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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力求系统、

地、客观地反映肇庆市物价的历史和现状。

二、编纂采用记、志、表、图、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详今略古。结构层

次按章、节、目排列。横排门类，纵写历史。

三、本志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附注公元年限，建国后用公元纪

年。本志上至民国元年，下迄1990年。
’

四、行政机构称谓，1988年3月行政机构改革，原肇庆专署改为肇庆

市，原肇庆市则改称端州区·肇庆市管辖10县2区(县级区)。地改市后，

本志均采用市称谓，引用“城区"称谓是指端州区。

五、货币：本志记述的价格及收费均为当时流通货币。民国时期有艮

元、法币、金园券·建国后统一按新人民币计算。新旧人民币比率为1比

10000。 ，

，

．六、度量衡计算单位，建国前按当时沿用的计算单位，除注明市斤、市

担、市尺外，其余均为旧制，按照历史资料记载沿用。建国后原则上使用国

家规定的国际计量单位，如克、公斤、吨、米(长度)。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本志提及“建国

前一，即在此之前，。建国后"，即在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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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价格是连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纽带，对国民经济各方面起着调

节作用，同时又受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制约。

建国初期，国家通过掌握物资，组织抛售，紧缩通货，吸收游资，以及采

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管理，从而使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延续十多年的通

货膨胀局面控制了下来。德庆县社会零售物价指数1951年比1 950年下降

1．66个百分点，1952年又比上一年下降2．77个百分点。物价趋于稳定，人

民安居乐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政府利用价格杠杆，通过取消主要生活

必需品的季节差价，缩小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利用、限

制、改造，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本区国营、供销社商业在社会零售额所占的

比重，由1952年的18．37％，至1957年增至64．74％。 ：

50年代末期的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

产下降，供求矛盾突出，国家不得不在60年代初采取措施，一方面稳住18

类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另一方面对少数高档消费品实行高价政

策，回笼货币，以渡过难关。经过3年努力，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物价总

水平又趋于平稳，高价商品价格也自行消失。本区零售物价总指数以1957

年为基期计算，1962年，上升到110．6％，以后逐步回落到1965年的

102．8％。市场物资供应充裕，价格平稳，群众满意。．

“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陷入崩溃边缘。为避

免政治上给物价的冲击而造成更大的混乱，国家采取冻结物价的断然措

施，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本区零售物价总指数1978年比1965年只上

升1．6％，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许多商品价格偏低，既不反映价值，

又不反映供求的问题十分突出，制约了生产的发展。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家及时地对

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起初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

适当提高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随后逐步调整工业品销售价格、提高运价

和非商品收费；80年代中期起，改革继续深化，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收购

价格和部分工业品销售价格，价格管理权限也相应下放或放开。至1990

●

●

-r，I吲『r



年，本市除了省以上管理的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和少数工农业消费品价格

外，其余商品价格都已放开，实行市场调节。这个时期物价总水平上升幅度

较大，1990年比1978年全市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1．31倍，平均每年

升10．93％。但价格改革调动了群众和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国家和群众获得更大的利益。1990年比1 978全市年财政收入增长3．6

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9．33倍，全民工业企业职工人均工资增长2．91倍，

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一‘ 一 一

(三)

建国后，物价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

足和缺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基本上是产品经济模式，国民

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实行计划生产，计划收购，计划分配。因而物价管

理上也不可避免地走上集中统一的轨道，统得过宽，管得过死，未能很好发

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本区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大部分都纳入计划管理，实行

国家定价。1959年实行专区以上管理的农副产品多达212种，连野生动植

物和废品收购价格也在国家管理之列。集市贸易是农民完成国家任务后允

许自由上市的农副产品，但也几收几放，诸多限制。工业品价格全部列入国．

家管理，企业无权定价。由于商品价值和供求情况经常变化，而国家定价不

可能经常调整，因而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越来越突出，1978年全区稻谷等

5个农产品收购牌价综合统计，竟低于生产成本24％。
’

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以后，未有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及时调整

各种差价和比价关系，给商品生产和流通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本区稻谷与

生猪、桑蚕茧比价，1978年比1975年分别下降7．8％和14．5％，影响了稻

谷生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冻结了物价，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对

不合理的物价未有及时调整，以至价格不反映价值和供求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许多比价更加不合理：本区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以农产品价格为

100)，1978年为1975年的100．1％，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仅没缩小，7



反而有所扩大，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协调发展。

“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列宁语)我国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价值规律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区物价主

管部门总结建国以来物价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对不合

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逐步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见第二章第二节

第5部分)。实践证明，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重视价值规律，要充分发挥价

值规律的作词必须进行价格改革。价格改革为西江明珠增添了异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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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大事记

1949年

11月 西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工商科，管理全区物价工作。

々

1950年 ．

÷ ’

3月 专署采取措施，统一币制和成立国营公司等，控制物价上涨。

3月15"-'20日 西江贸易公司在大集镇设点或委托私商收购土特产品。土产公司在高要县禄

步设点收购桂皮，以8斗米换干桂皮一担。打破了由私商垄断的局面，稳定了土产品价格。

5"-8月 西江粮食分公司执行稳定粮价的政策，凡市价高于基准价5％时大量抛售，市价低于

基准价5％时大量收购。 t

lo月 西江粮食分公司根据省的部署，合理安排地区差价，以广州的收购基价为中心，重新调

整各地粮食收购价格(西江、东江的价格为广州的88％；北江为85％；珠江为91％；粤中为95％；

兴梅为97％；南路为100％；潮汕为123％)。

1月17日 专署工商科发出《交易所交易市场收管理费不能作为财政收入，最高不得超过千

分之二》的通知。 ·‘

1月22日 专署作出《关于一、二月份工商科中心工作的指示》。其中要求对当地人民生活影

响重大的商品，组织交易所进行交易，以维护生产者、消费者、贩运者的利益，稳定物价，杜绝不法商

人的投机倒把行为。‘

6月24日 专署发出《为夏收在望目前尚严重缺粮，以照颐民食稳渡春荒再作具体指示由》。

严密管理市场，如发现有囤积居奇故意抬高粮价行为的，应予以严厉取缔。饬令依照当地合理价格

发卖。
。

8月11日"-11月20日 专署工商科在肇庆举办第1期工商行政干部轮训班，学习有关工商

管理、物价管理等业务。参加学习的有各县在职工商干部20人。，

·7·



1952年

1月22日 专署工商科成立明码实价推行委员会和检查队。要求所有市场价格都要明码标

价．标价要与成交价相符。批发价与零售价分别标明。

3月16日 专署工商科调整各县上早米销售牌价。其中高要县每50公斤由11．34元调整为

12元。

12月20日 专署发出《关于稳定新旧年关物价的决定》。提出稳定有批发牌价的商品，通过抓

好牌价以稳住市价。．随后召集私商协议年关物价，实行明码实价。革除理发业年关加价的习俗。与

此同时。加强市场价格检查，严惩个别扰乱市场、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

当年，全地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是：国营、供销社商业占18．37％；合作商业、个体占

75．69％；农民直接零售占5．94％。

1953年

2月 本区执行中央商业部的有关规定，对春节期间的任何商品价格，非经批准，均不得提价。

12月 本地区实行国家统一的粮食购销价格，并对城镇人口实行粮食定量平价供应。

1954年

9月 本区执行政务院关于棉花、棉布购销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的命令。

同月，行署下发《对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以及夏粮食价格的意见》：

是年。本地区批发物价指数比1953年上升3．76％。

1955年

1月22日 行署财经委员会发出《当前市场情况和安排市场的紧急措施》。其中第四条提出，

批零差价应按照中央过去规定的幅度内执行，凡有偏紧造成不合理的，应予调整，批零差价和地区

差价，除安排各项费用外，并应给予私商合理利润。

’ 2月20日一专署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发行新币的七项措施》。其中第四条要求各级财经、商

业部门必须执行国务院五办的指示，在今后两个月内不得调动物价。

5月3日 行署商业处提出1954年粤中区物价工作的任务：①农产品收购价格基本不动；②

工业品『介格一般维持不动，个别略有调整，幅度总的应严格控制在3％以下；③批零差价个别偏紧

的．应按上级规定幅度内适当而慎重地放宽．但要稳步进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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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一

，

，

7月 本地区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调整工资期间停止调整物价的通知》。宣布冻结物

价，至同年12月14日解冻。
。

。

12月 专署决定在全区范围开放自由市场。除了国家对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甘蔗、黄麻、烤

烟、茶叶，蚕茧等实行统派购和统一收购外，其它品种可自由去售。价格由国家制订。

、
。。

+1957年 、

·

，

6月～8月 设立高要专署物价科。本地区大部分县也先后成立物价委员会或物价领导小组。

8月20日 专署下达《关于缩小几种主要农副产品产地购销差价的通知》。其中黄麻购销差由

17---z6％调整为12一-．16％；茶叶由70．-．一96．2％调整为55"--58％；青竹由39．73％调整为24．4％；晒

烟由71"--75％调整为61"--62％。 ，

12月3日 专署下达商品价格管理分工目录。

·’

．：
∥

1958年·+，’ ．

’|

，、

5月 执行省人民委员会《调整部分县以下市场的不合理稻谷大米购销价格的通知》。将本区

县以下市场平均稻谷采购价每50公斤由5．89元调整为6：09元，调高3．39％；大米供应价每50公

斤由9．56元，调为9．84元，调高2．93％。’

9月15日 中共地委组织部通知，撤销专署物价科。
。

11月24日 贯彻执行省人委《关于市场物价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县市以上市场谷米价格，

由省决定；县以下初级市场价格一律由行(专)署掌握，县无权调整。 、

12月15日 专署批转计委“关于物价工作的报告”。其中要求搞好物价指数的编制工作，实现

县县能编，能掌握。 1·

1959年

1月17日 专署下达《关于市场物价分级管理办法的通知》。将商品统一划分为三类，分别由

中央、省、地区管理。

6月21日 专署发出通知，批准设立专署物价科。 ·

7月1日 专署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按省委提出恢复圩期和“先活后管”的

原则，加强初级市场的物价管理。

11月6日 专署发出《下达我区市场物价分工管理办法》。规定：(一)一、二类商品不．准进入市
，

。，．．·
·9’



场买卖，完成国家计划后多余的产品要出售的，只能卖给国家；(二)不准贩运；(三)三类商品上市要

挂牌价，规定升降幅度。零星竹器农具可高于国家零售价5～．10％；小宗Et用品可高于lO---15％；蔬

菜、水果可高于15"-'20％。

1960年

1月10 Et 专署物价科改为专署物价处。

4月29日 专署物价处发出《关于调整边远山区粮价的通知》。规定边远山区四号上等稻谷最

低保护价每50公斤不得低于7．60元。

6月9 El 专署物价处下发《本区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管理办法》。

10月29日 专署物价处改为专署物价科。

1961年

3月 本区对糕点、糖果、名酒、自行车、手表、针织品、砂糖、钟表、部分卷烟等少数商品，实行

高价政策。‘根据“卖得出，顶得住”的原则确定价格水平，一般都比平价高出1---3倍。

3月30日 专署通知撤销专署物价科。

7月4日 专署《下达农副产品价格分工管理办法及目录的通知》。

是年本区开始对派购产品实行奖售政策．对非派购产品实行换购工业品政策。

1962年

，

5月5 El 专署发出《关于1962年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通知》。

5月31日 专署发出《关于修订1962年专署管理订价的工业品范围的通知》。

10月19日 贯彻全国物价委员会、商业部《关于第二次降低高价商品价格的通知》。本地区从

11月1日起降低糖果、糕点、酒类、针棉织品、手表、自行车价格。
’

12月22 El 专署发出通知，批准设立肇庆专署物价处。

1963年

2月 专署下发《关于1963年工业产品价格管理办法及专区管理订价产品目录的通知》。

6月14日 专署成立肇庆专区物价委员会(简称物委)。主任关立，副主任李茂萱、廖存榕、王

志、莫福生。委员共13人。

8月23日 专署物价处、粮食局联合发出《关于议价粮油商品价格掌握原则的联合通知》。原
●

·10· ．



则是：在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市价下降，缩小集市价格同国家牌价之间的差距，在价

格掌握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要有统一的管理。

9月18日 专区物委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讨论了物价处提出的“关于1964年工农产品调价

方案和目前价格中的几个问题”。 ．

10月5日 专署批转专区物委《关于修订农产品价格管理办法和目录的报告》。

作。

1964年

4月3日 专区物委《颁发肇庆专区计划外农副产品价格管理试行办法》。

7月27日 专署成立肇庆专区审价办公室，领导全区开展以缩小购销差价为中心的审价工

10月28日 专署物价处、商业处联合通知，决定自行车、手表退出高价范围，恢复平价供应。

1965年 ，

2月9日 专区物委下发《关于肇庆专区工矿产品价格管理目录的通知》。

4月13日 专区物委颁发《肇庆专区农产品价格管理办法和目录》，于4月20日起执行。

-4月14日 专署物价处组织各县(市)粮食系统物价员，在新兴县开展粮油价格审价试点。

6月29日 专署物价处下发《关于降低机耕收费标准的通知》。对拖拉机为农业耕作的收费标

准予以调低。

7月17日 专区物委下发《关于议购议销粮食价格掌握原则的通知》。粮食议购价格，内部控

制在不超过当地同等质量的统购价一倍，随行就市收购；议销价格一般产区按议购价加7％---9％

的费用。．

‘

’

1966年

3月21日 专署物价处下发《关于进一步审查整顿中小农具价格的通知》。规定手工业部门生

产中小农具利润率在核实成本的基础上不超过3％，供销社经营进销差率不超过6％(包括税率

3．3％)。
‘

7月4日 专区物委发出《关于专区管理农产品价格目录的补充修改的通知》。

1967年

8月20日 全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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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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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

3月 专区革命委员会(下称革委会)成立，下设生产组，管理全区的物价工作。

9月7日 专区革委会生产组第三办公室《关于下达一九六八年度早造统购粮食奖售棉布指

标的通知》。规定每交售500公斤稻谷奖售布票2．8市尺。

1969年

9月9日 专区革委会生产组发出通知，对全区物价管理工作规定由财贸战线革委会办事组

负责。

●

1970年

一

11月18日 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不得自行调整商品价格的通知》。

9月24日 地区革委会生产组发出《关于调整甘蔗收购价格的通知》。规定全区统一收购价，

每50公斤1．77元(不安排差价)。

1972年

●

1月18日 地区革委会生产组发出《关于甘蔗收购实行超里程价外补贴的通知》。以蔗地为起

点，到糖厂为终点，5公里为计算起点，超过一公里每50公斤补运费0．08元，超多少补多少。

‘1月29日 地区革委会生产组发出《关于调整木材收购价格的通知》。从1月1日起，全区木

材(杉、松、杂、枕木7收购价平均调高5．78％。
‘

9月28日．本区贯彻国家商业部、财政部《关于边远地区和深山区收购三类农副产品实行运

费补贴的联合通知》o

lo月8日 地区计委设物价科，管理全区物价工作，

1973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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