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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京市物价局局长 钱平桃

《 南京市价格管理志 》的问世，是全市物价工作的一

件大事 ， 也是全体经济工作者的一件喜事，谨此表示祝

贺 。

《 南京价格管理志 》的出版得益于《 南京通志·价格

管理卷 》的编撰，对南京地方志编慕委员会办公室的关心

与指导和参与，编撰人员的辛勤耕耘表示感谢。

《 南京价格管理志 》是《南京价格志 》的姐妹篇，是对

《 南京价格志 》的补充、完善与延伸。二者都记述价格，但

侧重点不同，相得益彰。价格志重点记述南京地区各行、

各业、各类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历史演变过程，价格管理志

贡点记述在历史时代变迁，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中的

价格管理，记述重要时期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突出记述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价格管理体系、价格

形成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的史实。

价格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核心 。《 南京价格管理志 》主体部分共有 10 幸 25

节，重点记述南京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

城市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收费的管理情况以及行政性

事业性收费和中介收费的管理史实，记述价格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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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价格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反映，涉及到社会再生产和人民

生活的各个领域。价格管理不仅与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经

济体制相适应，还与本市的区位和交通状况密切相关。 解放前，南

京是中华民国首都， 1953 年后成为江苏省省会，是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并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下游拥有 260 万以上城市人口的特

大型区域中心城市。南京是水陆空交通枢纽，有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发展成各类商品的集散地，有利于丰富市场供应，稳定价格 。

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关系到价格信号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的正确导向作用，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安定，不论是在南京

建都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重视价格管理，并采取相应的对

策和措施 。 价格主管部门成为重要的综合经济管理和行政执法监

督部门。

早在西周时期(前 841~前 771 年) ，价格管理即初具雏形。

据载，当时，设司市、质人、贾师等官职负责管理商品、人口价格。

春秋末期，南京地区属越国，采用范蠢的"平泉"策略管理物价发展

经济。明洪武元年(1368) ，由户部管理价格，用度量衡调节市场价

格。清朝，南京地方主要官员皆负责向朝延奏报市场价格情况 。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江宁(今南京) ，定都为天京，建立公营

商店，代表政府制定商品价格 。 民国期间，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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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价格管理力度增强。价格管理工作

先后由市经济局、社会局负责，并成立过物价评议委员会，全面评

议粮油、燃料、猪肉等食用品销售价格和理发、洗浴等行业收费标

准或实行限价。制定《南京市粮食商私自抬价罚则》、《战时物价管

理暂行条例 》和 《财政经济处分令》等价格法规，派出经济警察检

查、落实限价和拘押不执行限价的商贩 。 但因政治腐败、长期战

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价格管理虽严，却都无法挽救经济衰败、价

格飞涨的局面 。 民国 38 年(1 949)3 月发行千元面额大钞，物价更

如战缰野马 。 整个社会民不聊生，人心浮动，抢米风潮迭起，"反饥

饿、求生存"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

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受

国民政府恶性通货膨胀惯性影响，出现第一次物价上涨高峰，市人

民政府加强货币管理;组建国营公司，抛售带头涨价商品;加强市

场管理，打击技机倒把;运用价格杠杆调动农民和私营工商业者的

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市场供应，迅速稳定物价，被称为奇

迹。 1953~ 1978 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相应

的计划价格管理体制逐步形成。在此期间 ， 长期坚持"稳定物价"

的方针，实行"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价格政策，价格管理权限高

度集中在国务院和省政府，南京市负责贯彻、落实 。 60 年代初，国

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市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集市贸易价格成数

倍上涨，形成南京第二次涨价高峰。市政府贯彻中央决定，坚决稳

定十八类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对部分商品实行

高价政策，回笼货币;运用价格杠杆和奖售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

动，同时，对部分紧俏商品实行凭票凭证供应，稳定市场、稳定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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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显著。"文化大革命"期间，物价管理工作削弱 。 1967 年 8

月 20 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物价管理的规定(八·二 O 通

告) ，不合理的价格和地区差价、城乡差价，一律放在"文化大革命"

后期处理，各项收费标准不得自行降低。价格管理权限高度集中，

市场价格稳定，有时服从政治需要，还降低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

甚至冻结物价，这对控制乱涨价、稳定社会、安定民心起过积极作

用。但商品价格长期不动，既不体现生产成本，也不反映市场供

求，价格体制极不合理，严重制约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阻碍国民

经济快速发展，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经济体制改革相

适应，价格改革不断深化。 1979 ~ 1984 年"调放结合，以调为

主"，价格改革逐步展开。对农产品，大幅度提高收购牌价，提高主

要副食品和相关制品销售价格，同时对三类农副土特产品和允许

上市的一、二类农产品分期分批实行议购议销，在流通环节实行差

率管理。对工业消费品，实行价格结构调整，逐步实行浮动价、优

质加价和花色差价，同时分期分批放开工业小商品、小医药商品和

修旧服务价格，流通环节实行综合差率管理 。 对生产资料，大幅度

提高出厂、供应价格，企业超产和自销的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协作

物资实行代理价，由经营者按保本原则自行定价，形成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的雏形。

1985~ 1991 年"调放结合，以放为主"价格改革全面推进。

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城镇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价格，放开

合同定购外的粮油和小杂粮、小油料购销价格和主要副食品价格，

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扩大工业消费品实行企业定价和浮动价

的范围，全面实行优质优价政策 。 放开超产、自销的生产资料出厂

价格，机械新产品全面实行浮动价，形成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自

1987 年 4 月起，零售物价指数持续上升， 1988 年 8 月升幅高达

32.2% ，至 1989 年，形成第三次涨价高峰。南京市采取综合措施，



4 概述

加强价格调控，抑制通货膨胀。坚持实行物价控制目标责任制，将

零售价格水平上升幅度列入市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启动菜篮子工

程和加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吸引外地货源，保供稳价;逐步

建立市场物价调节基金、粮食风险基金和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对放

开的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商品实行提价申报、备案制度或

最高限价，加强价格法制建设，禁止同城转手加价，规范企业价格

行为，打击"商品搞旅游、价格滚雪球"的乱涨价现象;开展物价、计

量信得过活动，加强价格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工作，引导企业加强内

部管理，合理定价。 1990 年，治理通货膨胀取得明显成效，当年零

售物价指数上升 4.4% 。

1992~1999 年，价格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重要的农产品购销

价格均以市场为主形成，除极少数品种外，工业品和经营性服务价

格全部放开，并取消差率限制，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市场形成价格的

比重达到 95%左右。多次大幅度提高城市公用价格和公益收费

标准，公益收费逐步向公益价格转变。 1993 年零售价格指数再度

攀升，持续上涨，当年升幅为 17.7 % ，至 1995 年，形成第四次涨价

高峰 。 市政府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物价调

控目标责任制、市场价格监审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物价调节基

金、粮食风险基金、副食品风险基金制度和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基本

建立;强化"菜篮子"工程和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建设;价格管理

重点转向调控价格总水平、反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规范价格行

为，对城市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实施监审管理或阶段

性限价。 1996 年，控制价格上涨成果明显，零售物价指数仅上升

6.1% ，成功地实现经济软着陆。 1997 年起，市场商品普遍供大于

求，卖方市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连续三年

负增长，南京价格管理由控制物价上涨转向促进价格合理回升 ，为

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服务。 1998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颁布实施。 1999 年价格管理的重点转向规范价格行为，维护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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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加快价格法制建设，制止低价倾销，解除通货膨胀时期的行

政干预措施;清理、修订抑制消费的价格管理规定，扩大内需、促进

消费:开展清理整顿收费，进一步完善治理乱收费成效目标责任

制，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运用价格杠杆和收费政策，支持搞活大

中型企业，支持企业改制和非国有企业发展 。

南京解放以后的 50 多年中，价格管理主要经历了计划经济体

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两个阶段 。 1979

-1999 年是南京循着市场方向，坚持"调、放、管"结合，积极、稳步

推进价格改革的二十年，是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管理体制发生根

本性变化的二十年。 政府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初步

建立，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

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管理体制已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价

格管理体制 。 价格管理方式由直接制定、调整价格为主转向调控

价格总水平为主。管理内容由管理具体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为主

转向规范价格行为。管理手段由单一的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以经

济、法律手段为主，辅之所必要的行政手段 。 制定、调整政府管理

的公用事业、公益服务价格，实行价格昕证，民主决策 。 这二十年

能取得如此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价格改革坚持市场取向，服务于

经济体制改革大目标;其次是树立创新意识，勇于实践;第三是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服务于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四

坚持部门配合，综合调控 。

当前物价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 : 一、价格形成机

制不完善，有些已具备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还没有放开，政

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不灵活。二、行政事业性收费

体制不合理，造成项目多、标准高、秩序乱，企业负担重，部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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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费未划入价格管理。三、价格调控手段不健全，经济调控能力

弱，拉动价格水平合理回升的办法不多。四、价格法规不配套，行

政执法不到位。市场价格秩序不规范，制止低价倾销、牟取暴利和

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法规操作性不强 。 五、无形资产的

价格管理还未破题，中国加入 WTO 后，国内与国际价格接轨，如

何管理，思想与政策准备不够 。 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

跨入二十一世纪，物价管理紧迫而繁重的任务是进一步深化价格

改革，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确保经济体

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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