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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物价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涉及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关系

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与人民利益休戚相关。解放以来，党

和政府一直重视物价工作，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供求，保持市

场物价基本稳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

编写《北川县物价志》，是为了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决策的依

据，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本志本着实事求是， 详

、今略古的原则，记述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八五年北川县物价变化情

况。全书共七章二十三节，外加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和编后

记，约．1 l万字．

本书主编张明德同志，从事物价工作三十多年，具有较丰富的

物价工作实践经验和一定的物价理论修养。我们编写《北川县物价

志》，力求做到观点正确，史料翔实，体例完善，文风端正，起到

服务现实，惠及子孙之作用．但由于我们编写人员知识浅薄，遗漏

和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使之更加完善。

薛正伟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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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关于建国以

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

基本原理，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编写了从l 9 1 2年至l 9 8 5

年7 4年的ZJri县物价变化情况。
’

二、本志主要记述了从清末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各个时期物价机构、 物价方针、 政策，措施及管理；物价调整和

变化；生产成本与收益；货币及度量衡器的演变；主要工农业产品

的交换比价。反映全县人民历年生产状况，收入支出的增减变化，

购买力及生活水平的变化等情况。 ·

三、资料来源：一是查阅历史档案l 6 9 2卷，二是查近期物

价资料、文件汇编4 2 0卷，三查有关帐簿、卡片、购销凭证，辅

之以口碑、知情人座谈3 4人次，共搜集各类资料约1 O O万字，

经多次核对，力求记述准确、完整。t 。

四、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为辅。·由于各个时期的具体价

格及远期资料有限，当地经营品类不多，而现行资料品种繁杂，不

易一一记述，故只以部份代表品种列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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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北川地处四川西北部，为羌、藏、回、汉等民族杂居之地。政

。 区建置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北周置北川县，唐置石泉县，宋置石

泉军，辖石泉、龙安、神泉三县， 民国三年改石泉为北川， 古为

“神禹故里，蜀都要地"。明嘉靖问羌酋曾据白草自称黄帝，城北

曲山关据《石泉县志》记载： “有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险”，在

军事上具有一定战略意义， 退可到松(潘)茂(汶)， 进可下安

(县)绵(阳)，俯视成都，有Jll西坝子“北边城墙"之称。

北川县素为农业县，具有多种经营优势，《龙安府志：民俗》

有“民素以森林为食，仰食于绵剑"， “以金代赋"的记载．全县

具有林经基地3 9·6万亩， 耕地只有2 6·6万亩， 盛产茶，

漆．棕、桐，木材、斑竹，还有闻名遐迩的微菜和中华猕猴桃。地

、下矿藏有可供开采的黄金、重晶石、大理右、矽铁矿等十多种。物

产资源瑰丽。

解放前由于受封建地主的压榨，工农业生产低下，尤其民国时

． 期战乱不止，匪患频仍，市场萧条，物价飞涨，一日数变，民不聊

生．从l 9 3 5年1 1月发行法币起，到l 9 4 9年6月底大米价

格上涨7 6 6亿倍， 截至l 9 4 9年l 2月法币到关金券、 金元

券，银元券几度币变，币值下降到原来货币的1050万亿分之-

蠹' ．解放后，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稳定市场，

稳定物价” 的方针，．迅速扭转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长期通货膨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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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 以后又坚决贯彻了党中央、 国务院一系列方针政策，保

持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l 9 8 5

年全县农付业总产值达4 4 2 O万元．比l 9 4 9年增长l·6 9

倍， 工业总产值达l 4 7 6万元， 比1 9 4 9年增长1 4·7

倍。随着生产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及购买力都有很大提高，1 9 8

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 0 8 7万元，比1 9 4 9年增长2 5·4

倍。在经济建设期中．国家掌握了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宗、主要工

农业产品价格，并设置物价机构加强物价监督与检查，同时有计划

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销售价格，缩小了工农业产品

的剪刀差价与城乡差价．一度时期虽曾出现“左"的路线和林彪四

人帮干扰破坏，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国民经济遭受破坏，但党

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扭转了局面，稳定了物价，促进了安定团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上来的决策， 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

用，，。经国务院批准，又先后提高了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八类付

食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时给职工付食品价格补贴，部份职

工工资升级，边远山区调整棉布价格补贴等，使广大群众生活不致

受到影响。 l 9 8 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调整了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政策，在价格体系上实

行放宽搞活，逐步改革物价管理体制。l 9 8 5年：lt,J zl县人民政府决

定，将大部份定价权放给企业，逐步减少国家统一定价比重，使计

划与市场两种价格差距逐步缩小，严格控制提价范围，充分考虑人

民群众承受能力，努力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实行国家统一定

价、国家指导价、集市价格的不同形式，为山区富民升位，增强企

，4



业活力，理顺商品流通，坚持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以

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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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元年(1 9 1 2年)

清帝退位后，市场币制基本未变，仍沿用银元、铜钱，政府又

改铸汉字银币。县城大米价格每斗值铜钱8 7 8文，折合银元五角

八分。

民国十五年(1 9 2 6年)

军阀混战，人民购买力较低，市场粮价每斗大米2 l 9 5文，

折合银元八角二分。1 5年来(1 9 1 2一一1 9 2 6年)共计增

长4 l·4％， 平均每年价格上升2·7 6％， 市场物价基本稳

定。

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年)

入夏以后，暴雨造成巨大灾害，沿河一带居民损失严重，粮价

上涨，每斗大米值银元八角九分八厘，比民国二十二年上升7·9

％。

。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

l 1月1 5 Fl，北川县政府正式成立“=ll己Jil县平价委员会”，

拟定了组织章程、办事细则。

1 2月l 2日，评定了大米、玉米、小麦、黄豆、猪肉、油、

盐、柴，炭等价格。

民国三十三年(1 9 4 4年)

1月，遵照四川省政府训令，成立“=ll二Jll县物价评议委员会，，。

6



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

4月2日，北川县政府布告公布：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国

民政府2月l 5日制定明令公布)，共计1 O条

1 9 5 0年

2月9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 《关于物价措施等紧急命

令》，川北行政公署3月3 B贯彻这一命令，作出《关于物价评定

问题的决定》。北川县政府决定抛售粮食等物资，制止通货膨胀，

稳定了物价。

l 9 5 1年

lo月，贯彻西南贸易部和川北区行政公署商业厅《关于物价掌

握权限之决定》，经专区财委批复北川市场粮食销售牌价曲山大米

每斤O·O 6 4元，治城每斤0·0 7元。

l 9 5 3年

4月， 绵阳专区财委确定《关于物价批准执行职责范围的通

知》规定三条；(一)省市通知的价格按规定执行；(二)邻县价格按

正常流转方向计算，报专区财委批准执行； (三)县境所属场镇价

格，由县属各主营公司制订，经县财委批准执行。

l 1月，贯彻了政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定，保持了市场

粮食及有关产品价格的稳定．

l 9 5 5年
。

lo月，为了扩大猪肉外销，鼓励饲养生猪，决定适当降低猪肉

销价，保本微利经营，统货价由每斤0·3 2元降为O·3 l元．

1 9 5 6年
．

3月l 9日，根据国务院电示，为缓和呢绒供应紧张，决定提

7



高国产呢绒毛料售价2 5％，北川一等川康藏青纯毛华达呢每公尺

卣1 8元提到2 2·5 0元。

7月2 2日，宝成铁路通车后，长江航运价相继降低，省通知提

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销售价格。我县中等玉米每百斤由

4·2 0元提高到4·7 0元，木漆由l O 4元提为l 2 0元，棕

片由l 3元提为l 5·2 O元。粮食价格总水平提高6·6 2％，

其它农付产品提高2 3·7 l％，工业品降低7·4 3％。

1 9 5 7年

1月，县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整理了=ll二J,l县l 9 3 O一一l 9

3 5年和l 9 5 O一一l 9 5 6年的土特产品历史比价资料。

l 2月，根据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知精神，由省供销合作社、

绵阳专区合作办事处，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调查， 木漆历史价格资

料，制定了比价方案并上报。

l 9 5 9年

3月2 7日，县人民委员会印发了“改进农村财政贸易体制执

行价格”规定：公社向国家交售农付产品，销售从国家批发企业购

进的商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次要产品由县订出指导价，

可在不高于l O％的幅度内浮动。

4月，，根据省人民委员会商品分级管理规定， 将部份调剂面

广，关系生产消费较大的6 4种农付产品，改由省管理(其中土产

2 3种、付食l 7种、中药材2 4种)，价格变动必须经省批准。
。

’

i

l 9 6 1年

4月下旬，市场主付食品供应困难，货币多物资少，导致价格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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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价值。为使货币回笼，解决商品可供量与货币的差额，并适当

照顾特殊需要．县内开始高价糖果供应。成都耀华特级硬糖每斤由

1t·2 0元卖4元，提高2·3倍，县产6个头提糖鲜花饼每斤O

·6 0元，。高价2·4 O元，提高3倍；后又对食糖、酒类、手表

等实行高价销售。
。 。

l 9 6 2年

1 O月，县供销合作社自营业务开展后，议价收购核桃果，芋

片，海椒，漆蜡、 草碱等商品。 鲜红海淑收价每担3 O——7 0

元，核桃果4 4一二8 1元，通过议价购销，掌握了主要商品，并

组织了一些紧缺工业品和农民换购，以平抑市场物价。

l 9。6 3年
。

9月1日，贯彻中央通知，将农村粮食售价和工商行业用粮价

格提高与收价持平，即大米每担l 0·6 0元，收销一价，对定量

供应仍按原价不变。
‘

。 1 9 6 4年
7

l 1月2 4日，为了保持市场物价稳定，制止和纠正一些地区

和单位不按政策规定任意提高商品价格、乱收费和错价的行为，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审价工作，使物价秩序走入正常轨道。

1 9 6 5年

8月9日，县物价委员会根据省“改进工业品作价办法的意

见"，安排调整了各地销售商品运杂费及城乡差价。地区安排擂古

向绵阳直接进货，通口、陈家坝向江油进货，其余各地由县供货：

城乡差率3 O华里以内不加，3 0华里以上根据地区远近和交通条件分别加0⋯5 l·5％的城乡差率制定销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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