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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价问题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既涉及到国家、一集体，个人

i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关系刭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各行各

：业，千家万户甚为关注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

’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对传统的价格体制进行了一豕歹Ij改

革，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价格体制雏型，有效

‘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市场的繁荣。当前，’要通过总结过

去十年的改革经验，巩固和发碾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深化价格改

革，以确立符合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价格体制，这

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

佛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在党的正确

路线指引下，‘社会经济取得瞩目的发展，与此相适应的价格改革也

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传统价格体制沿革下来的积弊仍未根除，同

时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亦急待解决。当前，我们物价工作，一

方面要继续解决某些重要商品长期以来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使价

格严重偏离价值，阻碍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问题，另一方面，为避

免重蹈过去。一管就死、一放则乱一的前辙，必须正确处理。管

与放一。稳定与搞活等矛盾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改革，



开放、搞活方针的前提下，重视对国情、省情，市情的调查研究，

启迪思路，大胆尝试，推进价格体制的深化改革，确立与本地区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价格运行机制和

价格管理体制。

正是为了适应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我们组织了佛山市物

价部门一些长期从事物价工作的同志，协力编纂了这部物价志。该

书汇集了佛山市民国时期以来价格方面的史料，实事求是地总结、

记述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物价工作的成就和失误。我们希望，该书’

能够为关心和从事物价工作的同志提供比较完整的、准确的有关佛

山市物价工作的历史情况，并对今后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进行探索

和实践的人们提供借鉴。由于水平所限，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l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I

关儒惠

1 9 9 1年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按章、节，日排列，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全志共分八

章二十三节，并配以必要的表格和附录，各章内容独立。遵从详今

略古的原则，反映佛山市市区物价历史和现状。
铲

二、纪年：采用公元纪年o ’

三．断限l上至1930年，下迄1990年。

四，主要度量衡换算：

1司担=120市斤

1司斤=1．2市斤

五，货币：本志记述的价格为当时通行的流通货币，主要比率

是。

1948年8月金圆券1元等于法币300万元·

1949年4月银圆券1元等于金圆券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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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佛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靠近广州，毗邻港澳，商业发

达，1交通方便，是历史上繁华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一向以陶瓷．

铸造．纺织、制药和民间手工艺等闻名于世。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佛山市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在发扬

自身历史文明的基础上，经济迅速发展，初步建成了一个家电、纺

织，食品，铸造、机械、陶瓷、塑料、化工，建材等工业门类比较齐

全的新兴轻工业城市。到1990年，佛山市市区的国民收入为2 1．16

亿元(j：21980年不变价算，下同)，比1978年增长7．46倍，工农业

总产值66．06亿元，‘比1978年增长8．5倍，社会商品零售额14．42亿

元，比1978年增长9．6倍。整个社会发生了飞跃的发展。

物价问题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各

方面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市场物价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不同时期经济的发展。本志从各个时期．分章节叙述自1 930年至

1990年长达60年来佛山市市区物价变化的历史和物价管理工作情

况o ．

抗日战争前(1930,-,-,1936年)，市场物价基本平稳，部分商品

价格稳中有降，抗日战争时期(1 937一'1 945年)，由于当时政府



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严重贬值，加上物资匮乏，整个

市场物价急剧上涨；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秋)，全面内

战，军费开支庞大，政府再次大量发行货币，加剧了恶性通货膨

胀，商品价格直线上升，物价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

建国初期，由于历史原因，物价仍处于波动状态，但人民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使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市场商品供

， 应逐步好转，市场物价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到“一五’’时期，遵

循甜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稳定物价”的方针，使市场物价继续保

持稳定。，但由于受。大跃进"极左路线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

调， “二五”时期的头三年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市场供

求矛盾突出，冲击了市场物价，影响群众生活。国家采取对关系国

计民生的18类重要商品实行定量供应和保价政策，并抓住有利时

机，对小部分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进行适当调整，经过几年的努

力，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物价朝着正常平稳的方向发

展。 “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中央不得不

采取非常措施，基本上冻结了物价，十年来对价格没有作过多大调

整，市场表现为“虚假的稳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佛山市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

方针，价格改革起步较早，十二年来的价格改革，自觉运用价值规

律，采取调、放、管相结合，以放为主、分步推进的方法，取得了一

定成效。价格与价值严重扭曲的状况得到改善，价格管理体制已从

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逐步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少数重要

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定价，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

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多种价格形式并存的方向转变。价格



一

一—————————————————————————————一一

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企业活力大大增强，经济效益明显好

转，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然而改革过程并非风平浪静，期间也经历

了三次涨价高峰，特别是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升31．6呖，

为建国以来物价涨幅之最。1989年进入了全面的膏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一阶段，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

施，控制了物价涨势，零售物价指数有所回落，比1988年回落了

10·5个百分点，到1990年零售物价指数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

下降，比上午下降6．54， -治理、整顿一成效显著9



第一章物价管理机构沿革

建国前的佛山是南海县管辖的一个镇，没有专门物价管理机

构。1950年至1954年底，佛山市物价管理由市人民政府工商科负

责，科内设专职物价干部。

1955年由市政府商业科负责物价管理。

1956年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完成，各局(社)分别设立物

价股或设专职物价干部，负责各系统的价格管理工作。金市物价工

作，指定由商业局物价股负责，设物价干部2至3人。

1957年市人委成立物价科，负责统管全市物价，设副科长1人，

科内干部5人。 ．

1960年市人委物价科与市场管理处合并，成立市场物价管理

局，负责全市价格和市场管理工作，局内设人秘股、工业品价格

股，市场农副产品价格管理股。局长王志明，副局长区国基，物价

管理干部7人。

1963年市场物价管理局撤销，设市物价局和市工商局，一套班

子两个牌子合署办公。局长于士元，副局长韩晓光，物价干部5

人。

1966年市物价局改为市物价委员会，单独建制，下设办公室。

物价委员会主任由佛山市副市长梁广华兼任，办公室主任是韩晓



光，，物价于帮3人7．⋯一， ．-．。 ，，～一：+j ‘，，．、

1968年，物价干部下放“五七一千校劳动，物价工作陷于瘫

痪。

1969年成立市财政革命领导小组，下设物价组，设组长1人，

成员2人。 ，

·’’
‘ 、

1971年市革命委员会设生产组综合办公室，办公室配备物价干

部3人。 一

1973年市计委设立物价组，负责全市物价工作。

1975年市计委物价组改为市计委物价科，设副科长1人，配备

干部2入。

1980年恢复物价局，副局长霍继尧，物价局下设综合科，工业

品价格科、农产品价格科，全局干部7人。

1981年于士元调任物价局局长，副局长霍继尧，干部增至9

人。
’‘

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改革后，成立佛山市物价局，

下设综合科、工业产品科、农产品科，局长陈焕庭，副局长陈作

英。1984年3月成立物价检查所，同年8月成立市场价格信息服务

公司。1986年8月物价局增设收费管理科。

f‘1986年，陈焕庭任党组书记，关儒惠任局长，副局长陈作英，

杨思群。

、 1989年，关儒惠任党组书记，局长，陈作英、杨思群任副局

长o

1 990年杨尚烈任副局(处)级调研员。

1990年市物价局干部职工增至22人。局内机构和负责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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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综合科科长莫应韶，副科长李干才；农产品科科长杨尚烈

(兼)，副科长梁英志；工业产品科科长招绍荣，副科长何冠生；

收费管理科科长黄守志，价格信息科副科长叶炽均。市物价检查所

增至21人，所长叶榕轩，副所长黄希勤。所内机构设4个组(股级

建削)：综合组、生产资料检查组、生活资料检查组、收费检查

组。市场价格信息服务公司3人，与价格信息科合署办公，一套人

马两个牌子。
’

1 9 6 0～1 9 9 0年佛山市物价局历届负责人名单

时 间 局长 副 局 长

1960"-'1963年 王志明 区国基

1963"-'1965年 于士元 韩晓光

1980一-'1981年 霍继尧

1981---,1983年 于士元 霍继尧

1983-．,1986年 陈焕庭 陈作英

1986---,1990年 关儒惠 陈作英，杨思群

注t①1966,"-,1967年物价局改为市物价委员会，韩晓光任市物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②1968一．-1979年物价机构几经变动，分别设在市财政，市革委生产组，计委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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