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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志》是地方志的一部分。价格是国家领导和管理经济、‘’

调节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经济利益的主要杠杆。正确的价格政策

和合理的价格管理，有利于商品流通，促进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兼

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有利于企业正确地进行核

算，提高经济效益。价格作为经济杠杆之一，‘它对生产、分配、交

换、消费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建国+前后，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发挥价格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

用，早在建国前，还是革命根据地时期就设有工商局，其中就有管

理物价工作。建国之始，国家设立了物价委员会，各级设立了相应

的’物价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作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有必要加以整理， 继往开

来，为发展商品经济和价格改革提供必要的资料。

《南阳地区物价志》是地区物价史上第一部志书。本志全面记

载了自1 930——1 985年间物价历史的全貌和现状。全志共分十章、

约1 8U字。第一章概述，第二章大事记，第三章机构沿革，第四章

市场物价水平，第五章物价政策，第六章价格体系，第七章物价管

理，第八章物价改革，第九章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第十章附录。

本志语言朴实、。简明易懂，广而有章，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

资料性融为一体，为南阳地区价格之全书。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

志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地方志书， “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



科学的资料汇集。”用科学的方法记述历史和现状， “尽管它不是

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但是它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编写社会主

义新方志，为今人及其后代服务，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振兴和

发展南阳，提供现实依据和历史借鉴。

由于建国以来地区物价机构曾几次撤并，资料零落分散，有的

甚至散失，给编辑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经过多方收集归纳，难免仍

有不少遗漏或不准的地方，限于人力不足和资料的不完整，又缺乏

经验，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各位领导、专家和长期从事物价工作

的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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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地区筒况

～
●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与湖北省相接壤，西与陕西省

相接壤，为河南省边缘地区。地势有山区、半山区和平原。西北部是

伏牛山脉，东南为桐柏山脉，’三面环山h中间开阔平坦，故有“南

阳盆地”之称。面积2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890余万，辖l 3个县

(市)。南阳市人口约30万，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中

心，是地委、行署机关所在地。南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

富，是河南小麦主要产区。
、

南阳地区历史悠久，公元前十一世纪，南阳已经是我国南方重

地；战国时期，南阳冶铁技术已相当闻名；西汉时期，南阳B。商

遍天下，富冠海内”，是我国六大都市之一。新中国成立3Q多年

来，南阳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整

个体制改革中，尤其是在农村体制改革取得成效以后，转入以城市

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全区城乡更是充满生机，欣欣向荣，工

业从建国前仅有的手工作坊，发展成为冶金、电力、石油、化学、’机

械、纺织、食品、造纸、工艺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民用航空、

铁路、公路、交通运输发展较快，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

事业蓬勃发展。

南阳地区系江淮流域，地理条件优越。既是粮食、经济作物的

集中产地，也是矿藏丰富的地带。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大豆为

主，其次是水稻。小麦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一半以上，每年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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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60万吨以上，素有“南阳粮食”之誉，经济作物以棉花，烤烟

为主，花生、芝麻次之，棉花、油料、烟叶产量均居全省前茅，烤

烟品质优良，香味浓郁纯正，早就远销英、美等国，颇受客商欢

迎。近几年来，出口量逐年剧增，今年可达40QO吨以上，全区可供

养殖水面56．7万多亩，利用水面48万多亩，年产鱼可达378万斤。

山区盛产药材，计近千种，年产10——100万斤的有苍术、桔

梗、杜仲、连翘、柴胡、杏仁、山芋肉等。同时，还产有猴头、鹿

茸、磨菇等营养价值较高的山珍。年产柞蚕茧10万担左右，占全省

首位。辛夷花、山芋肉、杜仲、南阳全虫、镇平柞绸j西峡桐油、生

漆、栓皮、蜂蜜、淅川龙须草等土特产品，价格便宜，在国内外市

场均享有一定声誉。

南阳地区手工业，也以风格独特，价格适中，．技术精湛，丰富

多采而闻名，独山玉雕、南阳烙花等，历’史悠久；近期又有发展，

产品100余种，畅销亚、美、欧30多个国家。

、 南阳矿藏十分丰富，全区已勘探查明有工业储量的矿藏1 30余

处，30多种，金属矿藏有金、银、铜：铁、钒、铬、锌、锰等；非

金属有硫j．钾、长石、蛇纹岩，天然碱等，建材及非金属矿有．右

棉、滑石、水镁石、水晶、蛭石j石膏、虎睛石、大理石、石英、

云母、石墨等，燃料资源有石油、．油页岩等，有砂储量大，质量

好，开采价值高，蓝石棉、天燃碱、．大理石在全国名列前茅，铜、

钒、石油、石墨、．独玉等21种矿居全省首位，金、铅等居全省第二，

横跨新野、南阳、‘唐河、桐柏四县的南阳油田年产原油近300万吨。

近几年来，全区轻化、机械、农副产品加工、建材、冶金等工

业都有很大发展，淅川钒矿生产的五氧化二钒行销日本、 英国等

地，邓县生产的钢丝钳荣获国家银质奖，载重汽车行销全国，龟风



扇、棉纱、饮料酒、卷烟、合成氖酒精等产品均受到用户的好

评。1 983年荣获国家、省、部优质产品称号的就有46种，其中西峡

县生产的“中国养生酒”名扬海外，日本各界名流争相预购。

交通运输业发展很快j全区所辖的i 3个县(市)223个乡镇全

部通行汽车，南阳民航机场每日都有班机飞往郑州，焦枝铁路纵贯

5个县(市)，以南阳市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客货运输十

分方便。

南阳地区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古迹很多，著名的“武侯

桐”位于南阳市郊的卧龙岗上。 “医圣祠”位于市区东郊。东汉时

期的大科学家张衡墓位于市郊以北的石桥。民间所传汉光武帝刘秀

的28位主要将领，也多出于南阳。南阳汉画闻名中外，南阳市经国

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今后将逐渐成为旅游胜地。

。得天独厚的资源、造福于南阳人民，南阳人民充分利用这些资

源，为振兴南阳、发展南阳服务，美丽富绕的：南阳，将以其崭新的

面貌屹立于中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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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概．述‘·

第一节物价工作的特点和要求
?

， ．·

_+‘^物价工作，‘政策性强，牵涉面广，矛盾集中争竞争尖锐，理论

深奥，作用显著。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济杠杆，是经济管理

的组‘成部分。物价变，动趋势是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综合反映。物价

机构是政府职能．的一个部‘广丁，：其工作曲内i容随着党和j国家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变化而制定。

物价工作政策性强i表现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

看，主要表现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方面。物价工作牵涉

面很广泛，‘牵涉到城市、农村，。牵涉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

通运输妒牵涉‘到：国良、国镣，．牵涉到!各行各业奠牵涉到工、，农、’

商、学、兵，还有财政√佥融和贸易。．物侨王作矛盾集中主要表现

在，价格有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价格问题

属于人民内部矛、蜃。内f资每诈贸．的矛盾扎工业与商业的矛盾，．工商

利润分配的矛盾，正农之间，的矛盾，，种经济作物和种粮食的矛盾，．

地方与地方之阈的矛盾扎所有这些矛盾都集中屣映刭价格上，需要

根据政策妥善处理。企业之间的竞争、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要表现

在产品质量、花色等方面，但也表现在价格方面，质量好、价格低

的产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理论深奥表现在商品价值怎么计算、

“剪刀差”．怎么诛算、资金利润率、成本利润率、-互涤利润率，几

种主张众说纷纭，过去和现在100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一。价格的作



用是很明显的，在农村，在一定的农业生产水平上，农民的收入水

平，就主要决定于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的高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

上，有计划合理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

性，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农业经济起重要作用。在城市，在一定的

工资收入和就业水平下，消费品零售价格的变化趋势，决定城市居

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保持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安定人民生活，

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党和政府物价政策的重要内容，保持消费品市场

销售价格的基本稳定，是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基础，是关

系四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在管理经济中，国家按照价值规律的要

求，通过正确的价格政策和规定合理的计划价格，调节部门、地区

和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引导国民经济按照国家政策

和计划要求协调发展，促进企业不断的改进经营管理，争取最大的

经济效益。价格是调节市场供求的重要经济杠杆，是供求平衡的组

织者，它能够引导生产和消费按照国家政策和计划要求实现平衡。

计划价格可以决定商品的命运，．．企业和农民可以根据价格的高低，

选择多生产什么，少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和种植什么，作用是很

明·显的。 ．。

、．

做物价工作有÷般要求，也有特殊要求，抓紧学>--j，、提高觉

悟，工作准确，办事迅速，深入调研，严格保密，是做好物价工作

不可缺少的几个方面。知识渊博，专业精通，博古通今是做物价工

作同志应具备的条件。t i

第二节物价部门的职责和要求
．’

·
j

、

、

(一)宣传并贯彻执行国家物价方针、政策和物价法规；负责

组织实施上级政府和物价部门下达的定价、调价任务；检查督促有



关部门实施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定价、调价通知。

(二)按照物价管理权限制定和调整地管工农业产品价格和非

商．品收势标准，规定作价原则和作价办法，并相应安排或审定工农

业产品合理的购销差价、．-批零差价、地区差价、’规格质量差价、季’

节差价。 一

：(三)t负责全区物价综合平衡工作，协调、4仲裁部门之间、地

区之间的价格关系和价格争议。对议购议销价格、乡镇企业产品价

格、计划外物资价格、商业自采和工业自销价格，进行指导、．平衡

和管理。
1 ‘

．(四)．配合有关部门，提供市场价格信息，为指导农村商品生

产和乡镇企业生产发展，搞活经济服务。 ．

‘

，’(五)监督检查业务主管部门、企业、事业单位执行物份方

针、政策和落实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处理违反物价纪律的现象。

．‘ (六)协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集市贸易和个体工商户价

格的指导和管理。 ‘，．

： (七)做好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品成本调查研究等工作，为制

定和调整价格提供依据，·积极帮助企业和农村专业户改进经营管

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

(八)指导业务主管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的物价工作，建立

健全物价管理制度，总结、交流物价管理工作经验。

(九)加强义务物价检查监督组织的领导，t积极开展群众性物

价监督检查工作，搞好市场物价管理。
‘

‘．

·-(十)主动搞好邻区物价的衔接工作，搞好商品流通。’。

j 7． (十二)搞好物价改革，变管理型为管理服务型，使价格改革

与整仓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服务：



第兰节建国前物价概况
、

1日冲。国、均南阳地：区，以农业为：主∥工业极少，．多半是手直根坊

和手工艺品。．在国民党统治下，本区和全国各地一样，是_一个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压在人民头上的有帝国主义、官僚资黍主必

租封建主义三座大山。人民饱受帝、。官、封和少数商人的掠夺和盘

剥‘即农产品价格低贱，工业品价格昂贵，一’加乏交通不便，．商品经济

，十分落后，．主要物资由少数商人控制’，价格随行就市。旧-．中国魄物

价史也是广大人民的被剥削史。
’

五9。2．1年到．事948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通过官僚买办商人，控

制了本区城乡市场和经济命脉，利用工农矗剪刀差”和季节差价盘

剥’本区人民。他们低价收购农副土特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当时

小奏每斤0．04元；白糖每斤0．6 2元；。煤油每斤0．508％)：或在新粮’

上市时，小麦以低价收购，青黄不接时，再高价出售。大量对穷苦

人民进行掠夺。当时，伸入南阳的有两大白糖公司和“美孚”f。

．“德士古”v一亚纽亚”等三大石油公司，；油店、．糖店遍及城镇和

农村：邓’县、．新野县设置了棉花、I．烟哮实业公司，、掠夺．犬量棉花0

烟叶等工业原料。陕西驻邓县的烟商；、直接与．美国勾结起廉≯组织

出口。从1j925年到1"．940争的l 5年间；就外销烟斗4：80-o万斥。邓县

丁叔恒(伪司令·)．卡余年外销棉；施-,13700万斤∥芝麻50D露筛。．镇晕

的二六长绸、，家丝绸自1：91'0年起，就被上海驻镇平的呔出。口商。协

进号”操纵着，外销给印度、英’国i美国，．不割40年就．出：口．3毪n万

匹。还有处购内销均永安药房、明德久时货庄，经销美国‘商品不下

币余种‘，；每年经营额都在百万元以上。唐河的李n子：炎拥有土地1 20

余顷，在北京设有商行，在唐河又操纵着百货j布匹：的经’营·，价格想

一4．一



癫靴高，想低就低广随意要价，·操纵市场。

．，‘{l；942年下拌年，：抗?日哉·争已进入第六夼舜头，当‘时，‘我闰i沿：海

撼疴和·港i日，巳完金矢守≯：国．士艳焰欢半，蔺．民党中+寒政府：己退至重

．床。当耐的经济状掘是生产萎缩，物资缺乏，运输困难，’‘物价农

涨，辩弧南珀可啊题更为，严重，黄河邦州i花园：口决：口，旧i本入侵∥连续

三辱馘：栎‘早、‘蝗灾，粮食极度缺乏，物价啻线上升。南阳市场批
浆物价指数在晒年之呐大约生升8刮：1}倍．。零售物价指教和抗日战争
．前妁脚$jr年饵月此：，4．．94-2年1‘2月份生升710．’3倍。，小麦一斗二(40斤、)

曲w．万乖法币，猛涨到45万元法咿；一斗小凌捉能买一开食盐；买一

，件普通|击林布大布衫．‘(1 2挺布-)需卖一石；’(A00斤．)月岐才行。农村
寸家梅九家屹不起盐。、当时国畏缆政府：已认识割：物价问?题^的，严重

性，：国参会通过决议。，全国实行物价管制。^1943年·1月r9日，河南

省政府公布了“河南管制物价实施办法"；．南j阳首先执行，’然话推

及各县。1月15日普遍开展限价。在非常复杂纷纭的社会经济事：物

中，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无法管住的，在实行管制物价的两年零八

个月中，物价总水平又上升’i4'．5倍。

．+19．41．一19425年，日本军队曾几次侵犯南阳地区，战乱波及，
军队扩大，需要大量生活物资，加之战争带来交通阻塞，造成物资

流通和供应团难，投机商人乘机抬高物价。同时，旧本封锁禁运，

国．民党实行法币-贬值政策；市场萧条，价格暴涨。如白糖?在J日

军侵入前每斤0．20元，侵入后涨为0．72．G，上涨3．‘6倍；大米每斤

9 j Q5[：8元，涨至0．8元，土涨1=3．3倍； 1斤棉花只能换一盒火柴；

抗日．战争胜利后，1 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内战。由于国民党

政府军队开袁庞大，互农业生产遭到战争破坏，物资缺乏，主要靠

太量发行钞票弥补财政赤字。1-9．4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发行纸

一—— 一后节



币面额由千元扩大到4 000元。。同年1 2月1 2日增大为万元。在我区

普遍设有中央银行、农民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合作金库，以及较

大的钱庄、金店，‘成为搜刮民财的专门机构。地方商人乱发货币，

据镇平县统计，几家较大的资本家先后发行货币56种。从此，物价

开始飞涨，到1 948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市场物价：瞬息万变。

1 948年9月10日，500万元法币早晨可购面粉30斤，饭后只能购5

斤；烧紫每斤价格涨到48万元法币。食盐‘、面粉、、士林布、白土布

价格与抗日前的1 935年相比，食盐价格上涨98235294倍；面粉价格

上涨29642857倍；士林布上涨19230769倍；自土布．上涨68181818

倍。“在物价飞涨中，法币购买力迅速降低，有人作过这样的估算，i

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两头牛，1939年只能买一头猪。：1941年只能买

一袋面，．1 943年只能买一只鸡，1 94 5年只能买2个鸡蛋，1 947年只

能买二块煤球，1 949年只能买4粒大米。广大劳动人民对飞涨的物

价怨声载道。 二
’·‘

{．：

。 ·：

第四节 建国后物价概况
4

．、

：’j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结

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
一

南阳地区l 949年春全部解放，政权相继建立，社会秩序逐渐安

定，分散在偏僻地区的残余匪特尚待彻底肃清，大部地区正酝酿进

行土地改革j经济正在恢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穷困不堪的市场和

千疮百孔的商业烂摊子也必须尽快加以收拾和改造，掌握经济实

力，平稳市场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为恢复经济和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服务，为．满足广大群众的生产一、生活需要服务。所以，英明领袖

毛主席就在1 950年3月3日，党中央七届六中金会上明确指出．0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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