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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决策机关的重视，而且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华容县t物价志’

的刊行，无疑是件极有意义并将影响久远的事情。

价格理论和物价实践的历史是悠久的。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

“贾师"的设置。春秋时期的范蠡就阐述过他的“平粜黟思想。

到了战国时候的商鞅，更提出了“价税连动"的主张。唐朝刘晏

已经重视收集和传递“天下野物价信息。但是，我们不能不承

认，真正从人民，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研究价格理论和物价实

践，在我们国家还只是近半个世纪的新事。特别是面对改革，

开放，处此由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的伟大变革，我

们的价格理论和物价实践，又都还显得那么年轻，那么脆弱。这

就需要我们既向当今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学习，也向我们自己的历

史学习。具体到一个县的物价工作来讲，若要能够在马克思主义

价格理论普遍真理的指导下，正确贯彻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物价

决策，并能动地发挥物价工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借鉴历

史，研究实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华容‘物价志》的篇幅不长，但存史容量较大。在不悖志体

的情况下，以表简文。特别《附录’中价格，指数，比价数据极

丰。所志虽以收集、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四十年为主，

但也尽可能地记载了苏区、抗日根据地和民国时期的价格和物价

工作史料。其存史、资治，裨教化的作用决不仅仅限于往后的改

革物价工作、完善价格管理方面，而且在全县整个经济决策方面，

也具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特别值得重视的，在价格反映

社会制度、反映生产关系，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对当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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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代子孙更是最具雄辩力的思想教材·

我不懂物价，但滥竽充数地几度分管过物价工作．t物价

志'编写领导小组的同志们要我作序，就写上面这些想法和看
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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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为

准绳，按照详今略古、详特略同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华容市‘

场物价发展变化的历史及其反映的客观经济规律。

二、本志一般上限为民国元年(1912)，下限为1989年，部

分内容下延至1990年。
‘

、

三，本志体例以志为主，辅以记，表，图、录，采用语体文

记述。 ， 、

’四，本志年代称谓，民国时期用中华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二

五、本志货币单位，民国元～24年(1912"--1935)采用银元，．

民国25一．-37年(i936"1948)农历8月18日采用法币，8月19日

后为金圆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人民币。

六，本志计量单位，。按各历史时期商品交换的习惯名称和单

位，在作历史比价时进行统一换算。 、，

七，本志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来源于县政

府档案科，以后主要来源于县物价局历史档案、业务统计，报表，

调查报告和有关局，公司、工厂提供的报表资料及有关当事人睁

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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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为6．4461亿元，比解放初期(1949)能J2090万元，增力1129．8

倍；工业总产值为3．6943亿元，比1949年的207万元增加177．5

倍。 ，÷+“．
_¨。’^

“．华容物价，民国时期资料不全。从有限资料得到的大体情况

是t华容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但在抗日战争前

(1912-',-'1936年)这一段，市场物价却相对稳定。抗战期间

(1937"--'1945年)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物资奇缺，交通阻

塞，通货膨胀，物价乱涨，很长时间内石谷(折130市斤)难买

1斤盐。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方面大量

抓壮丁，搞摊派，人民役赋奇重，生产凋蔽，物资不足；另一方

面，财政枯竭，滥发纸币，又使通货更加膨胀，物价更加混乱。

畏国37年(1948)农历8月，工人简易生活费指数比民国26年

(1937)上涨5．32亿倍。同年8月19日起，实行币制改革，使用金



圆券时为基期(100％)，由于币值一日数变，物价则如脱缰野

马，一发不可收抬。到民国38年农历1月，工人简易生活费指数

又上涨9700多倍，按I：300万折合法币计算，比民国26年上涨

291亿多倍。
、

． 。，

1949年7月21日华容解放。中国共产党华容县委、华容县人

民政府为了安定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新政权，根据党

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政策法令，及时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抛售

粮食、棉纱，棉布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限制’-稳定或降低生

活必需品价格，很快挽住了物价“狂澜”≥使市场趋于平稳。．|．：．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2"-'1957年)，华容县在物价管理

上，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做了以下工作。配合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执行。产、．“运’-销帮三者有利的

地区差价政策和合理的批零差价政策；在国家对粮，棉i，油等重

要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提高一部分农副产

品收购价格，降低部分工业品零售价格’，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的

“剪刀差"有所缩小，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物价的稳

1958年以后，由于“左黟的影响，国民经济出现滑坡，市场

物资短缺，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一些物资的自由市场价格

高出国家牌价几倍到十几倍。1961年后，贯彻中央“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物价管理上也相应采取一系列重大

措施s一是加强对物价的集中统一管理，防止各地各部门盲目撼

价；二是坚持稳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18类商品的零售价格；

三是扩大凭证定量供应的平价商品范围；四是对部分消费品实行

高价，敞开供应，以回笼货币；五是对一些不合理的工业品价格

分期分批地进行调整；六是在较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

同时，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还实行物资奖售政策，：对完成国

家统派购任务后出售的农副产品，则允许议购议销。这些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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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耐促进生产发展，搞活物资流通，改善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物价
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t。 。 。’、。1。。t

。”

’

“文化大革命黟开始，“左一的影响，：更为严重。本来在

“三年调整圩中已经行之有效的一些措施，也受到批判而停

．止实行。这便影响了生产的应有发展，社会商品可供量与需求矛

盾又为之尖锐起来。有部分商品不是有价无货，便是实荇凭证定量

供应。1967年8月2,0日(简称820．)和197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

后两次I发出通知，冻结商品价格。在这个期间，许多不合理价格得

不到及时调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

的方针，国家决定对一些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进行有计

划、有步骤地调整。1979年起，华容县相继提高了40多种农副产

：品收购价格，紧接着又对8大副食品和烟、酒j针织，纺织品价

。格作了调整。此外对部分消费品，工农业生产资料，交通运输价

格及非商品收费标准，都先后作了调整。在调整的同时，还放开

‘了部分小商品的价格。到1983年止，小百货、小文化，小五金、

，小交电，小副食，小日杂，小医药、小医疗器械等8类小商品，

’除点名放和点名留的壤少数品种外，基本上都下放给工商企业协
’商订价。1985年起，粮食，棉花、食油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实

行按比例订价。同时，还取消生猪派购，放开猪，蛋，鱼鲜活商

，品和其他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整个农副产品由国家管价的华容实

际只有粮食、棉花、食油3种。生产资料价格，则实行双轨制(即国

‘家计划价格和市场调节价格)。至此，国家的价格形式，已由单一

；的国家定价改变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以国家

‘指导价为主)3种形式。 j

回顾近10年来，国家采取调整、放开价格的一系列重大措

一施，对促进华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10年中，价格的

调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结构(包括工农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社会就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各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全

县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按现行价格计算，1989年比1978年分

别增长3．9倍和6．42倍。+但是，也无庸讳言，由于调整，放开价

格，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也是明显的，零售价格指数1989年比

1978年上升101．8％。7 ，、 ．．

’

●

‘
。

1‘ 。

、 r
●

j： (三)
。

、
。

。

， 一 ，} ，j ㈡

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价格形式的出现，大大加重了物价

管理的监督任务。1980年以后，华容县物价管理工作出现了一系

列新的变化。为保证国家价格政策的贯彻执行，严肃物价纪律，

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4年2

月，华容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加强了对物价部门的领

导，并设立华容县物价检查所，对本县行政区域内各行业的商品

价格和非商品收费标准，全面加强监督与检查。· 4．，

：、近40年华容县物价工作的得与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

值得认真记取的。 r，．，：+j； ，‘： ’Vj ’，
‘

，．首先是物价工作的出发点应坚定不移地放在发展生产上，要

把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与推动生产发展很好地统一起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逐步改变为国家

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价格形式，比较好地体现 。

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原则，因而生产得到了空前发展。
。

华客县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6．52亿元，比1978年的1．3313亿元增

长389．7％，年递增率为15．5％。国民收入人年均1989年为991元，

比1978年的143元增加848元。 ．t _¨
’

其次是要坚持宏观管好、微观管活的原则。在进_步实行改

革、开放的前提下，要强化物价监督与检查；防止一些单位和个

人钻改革的空子，搞乱价格，搞乱经济秩序，，影响国民经济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1988年9月11日起，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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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j

!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物价管理部门进一步注重增强自身的

一法制观念和行政执法水平，认真调查研究，严格依法办事，致力

一于使市场物价形成一个基本稳定的格局。再在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合理运用价格杠杆，灵活而有效地调节经济，调节生活，推

动全县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向前发展，使全县价格管理步
人法制轨道。 ，

，

h
‘



。 。民矿国：时 期‘j一-·。√
。

20年(1 93 1)

是年，华容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歉收，农副产品价格上．

涨，与民国19年比；粮食上涨12．7％，畜产品上涨11．5％；土特产t．

涨27．1％。物价总指数为114．3％。
1

’ +

22年(1 933)。
7

r

是年，由于帝国主义倾销剩余产品，华容城关市场物价下降，

比民国21年农产品价格指数下降22．6％。其中。粮食降23％；经

济作物降3．4％；畜产品降35％；士特产品降g％；社会商品零

售价降9．4％。 4．．

‘

25年(1 936)

是年，银元价格下跌，货币贬值，华容城关收购价格指数与

民国24年比，农产品价格上升10．3％。其中l粮食降3．5％；经

济作物上升5．5％；畜产品上升37．1％；土特产品上升4．1％。

26年(1937) 、

是年，华容城关市场价格I大米每斗(9．25公斤)0．52元：

每公斤；菜油0．4元；食盐0．34元；猪肉0．36元；士白布每公尺
0．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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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1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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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1947)‘’ 一一

是年，县政府代电，华容市场稻谷价格。农历4月，每石(65

公斤)3．5万元，5月3．6万元，6月4．5万元，7月3万元，8月

3．5方元，9月6．7万元，lO月13万元，11月14万元，12月19万元。

农历12月，华容城关市场价格继续上涨。大米每斗4．57万

元I每公斤价格。猪肉为4．8万元，食盐为2万元，，白糖为2．4万

元，r菜油为3万元I鸡蛋每个2000元：、 ，：
⋯⋯ ■·

，-．．i’一；7辜‘(194≯‘，‘。-¨j，。’
，-一农历3月27日。华容县城棉花收购价格每百公斤：粗绒中等

1520万元卜上等N80万元，下等减40万元；细绒中等1480万元，‘

上等加80万元，下等减60万元。’ 一；。j’ 一7·i’i。4：

．农历8月18 Et，华容县城关物价陡涨s大米每斗价格24．8万

元；每公斤l猪肉144万元，食盐56万元，白糖197．3万元，菜油

190．7万元；．阴丹士林布公尺价380万元，。肥皂每条73．3万元，毛

巾每条80万元，牙膏每支63．3万元，鸡蛋每个3．67万元，水每担

6万元，理发收费每次86．7万元。 一：．-d：_，’：：：。，

? 、农历8月19日起，流通货币改为金圆券：华容城关市场价格

是；大米每斗价0．16元；’．每公斤t猪肉O．8元，食盐0．36元，自糖

0．96元；菜油0．．96元；阴丹士林布每公尺2．55元；肥皂每条0．35

元，毛巾每条O．5元，淠膏每支0．35元，鸡蛋每个0．03元，水每

担0．05元，理发收费每次0．45元。 7，

‘． ，’‘·。÷．．；

．农历7月11日，湖南省政府电知各县、市政府，，奉中央核定

6月份生活费指数长沙区为42万倍，湖南区为37万倍。：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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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1月，华客城关市场价格t大米每斗68元；每公斤：菜

油40元，食盐22．66元，猪肉54元，土自布公尺22．66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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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城关市场物价继续波动，‘华容县人民政府为掌握市场价

格动态，制订价格调查报告制度，要求有关部门以每月1日、11日、

2l E1三天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定期进行统计，按时报告县人民政

’1月，大米每斗价①1．2元；每公斤I菜油0．64元，白糖

Q．96元，食盐0．34元，茶叶1．2元，猪肉0．38元}元哗叽公尺

·0．78元，中青布公尺0．36元，火柴10盒0．2元，牙膏每支0．27元，

谋炭百公斤2．2元， 。1

‘．

·

3月，大米每斗为2．07元，每公斤f菜油2．12元，自糖1．65

元，食盐0．69元，茶叶2元，猪肉0．88元；元哗叽公尺为1．55元，

中青布公尺为0．86元，火柴lO盒为0．38元，牙膏每支为0．48元，

煤炭百公斤为3．85元，
。

： ：

1月24日，华容县国营贸易公司成立，活跃城乡经济，沟通

城乡物资交流，积极开展农副土特产品收购。稻谷每石为3．5--4

元，棉粮比价是lO斤大米换1斤棉花；棉丝比价是lO斤棉花换1

斤蚕丝。为打击投机商贩，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心，积极开展

购销活动，采取悬挂国营牌价，摆摊设点等措施。由国营贸易公

①·1955年8月前为旧人民币，为了统一对比，按新旧币折合率

10000 t 1折算新币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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