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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国的好传统。修志传世，借鉴历史．振兴中华。

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春天．万象更新。有史以来第一部《汕

头物价志》经全体物价人员历时三年的辛勤耕耘，终于诞生了。

价格是个社会经济范畴。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的市场

价格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是调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fI，J重要经济杠杆。物价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为广大群众所关注。

《汕头物价志》是一部如实记述近代地方物价沿革的专业志书。

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剥削阶级如何利用

价}矗这一工具．残酷地掠夺剥削广大劳苦大众的活生生史实；同时．

石m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为根

；州几_Ii=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恢复国民经济和有计划进行社

会二l三义经济建设．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做出了艰苦不懈的

努力．而取得的光辉成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为服务于社

会1i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格体系和

价悄僻理体制，开创探索性价格改革业绩。

《汕头物价志》的面世，将起到“存史、资治、教诲’’的作用。它对

于地处祖国东南沿海之滨、通商较早、商品经济较发达，既办经济特

Ⅸ又足沿海开放城市的汕头市，更有其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可以

引发和增进人们对物价历史的了解，从中吸取教益，自觉运用价值

规f11．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更好地为振

必汕头经济服务。

张德泰
一九九。年四月一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力求系统地、客观地反映汕头市价格的

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结构层次按

章、节、目排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法，历史朝代，如“光绪"、。民国"等年号，

均注明公元纪年。按详近略远的原则，上溯至明末，以中华人民共和

因建立以来为主。下限止于1987年底，部分章节有所突破·

四、因市辖各县物价部门，多独立出志，故本志以汕头市区的物

价殳实为主，也含潮州市及各县部分价格资料。

五、行政机构称谓，按建制更迭：1949年潮汕解放后称潮汕专

IX．。1 953年1月与惠阳、兴梅合并为粤东行政区·1956年2月粤东

行政区撤销．潮汕与兴梅合称汕头专区。1965年兴梅分出。1967年．

称汕头地区。1983年7月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称汕头

市。同年9月将海丰、陆丰两县划归惠阳地区管辖。1989年1月潮

州市划出。至此，汕头市共辖8县6个市辖区(县级)及汕头经济特
区。

六、货币折算：
‘

(1)铜钱：古代铜质辅币，圆形．中有方孔。一贯为铜钱一千文，

折合白银一两。清初，颁行“顺治通宝"，官定钱千文折准银一两。

(2)铜仙：又称铜镭、铜板。圆形，中无孔。1923年1银元折铜仙
1 20一一200枚(1933年折360枚)。1937年1元法币折300枚。广

东大洋券1元折250枚(1939年折120枚)。

(3)银两：明朝以后，逐渐通行纹银。因以两为计算单位，故称银

两。以生银所铸银锭为主币，以条银、碎银为辅币·



(4)银元：又称龙银．包括大洋、银毫。汕头流通的银元，有外国

流入和本国铸造两类。1 914年2月8日，中华民国统一币制，以银

元为本位国币。每枚银元重7钱至7．2钱。

(5)大洋、又称光洋．中国旧时的银元。1光洋=6．8钱白银。

(6)国币：又称法币。1936年11月4日发行。1元法币=1．2元

大洋券。
．

(7)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与国币比值为1元

比300万元。

‘(8)南方券：1 949年南方人民银行发行。1南方券折旧人民币

250元。

(9)新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发行。规定新币1元等于旧

人民币1万元。为便于叙述，解放初期流通的旧人民币折算为新人

民币。

七．度量衡折算：因历史原因，本志部分章节对重量单位公制、

市制并用。

1市担=100市斤=50公斤。

1司马担一120市斤=60公斤=133磅

1石一1 0斗；1斗=1 0升，1升=10合。

1石(万世宝)稻谷=150市斤=75公斤。

1石(万世宝)大米=200市斤=100公斤。

100磅一90市斤=45公斤

100针秤(潮州郡秤)=130市斤。．

1排钱尺=1．13市尺。

1加仑=4．5461升。 ．

八．本志1930一一1936年价格资料，来源于广东省工农业商品

比价问题调查研究办公室1957年3月出版的《工农业商品比价问

题调查研究资料汇编》。该书对过去的计量单位统一折算为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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