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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f-j县。地方志丛书》说明

一，修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本丛书¨集石门县地方志大

成：旨在弓i导和推动志书功能扬发。 。

．。 。一
一“

：，丛书主体，以本届薪编《石门县志》及公开发行渚部门志，

行业志为基础，辅以他志内部发行本或资料本：各志独立戏册，众态

合为丛披 ，， ：‘，，卜：～P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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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修各类旧志，另成一属，经标点校讨，纳入本丛。书重
， ． # ●

刊。t
。

， 。
。 。

，

，’蹬，《石门县地方志丛书》，‘统一开本，封面，版武；各志有关

事宣，分捌舅漪谎螺。

石门县砘为急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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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雷

●

●

第一部《石门县物价志》试写成书，是我县物价变上一件有意

义的大事。 ．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到经

济领域各个环节，与入民群众的衣、食，往、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物侩}薅题是藿民经济发展状况酶综合反映，÷分敏感，露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又周政治、政策密切相关。因而，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及

社会经济的特点成为制定物价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

《物价志》虽然仅从价撂这一煮度，宏观地记述经济活动孛姆一

个侧面，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物价的动态，能够窥测整个政治经济的

交化。《物价志》时跨八十多年。这八十多年，以1949年为转折，经历

新，l基两静不勰政治裁度的革命更替。充分反映了新、i爵两种政治制

度的不周本质，及其发生变革龅必然趋势。这是本患力求从物价危度

反映的主旨。编纂过程中力求坚持四顼基本原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钎、政策和《关于建图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央议》为准绳，运恩描详今略古，详近路运襻尊方法，实事

求是地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专业特色，以确凿的数据，可靠的

史料，比较系统地记述市场物价、物价政策和管理措施等内容，总结

搿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羟验毒教训。成稿翡志书，与这一意愿，

还有相些差距。

《物价志》初次编写，限于水平，不妥当之处，盼各方人士不吝

赐教。

赵忠敏

1990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是《石门县方志丛书》的组成部份，自具体系，独立

成册． ；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按四项基本原则，如实记述

全县市场物价和价格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贯串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限起自

1902年，下限断于1989年。

四、本志分概述、机构·人员、物价、管理、附录五个部份。约

8万字。

五、本志采用志、记、述、图、表、录六种形式。以志为主，辅

以表、图和照片。
。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沿用通称，用括号注明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

后"系指1949年7月25日石门县解放之后。

七、计量单位：1949年lO}2前按各个时期的计量单位，适当辅

以换算值，1949年lO}2后统一按1984年改制后的法定单位。

八、货币；1949年10}2前，保持原币制名称和单位，1949年lO}2

后按1955年3月1日起的人民币新制。 ．

九、本志各项统计数据，均采用县统计局统计数字，县统计局缺

项的数据采用主管部门的数据资料。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保存的有关部门文件、

总结资料，以及旧志、报刊和有关人士回忆录等，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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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石门县位于湖南省北部，与湖北省鹤峰、五峰、松滋接界．澧水

和枝柳铁路横贯县境．西北层峦叠嶂，高峻多山，东南丘陵起伏，逐

渐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矿藏以雄磺藏量居世界之冠。，砂矽、

磷、煤、铁居全市之首。山区以木材为主，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农

业以粮食为主，棉花、茶叶、t油桐、乌桕、烟叶、柑桔，．药材等经济

作物为拳头产品．工业解放后逐步发展，化肥、建材、电力、食

品加工、轻纺等工业已初具规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石门交通闭塞，流通渠道不畅，以人力搬运为主要运输方法，辅以极

少量船运，畜驮。农产品收购价格递远递低，消费品零售价格递远递

高，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 。

。

清末至抗日战争以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生产比较正

常，除少数灾年外，市场物价相对稳定，其他商品价格基本围绕稻谷

价格为轴心运转． ，‘：

抗日战争时期，市场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抗战尾期的1945年

比抗战前夕的1937年，几种主要物资的价格指数(以算术平均法计

算)上升500倍左右．尤其是食盐，一度高达“担谷斤盐”的顶峰。

。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政治腐败，工农业生产受

到严重破坏，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

中。1949年6月，石门县城稻谷每担价12．5万元，·比1948年10月上涨

2．5亿倍。据计算，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100元购买力，1937年
’



买2头牛，1939年买1头猪，1943年买一支鸡、1949年买不到一粒

大米．

． 石门县解放不久，由于战争创伤，工商业凋敝，物资严重匮乏，

私人资本占有相当优势，国营商业掌握的物资又不充裕，人们“重货

轻币一的思想根深蒂固，县内黑市银元收兑率超过国家规定兑率的8

倍，乡村集镇基本不使用人民币。其间，大部份工商业者徘徊观望，

少数投机倒把份子囤积居奇、．趁机捣乱。物价继续上涨．

1950年3月，中央中央“关于坚次稳定市场物价的央定”发布

后，县政府全面组织贯彻执行。1951年10月，县政府转发“中南区行

商管理办法”，同年底又发出“关于新旧年关稳定市场物价”的指

示，1952年先后开展“三反一、“五反”运动，打击不法工商资本主义，

工商业者受到一次深刻地守法教育，市场稳定，全县零售商品价格

指数1952年}L1950午下降1．04个百分点。同时，国营贸易公司，供销．

社采取大量抛售物资，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低工业品销售

价格等措施，迅速扭转自抗日战争以来的通货膨胀局面，使市场物价

回落，近而基本稳定。在价格管理形式上实现由单一的私营经济市场

和市场价格向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存，国家牌价和市

场价格并存的格局转变。 ‘f
。

1953年，进入国民经济“一五”计划时期，粮食、食油、棉花、

棉布等主要物资实行统购统销，生猪实行派购、定购，猪肉实行定

量供应。并利用价格的杠杆作用，促进对资木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先后采取缩小或取消地区差价的办法，缩小私营批发商经营

范围，限制中间盘剥，逐步转为零售。通过上述差率调整，私营企业和

个体户，基本上放弃在津市，常德进货，转入县内国营公司进货。在

作价办法上，按照商品产、供、销和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以及国营



商业掌握货源程度等情况，适当调整批零差率，促进商品流通：，

缓解供求矛盾．

’1956年对私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1957年县人民委员会制定“石

门县物价工作制度”，在物价管理上逐步集中。一是按商品与国

计民生的密切程度，将工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划分为三类，即统配物

资、部管物资、地方物资。在价格管理上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实行统购、派购的产品价格由政府规定；二是强化工农业商品销售

牌价的作用，统二各类’产、商品价格的计价公式，国营牌价即为零售

价格的基本形式．

“一五_时期的物价工作，基本上坚持按价值规律和实际情况

办事，成效显著，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缩小，1957

年比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6．58％，农副产品采购价格

指数上升33'75a勿，剪刀差缩／j,20．46％。
‘

这一时期，价格管理体制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配套，：国

家统一管理的商品价格越来越多，三类小商品价格，都由国家统一制

定。1956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的指示”。1957

年元月，县人民委员会遵照国务院指示，决定在蒙泉、城关，桅市、

维新场、南北镇五个重点市场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不到

半年时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即被取消。

。二五”计划的头一年，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食堂，-“五

风”-X遍刮，打乱正常经济秩序，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市场粮：油、

棉、肉等生活物资奇缺，为了纠正工作中的失误，从1961年

起，有计划地提高粮食、油料、茶叶、生猪、禽蛋、木材等收购

，

※l一五风力即共产风，浮夸风，违法乱纪风，特球风，瞎指挥风。 。



价格；‘有升有降的调整部份工业品价格；对糕点、糖果、食糖、酒

类实行高价供应；坚决稳定18类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对城

镇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凭券(证)、定量、平价供应等措施。为了

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遵照中央指示，1961．～1963年先后开放

集贸市场34处。集贸市场价格由高到低，上市品种、交易量由低到

高，牌市差价基本正常。集贸市场开放活跃了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
’

发展。

由于上述各项经济调整措施的实施，市场上出现了牌价、市价、

议价、高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加上几种价格之间差价很大，因此出现

投机倒把、买卖票证、套购物资、计划内转计划外等价格违法苗

头。县人民委员会针对当时市场物价情况，加强了物价管理，先后制定

了《石门县市场物价分工管理办法》、《石门县地方工业产品出厂

价格管理办法》、《石门县物价工作制度》等规定，县以上管价品种

由1961年的318种增加到1965年的893种。； ，

1966年5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并持续10年之久。 “文化大

革命"的10年是冻结物价的10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

扰、破坏和“左”的错误影响，把经济工作的理论、政策、．体制、管

理统统僵化，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受到巨大损失。为了稳定市场物

价不得不采取增加财政补贴、缩小各种差价、免减部份赋税等措施。

在10午动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长时间冻结物价，对安定人民生

活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许多弊端：一是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把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物价方针、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对于商

品价格的调整，不是以价值为基础，也不考虑供求关系，凭单纯的政

治观点办事，使价格体系越来越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农产品购销价格

倒挂，既增加国家财玟补贴，也影响经营者积极性，加之取消自由市



场经济，由国营、供销社独家经营，很多商品有价无货，经常脱销，同

时，因不适当的取消地区差价，实行全国、全省，全县一价，严重影

响商品正常流通；。二是价格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

死。根据中央精神，。县革命委员会先后两次发出文件，强调物价管理

集中统一，除关闭粮食市场外，还把34处集贸市场当“资本主义尾

巴”割掉，并规定“企业无权自行定价”；三是长期冻结物价，在人

们思想中产生一种错觉，认为稳定物价，就是固定不动，把物价固定

不变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以颂扬，对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靠

行政命令、财政补贴控制价格的手段认为理所当然。．

1976年10月，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国民经济进入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物价工作仍以“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为指导方

针，有计划地开展稳定物价、整顿物价工作，对多年遗留下来的不合

理比价关系和少数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全县物价仍处于半冻

结状态。1977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匕1976年上升0．1％，1978

年与1977年持平。
’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

式和思想方法，坚央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形成价格体系的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

是：农产品、原材料工业品等社会基础产品价格偏低，加工工业品价

格偏高，消费品的各种差价太小，甚至购销价格倒挂；中央管价品种

过多，地方权限很小，企业基本没有定价权，不能根据市场供求情况

灵活地制定和调整价格；整个价格体制缺乏促使价格运动趋向合理

的内在机制。这些都不利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严重阻碍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

遵照中央和省、市统一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不合理的价格

体系和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前者以调整价格水平，合

理拉开各种差价，改善不同商品之间不合理的比价关系为主； 后者

以缩小国家定价范围，改善价格管理形式和管理方法为主。

价格改革从1979年起，历时10年。

1979年至1984年以调整价格为主。为理顺工农业产商品价格关

系，先后进行5次较大的价格调整：

。一是从1979年3月起，提高粮、油、棉、猪、禽蛋、水产品等18

类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定量供应的商品销售价格不变；

； 二是从1979年11月起，提高猪肉、牛肉、羊肉、禽蛋、水产品等

8类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提高幅度32"---'83％，并给每个干部、职工

每月生活补贴五元；

三是1980年调整煤炭、水泥等产品的出厂价格；

四是198 1年，有升有降地调整烟，酒和涤棉布价格；

五是1983年，全面调整纺织品出厂、销售价格，棉纺织品价格提·

高，化纤织品价格降低。同时调低手表、钟、彩色电视机、电风扇，布

胶鞋等轻工产品销售价格．
7

1979午至1984年，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对价格管理体制进行探索

性的改革：①恢复三类农副产品议购议销，实行高进高出、低进

低出、灵活经营。原三类农副产品享受的价内、价外各种补贴和奖售

物资标准同时取消，对一，·二、三类农副产品的品种范围进行

适当调整，二类品种由56种减为28种；②部份日用工业小商品价格

分期分批放开，由工商协商定价；③恢复和发展城乡集市贸易。据

统计，全县1981年到1984年4年间，从事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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