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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了保存物价史料，供今后研究工作参考，我们组织了一

个写作班子，将1930年起至1986年止这一历史时期广西物鼍篙蒺罄鬈纂鬻篇黠包《广西物价志》是一本朴实的、辩擎爵资瓣箍檠。它主要包

括了以下内容：(1)综述。用简洁的文字概述物价变化的历史
与现状，重点记述解放前和解放后广西物价变化的总趋势和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物价变化的特点。(2)大事记。按年度简要

记述解放后物价方面发生的大事，包括国家采取的重要政策

措施和重要的商品价格调整。(3)商品俭揸笾蟊。我们选择了
在广西具有重要地位的几十种工农业商品价格，用传记的形

式，记述这些商品价格的历史变化，包括价格变化的原因，供

求情况变化、各种差价、比价变化及对生产和流通的影响等，

还简要地记述了20多种广西特产及它的价格变化。(4)价格

改革。记述了价格改革的历史背景，价格改革的进程，价格改

革对商品生产、流通的影响以及价格改革出现的问题和对人

民生活的影响等等。此外，还分章记述了物价管理、物价监督

与检查和各地物价等，包括了物价事业的各个方面，反映了物

价工作的全貌。

组织编写《广西物价志》是一件巨大的工程。为了完成编

纂任务，我们采取专职与兼职人员相结合的办法，以广西区物

价局为主，同时邀请区统计局、区商业厅、区供销社、区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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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区外经贸委、区医药公司和各地、市物价局主管物价人员

共43人参加写稿，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书档案资料：如广西

年鉴(第三回、1944年出版)，广西工农业商品比价调查资料

(1957年出版)，1950—1962年区商业厅、供销社、计委物价档

案，1963—1985年广西物价文件汇编(共八册)，1953—198,t

年广西商业物价文件汇编(共七册)，广西供销物价文件汇编

等，全部资料约800多万字，从1986年开始，历时四年到

1989年完稿。 ，

对于《广西物价志》的编写，我们力求用丰富的历史事实，

反映物价变化的客观规律。以便为社会科学理论正作者，提供

准确的史料，为物价教学工作者提供具体的事例，为广大物价

战线的职工提供历史的借鉴。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足之

处，尚请提出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

乔仁卿

一九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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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物价悬茸民经济的综合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物价还是

毋鼹时期暖始穆经济情滟酶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从1930

年到．19鹅绰每广西物价经历了两伞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

解整蔓丝塑直塑}盎基燮鳇鱼这量咝墅燮墼躞查型为
{体的计划价格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物价变化，也i是完全不同
瀹■———～一

解放前，从1930年开始，由于战争连续，从军阀之间战

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破坏，军事费用大幅

度增加。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

使物价从逐步上涨到物价飞涨，人民群众身受其害。这一时期

的物价(1930年到1949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30年到』936年，新桂系统治初期，这个阶段物

价上涨蓿茇菝刁丽930萃藤夏莓萑再磊圈匿雩瓣6年爆发蒋价上涨幅度苇叼、。1 年爆发粤桂、滇桎爵事。了髂年爆发蒋

桂战争，军务费甩增加，1932年军务费为1312万元(国币)，

爨j誓夸豁雒增期为3682，万元(国币，沁四年增加1．8倍，财政入

不敷出：因衙栗取了增发桂钞办法__(由广西银行发行)1，1932

年发行桂钞425万元，1935年发行1715万元，1936年发行

9775万元，四年增加22倍(当时广西市场同时流通的有国

币、桂钞、银元、铜元多种货币)。导致物价逐步上涨，和桂钞票

面贬值，1930年至1936年物价上涨了一倍，平均每年上涨

磁．9％，其中以t936年上涨51％为最多；1932年桂钞每
1



1．25元折国币1元，到1936年底桂钞每2元折合国币1元。

2，1937年一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这个阶段物价由缓

慢上涨发展到大幅度上涨，由于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国家的

军务费用急剧上升。1937年军务费为13．9亿元(国币、下

同)，到1945年达10607亿元，八年增加762倍，国家财政赤

字也大幅度增长。1937年至1944年累计财政赤字达2076．5

亿元，同一时期军费开支累计也达2034亿元，军费开支占国

家财政赤字的98％。、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大量增

发货币，1937年发行货币16亿元，1945年发行货币10319亿

元。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抗日饿争的前几年，物价上涨的幅

度低于货币发行增长的幅度。如1937一1941年，货币发行增

长9．7倍，零售物价(均以桂林为代表、下同)上涨7．9倍。

2941年以后，物价上涨的幅度大大超过货币发行增长的幅

度，1945年，货币发行量(比1937年6月、下同)增加737倍，

同～时期物价上涨t841倍。1937年到19。40年零售物价平均

每年上涨42％，到1941年以后，每年上涨一倍、二倍，到1945

年上涨达五倍。

3。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这令阶段国提党政府

在美国的支持下，1发秘了大规模蠹g内战，庞大酊军费开支，造

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大量发行货币。通货急剧膨胀，致使物

价飞涨。1946年货币发行26942亿元，增长1．61倍，当年物

硷上涨2．2倍，1947年货币发行294624亿元，增长6。9倍，

当年物价上涨79倍。到。1948年8-月，累计发行货币663．6

万亿元。．物价犹如脱缰之马，一天数涨，人民怨声载道。1948

年8居，国民党政府企图实行币刳改革，发行金圆券也无济于

事，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物价仍继续猛涨。1

总起来，解放前从1936年到1949年，这十三年中，广西
’



物价上涨37．3万亿倍。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彻底崩泼。从而

结束了它在大陆的统治。
。

工农业商品交换比价。解放以前，由于长期战争造成交通

运输破坏，城乡物资交流不畅，运输费用增加，'工农商品交换

“剪乃差?扩大了。、1930-．年到1936年，农产品价格下降，工业

昆价格上升。F王农商最、比价‘‘剪刀差”不断扩大，以19301年工

农比阶为?埘9，19巍辱黼0611,1932年为106．9，1933年为
】!：o麓融埔辩辉钧t05．蕺19麴i年为1j60：4。如贵县100公斤
袁泰换自细带a93Q癣圊遵魁丑4、43公尺；礴31 T年为33．。66公

尺，1932年为29．89公尺，1鹪3年为26．招t公冗}L1934年为
31．01公尺，1935年为28285公尺，1936年为32,12公尺。

1986年到1948年，工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但工业品债格涨

幅大大超过农产品价格的涨幅，工农商品交换。剪刀差”进一

步扩大了。1948年与1936年比较，“剪刀差”扩大65．1l％‘。

就是说1948年农民必须用比1936年多65．1l％的农产品，

才能换回1936年能换到的工业品。

j解放后，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逐步实现

了生产资料公有割，并在此基础上实行计划价格剡度。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大多数商品价格均由国家定价(即计划价

格)，同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保持了市场物价的

基本稳定。 。

“解放后的前28年(从+1950年到1978年)，我区零售物价

上涨49．2％，平均每年上升1．5％。在这28年中，物价基本

盖是稳定的，只有两次较大的锈价上涨；～是建国初期，1950

年生涨52．2％，1951年上涨9．8％。这次物价上涨，主要是因

为受战争的破坏，工农业生产尚未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还

比较薄弱，物资缺乏，物价继续上涨，为了适应入民稳定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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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迫切愿望，当时国家采取坚决平抑物价的方针，采取了一系

列重大措施，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厉

行节约，大量抛售粮食、纱、布等物资j回笼货币。蓟t952年

就实现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第二次是1961年零售物俭

上涨24．8％，这}次主要是由于以“大跃进”反宥缀矗戈标謇

的左倾严重错误，违背了客观规律，导残：_1959年到1961年国

民经济韵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下降，许多商品供应不足，财

政出现赤字，因而引起物价大幅度上涨，当时集市价格上涨。3

弋4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

确措旖l，包括发展农业生产、压缩基本建设、做好财政收支平

衡、敞开供应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到1965年国民经济比例

恢复正常，物价也趋向稳定。
’

解放后，国家对工农商品交换，采取逐步缩小“剪刀差?的

方针；一方面逐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另一方面保持工业品

价格的相对稳定。使工农商品交换差价逐步缩小，1950年封

195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67．9％，，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只

提高5．2％。到1-957年止，从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扩大

的“剪刀差”消除了。即到1957年农民用阿等数量的农产品
能换回抗日战争以前相等的工业品。 ’，。 ．．

’从1950年到1978年，我区农产品坡购价格提高

154。7％，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只提高9．5％，工农商品交

换比价进一步缩小了。农民用同等数量的农产品，换回来的工

业品越来越多，1978年农产品换甸工业品，要比1950年多

1．32倍。如1950年每百公斤稻谷可换食盐20公斤，或白糖

9公斤，自布11．3公尺，煤油7公斤，化肥．22公斤。到1978

年，每百公斤稻谷可换回食盐63公斤，或白糖15公斤，白布

21．3公尺，煤油蕊公斤，化肥70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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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解放后一段很长时间中，由予我国实行计划价格

制度，在指导思想上忽视价值规德的作用和过份强调集中管

理，使我国的计划价格不能适应市场供求情况的变化，加上

“文化犬革命”期间长期冻结物价，使物价方面积累起来的问

题越来越多，有许多商品价格长期不变，既不能反映价值，又

不反映供求．，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协

调发展毒繇格体视的僵化，已经成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提高人民

生活承平黼。冷严重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串蹙錾i搭后，垒党的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随謦羟济俸赫敢革的开展，也开始了价

格改革的进程。价格改革的目标是i1要理顺各种商品价格关

系，使之逐步形成价格比较符合价值，反映供求的价格体系，

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

的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的需要。经过改革，逐步建立起对少数重要商品积劳务由国家

定价，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分别实行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

价格的制度∥以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双1979年到1988年十年价格改革，首先是调整不合理

的价格体系。从1979年起，逐步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

格，使农产品价格偏低的状况有所改善；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

发展；有计划地提高生产资料价格和交通运输价格，同时降低

了部分机械和电子等加工产品的价格，以利于采掘工业和原

材料工业的发展；有升有降的调整部分轻、纺工业产品的价

格，以利轻纺工业的协调发展；还提高了旅店业、饮食业价格

和医疗收费标准，以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调整价格体系的

同畸，还对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逐步放开了大多数农副

产品价格和许多轻工产品价格，改变了过去过分集中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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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国家定价的商品范围明显减少，到1988年，我区

属于国家定价的商品，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只占．35％左

右o

经过十年的价格改革，我国的价格体系在调整中趋向合

理，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由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相结合的，既有统b性又有灵活性新的价格管理体釉，有力地

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十年来我区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

10．6％，农业生产每年递增3．9％，太大超过前28年的平均

增长幅度。市场商品丰富多彩，凭票供瘦韵商品逐步减少，人

民生活得到改善。工农业商品交换比价进一步缩小。十年改

革，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1．72倍，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只

上升56．2％，农民用同等数量的农产晶换回工业晶的数量越

来越多，1988年换圆的工业晶比1978年多’73．9％。

’但是由于宏观管理失控，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和消费基金

的增长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财政连年出现赤字，货币发行

增长过多，价格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斗些新问题，特别是后四

年(1985年至1988年)。农产品内部比价又出现了新的不合

理，粮、油价格又显得偏低；导致连续几年粮食生产下降；工业

生产资料“双轨剑’价格差距越来越太，形戚价格双恕黄i它的

弊端也越来越突出$物价生涨的幅度过太，十年价格改革，我

区零售物价上涨91．慝％，平均每年上涨6．7％，其中后四年平

均每年上涨11．2％，1988年上涨2l％，超过了财政、企业和

群众的承受能力。 1。、

为了控制物价上涨，保持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稳步增长，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

深化改革的方针，并且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压缩基

本建设规模；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和个人消费基金过快增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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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信贷和货币的投放；清理整顿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储

蓄，回笼货币；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加强物价管理

等，已经初见成效。物价上涨幅度逐步回落。

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贯彻治理整

顿的方针，将为价格改革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只有价格理顺

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才会得到蓬勃的发展。

7



目 ．录

序言

概述

第一章’：解放前的广西物价(1930--)949年)⋯⋯(1)

第一节新桂系统治初期的物价(1930—1936

年)⋯⋯··⋯⋯⋯⋯⋯·⋯⋯⋯⋯⋯⋯⋯(1)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的物价(193z一1945年)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擘·⋯⋯⋯⋯．'．⋯⋯⋯：⋯⋯⋯⋯⋯··(9)

解放战争时期的物价(1945—19494})二
⋯⋯⋯⋯⋯⋯⋯⋯⋯“·⋯⋯⋯⋯8 0"OI gg(18)

解放后广西物价综述、⋯⋯⋯·⋯⋯⋯⋯一(25)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7 j

⋯⋯⋯⋯⋯“·⋯⋯⋯．．⋯··：⋯⋯⋯⋯·(25)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

⋯⋯⋯⋯⋯⋯⋯⋯⋯“···⋯⋯⋯·⋯⋯(29)

“大跃进曼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a_958—

1965年)，⋯一⋯⋯⋯⋯二·t⋯⋯⋯⋯⋯(34)

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年)⋯⋯⋯(39)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7—198fi年卜

第三章价格政策⋯⋯⋯⋯⋯⋯⋯⋯⋯⋯⋯⋯⋯

第一节稳定物价⋯·⋯⋯·”⋯⋯¨⋯⋯·⋯⋯·
第二节各项差价政策⋯”，·⋯⋯“⋯⋯⋯⋯一

(43)

(48)

(48)

(53)

1



2

．第三节工农商品交换比价⋯·⋯⋯⋯⋯⋯⋯“(61)

第四章农产品价格：⋯⋯⋯⋯⋯⋯⋯⋯⋯⋯⋯”(64)

第一节粮油价格⋯⋯⋯⋯⋯⋯⋯⋯⋯⋯⋯⋯(64)

稻谷．，J、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茶油

第二节经济作物价格⋯⋯⋯⋯⋯⋯⋯⋯⋯⋯(79)

黄麻苎麻甘蔗茶叶

第三节副食品价格⋯⋯⋯⋯⋯⋯⋯⋯⋯⋯⋯(92)

生猪菜牛家禽蛋品淡水鱼蔬菜

第四节中药材价格⋯⋯⋯⋯⋯⋯⋯⋯⋯⋯⋯(120)

茯苓山药半夏银花茶辣

第五节其他农产品价格⋯⋯”⋯⋯⋯⋯⋯··”(133)

木材八角木薯干片黄糖牛皮 ．

第五章轻工产品价格⋯⋯⋯⋯“⋯⋯⋯⋯⋯．．“(160)

第一节纺织品价格⋯⋯⋯⋯-⋯⋯⋯⋯⋯⋯·(160)

棉纱棉布针织品 j

第二节 日用工业品价格⋯·⋯⋯⋯⋯⋯⋯⋯··(174)

铝制品．机制纸胶鞋火柴肥皂洗衣粉

第三节食甩工韭品价格⋯⋯⋯⋯⋯⋯⋯⋯⋯(191)

原盐机制糖白酒三花酒’啤酒

第四节其他工业品价格⋯：⋯⋯·⋯⋯⋯⋯⋯·(209)

松香松节油栲胶铁丝钢钉西药

中成药医药商品作价办法

第六章重工产品及交通运输价格⋯⋯⋯⋯⋯⋯(225)

第一节能源价格⋯⋯⋯⋯⋯⋯⋯⋯⋯⋯⋯⋯(225)

电煤炭

第二节冶金产品价格⋯·⋯⋯⋯⋯⋯⋯⋯⋯”(233)

生铁钢材：锰矿



第三节化工产品价格⋯⋯⋯⋯⋯⋯⋯⋯⋯⋯(244)

尿素碳铵磷肥农药纯碱

第四节建材产品价格⋯⋯⋯⋯⋯⋯、⋯⋯⋯⋯(254)

水泥砖瓦

第五节交通运输价格⋯⋯⋯⋯⋯⋯⋯⋯⋯⋯(261)

水路运价公路运价

第七章．饮食、劳务及公用事业收费⋯⋯．．．⋯⋯·(273)

第一节一饮食业价榱：·⋯⋯··小-：⋯n⋯⋯⋯⋯，(273)

第二节照搁业价格⋯⋯⋯”⋯“一⋯⋯⋯⋯“·(277)

第三节旅店收费⋯凶““n"咖i“!“⋯⋯r⋯(279)

第四节医疗收费⋯⋯⋯⋯⋯⋯⋯⋯⋯⋯·：⋯··(284)

第五节房租收费⋯⋯⋯⋯⋯⋯¨⋯⋯-⋯“讪(287)

第六节社会力量办学收费⋯⋯⋯”⋯⋯⋯⋯-(293)

第八章涉外价格⋯⋯⋯⋯⋯⋯⋯⋯⋯⋯⋯⋯⋯(297)

第一节供应出品商品作价⋯⋯⋯⋯⋯⋯⋯⋯(297)

第二节进口商品作价⋯⋯⋯一⋯⋯⋯·”⋯⋯(301)

第三节 中越边境小额贸易和对越南进出口物资

、作价⋯⋯⋯⋯⋯⋯⋯一⋯⋯⋯⋯⋯⋯<305)

第四节涉外饮食服务收费⋯一⋯”⋯⋯⋯⋯一’(309)

第五节涉外旅店收费⋯⋯⋯一⋯⋯⋯⋯⋯⋯(310)

第六节涉外菲商品枝费管理⋯⋯⋯⋯⋯⋯⋯<3l矗>

第九章商品流通价格⋯⋯⋯⋯一⋯⋯⋯⋯⋯⋯(316)

第一节农产品销售作价⋯⋯，·⋯_⋯··⋯⋯”(316)

第二节工监品销售作价⋯⋯一⋯⋯⋯⋯⋯⋯(319)

第三节物资供应作价山⋯⋯一⋯⋯⋯⋯⋯⋯(322)

第四节民族地区运费补贴⋯⋯⋯⋯⋯⋯⋯⋯(327)

：第五节集市贸易价格⋯⋯⋯一⋯⋯⋯⋯⋯⋯(33】)

3



4

、第十章特产价谱⋯⋯⋯·⋯⋯?∥⋯“⋯⋯⋯⋯．．(335)

柑橙沙田柚香蕉菠萝罗汉果月柿白果

桂元桂皮茴油 田七黄精蛤蚧，砂仁

荔浦芋木薯淀粉荔枝冰泉豆浆香菇香草

香糯

第十一章物价管理⋯⋯”⋯⋯⋯⋯⋯⋯⋯⋯⋯·(363)

第一节物价机构与人员⋯⋯⋯⋯一“”⋯·矗管；(363)

第二节物价管理分工权限一··⋯⋯⋯⋯⋯⋯j·(367)

第三节物价统计⋯⋯⋯⋯⋯“⋯⋯⋯⋯⋯⋯·(373)

第四节农产品成本调查⋯⋯·⋯“．_”⋯⋯···(377)

第十二章物价监督与检查⋯”函⋯“矗··⋯一⋯(384)
第一节物价检查机构⋯⋯““⋯⋯⋯⋯⋯一⋯(384)

第二节开展物价监督检查”⋯⋯⋯⋯··⋯⋯“(387)

第三节价格违法案例⋯⋯⋯⋯·⋯一”⋯·崎·”(394)

第十三章教育、学会和科研⋯⋯⋯·p⋯o⋯一一(397)

第一节物价干部培训⋯⋯⋯”一·⋯⋯一⋯一“(397)

第二节价格学会⋯”_⋯⋯⋯．．．⋯⋯··⋯⋯¨(400)

第三节科研·⋯⋯⋯⋯⋯⋯⋯⋯⋯⋯⋯⋯”(403)

”第十四章·r各地物价～·-⋯·沁{哪·。j·畦⋯一ii-每(407)

第一节南宁市物价⋯@办蟊邀·蠢“⋯；矗”·五：(407)

第二节桂林市物价⋯．¨⋯⋯⋯⋯“⋯⋯⋯⋯·(413)

第三节柳州市物价⋯⋯⋯⋯⋯⋯⋯·⋯⋯⋯··(419)

第四节梧州市物价⋯⋯⋯一“⋯⋯⋯⋯⋯⋯(426)
第五节百色市物价”·t⋯⋯一^⋯．．．⋯t．．．⋯”(433)

第十五章毗邻地区价格一·”!“⋯o汹⋯·”o⋯(440)

第一节综述⋯⋯⋯^⋯··⋯⋯⋯t⋯⋯⋯i∞·(440)
第二节与广东毗邻价格⋯·⋯⋯_”⋯·：毒⋯·(444)



第三节与湖南毗邻价格⋯⋯⋯⋯⋯⋯⋯⋯⋯

第四节与贵州毗邻价格⋯⋯⋯⋯⋯⋯⋯⋯⋯

第五节与云南毗邻价格⋯⋯⋯⋯⋯⋯⋯⋯⋯

第十六章价格改革⋯⋯⋯⋯⋯⋯⋯”“⋯⋯⋯一

第一节综述⋯⋯⋯⋯⋯⋯⋯⋯⋯⋯⋯⋯⋯⋯

第二节价格体系改革⋯⋯·-⋯⋯⋯⋯⋯⋯⋯·

第三节价格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节价格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第+七章大事记”⋯⋯⋯⋯⋯⋯⋯⋯⋯⋯⋯⋯·

第十八章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

1951—1988年各种物价指数⋯⋯⋯⋯⋯⋯⋯⋯

1951—1988年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

1951—1988年城市集市贸易消费品价格指数

1951—1988年农副产品收购牌价分类指数⋯⋯⋯

广西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

南宁市主要商品零售价格⋯⋯⋯⋯⋯⋯⋯⋯⋯⋯

南宁市集市贸易主要消费品价格⋯⋯⋯⋯⋯⋯⋯

广西城市职工家庭生活费用支出⋯⋯⋯⋯⋯⋯⋯

广西城市职工家庭主要商品消费量·⋯⋯⋯⋯⋯”

广西主要农产品每亩生产成本收益调查⋯⋯⋯⋯

(447)

(449)

(452)

(455)

(455)

(459)

(463)

(467)

(469)

(644)

(644)

(654)

(657)

(661)

(663)

(665)

(672)

(675)

(677)

(678)

(680)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