOC，1945年9月为

78502246．31，致使生产衰落，经济崩溃，市场混乱，民不聊生。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1949年4月)。在此期问，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内战，实行

一系列强化经济政策，美货充斥市场，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短缺紧张，市场物

价已发展到狂涨程度，特别发行金圆券后，物价脱羁而出，破笼而走，由逐月上涨发展到天

天涨和一天数涨，通货膨胀达到史无前例，广大劳动人民怨声载道，他们说。 “工资增加象

蜗牛，物价上涨象气球”I“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I“早上糠饼两手捧，晚上糊粥照

人影"。解放前的物价变化总趋势是：民国25年(1936年)以前，物价比较平稳。进入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物价的波动逐步加剧。由抗战初期的缓缓上涨≯到抗战后期的大幅度

上涨I冉到解放战争前三年的急剧上涨t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乞．圆券发行后，转入猛烈狂



涨，如以米价为例，民国26年(1937年)每石10．15元作基价，至民国38年r】949P,F)，嘉兴

解放前夕，每石金圆券1200元，上涨35．467亿倍。

1949年5月，嘉兴全城解放，新中国建立38年来，坚持贯彻推行了党和政府正确的物价

方针，在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七，保持了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从此结

束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22年的物价不断飞涨的历史。据统计，市本级1987年比1950年商品

零售物价指数上升68．57％，每年平均递增1．4％，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升1 98．95％，每年

平均递升2．95％，农村工业品价格指数上升60．95％，每年平均递升】．25％，工农业品交换

比价指数为53．83％，缩小‘‘剪刀羞"46．1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6月一--1952年)新中国建立前后，由于多年战争带来的工业

减产，农业歉收，物资匮乏和投机活动仍在继续，因此，市场物价经历了继续剧烈波动到基

本稳定两个阶段。1949年6月"'1950年2月，是市场物价剧烈波动的阶段。在这期间，嘉兴

市场出现四次涨风，9个月时间内，市区主要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9．47倍。1950年3月

至1952年，是市场物价趋向基本稳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为了尽快地把市场物价稳定下

来，安定人心，恢复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党中央作出坚决稳定物价的决定，提出“边

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统一财经工作管理，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通货，公布金银外币

管理办法，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吞吐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控制货币上升幅度。嘉兴地区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首先组织国营公司调运粮食、棉布、食盐、食糖等主要商品，集中抛售市

场，回笼货币，稳定经济，打击投机倒把，平抑市场物价。之后又采取调整商业，制定物价

管理办法，实行议价核价制度，加强商品市场的监督检查，以及开展“三反，，、“五反，，运

动等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从1950年开始，全区市场物价趋向稳定，据嘉兴市统计，市区零

售物价指数1952年为1950年的109．43％，为1951年的99．14％，从此，物价基本稳定就成为

我国物价工作的基本方针。

采。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1953-'-'1957年)，这一时期的物价方针政策，主要是继续巩

周市场物价稳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利用价格杠杆，对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按

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调整了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工业品销售价格。同时，根据城

城微利、城乡合理的原则，调整和扩大了地区差价、批零差率，配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1953年，1954年，国家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

于党中央决策正确，措施有力。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嘉兴地区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市场物

价基本稳定，工农业品交换比价趋向合理，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1957年为1950年嘉兴县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114。35％，农村工业品价指数为112．31％，工农业品交换综合比价指

数为98．21％。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在这时期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

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三个阶段。1958年在“大跃进"的冲击下，否定商品经济，不讲价值规

昝、价格权限层层下放，市场物价出现一时混乱。1959年，进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

济困难，工业减产，农业歉收、财政、信贷严重失控，物价上涨，供应紧张，不少商品政府

采取有计划凭证(卡)供应，紧缩人民消费量。

1960年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了农业，调

整了工业。1961年，为了平衡供需，回笼货币，先后对糖果、糕点、砂糖、名酒、卷烟、自

行车、钟表、部分针棉织品等商品，在保证定量供应的同时，实行高价敞开供应政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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