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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在黄山会堂广场开展价格法律法

规宣传咨询服务活动。

市物价局蒋美风副局长在歙县物

价局举办的收费员培训班上授课。



·黄
I山
l市
_物

=答

山区荚蓉社Ⅸ检查价格服务进社区

黄山风物价局J二辉局长(巾J陪同

．。2008年1 OB 9H，市物价局会同市纠风

办、卫生局联合召开市商医疗机构收费检查部
署会I义．李汀局长主持会议，

局妊半价

)等到歙

；范一条

陪同

协懈

fiiJ

一3一

■■■■■■-

臻掣紫背辫一戳一嚣黜一鲶眠局收局察及战监涉正、技仆局费厨价收价物育物市教医，啻州

月榆徽，∞眨．阿弘州作陪∞徽r，：副示是=．导公●领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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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局长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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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倪玉平

在众多同志的辛勤努力下，由黄山市物价局组织编撰的《黄山市价格志》即

将付梓，可喜可贺。我曾从事过物价管理工作，后又在市政府分管物价工作几年，

对价格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也很有感情。李江局长约我为《黄山市价格志》作序，

我欣然接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取决于

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因此价格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商品经济

的消亡而消亡。纵观千年苍桑，价格工作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

系，它维系着国家经济、财政的秩序，关乎国家与民生的安危。物价稳，则经济发

展，国泰民安；物价乱，则经济停滞，民不聊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既

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又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价格工作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价格总水平的升降变动既直接影响

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了解价格工作与价格

工作历史，审视价格工作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有利于我们把握物价事业发展脉

络，更加理性地面对我国价格工作的发展与未来o

《黄山市价格志》上起于清末民初，下止于20 08年。本书编者据事直书，立足

当代，追溯渊源，详今略古，以翔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全面记述黄山地区1 00

多年来的物价变动情况以及价格政策的调整、价格管理的演变过程．是一部珍贵

的资料书。特别是客观地反映了建国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市价

格改革、价格调控、价格监管和价格服务的主要举措，将机构沿革、价格调整、收

费清理、价格监督检查等内容囊括其中。这本书，对于充分反映我市物价工作总

貌，便于各界人士了解我市价格改革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对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资治当代、垂鉴后世，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最后，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传承价

格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光荣使命，开创价格工作更加美好的未来，并以此与全市物

价系统的干部、职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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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黄山市价格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客观地反

映价格变化情况以及价格管理的演变过程。

二、记述时限上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下至2 0 08年。

三、本书由述、记、志、图、表、录六项内容组成，以志为主体。体裁以记述为

主，辅以表格。大事记以编年为序，图集于前，表随于正文。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

四、本书结构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纵述；正文7章36节，正文前冠

以概述、大事记，篇末缀以附录、后记。

五、本志力求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重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全面记述黄山地区1 00多年来的物价变动情况以及价格政策的调整、价格管

理的演变过程。

六、本书所录资料来自市物价局档案室以及各科室、价格监督检查分局、市

价格成本调查队、市价格认证中心，物价指数由市统计局、歙县统计局提供。

一9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黄山市地处皖南山区。东北与宣城市的绩溪县、旌德县、泾县相接，西北与池州市的青阳县、石台县、东

至县相邻，西南与江西省的景德镇市、婺源县为邻，东南与浙江省的开化县、淳安县、临安县交界。全市辖屯

溪区、黄山区、徽州区、歙县、祁门县、黟县、休宁县，屯溪区为市政府所在地。全市共有人口146万人。黄山市

物价局的前身为徽州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物价科，1976年设立。1985年11月成立徽州行署物价局。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比例，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对生产、流通、分

配、消费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它不仅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而且是经济生活的晴雨表。价格总

水平的升降变动既直接影响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因此，价格是历代统

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建国前的物价，币值单位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动，即1914年2月8日统一币值，实行银元(七钱二分)为

本位国币；1935年11月4日放弃银本位国币，实行法币制，比例是1：1；1942年4月以关金1元折合法币

20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19日实施金圆券，与法币的比例1：3000000。分四个时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1—1927年)。虽然连年战乱，但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不严，西方列强又忙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经济得到发展，市场物价涨落幅度很小。物价指数以1913年为100％J'1"，有3年是下

跌的，1912年指数为94．4。在11年物价指数上涨中，最高的是1921年，指数上涨了31．4个百分点，最低的

是1916年，指数上涨了5．3个百分点。

国民党政府统治初期(1927—1937年6月)。随着内战的加剧，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市场物价呈现

稳定一上涨一下跌一上涨的波浪变化趋势。对粮、盐、食油、棉花、布疋、燃料、纸张及运价一律实施限价。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搜刮，整个国民经济遭受

严重败坏，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造成物质供应短缺紧张，市场物价呈现出直线上涨的态势。到1945

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物价指数较1937年7月7日抗战前上涨3492万倍。为稳定物价。国民政府曾多

次颁布有关物价管制的条例和办法，但都成了一纸空文。

国民党政府统治后期(1945—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工农业生产遭到进一步破坏，造成了

经济萎缩、通货膨胀，物资供应更为紧张，市场物价已发展到狂涨的程度。尤其是国民党印发金圆券后。市场

物价由数天一涨发展到一天数涨，货币贬值速度惊人。从民国26年7月到民国38年5月。国民政府货币增

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

建国后的物价，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

时期、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自”，人民收入低微，生活相当困难。

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残余势力与土匪、反革命分子及经济投机分子相勾结，趁人民政权尚未稳固之机，

一。一



_ 概 述

猖狂地从事投机倒把活动，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牟取暴利，肆意破坏国家的金融和经

济秩序。加之，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而扼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使得中国不得不把大批

物资用于抗美援朝。引起工业原料、药品等进口商品涨价。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市场物价稳定工作，刚解放

不久，国家提出了“整顿收支，稳定物价”的方针，并逐步采取了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和经济与行政干预

相结合的价格管理办法。解放初期，皖南和全国其它城市一样，货币极为混乱，币种繁杂，在市面上流通的除

少量的人民币外，还有银元以及各解放区所发行的地方币和各种流通券，不利于物价的稳定，皖南行署开展

了大规模的货币收兑工作，通过收兑，人民币在流通中的比重不断扩大，为平抑物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lO月上海始发的物价暴涨迅速波及全国。皖南又遇特大洪涝灾害市场物价暴涨情况更为严重。中央

财经委下达平抑物价的指示：“各地区从11月25日开始，大量抛售物资，一致行动，平抑物价”，由于采取上

述行动，物价趋于稳定。当时国家管理价格的商品很少，地方和企业有较大的定价和调价权。但国家计划指

导的作用在日益增强。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7年)。在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存在的条件下，市场调节依然起重要作

用。物价管理比较灵活。物价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在巩固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提高了一部分农产品价

格，保持工业品销售价格基本稳定，从而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的“剪刀差”。1955年3月发行新人民

币。规定各种商品价格一律不准提高。1956年8、9月份，因提高职工工资和公私合营发放资方定息，物价暂

时冻结。

“大跃进”和三年调整时期(1958—1965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三个阶段。当

时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出现了商品流通和经济管理的严重混乱，粮食产量大幅度下

降。市场物价经历了基本稳定一上涨一基本稳定的波浪变动趋势。1958年，中央曾根据商品在国计民生中的

重要程度以及生产分布和供求情况，把农副产品分为三类，实行分级管理，第一类由中央管理；第二类由中

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第三类由地方管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上涨，中央下放的管理权限

收归中央。1961年起对糖果、糕点、高级饭店菜肴、名酒、自行车、钟表、针织品、茶叶、砂糖，进口香烟等十种

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并敞开供应，直到1965年底撤销高价政策改按平价供应。1961年国家采取了冻结粮食、

棉布等十八类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保持稳定。

“文化大革命”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66—1978年)。1966年开始生产停滞、管理混乱，物价管理机

构瘫痪。价格背离价值情况越来越严重，物价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为了稳定物价，减少损失，国务

院分别于1967年和1970年发出通知，对物价实行冻结政策，避免了由于失控而而出现的混乱波动，在当时

的情况下，对稳定物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价格和价值背离的情况日益发展，价格体系中的问题越积越多，

同时限制了价格的杠杆作用，使生产和流通中的不合理问题也愈积愈多。1972年前后曾对油料、糖料、棉花、

茶叶等极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调整(提价)，降低了石油、化肥、农药等销售价格，从而使零售物价指数下降

3％。取消粮食、棉花、蚕茧等城乡差价。一般农产品仍保持一定的地区差价。1976年由于“四人帮”篡党夺权

阴谋活动猖獗，物价工作也受到破坏，集市价格上涨了40％，比国营牌价高出90％，变相涨价也不少。当年工

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比1965年上升24％，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1965年上升10．7％。1977年以后，我市

逐步恢复了物价机构，加强了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1978年1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物价问题的通

知>，要求采取有利措施，整顿物价，刹住随意涨价的歪风：加强对物价的统一领导，物价大权归中央，任何地

方和部门都要维护全国统一规定的计划价格，不得自行改变，严禁用擅自提价的办法扭亏增盈。徽州行署计

划委员会开展了物价检查和整顿工作。从1953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26年间逐步实行的计划价格，国营商业零售物价总指数从1953年到1978年一直相对平稳。

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一2008年)。1979年4月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作为国民经济综合表现和重要经济杠杆的物价。经过十多年社会经济情况的变

化，问题积聚很多。许多商品价格同价值严重背离，比例关系失调，而价格管理权限集中过多，管得太严太

死，成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的严重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家

逐步重视利用价格这个经济杠杆，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强调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1979年以后按照“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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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针，逐步调整和放开价格，由单一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

首先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78年到1983年的六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

47．7％。为了解决市场上出现销价低于收购价格的“倒挂”现象，从1979年11月1日起提高猪肉、牛肉、羊

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8种主要副食品的销价，平均提高30％左右，同时给职工每人每月5元副食

品价格补贴。1981年11月提高了高、中档烟酒价格。1983年1月提高了棉纺织品价格，降低化纤织物价格。

此间还提高了焦炭、部分钢材、、烧碱、水泥化肥等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低电子产品、手表等产销价格；实

行了优质产品加价；扩大了部分纺织品的质量差价和花色差价；对部分商品实行季节差价。1984年．全国粮

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均创历史最高记录，农轻重各业协调发展，商品供应大为丰富，长时期紧缺、凭票供应的

棉布、猪肉等商品开始敞开供应，市场物价保持平稳。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徽州地区的价格

改革全面拉开，遵循“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在调整主要商品价格的同时，放开了相当一部分商品价

格。1985—1988年间，价格改革迈开大步：

一是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1985年起，对粮食实行定购比例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

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加价)，定购以外的允许农民自销，价格随行就市。生猪取消派购，改为合同定购，

允许议购议销取消木材统购，放开木材市场，允许自由上市，实行议购议销价格。中药材除因保护自然资源

必须必须严格控制的少数品种外，其余全部放开，自由购销。除粮、油、棉、烤烟实行国家定价，黄麻、苎麻、蚕

茧、松脂、毛竹、木材、生猪实行国家指导价外，其余农产品全部放开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是实行了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1984年5月开始，属于企业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

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的幅度内，企业有权自销，计划内生产的产品仍执行国家定价。到

1985年初，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取消原规定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幅度限制，允许企业按稍低于当地市

场价格出售，即计划外由原规定实行国家指导价改为市场调节价。

三是进一步下放了价格管理权限。放开了蔬菜、生猪、鲜鱼、鲜蛋等城镇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同时给职

工和城镇居民价格补贴；放开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80支以上纯棉纱及其织物、中

长纤维布等7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了13种名烟名酒价格；下放冷饮、饮食价格管理权限给企业主管部

门；除烧饼、油条、馒头、阳春面条统一定价外，其余早点饮食实行“死毛利、死规格、活价格”；放开了部分小药

品价格；放开了全部小商品价格。

四是调整了部分主要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调整了水泥、等建筑材料和机制纸出厂价格；调整了铁路短

途货物运价、汽车客运票价和搬运装卸收费标准；调整了教育、医疗、理发、洗澡等多项收费标准和电影戏票

价格。

上述改革，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搞活流通、繁荣市场的同时，也推动了价格上

涨。1987年全国零售总指数上升7．3％，我市零售物价总指数同比上涨12．4％。其中国家调整价格占l％，其

余部分是市场自发涨价，安徽去年上涨9．7％，其中国家调价占l％，其余部分属于放开商品自发涨价。1988

年市场物价形势出现旺销、紧张、波动、上涨的新情况、新问题。先后出现毛纺织品、肥皂、火柴、食盐、家用电

器、搪瓷制品、铝制品、针棉织品等抢购风波，造成物价上涨。零售物价总指数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平均上

升18．5％，我省平均上升21．8％。我市上升22．5％，高于全国4个百分点，高于全省O．7个百分点。

为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1989年我

市提出物价指数上涨控制在16％左右的目标。市物价局报请市政府批转《关于去年物价指数的剖析和今年

物价指数控制目标的报告》，把物价控制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区县、市直各部门，并列入政绩考核内容。9月2

日在市五大班子和市直二级机构以上负责人会议上，市委书记胡云龙、吴存心副市长分别就做好当前物价

工作和开展物价检查进行了部署。季家宏市长专门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议，对物价检查和市场供应问题做

了具体安排。物价、工商、供销部门联合组织近百名检查人员分成30多个组，分赴各地进行重点检查，坚决

制止乱涨价、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全市实行经济制裁总金额380896元，其中：收缴财政375924

元，退还用户4972元。同时，对放开影响人民生活的22种商品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对商品分色明码标价进

行清理和整顿。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市物价急剧上涨的势头得到控制，市场状况趋于平稳。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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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涨幅度14．7％，比上年涨幅22．5％低7．8个百分点，低于全省2．4和全国3．1个百分点。1990年物价形势

进一步好转，我市当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03．2％。

1991年开始，国家在价格政策上，以疏导价格矛盾，理顺价格关系为重点，强调进一步放开价格，扩大企

业定价自主权，加快价格形成机制转换。先后两次调整粮食销售价格，同时给职工每月每人补贴6元；调整

铁路货运、电力、石油等价格；对尿素、农膜、农药及农用柴油实行最高销售限价。先后放开了一大批商品价

格和劳务收费，到1993年，全市三种价格形式的比重分别为：国家定价2．4％、国家指导价2．6％、市场调节价

95．O％。

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扩张过猛、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以及价格放开的步伐过快过急，致使通

货膨胀的压力逐渐加大，1993年全市零售物价指数达到112．7％。从该年12月15日起，我市除省定企业提

价备案品种目录规定的品种、项目外，增加民用液化气。1994年我市零售物价总指数是1988年以来的又一

高峰。全年平均涨幅为23．1％，其中食品类涨幅为41．7％，居各类售价涨幅之首。为了安定人民生活，保持社

会稳定．根据国务院召开全国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十项措施，抑制

价格波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约束企业价格行为。我市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了计划内外价格“并

轨”。并对已经放开的部分生产资料实行指导价，从而使三种价格形式中的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的比重有

所上升，市场调节价的比重有所下降。

随着国家继续采取紧缩银根的宏观调控以及各级政府调控力度的加大，居民消费过热势头得到了有效

抑制，市场物价逐步回落，1995年我市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涨幅为11．4％，分别低于全国、全省涨幅3．4和1

个百分点。低于省下达控价目标3．6个百分点。到1996年我市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涨幅回落为7．8％。

1996—1997年深化价格改革，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先后调整了粮食、食盐、化肥、电力、自来水、成

品油种子、液化气等价格，对黄山等主要景点门票和索道进行适度调整与实行并轨。同时，对商品房实行统

一定价。为加强我市旅游市场价格管理，打击宰客行为，市政府出台了《黄山市娱乐业等级管理暂行办法》(4

号令)。市物价局联合公安、文化等部门处理歌舞厅宰客投诉近百起，退还宰客款2万元，罚款4万元。根据

市政府(97)14号令，在中心城区开展餐饮业评定等级工作，以规范餐饮业价格行为。加大清费治乱减负工作

力度。取消了24项不合理的建设收费项目，并通过收费年审，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4l项，查处擅自立项55

项。

1998—1999年围绕市政府中心工作，运用价格杠杆启动市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

体制改革。实行粮食定购价与保护价并轨；改革化肥计划管理，放开了化肥零售价格；为弥补企业成本，全市

自来水提价幅度达30％；为减轻农民用电负担，通过开展全市农网改造，降低农村电价；下放旅游门票价格
管理权限，20元以下门票由区县管理。为规范旅游市场价格行为，公布了中巴客车合法收费项目，减轻车主

负担：取消了市级出台的39项收费，减轻企业负担；核定了民办学校收费标准，减轻学生负担。

为了加强药品价格管理，市政府成立药品价格整改领导组，下设价格整改办公室(设在市物价局)，开展

药品价格整顿。通过整顿，药品生产、经营者的价格法律意识增强，市场药品价格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下

降。

1998年我市零售与消费价格两大总指数平均值分别为99．9％、100．8％。实现了省市政府年初确定的商

品零售与居民消费指数涨幅控制在3％以内和5％以内的控价目标任务。1999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

96．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1％，低于省下达的控制目标。

2000-2004年，围绕“定规则，当裁判，搞服务”的要求，积极疏导价格矛盾，不断深化价格改革，重点解决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价格和收费问题，规范市场价格和收费行为。实行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制

定了居民水、“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安装材料费标准，制定液化气价格管理办法，遏制液化气价格过快上涨。

调整了黄山风景区以及其它主要景区景点的门票价格，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调整了出租车价格和我市37

条跨县(区)短途班线客运票价。积极参与药品集中招投标。黄山市开展了五轮县级以上(含县级)15家医院

医疗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活动．中标品种从起初的72个增至第五轮的1040个品种。本着让利百姓，从严审核

的原则，通过集中招投标。努力降低药品虚高定价平均降价幅度达到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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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育收费管理，落实“一费制”试点工作，并在全市1375个中小学校全面推行了教育收费公示制

度，同时规范社会力量办学，制定民办学校收费标准，通过书本费专项检查，退还学生356万多元。

市物价局先后出台了《黄山市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暂行办法》、《黄山市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收费标准》，对

全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实行了等级收费；制定了《黄山市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黄山市零售药品价

格管理办法》和预防用生物制品实行顺加作价差率管理制度，努力降低药品虚高定价；积极应对市场价格异

常波动；制定了《黄山市物价局非常时期价格工作应急处理预案》；制定了《黄山市医疗服务价格》(市、县、

乡)；制定《黄山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实施意见》，规范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行为；编制并

街头发放《黄山市民日常缴费监督卡)4000余份，让市民明白缴费。

清费治乱工作常抓不懈。在全市110个乡镇、919个行政村全面推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度；坚持开展一年

一度的收费年审工作；取消初三毕业生会考费等5项收费，减轻学生负担60多万元；先后开展涉农收费、涉

企收费、市级出台的收费项目、市政务中心“窗口”单位收费等清理工作，全市共清理取消146个收费文件。

取消本局22个文件，40多个收费项目；规范办班收费管理，制定《黄山市短期培训办班会议收费管理规

定》。

加大专项检查力度。五年间，先后开展了电信资费、旅游价格、电力价格、土地和住房建设收费和药品、

医疗服务价格、教育收费等专项检查。查出价格违法案件752件，实现经济制裁596万元。其中，“非典”期间

药品及相关商品价格专项检查，全市出动950人次，检查经营单位800家，查处价格违法案件58件，实现经

济制裁16．7万元，对6家经营单位的价格违法行为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了公开曝光。

拓展价格工作领域，搞好价格服务。五年间，共开展涉案物品、交通事故车损、旧机动车交易价格等评估

2889宗；先后开展了不正当价格行为、路桥收费负担、20个品种的常用药市场价格以及农产品成本等调查

工作；认真完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居民日常消费价格、房地产价格等日报、旬报、年报的价格监测工作．为

政府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提供快速、准确的价格信息。

2005—2008年深化价格改革。认真落实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建立调、定价集体审理制度。积极稳妥推进

水、电等资源性价格改革。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和商品房销售“一价清”制度。改革调整了黄山市医疗

服务价格，推行了单病种收费限价政策。

规范收费行为。坚持开展收费年审工作，强化《收费许可证》管理，建立收费员制度，开展收费员培训。起

草制定了《黄山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规范物业管理收费；起草制定了《黄山市游览参观点门票价

格管理实施细则》，规范旅游市场价格；制定了《黄山市收费项目标准目录》。

强化监督检查。为确保价费政策的落实，先后开展了旅游、公安、行政性收费、农资、电信、人力资源、房

地产、医药、教育、禽流感等价格专项检查和经常性的市场检查，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348件，实现经济制裁

384万元，其中退还消费者203万元，没收非法所得169万元，罚款11．44万元，上交财政181万元。大力推进

价格诚信，积极开展明码标价工作。切实加强信访价格投诉举报工作，全力打造“12358”品牌。四年共受理价

格信访咨询举报2787件，实现经济制裁149万元，退还消费者128万元，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价格权益。

完善价格服务。建立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先后对禽流感、粮油价格上涨、雨雪天气、洪水灾情等引发的价

格异常进行了监测预警。大力开展“价格服务进万家”活动，在全市40个社区建立价格工作站的基础上．价

格服务不断向学校、医院、农户、商场、企业、景区延伸，试点单位达70余个，各种公示牌(栏)达100多个。并

组建了近百人的社区价格义务监督员队伍，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价格服务，受到社区的普遍欢迎。

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市和全国一样受供求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以食品为主的居民生活必需品价

格出现较快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当年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4．8％。

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上攀，二月上涨达到9．2％的当年最高点。为稳定价格，市物价局执行国家发

改委58号令，从元月29日开始对成品粮、使用植物油、鲜猪肉、牛奶等部分放开的重要商品实行临时价格

干预措施，将19家批发、零售企业列入全市首批执行调价备案制度企业。同时，认真落实价格监测预警工

作，严格控制出台政府提价项目，对水、电、液化气、医药等民生价格强化监管。价格过快上涨引起了市人大、

市政府的重视，5月份，市物价局参与市人大组织的调研组，对我市价格形势进行调研、分析，提出了稳定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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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价格总水平的若干措施上报市政府，市物价局李江局长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作了<黄山市当前价格形

势及对策措施>的专题报告。下半年，黄山市物价涨势明显下降，鉴于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为切实改善经济运

行环境，促进本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市物价局发文从从11 fJ 3日起，解除我市对19家经营粮油肉奶蛋等

部分品种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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