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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捞。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

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也是一种特殊商品。粮食对稳定市场、安定社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

．

?

黑龙江地区历代官府大都重视粮食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制定了一

些粮食购销方针政策，以控制市场粮食的收购和销售。黑龙江地区粮食业从唐

朝渤海国时期到1985年，已有1 200多年的历史。在清朝末期之前，粮食主要

由官府控制和掌握，私营粮商在官府的制约下进行粮食收购和销售；从清末到

民国时期，中东铁路营运以后，私营粮商有了很大发展，外国粮商也大量涌入，

粮食市场基本被私商所控制；东北沦陷时期，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变成了殖民地

经济，伪满当局实行粮谷统制，禁止私商经营粮食，取缔粮食市场；从抗日战

争胜利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粮食业中国营(公营)、合作社营(集体)和私营

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粮食部门起主导作用，政府干预粮食市场交易；从

1953年11月到1985年，是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期(1985年将统购改为合

同定购)，粮食业实行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一的粮

权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粮食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兴衰起伏变化中，表现出了

不同的社会地位与作用。

黑龙江地区的古代粮食业，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加上多次战

乱的破坏和较长时间的封禁，发展十分缓慢。农业生产时起时伏，粮食市场时

兴时衰，交易范围也局限在狭小地区，除救灾、军供等特殊需要由官府组织长

途运销外，粮食交易基本是在一城一地或沿江河、驿道附近地域内进行。 ．

唐朝渤海国“崇尚耕稼一，开始注重粮食生产，已有了商品交换，粮食市场

·3。



曩 述

较为活跃。辽灭渤海国后’-‘部分城镇遭毁，耕农大量外迁，粮食经济衰退。金

统一黑龙江地区后，注重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自给，略有盈余，官

府控制粮食流通，推行。和籴法一，限制私商购销粮食。元朝初期不重视粮食生

产，大量农田夷为牧场，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粮食经济再度受挫，所需粮

食多靠外进．元朝后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才采取措施发展农业，虽使粮食

紧张状况有所好转，但粮食经济仍发展缓慢。明代女真各族在汉族影响下，从

靠畜牧、渔猎谋生转向以农耕为主业，生产有所发展，但因耕作粗放、生产水

平低，粮食不能自给。后金皇太极用强制富家卖粮的办法催粮上市，也满足不

了急需，只好于1627年(天聪元年)向朝鲜求得3 000石粮米，用以补缺。清

军入关以后，女真举族南下，使黑龙江地区田闲地荒。为保“龙兴之地’’’．清朝

官府又将大片土地长期封禁，不准民间开垦，只在军屯、官屯和驿站等少数地

区，由官府安排的人员从事粮食生产。在封禁期间，关内不少饥民不顾官府禁

令，流入黑龙江地区垦荒，此举屡禁不止-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为“筹饷

戍边"之计。于1860年(咸丰十年)正式开禁，允许各族臣民入境垦荒。从此

之后，粮食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00年前后，黑龙江地区粮食年总产已达

250万吨上下，商品率在60％以上，粮食业也随着生产发展而兴旺起来，境内

的各府、州、县的城镇大都有粮栈、米铺、油坊和磨房，初步形成了粮食行业。

“庚子事变一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势力大举侵入中国。沙皇俄国攫取

到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进而控制了黑龙江地区的粮食出口转口贸易。俄商同

当地官僚买办、封建地主相勾结，垄断了境内主要地区的粮食市场。他们在新

粮上市时以低价收购、囤积居奇，待青黄不接时高价出售，牟取暴利。有些还

采取。大斗进，小斗出一等手段盘剥农民和消费者。民族资本粮商虽也获得发

展，但在不平等竞争的压力下，步履维艰，进入民国时期境况才有所改善。

中东铁路开通，特别是铁路延伸到南满以后．出现了商品流通、经济发展

的特别有利条件。黑龙江地区私营粮食业的急速发展和外国粮商的大量涌入，致

使粮食及其制成品流往境外、国外的数量急剧增多，造成粮价暴涨，并刺激铁

路沿线及腹地的商品粮生产迅速发展，使粮食商业和加工业成为当时市场经济

活动的主体。黑龙江地区由于依托较好的陆路、水路交通条件，形成了。三点

一线一的粮食经济区．东部以绥芬厅(今东宁县)为中心，联结依兰、宁安、密

山、双城子(今苏联乌苏里斯克)、吉林、图们等地；西部以齐齐哈尔为中心，

联结墨尔根(今嫩江县)、依克明安(今依安县)、瑗珲(今黑河)、海伦、泰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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