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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物价局编纂的《徐州物价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了70年来徐州市场物价的基本情况。它史

料翔实，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尤其是对建国后各个时期物价管理工作

作了如实叙述，起到了记陈事借所鉴，记新事供所用之目的，利今世

而嘉惠后代o
‘

《徐州物价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采取史志结合的方法，运

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文体，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简繁相宜，语言通俗，具备前有所循、后有所鉴之作用，资

治、教化、存史之目的。总之，《徐州物价志》的编纂成功，为我们

江苏各地物价志的编纂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它的问世，凝聚着编志工

作者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失为一部综合性的物价专业志。
’

愿这本志书能对物价工作者与物价历史研究工作者有所裨益。

江苏省物19价90局年：I善7艺壶岁1月 ，．



}

凡 例

一、《徐州物价志》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本着实

事求是、尊重历史、详今略古的原则，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

纂的专业性志书，全面地记述了徐州物价的演变情况。 ．

二，本志起讫年代：上限起于民国元年(1912年)，但尽可能向前

追溯，下限止于1985年，个别章节延续到1987年。

三、本志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其中民国时期使用阿拉伯数字

纪年方法，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

国后。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按照《江苏省编写行文通则》规定执行。

采用记，述，表，图等诸种体裁，以志为主体，结构按章，节，目，、

子目四个级次排列。子目的标码用汉字加括(一)，(二)、(--)，

(四)⋯⋯。志首设有序、凡例，概述。全志共分十章，四十节。按

类分章，以章分节，各章内容横向安排，年序先远后近，纵向记述。

五．．本志所用的货币单位，除1949--1954年旧人民币按万比一折

算外，其余均沿用当时流通的货币为计价单位。度量衡单位，按国务

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涉及

历史上惯用的计量单位，文中加以注解。

六、本志史料主要来自国家，省，市图书、档案部门及本局和有关单

位的文书档案，并经反复核实，以防讹误。编写时为了节省篇幅，除

要注的外，一般不注出处。



概 述

搿自古彭城列九洲，龙争虎斗几千秋一。徐州，古称Ⅳ大彭氏

国”，位于江苏省西北部，拥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谓之搿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一。它北扼齐鲁，南屏江淮，东邻黄海，西接中原，为

兵家必争之地，当苏鲁豫皖之要冲，是历史上形成的商品集散地，素

有膏五省通衢”美称。市辖丰县、沛县，铜山县，睢宁县、邳县，新

沂市(县级市)，面积l1232平方千米，人口T07万，其中市区面积184

平方千米，人口84万。近代以来，徐州作为一个消费城市，日用工业

品价格低于邻区，农产品价格高于邻区，这种现状的存在，为日用工

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提供了优越条件。商贾云集，南来北往，集散

地的位置和作用日趋显著。

徐州物价史，源无考证。但物价古之有之。物，《说文解字》注：

万物也；价，《说文解字》注：物直也。由是可知，物价即物之值。

商品交换的出现，导致等价物相互交换媒介物(价格)的出现。六千

年来，朝代交替，价值规律延袭。各代政权Ⅳ寓税于价一，通轻重之

权，调节生产，供求和物价，视价格杠杆为调节生产，平衡供求关系

的重要手段。徐州作为商贾云集之地，被许多统治者视为物阜民殷，

进行盘剥。奸商操纵市场，价格陡涨陡落。清末，田赋，厘金等加

重，物产时欠时丰，价格上扬，又加兵祸连年，民不聊生。

民国初年，因政局动乱，徐州的物价管理未纳入正轨，主要以私

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为主，自由调节。此时的国民政府物价管理正处在



胚胎阶段，没有形成管理机制。

民国14年(1925年)至民N27年(1938年)间，政治渐趋稳定，。

国民政府物价管理已进入发育阶段，加强物价统制，建立物价管理

机构，设立评价委员会，负责市场物价管理。但由于外国产品倾销我

国，洋货充斥市场，民族经济受到冲击，金融枯竭，商业萧条。农产

品价格连年下跌，收购价格以1930年为100，1931年为91．75，1933年

为79．60；工业品零售价格以1930年为100，1934年为83．22，1936年

为94．45。

民国27年(1938年)，徐州沦陷后，由于日军大量屯驻，大肆掠

夺军需物资，市场物品匮乏，加上日伪滥发储备券，横征暴敛，纸币

贬值，市场萧条，物价上涨，百姓疾苦不堪。

民国34年(1 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倾力发动内战，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滥发货币，徐州市场一片混乱，商品价格一日数

涨。1948年8月兑换金圆券以后，物价猛涨，群众怨声载道．国民政府

为了扼住物价上升趋势，安抚民心，挽救政权，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政

策一，通令全国将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上。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内在

矛盾以及政权的腐败，限价措施失效，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程度。

徐州在所谓的“8．19限价”中，商品被抢购一空，生产衰落，经济崩溃。

1948年12月徐州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国民政府遗留下来

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百废待兴，开始了重建工作。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坚

决稳定物价的决定，号召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提出了膏边抗、

边稳、边建”的方针。徐州市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一方面建立国营贸

易机构，组织队伍，公布牌价，发挥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组织货源，

2



调集粮食，棉花、布匹等主要商品集中投放，打击奸商，稳定物价。

之后，又采取紧缩通货，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稳定职工生活，统

一财政，扩大加工订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开展增产节约等一系列

综合治理措施，迅速消除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

稳定了市场，稳定了物价，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有矛j条

件o

1953--1957年，徐州市的物价管理工作仍然是坚持基本稳定的方

针，对极少数不合理，矛盾突出的价格，按照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

则进行调整。同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统一定价政策，对于

巩固市场物价的稳定起到了重大作用。 玎一五一期间，徐州的工农业

生产成倍增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群众

生活得到改善，零售物价总指数1957年比1953年回落了3．6个百分点．

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1 958--1 962年，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期间经历了大

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三个阶段。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

响，加上自然灾害，农业生产下降，主要商品货源锐减，市场供应紧

张。市场物价也经历了基本稳定一一上涨一一基本稳定的曲折道路。

为了渡过难关，徐州市人民政府贯彻中央甜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

的八字方针，打击黑市，取缔投机倒把，坚决稳定占职工生活费开支

60％以上的粮、棉，油，煤等十八类商品价格，扩大凭票定量供应的品

种范围。为了加速货币回笼，抑制通货膨胀，从1961年起，对糖果、

糕点、烟酒、钟表、食糖等先后实行高价敞开供应政策。经过三年调

整，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价格重新稳定。徐州市1965年的零售物价指

数较1962午回落了4．3个百分点，但集市贸易价格指数仍高于牌价指数



10个百分点o

1966一1976年， “文化大革命"。根据中央“8．20"通知，全市

物价基本处于冻结状态。由于’物价管理机构瘫痪，物价工作出现了无

政府状态。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况越来越多，愈演愈烈，．比价失调，工

农剪刀差扩大，大量不合理的价格矛盾得不到解决，严重阻碍了工农

业生产的协调发展。物价纪律松驰，各行其是，变相涨价，随意提

价的现象比较普遍。各种价格矛盾相互转移，推波助澜，已影响到

市场物价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物价问题已到了积重难返的

地步。

1 97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州市重视价值规律

的作用，把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先后对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一

系列的改革。围绕农村经济改革，放开猪价，调整粮油政策，大幅度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业得以生息发展；围绕城市经济改革，对

一些工业原材料价格、交通运价等进行了调整；适当提高了八类副食

品价格，并给职工、居民一定的价格补贴。在国家财力还不富裕的情况

下，大量的价格补贴仍然保留，以安定人心。通过调整，多年积累下

来的价格矛盾得到了缓解。在进行价格体系改革的同时，对物价管理

体制改革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根据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和国家

对价格管理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控制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生产资料

计划内外搿双轨制"的新格局。全市逐步实行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

以及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管理机制，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管住管好；

对一般的商品价格，则采取指导的方法，下放管理权限，改变过去单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价格形式。在价格改革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稳定的方针，经常进行

物价大检查，查处各种违纪案件，把监督检查与正面引导结合起来。

从1984年，金市开展物价计量信得过活动，增强了企业的自我约束机

制，对稳定物价，安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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