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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商品交换以来，物价就存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

域。影响着社会生产和消费，关乎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

益，它维系国计民生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物价工作在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显得更加重要。一

．玉溪市的物价和物价工作有哪些特点?它的历史和现

状如何?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自觉遵循和运

用价值规律指导经济工作所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玉溪

市物价志》正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编写的。它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用记事和写实的方法，对玉溪市境内的物价和

物价工作作了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记述，汇集了大量宝贵的

历史资料，对推进价格体系改革和积极做好物价工作具有

很好的借鉴作用。 ，，

本志书分第一编和第二编。第一编简要地记述了玉溪

市解放前至清康熙53年的物价。着重记述了民国后期的物

价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生产停滞，物资匮乏、经济

。萧条、通货膨胀，物价失控，国民党反动政府滥发“法

币∥．“金元券"，导致货币贬值。百物腾贵，民不聊

生，百姓不满，社会动荡的史实。第二编，按照详近略远

的原则，以较大的篇幅，主要记述了玉溪市解放后的物价

变化，价物政策，价物改孳和管理工作。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特有的经济规律，结合中国盼

国情，建立了新的价物管理工作体系，把价物工作纳入计

划管理的轨道，对稳定人民生活、维护消费者利益，稳定

社会，促进安定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根据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

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实际，对价格体系进行了改革，．在保持

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从宏观上对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

改革，制定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企业定价矽的分

级管理办法。从微观上对大多数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性收费

进行了调整，使之逐步符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促进了

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本志对

玉溪市的物价改革和新形势下的物价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

等方面的内容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玉溪市物价志》的一大特点是资料翔实，结构严

谨，文字朴实，内容安排详略得当。读后能使人们较为全

面地了解玉溪市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情况

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是玉溪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社

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有很大的存史价值和教化作用。《玉

．溪市物价志》的编写成书，不仅为从事经济工作，物价工

作的同志提供了一本好教材，也值得我市从事政治，教

育，宣传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同志认真～读。为此，我谨向

各界推荐蓝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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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只要有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要发生作用。我国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需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价格作为经济杠杆，是国民经济的综合

反映之一。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视和正确运用价值

规律来调节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

治意义。
’

，

玉溪市素为滇中重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较为发

达，历史上已成为物资集散中心。解放前，统治阶级把物

价作为其压迫，掠夺劳动人民的工具，国民党统治柬期，

髓着其政治的腐败，已是市场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

，生。解放后，党和政府从全国人民的科益出发。一直坚持

了“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力的方针，根据不同时期的政

治经济状况，对商品价格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管理。建国

后至1978年间，实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适应产品

经济的需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进行

了价格改革，采取较为灵活的措施，区别商品对国计民生

钓影响程度，实行了多种价格形式，适应有计戈Ij商品经济

发展的需妄。这一时期，我市的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

．展。到1990年底，经工商登记注册的生产，流通服务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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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300余户，生产的商品品种规格达1200余种，经营商品

品种规格12000余种，开展的服务项目近100项。在这众多

的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中，除少部分国家还直接进行管理：

外，大多数只进行间接调控，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在很大

的范围内，价格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调节作用已

日益突出出来。，‘

要大力发展我市的商品经济，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论是国家计划还是市场

调节的商品，不论是国家管理机关还是商品生产者，经营

者乃至消费者，都有一个充分重视和应用价值规律的问

题。为此，对我市市场价格情况进行了解和研究，很有必

要。值本市修志盛世之际，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市志

办的指导帮助下，我们于1989年lO月起，组织人员进行

《玉溪市物价志》的编写工作。经过近2年的努力，：7终于

成书。该书提供了我市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价格情况和’资

料，为深化价格改革租搞好我市今后的物价工作，运用价

格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但由于时间和水平

的限制，该书也一定还有遗漏和不足的地方，敬请给予批

评指正。，，‘ j． _．一，．，。．h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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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
‘

二，本志采用记，编，章、节，目等档次结构。但是

由于以记述商品价格为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商品

优胜劣汰，无法连贯，故在大事记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为时间断限，分为上下两编。再在各编和章节中，横

排门类，以时叙写。以记事为主，叙而不论。

三、本志辑录了以前各种志书，文档，帐册中散存的

价格资料，连及起因后果，密切有关事项等，分类按时记述，一

详今略古，注明资料来源。上限为康熙五十三年，下限为

1990年，力求弄清史实，反映发展脉络，以符专业志书的 。

宗旨。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撰写。但在引用原文时，有的是

文言文，不改写，以求存真。历史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前，用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历年

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历纪年。文字一律以

1986年lO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的简化

汉字为准。

五，本书所用的调查资料都列出提供人名，蓝经反复 ，

核实，力求准确无误，有时为了叙事完整，有的事物分见

于不同篇章，但角度不同，非一般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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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是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来物资流

通兴盛，物价变动繁多。从清代康熙到民国10年这一段时

间，。玉溪社会产品以农，副业产品为主，有少量手工业产

品，没有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当时玉溪市场上流通的货币

是金属币，即银两，制钱，银元和铜币。民元以后，境内

开始流通纸币，在“民众称便，人相竞用”的情况下，折

兑比率贬值的情况还不突出。所以在这200年左右时间内，

从记录的少量价格资料看，市场物价相对稳定，涨价幅度

不大。以当时大米的公粮折征价格，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玉溪的平均价是每京担纹银七钱四分，到光绪十八年

(1892年)每京担折银一礴，。上涨了35．13％，这当然不

包括荒年歉岁米价的波动涨落在内，后来过了26年即到民

国7年(1918年)，当时公粮折征仍需用银币改折银两，

每京担折银一两六钱二分，比光绪十八年又涨了62％，这

个幅度与民国后期的物价狂涨相比较，是不大的。

民国10年(1921年)后，玉溪市场纸币逐年贬值，物

价逐年上涨。先是，唐继尧长云南时所印钞票“飞马票一，

每一元在开始时能换银币一元(值银两七钱二分)，到民

国13年，能换五角，民国15年，能换三角，民国18q-"，能

换二角，到民国20年，仅能换一角九仙。民国21年(1932

每)， “富滇新净银行印发的新滇票入县，规定每新滇票

1



一元，回恢飞马票或白票五元，民国24年(1935年)国民

党统一全国币制，向全国发行“中央票"，停用滇票，又

规定每“国币’’一元，回收新滇票二元，到民国37年(1948

年)发行金元券，规定每金元券一元，回收国币三百万

元。币制每更迭一次，物价即相应狂涨。 ．

除了币制更迭以外，平时银元铜币和纸币的折兑价早

晚不同，物价也是日日上涨。这中间，除了受省城市场价

格涨落的影响之外，本地市场奸商对物价的操纵垄断，官

僚地主的横征暴敛，也是物价轮番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加上毒品泛滥，国民党政权明禁暗放，人民嗜吸成风，

使毒品交易在本地的社会经济中，击了很大比重。民国时

期大米的逐年涨价，计自民国4年以前每老斤银币3分，

涨至民国37年8月每老斤价国币35．2万元，同年9月改用

金元券，到11月，每老斤价金元券1．68元，到民国38年

．(1949年)6月临近解放时，每老斤大米售价金元券660(知

万元。这样，在民国时期这38年中，每老斤大米的市售价

格，竟上涨了6600亿倍。这种接近天文数字的涨价幅度，

人民实在不堪重负，真可以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由于纸币过份贬值，等于废纸。因此本邑人王国靖编：

纂的“地志劳和新编的“玉溪市金融志"都提出，“观察1日

中国物价，应以银币为标准”。在整个民国时期的38年中，

玉溪以银元购米的涨价幅度，从民初的每老斤0．011元涨

至民国37年(1948年)每老斤o．256元，涨23倍，到终止

期1949年每老斤大米0．132元，上涨12倍。银元购米的涨一

价幅度比纸币小得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

，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