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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湖北物价志》正式同读者见面了， 它是对我省100多年来物价

工作的一次简要总结和概括，也是近年来我省物价战线上的一项重要

科研成果，值得庆贺。
‘

《湖北物价志》以比较翔实、丰富的物价史料向我们展示了自

1875年以来的110年间湖北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形成及其运动变化的发

展过程，从中我们足以领略到市场物价水平的变动与社会制度和国家

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

后，我们在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方面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从《湖北物价志》中，我们可以看

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我们坚持了稳定物价的方针，较为囱

觉地运用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比价较为合理，对经

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笃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

状况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195 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运动和

1966～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违背了

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国

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长期冻结物价，使价格背离价值的状况日

益突出，价格体系中的问题越积越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

开始充分重视并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1979年开始以主要农

产品大幅度提价为契机，先后进行了农产品、棉布、化纤、烟酒．．手

表、铁路，水运调价等“七大战役’’以及一些小的调整，清除了把国
3



家定价作为唯一价格形式的错误观念，使原来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有了

较大的改变，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7年价格改革

中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古为今用"、“鉴往知来"，编修

《湖北物价志》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物价吏实，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运用价值规律推动生产力发

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决策机关制订正确的价格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和依据，为深化价格改革服务。

《湖北物价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

省计划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和热情鼓励，得到省商业厅，粮盒局，供销

社，医药局、轻工业局，石化厅，水产局，档案馆，以及蕲春县物价

局，蕲春县印刷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衣热情帮助，全省几十位物价理

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为《湖北物价志》的早日问世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由于《湖北物价志》是在探索中诞生的，无章可循，其错误和缺

陷在所难免。我们恳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多提宝贵

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修订完善。

1 9 8 8年1 2月



凡 例

一、《湖北物价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足》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敛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湖北物价志》上限起自1875年，下限止于1985年。有些会

议或调研时间发生在1986年，但它们所反映的是1985年以前的情况，

故按实际发生时间列入志书中。全书以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为重点。 一

三，《湖北物价志》采用记(以时为经的大事记)、志(以事为

经、记述各项工作的始末)、传(产品价格志)，图、表、录(穿插

其间或来尾)等体，而以意为主。

四，建国前各地市场所使用的货币不尽相同，志书中以各地当时

实际流通的货币为金额计量单位；建国后统一以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为

金额计量单位。

五、下篇中部分章节的内容，问有交叉，但从各章的特点出发各

有侧重点。

六、《湖北物价意》中数字的使用，遵循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工

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等单位联合颁发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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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湖北物价志》分上，下两篇，共16章

76节，记述了1875-'-'1985年湖北省商品价格

的形成及运动变化过程。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垄断

我国的市场，他们强行压低农副产品、矿产

品，原材料产品价格，抬高加工产品价格，

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价格成为他们

剥削和掠夺我国人民的一种手段。

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即1936年以前，因国

内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全省市场物价相对

稳定，升降幅度较小。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破坏，特别是

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战争资源，经济日益

凋蔽，价格指数持续上升。 ，

抗战胜利以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下，国民政府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庞大的军

费开支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货币大量发

行，通货急剧膨胀，生产却不断下降。到解

放前夕，全省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bLl936年

都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粮食，棉纱下降1／3，

棉花，芝麻、烟叶、生猪、煤炭，棉布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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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一半以上，油料，蚕茧、茶叶，生铁，原

盐等不到抗战前产量的1／3，生产大幅度下

降，商品供应量不断减少，导致货币贬值，物

价飞涨。以1937年上半年为基期，到1949年5

月的12月问，全省物价指数上涨了11160000

亿倍的天文数字，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彻底

崩溃了，从而也结束了它在大陆22年的反动

统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

生，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为了使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活

动能进入正常轨道，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措施，1950

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

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结束了国民党

统治后期长达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物

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展了大规

模的经济建设，为了实现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的任务，根据国家统一安排，我省对重要的

农产品实行统购派购政策，1953年开始对粮

食，油料实行统购，1954年又对棉花实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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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1955年开始对生猪实行派购，1956年又

对一批重要的农产品实行派购，1957年又将

派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粮、棉、油等主

要的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保证了国家有计

划地实现购销平衡。国家对少数轻纺工业品

和煤炭、农用柴油等价格，也分期分批进行

了调整，工农业品价格的剪刀差有所缩小。

“一五”期间，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

lo．9％，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2．8％，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上升24．8％，农村

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4‰

1958-,-,1960年间，由于指导思想上犯了

急予求成的“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

了严重的挫折。为了扭转“大跃进"在经济

决策上的失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1961年开

始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经济调整开始取得成

效。在价格上，国家一方面对占职工生活费

用支出60％左右的粮食，棉布，针棉织品，

食盐，食糖、煤炭，火柴、房租等18类生活

必需品的销售价格和服务收费采取坚决稳定

的政策，另一方面对糖果、糕点，名酒，进

口卷烟、针织品等十几种消费品和饭馆莱肴

实行高价政策，敝开供应，以回笼货币，缓

解了市场供求的紧张局面。在价格管理上，

收回了“大跃进”期间下放到地方的价格管

理权限，恢复并加强了国家对价格的统一管

理。1958"．．'1962年，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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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物资供应紧张，

通货膨胀，价格急剧上涨。1962年较1957年，

全省社会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12．9％。经

过1963""1965年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经

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关

系趋于协调，物价基本稳定并略有下降。

1966,-,．'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打乱

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为了控制市场物价，党

中央、国务院子1967年8月20日颁发了《关

予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

买力一，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

定》，要求“各地方必须根据稳定市场，稳

定物价的方针，切实加强市场的物价管理，。

1970年11月18日，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不

得自行调整商品价格的通知》，进一步加强

了对价格的集中统一管理。从1965,'--'1976年

12年问，物价基本没有调整，价格背离价值

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

求，逐步对原有的价格体系进行了调整，对价

格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从1979年3月份起，

国家先后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油料、棉花，

生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当年

全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提高23．6％；同

年11月，提高了猪肉，牛肉、羊肉、水产

品、禽、蛋，疏菜、牛奶等8类副食品的销

售价格，为了保证大多数居民实际生活水平



不降低，国家每月给职工发5元副食品价格 价，

补贴。

从1979年起，按照国冢统一部署，湖北省

陆续调整了一批重工业产品价格，提高了煤

炭，矿石、生铁、部分钢材、水泥、玻璃和部分

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降低了部分机械产品，

电子产品和椽胶制品的价格；1981年11月，

提高烟酒价格，同时降低涤棉价格；1983年

1月，降低化学纤维织品和提高棉纺织品价

格，同时还降低钟表，收录机，彩色电视

机、照相胶卷、电风扇等商品的销售价格。

1983年12月提高铁路货运价格和轮船客

运价格。

1985年1月取消獗产品统购和派购，实

行合同定购，同时提高农村粮食统销价格，

实行购销同价。3月放开生猪购销价格，4～

12月份，全省生猪实际平均收购价每百斤

92．68元，比原来购价上升49．27％；猪肉市

场零售价，全省平均每百斤140．04元，比原

统销价上升41．80％。全省农民因生猪购价

提高增加收入约3．3亿元。对城镇居民适当增

加了肉食价格补贴。5月调整铁路短途客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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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铁路与公路、水路分流。

通过7年来的价格调整，我省价格体系

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善。

7年来，在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进

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改革了单一的由国家

定价的形式，实行了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

格，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和议价，以及集市贸易

价等四种不同的价格形式。逐步下放了价格

管理权限，取消了统购派购价格，放开了部

分．t农业商品{介格。

建国36年来，我省物价管理机构多次变

动。1956年以前，由省工商厅、商业厅管理各

业价格。同年8月省人民政府设立湖北省物价

局，负责全省的物价管理工作。各地，市、州，

县相应地建立了物价机构。1958年省物价局

撤销，省入委设立物价处，各地、市．州、县物

价机构也基本撤销，物价工作由当地财办管

理。为加强物价管理，1963年7月成立湖北省

物价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物价工

作由省计划委员会负责。1978年又重新设立

湖北省物价局，各地，市，州，县也相应地

恢复了物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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