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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十一届三

率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

宴记述全区市场物价和价格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贯串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限

起自j830年，下限断于1988年。
’

三、本志分橱述，管理、产商品价格、非商品收费、附录五

部分。共3章、17节，约23．5万字。、

四，本志采用志、述，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辅以

表、图和照片。 ·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沿用通称，用括号

注阴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7月29日常德城

解放之后。 ，

六、计量单位。1949年10月前按各个时期的实用计量单位，

适当辅以换算值，1949年10月阱后，统一使用1984年改制后的法

定计量单位。

七，货币I 1949年lO月前保留原币制名称和单位，1949年IO

月后统一使用1955年3月1日开始使用的人民币。

八，．本志各项统计数据，均采用市(县)统计局统计数字，‘

统计局缺项的，采用有关业务主管局的数据资料。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文件，总

结资料以及旧志，报刊和有关人士回忆录等。所有入志资料都经

过考证鉴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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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迷 ?

概1‘。述

J‘

常德地区历来盛产粮食、棉花、油料等，素有鱼米之乡美称Io．

。．清末，常德地区各项物资价格大都围绕稻谷或大米价格这一

轴心运转，除个别灾害年份外，市场物价相对稳定。道光二十九

年(1849)，常德县稻谷每石值缗钱三串，咸丰六年。(1856)，、

粮食丰收。稻谷每石值制钱七百文。
’

t ·7

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15年的14年间，常德市场物价只上

涨24．88％，年递增1．74％。 。一，，．， -．：

。

民国16年(1927)，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

搜刮日益加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严重的苛捐杂税使

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物价时有波动。民国24年11月，国民政府废

除银元本位制实行不兑现的法币制，市场物价上涨。常德市场物

价总指数以民国23年为100，民国25年为136．8，民国27年为194。’

．抗日战争时期，交通受阻，物资紧缺，物价由抗战前期的缓慢

上升到抗战后期的直线飞涨。从几项主要物资的价格看，民国34年

与民国26年相比，上涨幅度为：稻谷400倍、棉花650倍、猪肉400倍、

菜油350倍、桐油500倍，尤其是食盐，曾一度高达搿担谷斤盐黟。

民国35年以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

破坏，一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疯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

38年6月，常德县稻谷每担价格为金圆券13．5万元．，：c ，。：

．1949年7 j 8月，常德地区各县(市)先后解放，百废待

兴，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的投机倒把势力，继续在市场上套购物

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德军事管制

委员会发出使用人民币。禁用银元、铜元的布告q：但因物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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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畅，商品匮乏，作用甚微，加之刚解放时，人民解放军挂牌的人j

民币与银元兑换率为1000。l(即旧人民币1000元兑银元l元)，后

来人民政府挂牌的兑换牢又为2000·t l，引起群众一度对人民币灼

不信任，银元、铜元仍在市场流遁，部分商户甚至拒用人民币，银元

的黑市兑换率突破人民币万元大关，物价出现波动。9月1日和3

El，敌机两次轰炸常德、石门、慈利一带，国民党残部和地方土匪趁

机捣乱，民心不安，物价上涨≯常德市零售物价指数11月比9月上

升28．7％，：一些县城的部分私营商店在门前设置大缸、，斗，秤，

以便顾客用粮食易物。11月中旬，常德专员公署按上级统一部署，。

在加强市场管理，禁止银元流通的同时务将国营贸易公司的商品

价格提高到接近市场价格水平，借以回笼货币，一迫使物价下跌。。

‘，，1950年春节；全区城乡又刮涨价风，：大米，。猪肉．。食油、．煤

油，：火柴等成为群众抢购的主要商品?。致使物价大幅度上涨。常

德市1950年2月与1949年9月相比i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很

大0常德专署采取低价抛售粮食；。垌纱、棉布。食盐等主要商品。
和紧缩银根，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等措施，，．使物价迅速回落。．

’。：囊952年，气全区先后开展。三反竹，?五反静运动，打击了一些不，

法资本家和投机商，_．大力提倡公平买卖，．使市场物价得以稳定。

一，j 1953年，’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物资由国家实行统

购统销；牲猪实行派购，定购r猪肉实行计划供应，．运用价格杠

杆，r先后采取缩小或取消地区差价等啦法，控制私营批发商的经

营范围：．在定价办法上逐步趋于统·羹按照商品产，供，销情况

．和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大小i。踢及国茸商业掌握臻源的程度，4进

行不同的差价安{{b，童9罨7年，、1青署制定(《常德专署物价管理工作-。

制度》’，。物价管理权限逐步集中≯一是按声；、商品对国计民生的·

密切程度划分为三个类型，即工业生产资料划为统配物资、部管

物资：地方物资f农产品划分为统购物资，，派购和统卞收购物资

和÷般物资。。在价格管理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是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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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产品、：商嘲I=：1。rg国家购销牌价作用，’统}：各类价格的计算办

法产国家牌价成为整个市场的基本价格形式；+，”，i。暑，，：“；。?。

‘’二j国民经济“·五，，，计芰1j时期，价格管理体制与高度集中统一
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t圉家统一管理的商品逐渐增多，连■些

兰类次小商品价格都由地方统一制定．”-市场秩序井然，‘工农产品，

交换剪刀差价有所缩小，1957年比1952年，。全区零售物价指数：匕

升，6．5％，农西《产品采购价格指数上7633．8％i工农产品剪刀差
缩小20．4％。一j ··-?'一{一 一、二． ≯·』．：，j．、j+

7

。

1957年；?各县(市)人民委员会遵照国务院《关于放宽农村

市场管理的指示》，先后在7Fo多个农村重点集镇开放国家领导下

的自由市场，，但由于括左"的思想影响，这些市场开放不到半年

即被关闭1。 ， +≮‘。： 一；．’，_·，√’。啦。． ．：； √‘。
，。 国民经济搿二五"计划的头_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一

比较正常盼经济秩序被打乱，加之1959年到19 61年连续三年遭受

自然灾害，。农业减产f而工业建设仍高速度发展，”货币投放过

多，市场上粮。油，棉、肉等生活物资短缺，，牌价与市场价格差

距扩大，布票。粮票等开始作为第二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常德市；

零售价格总指数1959年比1958年上升4．，48％，19 60年叉比1959

年上升21．96％。}。 ．_．’． ；。-|，'．．
： ，。．·’r。。

， 地区从1961年起采取一系列措施有计划地提高粮食，油料、：

茶叶、牲猪、家禽、蛋品、木材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有升有降地调

整部分工业品销售价格，对糕点，糖果、食糖、酒类等部分商品实

行高价敞开供应；坚决稳住18类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价格}

城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定量，平价供应。1961"-'1963

年，．‘全区农村恢复和开放集贸市场340多处。’集贸市场开放后，

其价格由高到低，上市品种由少到多，成交数量由小到大j，牌价

与市价差价逐步缩／』、。常德地区零售物价总指数1962年比1961年

上升9。5％，小于1961年j二升幅度8．5个百分点，牌价与市场价



4 ⋯’ ．一常德地区志·物价志。．、，

。差距由1961年的1 I 5．1缩小到1962年的1_1：8，市场物价渐趋稳

定。同时，市场上出现了牌价(国家规定价格)、市价(国家指导价

格)，议价(自由价格)等多种价格形式并存，“少数单位和个人利用

几种价格之间的差价，进行投机倒把、买卖票证、套购物资、以计期

内转计划外等行为牟取暴利，地区物价委员会针对市场上出现的

新问题，先后制定《常德地区市场物价分工管理办法》~’《常德

地区地方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管理办法))和((常德地区物价工作制

度》，各县(市)物价委员会也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规

定。县级以上管价品种由1961年的318种增加到1965年的893种。’
’．2 1966年，搿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初期，对物价的影响还不

稂明显，蚕111968年，物价管理机构瘫痪，市场物价面临失控的危

险。’’8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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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

全区贯彻执行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对不合理的价格和地

区差价、城乡差价一律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的精神，切实加

1强市场物价的管理，物价从此全面冻结，，为了稳定市场物价，采

，用增加财政补贴，缩小各种差价，免减部分赋税等措旋。常德地

区零售物价总指数以1965年为lOO，1966年为100．59，．1967年为

100．03，。1968年为100．02．1969年为99．73，1970年为100．01，‘

1971年为104．41，1972年105．76，1973年为110．05，1974年为

112．88，1975年为103．69，1976年为109．15。j_‘，，～：：?：，，1 i

“’_、露文化大革命，，期间，采取冻结物价增加财政补贴等措施，

对于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许

多弊端。。÷-是农产品计内购销价格倒挂，既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又影响经营者的积极性，加之取消自由市场经济钆由国营、供销

社独家经营，很多商品经常脱销，不适当的取消地区差价，实

行全国，全省，全地区或全县一价，．严重响影商品的正常流

通，=是价格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企业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