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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首。粮食问题，历来是影响经济

发展表社会安定的重要同题。人多地少矛盾比全国突出的四

川省，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解决了l亿人口的温饱问

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四川的粮食工作，经过了40年的曲折历程，既有经验，

也有教训。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毒

分析和研究粮食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问题，探索其规律，提出

合乎客观实际的政策、措施，从而推动粮食工作健康地发

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修粮食志，使之起到存史，资

政、教化的作用，是粮食工作中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要事。

《四川粮食计划统计及价格管理志》，就是一个有益的尝

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粮食工作面临

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粮食计划工作要适应新的形势，．必须

更新观念，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冤Ij，围绕保

障城乡市场有效供给这个中心，搞好综合平衡，为搞活粮食

经济服务。要积极稳妥地进行粮食价格改革，促进粮食生产

和流通的发展。要进一步发挥粮食统计的监督和服务作用，

加强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

这本书比较系统地记述了四川百余年来，主要是解放以

来各个时期粮食计戈lJ，统计及物价工作的曲折发展过程，史



料珍贵，内容翔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四川粮食工作的历

史，有益于明得失，育后代，温故而知新。

顾宏民

1991年9月23日

． ，

， 一． ．，． ： jt一·．：?’，’- ‘，： i-t：-．；

f ●
， ．t。‘一÷j。f， ，．≯^I ?，^、1’：‘．‘；：、，

。：：，7．■毛。。：，．j：；“-‘ji⋯j 二。j j，·?-，，! ．：，

．：。，，。1十～i’，j。一’‘：j d’j：’ ．j．j j。：’．；一，。；《，j。

艺’itt’一、。～?、?。j：o’i’。：j÷j：一：i．?芷0卜；。：

t·‘“一～+。：，?歹≯ ，、-) j-。，u一“多。 t≯i‘t，jj≯ji

_，：t、 j‘’、、‘o j ，、7 ：，’一．‘、一，
；1。‘ ’乏 一

，．一j．：j。·，+ ，。。+j ‘i

．”‘，i， ，、j‘?二t ‘’：～o ．|，，：’!·j?。、j_： ，。j．。i尊，

鼻歹0。·‘?。t。j’{‘o‘：。。，|，．：，．o。。， 、。‘：??，。，ti．?i一；?。 i、囊

二
·’‘|．． ‘i? 。一 1：1：‘ j．．' ?一 “j’’寻，j、‘ 参 2、：

’2 ·

k

}‰

◆



》

{
、

Q

’

’’-

l
’’

～

编写说明

粮食商品流通计划、统计及价格管理是粮食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其发展变化，可以观察到粮食商品流通过程

妁大致脉络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编撰这本书，不仅是

：为《四川省志·粮食志》提供系统的历史资料。而且使之成

为一部反映百余年来四川粮食商品计划、统计及价格管理发

展演变的专题性著作。由于粮食问题在国民经济中有极端重
-要的地位，我们认为编撰此书无论对当代和后世都是很有意

．义的。这是一种职业责任。为此，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客观如实地记述了四川粮食商品
计划，统计及价格管理的历史沿革，以及工作中的主要经验
和教训。反映规律，提供借鉴，服务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为后世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既可以作为研究粮食经济的工

具，也可作为培训职工，提高业务素质的辅助教材。

这本书于1989年5月，由省粮食志编辑室和省粮食局计

划统计处组织编写。在1年多的编写过程中，编写组先后向

国家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

省统计局、省物价局、省农牧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关

单位，搜集了上千份资料。1990年8月，由省粮食志编辑室

审查通过了编写纲目。1991年3月完成初稿。为了保证志书

质量，于1991年7月在温江召开了专业评议会议。参加会议

和提出书面意见的有t郝振洪、林世弟、赖先伦、黄丕伊、

苏一扬、李树棠、张先介、罗实能、孙峰、王一曲，刘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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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世华，张明胜，肖庆隆、邹国福、范淑华，舒宗阶，李梅

仪、成守明、刘季盂、易念祖、李生玉，吕袒杰、晏盛禄

等。省粮食局局长顾宏民同志为本书作序。在此，我们一并+

表示衷心的感谢。

，，V本书的资料由沈均匀、马惠君、龚平收集整理。陈美兰

曾参加前期工作。全书由王建主笔编写：郝振洪、赖先伦主

审，．张先介责任编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1编写志书的经验．

不足，书中难免有不少缺点、错误，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

指正。’”：。。：一：一 。～：；．”．?j。7．～．i‘i‘。：j，：，：’’

‘。，』≯．7- !■j ’Jt’．：■4编’’者：￡：、‘‘‘：了_?。

j。一』一‘：+一～．，．”．j：?一’．{：t99i年9辟。； t，√o‘i

-‘i．；=，7．7-．；：71’，j‘．。。一．。≯ ‘∥1。，’ ^-+、7．

7。，7{’0，一1．’j．’；。7j：』，≥0。’!。～’。1 一’j
—j．‘一，1墨‘；{一1{1．．i；。j：‘o：一。。，。

j ’，。7：

。。，，。j； ’：“。 葺j； 。’i。 -5 ，：一‘，一：；’、
”

，。，：．i‘

l一。：，1 7二一-．。，·一·≯’”一。 ．一；7≮ “∥7．．o
|、“ ：、j‘一一、i’． -； ，；。t．。。一‘j j 。．：

一
1

· 、0 -1
’ ‘ ‘

一．。i ．．j‘■，．。．。?， ’+．1’ ：i ：：’i

。～-～⋯ ：： 、，：，4； 7．o‘，：、+。‘、·7 。j

o

二

P

．

．

¨

”

．

．

k

—

J●●

，

_

i

J

L．

．

一

r

，

f

●

i

“r

●

．

”

。

，

，

、

●

_L

。，

，

}～

，J

，

_

一

，

：

一

。

_

●

●

．，●

。

。

、

，

^

●

J

一

●

●

、

，

．

、

，

，．

●

．

2

，

●

_



§

酶

☆

r、

＆
参

奄
*‘

目
“

录

jFL仞⋯⋯⋯⋯⋯⋯⋯⋯⋯⋯⋯⋯⋯⋯⋯⋯⋯⋯(1)

第一章计划管理⋯⋯⋯⋯’⋯⋯⋯⋯⋯⋯⋯⋯⋯(3)
、 第一节体制⋯⋯⋯⋯⋯⋯⋯⋯⋯：⋯⋯⋯．．(4)

-一，战时经济时期⋯⋯⋯⋯⋯⋯⋯⋯⋯⋯⋯(4)
， =，统购统销时期⋯⋯⋯⋯⋯⋯⋯⋯⋯⋯⋯(11>

‘，t t三，改革开放时期⋯_t⋯⋯⋯⋯⋯⋯⋯⋯··(19)

：一第二节管理⋯⋯⋯⋯⋯⋯⋯，⋯⋯⋯⋯⋯··(25>
。’

∥一．收购计划⋯⋯⋯·“⋯⋯．．．"·-j⋯·“⋯⋯⋯(25)

t‘，，卜=，销售计划～⋯⋯·n⋯：⋯⋯；··：⋯⋯⋯·(44)
j，|：．；·兰，调拨计划⋯⋯⋯⋯m⋯⋯⋯一“⋯⋯⋯·(61>

t’、i j 四、地县机动粮⋯⋯⋯⋯·：⋯⋯⋯⋯⋯⋯·．(71>
一’、第三节，·平一衡⋯⋯⋯m·⋯⋯·∽⋯⋯⋯⋯⋯．(75)

：i。卜一．’产消平衡⋯·n一⋯t·■．t．⋯·j．．r⋯··：：⋯“(75)

·。：p；j 1’二o+收支平衡⋯一⋯⋯一⋯⋯⋯⋯⋯⋯·’⋯⋯(84)
i j‘?：卜、三，’品种平衡⋯⋯⋯⋯⋯⋯”·j⋯．．v一⋯⋯(89)

：。第=章·统计管理⋯”⋯·～⋯m．．．叫·‘⋯⋯⋯⋯··(94)

哆i第一节管’理～v．⋯．v一一”·’．．．m⋯⋯·“．．．．⋯(95)

(p’!j⋯，机构人员⋯·“一⋯⋯·‘·“·“⋯⋯⋯⋯⋯⋯(95>
叫’o’j“==^’培一训m⋯。一⋯⋯⋯0·km⋯⋯·’⋯··(98)

。

三，劳动竞赛⋯⋯⋯小⋯⋯⋯⋯·：⋯⋯··厶⋯(100)

‘。第二节‘统计制度．：．一”i⋯二⋯⋯⋯⋯．．：：■⋯．．(105)

一，指标体系⋯⋯⋯⋯⋯⋯⋯⋯⋯⋯⋯⋯⋯(105>

·I·



二、统计分析⋯⋯⋯⋯⋯⋯⋯⋯⋯⋯⋯⋯⋯(116>
一一 三、质量检查⋯⋯⋯⋯⋯⋯⋯⋯⋯⋯⋯⋯⋯(120)一

四、统计折率!”⋯⋯⋯⋯⋯．．．⋯⋯⋯⋯⋯⋯(125)-

第三节专题调查⋯⋯⋯⋯⋯⋯⋯⋯⋯⋯⋯⋯(130)·

r．，，一，农村产消调查⋯⋯⋯⋯⋯⋯⋯⋯⋯·Y⋯(130)·

，i ．二、农村余粮调查⋯一⋯⋯_A“”?t⋯··!⋯·(133)，

t i，．‘三，多渠道流通调查⋯⋯⋯⋯⋯j⋯“⋯⋯，·(138)、

：，第三章价格管理一⋯一一⋯⋯⋯，；⋯．，．⋯．u．。t一⋯(146)一

：j，第一节管理体制⋯一一一m～o．．．．-●，二⋯y：⋯“(147)，

一。__，晚清民国时觐，⋯⋯”■；⋯“⋯·j·．，：⋯··(147)，
．。■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一⋯⋯⋯，：·■州(153)．

f一 第二节。计划价格⋯一⋯～⋯¨_·．．，一·，⋯⋯(160>

，!|。．一，收购价格w⋯·一·一⋯·一．．．⋯，im··．，j曼⋯(160)，

t．_t+：、统销价格一，，，⋯一⋯⋯·i··咖⋯．-，-’唑⋯(168)．

i i”，j。．三、调拨价格⋯，一⋯·一⋯⋯：”⋯⋯⋯yw⋯(171)．

f㈠j．四，生产成本一mm，．，⋯⋯一⋯二，．．⋯⋯⋯”(174)‘

f。 ，第三节，差价，比价w⋯一⋯一．．·■"．·?一⋯⋯(181)．

，，： 一，购销差价w一一⋯一⋯．，．·f．．t⋯··?j!：⋯(182)’

一j．二，批零差价一一”jmm⋯．，，小，⋯．．··；．．．⋯(185)’
： ，； 三，品质差价一⋯⋯一⋯一⋯⋯⋯⋯⋯”，；!?‘186)-

，，．、、．四，地区差价一一⋯一，”一⋯⋯⋯⋯咖⋯卅(190>

i ．，、五，牌市差价”一”一⋯⋯·州·-·o吖⋯⋯⋯··(194)‘

．一：，六，工农业产品比价一，，，，，．?⋯⋯⋯⋯7．．．⋯(199)‘

．．附录⋯。一⋯⋯⋯⋯～．： ．t∥7．

： ．四川粮食计划统计及价格大事记⋯．．．⋯⋯一”'(202)．

●2·

妒



h

?

；‘

厶
，

／

凡 例

，一，《四川粮食计划统计及价格管理志))是(<四川省

志·粮食志》的专题性著作之一。主要记叙1840年至1990年

问不同时段的粮食计划、’统计和价格管理的沿革，对生产，

流通和消费韵影响。为了说明问题，在有些章，节中，简要

记叙了全国及1840年以前的有关情况。

=，本书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按记述的内容分

别加以编纂。因粮食计划、统计和价格所记述的内容各有不

同，故全书未设置《概述》。每章前列小序。编撰经过，写

有《编写说明》。

三、本书记叙除引用旧史志原文未作改动，并加引号外，

其余一律运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记叙体进行记述。

四，本书的内容，与《当代四川农村粮食购销工作》、

《当代四川粮油议购议销》，《四川粮油调运工作》，《当

代四川粮食供应》等卷(以上各卷为暂定书名)及《四川粮

油市场志》，问有交叉。但是，它们各有特点，侧重不同。

五，本书引用的资料，．来自正式出版物和国家正式文书

档案的，采用脚注，当页编码，不编通码，来自其它方面

的，特别是四川省粮食局系统自身形成的资料，一律未加注

释，如有必要则随正文加以行注。

六，本书的纪年以公元为准，对晚清和民国的年号随文
类注其后。

。七，本书使用的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

，。。 · l ‘

，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引

文中必须保持的非法定计量单位，则在其后括号内同时注明

按法定计量单位换算的计量数字。，：”： ．

八、书中统计数字的使用，遵照198s年12月10日颁布的

7《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有关规定处理。， ，

。、‘，⋯I_。r．；， ‘：． ⋯i、：_ {·+‘一： j．。，．，． 。

，。“， ．t，’，⋯1^‘⋯}：⋯”’：’”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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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计划管理

四川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间，经历了晚清、民国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据查证，从晚清

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粮食购销处于自流发展阶段，政府虽

制定了～些粮食管理办法，但没有形成计划管理体制。．抗日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保证军粮供应，维持民

食，实行了战时经济的特殊管理，．加强政府对粮食的统制经

营和调控，制订了不少严历的政策和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2年，粮食实行自由购销。国营粮食

商业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组织粮食商品

流通，取得了粮食市场的领导地位。。r’‘虮'十．3 i。‘‘：

{、：“1953年，?‘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

销)政策：粮食计划管理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这种管

理体制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对粮食生产．分配和流通产

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四川是个l亿人口的大省，．长期以来

粮食产需、供求矛盾又比较尖锐。因此；j在粮食计划管理
、 上，全面规戈!l，统筹安排，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

％系，兼顾三者利益。通过计划收购，在保证农民口粮、种籽

、和饲料用粮需要的前提下，使国家掌握了必要的商品粮，为

安排社会各方面的粮食需要，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在保

证军粮供给的同时，对各方面的用粮实行了计划供应。即使

是在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时期，以及“文

化大革命”动乱期间，也是由于加强粮食集中统一的计划管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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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粮食需要，稳定了粮食形势。事实证

明，这种计划管理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有其不可磨灭的

功绩。但也存在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市场调节的比重太小

等弊病。1985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国家只定购主要粮

食品种，其余品种放开，实行市场调节。粮食统销范围逐步

缩小。高度集中的粮食计划管理体制开始向计划调节与市场

调节相结合的“双轨制矽发展。1988年至1990年实行了粮食

收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管理办法。1990年将粮食

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本章主要记叙抗日战争时期，统购

统销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粮食计划管理的历史沿革。：，．：
～ ’

’

第一节 体制‘， ‘‘．一一’：．
j

。 {’

，

，
一

．

一 一

，

√_，战时经济时期 一～，t一．一；一‘。曩一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18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首次颁布《战时粮食管制条例》。条例

规定z “为管理战时粮食事宜，设战时粮食管理局直隶于行

政院，必要时得于各省市重要地点设分局，直隶于管理局。曙

规定· “粮食管制，分别主要粮食和次要粮食，采取不同的

管制步骤和方法，主要粮食为。稻谷，米、麦，面四种，必

须先行严加管制，次要粮食为玉米，高梁、大麦，大豆、豌

豆、胡豆、甘薯(红薯)，马铃薯等，视当地情况次第加以名

管制。”

民国27年(1938年)1月2日，省粮食管理委员会在成

都成立，民政厅长嵇袒佑兼主任委员。①主要职责是l(一)

①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抗日战争时

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0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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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米粮仓栈， (二)设立长期市况报告，-(三)管理水

碾， (四)办理收购稻谷， (五)代办军粮J (六)筹办米

粮公司。同年6月20日，省粮食管理委员会与经济部农本局
、． 联合组织四川粮食公司，经营粮食调剂购销业务。①国民政

府迁都重庆后，为了在四川大量征集军粮，民国28年41939．

。 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443次会议，通过《四川省新谷

购储计划大纲》，令省政府遵照执行。当年，由军事委员会

四川购粮委员会在全省30余县购买稻谷162万市石(折0．87亿
公斤)。民国29年(1940年)1月13日，省政府颁发《四川

省办理抽购商谷办法纲要》，所有商谷一律照摊抽购，并按‘

其购入实价加月息核计给价。抽购之范围包括各县、镇、乡

商人或囤户所购入或贩卖之谷米。抽购数量暂定为百分之，

十。②这一办法实行后，各区县各自为政，互相封锁。温江，：

双流、郫县等地县政府，以种种理由，不准粮食出境，停止

供应成都粮食，加之军政官员、奸商囤积居奇，造成市区

∥粮荒一。3月13日，因市场缺米供应卜成都南f-JJ'b发生抢
f’

米事件，政府派军、警、宪前往镇压。6月8日，成都市政，

府发放贫民购粮证，每隔3天凭证购买平价米一次。．7月2
|1 日，全市无米供应，，市民纷纷涌向市政府请愿。省政府发出．

布告t纠众抢米者死刑，周积居奇者没收充公。因米荒日趋

严重，9月3日，川康绥署奉军政部电令，驻成都军队改为

每日两餐。蒋介石于9月30日电令，为遏止米价狂涨，对各

{ ①l!tJll省人民政府参事室，l匹tJll省文史研究馆：《抗日战争时

期ZiJll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33页。’

②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1985年lo月版，．第137页。 ，

·5·



县办理粮食管制无成绩的县长，撤职查办。12月23日，将成

都市长杨全宇以“囤积大量粮食秒的罪名判处死刑，在重庆

执行枪决。① ．。

=
‘、

，． 民国29年(1940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全国粮食管理

局。9月3日，全国粮食管理局派嵇祖佑为省粮食管理局局

长。9月22日，省粮食管理局设置粮食购运处。同日，省政

府命令全川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县内粮食之

调查、征购等事项。县长兼主任委员。②民国30年(1941

年)i田赋改征实物。国民政府将全国粮食管理局改组为粮

食部。省粮食管理局于同年9月1日改组为省粮政局，县粮

食管理委员会改组为粮政科。同年10月1日，由省粮食购运

处改组的省粮食储运局在重庆成立。③主管军粮和民食购

运j储运局内设配运处，哆i责制定粮食配拨运输计划。全省

划分为八个储运区，设分区储运局。④县设储运处负贵办理

储运业务。粮食调拨计划分为调配(收入)，和拨交(支出)‘

两部分。1一年一定。调配(收入)计划的制定，以县为单

位；一统筹粮源0各县粮源分为本县赋粮， (即本年度赋粮粮

额，包括征收和征借)，邻县跨界交售到本县的赋粮、定价

的征购粮食、邻县运往本县的粮食、其它杂项收入5项，在

统筹粮源的基础上；核定全年粮食调配计划，通知各分区局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版，第；25，26页。，

②⑧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抗日战争

对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01、130罚。
‘

④国民政府粮食部l《粮政季刊》，《四川省川东区

特辑》，民国34年(1945年)6月版，第1期，第186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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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表列情况看，在抗战时期的“战时经济”中，i政府主：

要采取粮食征实的办法，筹集粮源，保证军粮供应，对公教

人员租出征军人家属实行髟公粮"供应：，在主要城市设立了

四个民食供应处，即重庆陪都民食供应处，成都第一民食供

应处，内江第二民食供应处，绵阳第三民食供应处，供应部、．

分“平价米，，。但对全川的民食供应，仍主要靠私商自由购

销。为确保军粮供应，兼维民食，民国34年(1945年)，省

政府颁布《四川省各县市(局)督售粮户余粮办法》，主要一

规定秫一(一)、粮户所产全部粮食除去应纳征粮和种子及
接下季产新前1=I粮后的余粮，应标示于仓门，并将以后所售

出数量自行记帐，以备考查。政府根据市场情况，随时令其+

出售余粮。(--)、每年粮户收储粮食时，县府应派员同乡

公所饬令粮户予一月内据实登记余粮。 (三)，粮户如有芥
遵规定出售余粮，照违反粮食管理条例治罪。地方上恶霸势
力，尽可能地把负担转嫁到了一般农民身上。． ’! -。

’

‘抗战结束后，爆发全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严重的通货

膨胀引起市场粮价猛涨，粮食供需严重失调。为加强粮食管
制，民国36年(194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粮食流通

管理办法》。旨在“动员戡乱，完成宪法实施纲要”。粮食

流通管理实施区域，为长江流域各省，市(扛苏、安徽，江．

西、湖南、湖北、四川及上海、南京，汉口、重庆)，以上

各省、市的粮食凡运出长江口外者，·须经粮食部批准。民国

37年(1948年)，省政府颁布((全面管制粮食暂行办法>>，

其内容要点。“系以行政力量实行全面控制粮食。各昌政府
即派员严督所属乡镇保甲长逐户清查所有民间粮食双数登
记。勒令于一月之内出售核定之余粮。’如有不遵照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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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JIl省粮食鼍拨计划裹 品种l稻 谷

单位-万市担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项 目

1942年 1943年 1942年 1943年

征 购 1，533．00 1，576．00 减 购 8．00

陈 粮 60．00 代 购 100．00 60．00

积 谷 65．00 扣 粮 37．70 43．70

券 谷 4．00 专案留粮 29．30

预 征 200．00 省级公粮 90．00 90．00

购 粮 7．00 县级公粮 210．00 210．00

其他收入 6．00 驻军军粮 491．40 537．00

战区军粮 226．00 182．00

中央公粮 1,16．00 180．00

初拨民粮 358．00 500．00

折 耗 5．70 7．00

运输折耗 8．60 10．00

康青工粮 10．00 2．7rO

粮券本息 100．00

特种工粮 9．72

屯 粮 10．00

失 吉 16．60 20．00

合 计 1，540‘00 1，911．00 合 计 1717．30 。19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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