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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纂‘说 明

价格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调节杠杆，涉及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

各个领域，调节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重要作用愈益被

人们所认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商品经济日臻发展，价

格这个杠杆更是受到重视。为全面，系统了解和认识石阡各个历史时

期价格的变化情况，功过是非，给以后有关方面借鉴，特纂写《石阡县

物价志》。纂写中。重史实，详今溯古，秉笔直书，历经四年修纂而成．

一、本志所取资料上限民国1o年(1 921年)，下迄1 99 1年．录编

70年物价史，根据史实，纵写横纂，纵写时序，横写专业。全志共计

七章、大事记、附录等，记述了各个时期的商品价格变化情况、新旧

中国的物价比较、建国后的物价管理、价格补贴和物资奖售、物价监

督检查、农本调查及机构沿革等的发展变化，不同特点．

二、史料依据。解放前的物价史实记载较少，资料贫乏，主要来

源於王鼎臣老人日记，杨大恩《石阡乡土教材》和杜湘竹《还乡四十

日印象记》及社会调查口碑材料等。解放后的资料记载较全面，物价

记录、史实依据绝大部分尚存，内容较丰富，选材广泛，．记述翔实。

资料主要来源於县档案馆及物价局等文书卷宗． ，

三、金志以志为主、图表兼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建国40余年来各个时期物价的管理办法、规

定及方案、差比价的关系等的变动带来市场物价水平的变化、工农业

生产以致全县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变化等情况。

四．计量，货币使用。解放前，按当时计量、货币单位使用，未作换

算。解放后，计量单位统一使用公斤或克。解放初期一律用人民币计算。

五、除引文外，一律用语文体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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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一)

石阡第一部记述市场价格的志书《石阡物价志》，终于与世人

见面了，这是我县物价战线的一件大喜事，谨作此序以贺之。

商品价格是一切处在商品经济中生活的入都离不开的，也是一切

经济工作者都必须接触研究、把握好的。尤其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增强综合国力的今天，价格及

价格管理就更具有其特殊的作用。可以讲，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

反映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之比的商品价格才能反映出它的实质内容和

实际效果。因此，我们就要认真地去研究、认识“价格”这个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的东西，在经济话动中运用好“价格”这个经济杠

杆，发挥它促进经济发展，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石阡物价志》记

述纵横七十年石阡市场价格变化和物价管理进步的历史，提供了七十

年来不可多得的各种商品价格、收费标准、生产成本、物价管理诸多

方面的详尽的数据资料和史实。我希望一切有志于石阡经济发展的志

士仁人，特别是各级各部门的经济首脑、企业主管部门都要细致地去

研究它，利用好它，以达到促进企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使我们

能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有效地运用商品价格这个杠杆更好地游泳，成

功地达到理想的彼岸

副县长：胡心毅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



序 言，(二)

在工业迅猛腾飞，农业逐年增产，商业日趋活跃．科学异常发达，改革步步深化，国泰

民安之际，为修志有利之机。借此j组精悍之力量．择有效之播施，查数百册之卷宗，载七十

年之价史，经数年勤耕苦耘，洋洋二十万字，《石阡物价志>于今问世，县所注目．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货币名称．价格的主要职能是：货币表

现的尺度．经济核算的工具．商品交换的手段．计划管理的杠杆．其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

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

物价古今有之，古今重之。注重经济发展．物价稳定，致国家兴盛，官商拍掌而

欢，百姓击壤而歌．兆太平盛世矣。反之，物价暴涨，经济萧条，生灵瀹炭．民不聊

生．

建国后，国家把物价稳定列入重要经济政策来布署，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坚持整理收支，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力求收支平衡，供求平衡；坚持适

当提高农付产品价格．推行薄利推销工业品政策，缩小“剪刀差一，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

换的原则；坚持在调价力度上要大部不动，个别调整，内外有别，分别作价的稳定物价工作

方针。由于采取了稳定物价一系列措施．短短八年时间，从根本上结束了旧中国通货膨胀，

人民饥寒交迫生活的历史。处处称颂共产党，人人热爱新中国，人心稳定．夜不闭户．社会

平安，道不拾遗，到处呈现一片国强民富的景象。

一九五八年后，“五风一化"，“十年浩劫，，期间，商品虽有一，二．三类之分，但有

价无货的商品很多．尽管采取紧俏工业品换购农产品．刺激生产，也无法达到供求平衡。层

层忙于政治斗争．制价权高度集中，长期冻结，生产无人过问，国民经济崩溃，价格工作出现失

误，人民生活贫困，治国之策朝令夕改。举国上下民心憔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制

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在

这条路线的指引下．实行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随着经济形

势和政滔形势的变化，对调。放，管有机结合。经过治理整顿，抑制了一度出现的通货膨

胀，基本上控制了物价总水平，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九十年代初，党中央指出：稳定经济首先要稳定物价，各种稳定经济的措施．要围绕着

稳定物价进行、改革必须有利于稳定物价，稳定物价，是稳定经济的重点．改革开放十多年来。

生产力不断发展．国民经济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物价相对稳定．国家的威

望，民族的尊严．都誉满在世界的东方．

’．．4。：。



《石阡物价志'收集了一九=一年至一九九一年的物价资料，计有七章十七节．加编纂

说明，概述．大事记，附录，后记等主要内容．在整理七十年的物价资料中，五次评审．

四易其稿。曾得到县政府．地区物价局．县志办领导同志的关心鼓励，县档案局．财政、

商业、供销，金融，统计等部门的支持帮助?编纂人员日以继夜，兢兢业业，广征博采，八年

勤奋笔耕．终竣出版成书．

《石阡物价志》追溯过去，记载了前人创造历史之价值，展望未来，启迪着后人造福之

承继，更重要的是，为地方部门专志填补了空白，给今后价格考证，分析、预测搭起了承先

启后的桥梁．随着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大，物价杠杆的作

用，将越来越显著．

石阡县物价局局长 陈炳前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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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石阡县位于贵州省东部，处于湘西丘陵向云贵高原过渡的梯级状大斜坡地带，武陵山脉

之西南缘。地型复杂多样．以山地为主，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全县7区l镇．43个乡

(镇)，面积2173平方公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农业县；到1991年底全县总人口达3 1．9万

人。除汉族外，有侗、苗．仡佬、土家、蒙，回，彝，满、羌、瑶、壮，布依等18个少数民

族，人口19．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1．45％。

石阡建制较早，公元前21 9年设夜郎县，嘎永乐1 1年(1413年)置石阡府，民国3年

(1914年)改置石阡县。各个时期市场物价受价值，供求，流通货币以及与此相联的社会铫

度、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发生不同的变化，反映着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解放前，石阡因交通闭塞，流通不畅。米盐是当时各个时期市场交换的主要物品，市场

物品价格主要受天灾，兵患等影响。民国26年(1937年)以前，市场物价较为平稳，社会经

济缓慢发展。后抗日战争爆发，波及石阡，国民政府时局混乱，物ffr随之上涨。民国35年

(1 946年)，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市场物价如脱缰之野马，狂涨

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实行物价稳定的政

策。建立和健全物价管理机构，培养和充实物价队伍。石阡按照国家在各个时期的物价方

针。政策，在保障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价格结构调整，理顺价格关系，促进国民经

济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制定和完善价格管理办

法．1987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价格管理进入法制轨道。随价格

改革的深化，经济生活中一度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超越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

能力。按1988年党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严格控制物价

上涨的正确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控制了物价的上涨势头。后经济生活中又

出i现新的情况，物价工作不得不转向，为经济的搞活，振兴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建国后

的40余年，石阡物价工作天体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950年至1957年物价工作重点是稳定物价，并通过价格的调整，促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开展城乡物资交魔，实行产、运、销三者有利的价格政策；增加生

产，厉行节约；有计划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措施，促进经济建

设的发展，巩固工农联盟。

1958年至1978年，物价工作贯彻执行“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经济工作过分强

调主观毹动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后是3年的困难时期，当经济形势得到好转之时，遇上

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冻结物价的政策，机构散失，人员调离。物价方面不合理的问

题越积越多。

1 979年石阡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物价工作遵照调放管结合的原则，开始价格体系

的改革．1984年以前，以词为主，重点调整农产品价格，下放部分小商品和三类农副产品价

格．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00705．6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达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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