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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物价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价格与财政、金融、税收等其它经济杠杆配

合运用，共同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起调节作用。随着社会制度及其政治、

经济政策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物价政策和物价形势发生相应变化。黑

龙江省的物价历史演变同全国的乃至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着紧密的联系。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物价波动不稳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黑龙江地区也不例外。从19世纪中叶起遭

受外国侵略者政治上的奴役和经济上的掠夺，金融、物价直接受国际形势影响。

在世界普遍以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下，中国货币以银为本位，铸币用银主要靠

进口，国际市场银价随时影响中国金融、物价的波动。1927—1929年间，资本

主义世界处于经济繁荣时期，银价平稳，中国的金融、物价相应稳定。1929年

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空前的经济危机，国际市场银价跌落，中国的货币贬值，物

价上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黑

龙江地区成为日本国倾销过剩商品的市场，致使1932—1934年期间的物价下

跌。1935年至1937年6月，日本国内经济转入备战状态，向本地区倾销的日用

工业品减少，加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破坏，市场物资紧缺，价格上涨。

黑龙江地区工业品价格指数以1936年为100，1938年为136。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国际局势日趋恶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掠夺黑龙江地区的粮食和工业原料，

物资匮乏，价格迭涨。1939年、1940年、1941年黑龙江地区物价分别比1936

年上涨1．8倍、2．15倍、2．8倍。尽管伪满洲国当局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物价委

员会，并发布《价格停止令大纲》、《价格等统制令》，对物价施加统制，终因物。

资奇缺而控制不了价格暴涨的局面。黑龙江地区物价，1942—1945年4年平均

比1941年上涨11．4倍。惨遭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黑龙江地区广大劳动人民，又
。 一 ． 。 一

一 ·3。



概 述

饱受着物价暴涨之苦。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物价相对稳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生产萎缩、通货膨胀，市场

物价仍然波动不稳。陈云主持东北的财经工作后，统一了东北地区的财经管理，

1947年8月建立以“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①为本位的东北统

一货币体系，对稳定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和市场物价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财政开支加大，货币发行增加，币值下跌，物价上

涨。1948年12月与1945年12月相比，东北地区物价上涨422倍。东北解放区

的物价尽管大幅度上涨，但与同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上涨5．8万倍相比，形

成了显明对照。1949年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后，为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财政开支迅速增加，大量发行货币，致使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当年10月关内

大中城市的批发物价比1948年12月上涨20．8倍。东北地区因战争已经结束，

并实行以“东北币一为本位的统一货币体系，市场物价相对稳定。1949年10月

东北10个城市的批发物价比1948年12月仅上涨6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平抑物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人民政府即采取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

济，平抑物价，制止物价上涨。开展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势力为主要对

象的稳定物价的斗争。在投机资本家对粮食和纱布等主要物资的囤积居奇的情

况下，黑龙江地区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积极筹措掌握物资，加强

现金管理，收紧银根。从1949年11月20日起，国营商业借市场物价上涨之机

提高了国营商品牌价，到11月25日，各大城市趁市场价高之机一齐抛售物资。

投机势力以为物价继续上涨，以高息借款继续吃进。掌握着雄厚物资实力的国

营商业继续大量抛售，价格逐渐下降，平抑物价的斗争取得胜利。

①当时黑龙江地区除黑河因交通多阻暂时流通本地的地方币外，其余各地均以“东北币”为货币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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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财政收支，控制货币投放；统一物资调度，集中优势

物资稳定市场物价；统一现金管理，使资金有计划地流入市场。市场物价迅速

趋向稳定。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国

家耗用大量财力、物力，市场物资供应紧缺。加上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省，对

中国大陆实行封锁，使部分商品进出口受到限制。投机势力乘机囤积以纱布为

主的重要物资。引起从东北地区开始的、以纱布带动的全国物价波动。在中央

人民政府提出的。边抗、边稳、边建一的方针指导下，采取冻结资金，紧缩投

放，加强市场物价管理，减少收购，大量出售物资等措施，使物价逐渐回落，保

持基本稳定。1951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后，为

配合关内与东北的货币统一，当年4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实行人民币(旧人民

币)①的同时，将棉纱和棉布牌价分别提高15％和9．8％，市场物价随之上涨。

不法资本家乘抗美援朝战争中物资紧张之机，采取行贿、偷漏税、偷工减料、盗

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手段，牟取非法利润，加剧了物价的涨势。黑

龙江地区零售物价总指数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10。为制止物价上涨，

1951年9月24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布《坚决稳定物价的决定》，国营商业陆续

降低商品牌价。自当年11月起，在国家机关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

官僚主义的“三反力运动；自1952年1月起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

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

“五反刀运动。通过“三反一、“五反刀运动，使黑龙江地区的经济秩序正常，物

价涨势得到控制。

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调整商业的指示，对国营、合作商业的经

营范围作了调整，取消对私商的不必要限制，扩大批零差价，调整地区差价和

季节差价，活跃了商品流通，市场物价保持基本稳定。黑龙江地区零售物价总

指数以1951年为100，1952年为111．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提高了粮食、经济作物和畜产

品收购价格，工农业品交换比价明显缩小。黑龙江地区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和销往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均以1950年为100，1952年分别为131．6

①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一，茬关内流通。至1951年4月1日起才在东北地
区流通。以。旧人民币”1元收兑。东北币”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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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实行计划价格，促进物价稳定

在中共中央制定的“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

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

下，从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的计划。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

经济建设的开展，货币投放增加，社会购买力增长，市场供应不足，物价趋涨。

加强物价管理，稳定市场物价，是这一时期物价工作的基本方针。为适应经济

建设，对突出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了适当调整。全国统一制定国营工业的煤炭、钢

铁、水泥、木材、汽油、轮胎、机床等200多种产品的出厂价格；统一了东北

与关内的铁路货物运价。1953年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

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对粮食和植物油料、油脂实行统购统销；

1954年9月15日对棉花和棉布实行统购统销；1957年3月调整了生猪收购价

格，对烤烟等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作了适当提高。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

对销往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工农业品交换比价进一步缩小。黑

龙江省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和销往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均以1952

年为100，1957年分别为137．76和107．48。轻工业品方面，重点对私营工业产

品制定加工费和订货价格(--者合称为“工缴货价")，出厂价格呈下降趋势，市

场零售价格保持基本稳定。

这个时期曾先后两次冻结市场物价。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收

回“旧人民币"①期间，商品价格一律不作变动，国营、合作零售商业商品零售

价格产生“分’’以下尾数的不作下舍上入，采取用糖果等零星商品代替找零。1956

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工资期间停止调整物价的通知》规定，从7

月份起除鲜活商品的季节差价，残损变质商品的降价处理，原来没有价格的新

产品和进口商品可制定价格外，暂时冻结市场物价。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和黑龙江省零售物价总指数均

以1952年为100，1957年分别为108．5和112。29，平均每年分别递增1．7％和

①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收回旧人民币。以新人民币1元收兑旧人民币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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