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蝎殇骺物赁蒜

揭阳县物价局编



揭阳县物价。志．

．揭阳县物价局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





^o 9；QI bI山■誓_
q自☆{}镕s目mB 【*"￡≈*∞#**n*ml¨

n"n≈#＆#*{E“％#*R女％*m*

#n■±*f目{mmiB％**#n#g*E**#Ai％*#*

％■■目m￡目．№W$#“*§☆#*r_镕{p4 ＆自*Ⅸ§

*＆}ⅫW



编志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关荣达．

副组长：许绵葵

成 员：袁文键 陈桂荣 林愈喜 黄壮强

主编：

编委：

编志组成员名单
●

许锦葵

(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桂荣 林愈喜 ’林道到： 林磕 袁文键

黄壮强 黄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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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揭阳县历史悠久，为粤东古邑，依山临海，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文化发

达。作为重要经济杠杆的物价，近年来随着口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开经济政策的实施，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物价的杠杆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物价机构也随之越来

越健全，编写《物价志》借以存史，资治，教化，使之在调节生产，消费，交换、分配

中更好发挥作用。已成为大势之所趋。

建国前物价虽关国计民生大事，但缺专门机构管理，因而记载资料十分贫乏，致使

后人无从考究，造成物价资料一鳞半爪，实为憾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安定市场，稳定物价，指导消

分配及生产流通，故设物价机构管理，至此资料比较充实。

限于所能搜集到的资料，物价志的编写贯彻详今略古原则，建国前的物价仅作资料

性存史，建国后从详，旨在本志能为历史留下几项陈迹。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坚持“四项基本开原则，实事求是的记述我县物价的变化情况。

二、本志资料贯彻曩详今略古”的原则，建国前略写，建国后详写，上限取1932

年，下限断至1985年。

三，本志采用记，志，图，表等诸体裁，以袭为主，价格，成本，比价，差价，用

表表示，配以一定图式示意。结构层次采用篇，章，节，目等形式。

四，本志年代称谓一般使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必要时附记民国纪年．

六、本志货币单位，计量单位的使用，因年代不同，标准不一，均按当时流通货币

单位和交易计量单位，照用调查材料时当地计量单位，在此不作换算。

七、本志资料来源t县物价局历年资料汇编，揭阳县档案局，商业局，供销社，药

材公司，工业系统，县计委等有关部门提供，并作校对核实．部份建国前资料取自

《榕城采风》和凋查建国前帐册取得．



老 事 记

1952年，开始对1951年农产品成本进行调查。

1954年，揭阳县开始对农业实行统购统销。

1956年5月，县人委成立物价办公室，办公室主任陈汉光．

1957年，成立县人委物价科，科长陈汉光，科员4人。

1958年，组织四次物价大检查，参加人数达到1629人。

同年，陈汉光词离物价科，由谢宝文同志任付科长。

1959年，建立市场管理机构，全县市管员5866人，设市管监督岗304个1457人，市

管情报网249个，1398人。

同年，吴豪同志从丰顺县物价科调任揭阳县物价科付科长。

1960年，贯彻中央，省，地关于4进一步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市场”指示，层层召开

会议，大力宣传，召开座谈会1422次，群众大会511次。

1961年，贯彻中央及省委指示，对市场物价开展全面审查工作。

同年4月，县人委发出《有关当前物价几个问题和意见，希贯彻执行的通知>>，对

物价分工管理办法提出八项管理规定。

同年6月，县人委下达。关于财贸手工业体制调整后物价工作几项规定-试行的通

知，对各级物价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主管权限分工，物价制度及纪律以及作价办法均

作了规定。

1962年，根据国务院关于。物价管理权限只能集中，不能分散”的指示，对属中

央，省管理的一、二，三类农付产品收购价格实行严格控制．

1963年7月29日，成立县物价委员会，由杨精付县长任主任，黄卓豪，王宝奇付县

长为付主任，其他八位科，局级干部为委员，仍保留物价科为委员会办事机构，八月一

日启用印章。

同年，对工农业产品价格管理做了十四项规定。

1964年，揭阳县贯彻全国物委会颁发的基层商业物价管理试行办法”．执行六条物

价纪律。

1965年8月，县物价科撤消，并入工商科，科内设物价股，吴豪由物价科调任工商

科付科长．



同年，揭阳县审价工作进入空前高潮，审查面达到100％，审查商品101154种，错

价1304种。

1966年，物价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掀起政治学习高潮。

1967年，根据中央8月20 Et公布“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揭阳县提出六点具体规定，宣布冻结物价。

1969年，邹运凯由县商业局调任县工商科物价股付股长。

1971年，揭阳县物价工作改为隶属县革委会计划组，邹运凯由工商科调至计划组管

物价。

1973jV-，物价工作由隶属计划组转隶属工商科，设物价股。

1974年，对某些不合理的产品价格，依据“蘩本不动，个别调整纾的坂则，凋高8

种农付产品收购价格。

同年，物价工作转隶属县计委，审价工作出现新的高潮。

1975年，重点加强对商品价格审查工作。

1976年，国家水利电力郎公布《f乜热价格》，揭阳县调整了电价。

1977年，全面开展物价检查整顿。同年建立十二个农本凋查点，负☆农作物，E产成

本登记工作。

1978年，着重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硷盘整顿。

1979年，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较人幅度地调整了工农业产品价格。收购(出厂)价格

调高的有1200个品种规格，调低的有146个品种规格，销售价格诃高的有2779个品种规

格，调低的有2211个品种规格。

同年，物价科机构恢复，县计委付主任蔡九龙同志兼任科长，吴豪从曲溪公社调fE付

科长。

1980年4月，县革委为贯彻落实国务院32号文，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建：Z奖惩

制度的试行办法的通知。，10月发出。关于下放部份工农产品价格管理权限的通知靠

11月对议购议销商品的范围实行严格控制，规定51种一、二类日用工业品不准搞议

价。同时批转县供绡社《关于开展扩大基层供销社自主权试行办法的报告》。

1981年11月，根据国家的统一布置，降低了涤棉布价格，平均每公尺降低0．66元，

提高了烟洒价格，平均甲级烟每盒提价O．27元，乙级烟0．08元，丙级烟0．02元，名牌自

洒每市斤提价二元以上．

1982年9月，县物价科改为物价局，作为县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全县物价。同年，国

务院和省政府颁布《物ffr管理暂行条例》，揭阳县开展全面物价大检查。

同年12月，汕头地区行署物价处召开建国以来全区第一次物价先进表彰大会，揭疆

县13名先进代表参加。



1983年i月，揭阳县根据省物价局《关于下放部份小商品价格的通知》，放开了六类

二：百种小商品价格。同期，根据国务院“关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提高纺织品价格

的通知。，揭阳县调整了1146个品种，其中纯棉布120个，化纤布285个，针棉织,绉741个，

降低闹钟，电风扇，解放鞋，电视机，电表各种轻工ifIj费品价格。

7月吴豪同志离休，邹运凯同志提任揭阳县物价局付局长。

8B，国家物价局等单位联合发出《新增物价检查和农产品成本调查人员的通知》，

揭阳县增加编制lO人(全国坛)Jn24．000人)，其中规定社会选调5人，社会招录5人。

1984年5月，县机构改革，邹运凯调离县物价局，吴荣达同志由县文教办调任县物

价局付局长。

7月，孙俊杰同志从县计委调任县物价局付局长。

8月，经县编委批准，县物价检查所成立，股级单位，隶属物价局领导，黄壮强同

志从仙桥供销社调任付所长。

1984年12月，经考核合格，招收五名物价干部。

1985年1月。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揭阳县放开了生猪收购价格，取消派购任务，

曲生产经营者灵活定价。3月，县政府发出《关于大力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

知》，并召开金县二百多人参加的物价大会加强了物价管理工作。

4月，对粮油价格和购销政策进行改革，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居民定盈粮油翕j价

不变，返销粮购销同价。

8月，揭阳县政府批转县物价局、工商局，计盈局《关于在全县主要市场设立民主

尺，秤，物价意见箱的报告》，加强了物价的监督。

11月，揭阳县成立清理整顿三乱办公室，共清理出189个收费项目。同期。国家物

价局颁发《对违反物价纪律实行经济制裁的暂行规定‘修订)的通知》，揭阳县物价检

查工作打开了新的五|j面，全年共处理罚没款12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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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揭阳县位于东径11605"23∥一116。31’3矿，北纬23。22'55∥--23。46’2r之间，东西

相距46．8公里，南北相距35．8公里，总面积1031．15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282，总入口1322205人。

揭阳县为粤东古邑，秦戍五玲而设县，有史二千多年，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素有海

滨邹鲁之称。近年来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工农业生产增长较快，外

贸事业日益发展，经济建设进入新的时期。

物价，统称价钱，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随揭阳县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

经济的逐步发展，物价在在调节生产流通、消费的杠杆越来越明显，本志书记载从。民国

中至ICB5年，揭阳县物价的变化情况，全志书记载的时间跨度55年共5篇14章41节．

主要记述物价机构沿革，币制币值变化与物价的关系，市场物价的交化，主要地方工业

品。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工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调查，成本构成，成本变化情况，商品

差比价等。

全志按五个历史性年段记载，线条清楚，特点突出。

民国时期，城乡市场13益增多，商品品种随之扩大，从而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苗头·

市场牙人，经纪，豆中，米中，油中，猪中，牛中(即安买中介人)出现，主要商品粮，

豆，油，化肥，纱布⋯⋯·等一般由资本家控制价格。投机倒把出台，城市炒盘，档铺，

收找，佣行同期出现。

这一时期市场物价的特点。-至1948年政府无设物价管理机构，市场主要商品一般是

由资本家勾结官商，进行垄断操纵控制，投机炒盘买卖期贷，市场动荡不安，往往出现早晚

时价不同。奸商之间竞争剧烈，随着金融币制变化．高利贷带来严重结果。有的发财致

富，富上加富，有的生意倒垮破产闭门。市场行倩不稳。这个时期的价格趋势是1936年

前较为平稳，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物价波动逐步加剧，由抗战初期的慢涨到抗

日时期的大幅度上涨，再到解放战争前三年的急剧上涨，直到后期发行金元券转八猛烈

狂涨。这是由于半封蠢半殖民地的经济性质以及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没有计j2u商品经济和

计戈|l生产造成结果。建国前由于政府一直无设物价管理机构，故无从详细资料逐一登记，

谨摘各个时期概略而巳．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是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性质，改变了生产资科私有

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1949年11月2日揭阳县贸易总公司进

驻榕城，继而成立揭阳县花纱布公司，土产公司，盐业批发站，粮食公司⋯⋯等从此社

会主义经济日益壮大，国营商业占居市场优势，平抑市场物价的主动权掌握在国营商业

手里，市场波动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和稳定下来。

这个时期的特点t是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和供销社日益加强不断扩大。城乡资本

主义通过对私改造和采用赎卖政策基本消灭。

建国36年来，物价工作始终贯彻“稳定市场，稳定物价。方针。始终贯彻为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商品订价原则坚持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既要考虑国

家积累，和企业利润，又照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出发。主要一类商品订价权一般都由

国家掌握，直至国家下放省、市，县物价部门订价。在不同时期根据合理的商品价值和

产，运，销三方面情况，逐步理顺了很多历史遗留的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从而刺激了

生产的发展和有利于消费。文革期间，由于机构动荡，物价上下基本实行冻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实施，有计

划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价格管理逐步打破了管理形式单一的僵化模式，实行国家定

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等多种价格形式并存，价格管理逐步实现由微观管理转化为

宏观管理，由运用行政手段直接控剐转为运用经济手段间接控制，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越来越显示出来．



揭阳县物价志纲目

第一篇物价机构沿革

第一章物价局t立前的物价机构⋯．．．⋯⋯⋯⋯⋯⋯⋯⋯⋯⋯⋯⋯⋯⋯⋯⋯⋯⋯·

第二童物价局的建I⋯⋯⋯⋯⋯⋯⋯⋯⋯⋯⋯⋯⋯⋯⋯⋯⋯⋯⋯⋯⋯⋯⋯⋯⋯⋯

第一节物价局⋯⋯⋯⋯⋯⋯．．．⋯⋯⋯⋯⋯⋯⋯⋯⋯⋯⋯⋯⋯⋯⋯⋯⋯⋯⋯

第二节物价检查所⋯⋯⋯⋯⋯⋯⋯⋯⋯⋯⋯⋯⋯⋯⋯⋯⋯⋯．．．⋯⋯⋯⋯·

第三节基层物价的队伍⋯⋯⋯⋯⋯⋯⋯⋯⋯m⋯⋯⋯⋯⋯⋯⋯⋯m⋯⋯⋯⋯⋯

第三章物价先进事迹⋯⋯．．．⋯⋯⋯⋯⋯⋯⋯⋯⋯⋯⋯⋯⋯⋯⋯⋯⋯⋯⋯⋯⋯”

第四章物价局的党组织和团组织⋯．．．⋯⋯⋯⋯⋯⋯⋯⋯⋯⋯⋯⋯⋯⋯⋯⋯⋯⋯⋯

第二篇市场物价变化

第一●t目前市场物价⋯⋯⋯⋯⋯⋯⋯⋯⋯⋯⋯⋯．．．⋯⋯⋯．．．⋯⋯一一⋯⋯⋯

第一节 币制及币值变化⋯⋯⋯⋯⋯⋯⋯⋯⋯⋯⋯⋯～⋯⋯⋯⋯⋯～～⋯一

第二节物价动态一⋯一⋯⋯一⋯⋯⋯⋯．．．⋯⋯⋯⋯⋯⋯m⋯⋯⋯⋯·
第二章t目后的市场物价⋯⋯⋯⋯⋯⋯⋯⋯⋯⋯⋯⋯⋯⋯⋯⋯⋯⋯⋯⋯⋯⋯一

第一节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一1952年)⋯m⋯⋯⋯⋯⋯．．．⋯⋯⋯⋯一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一1957年)⋯⋯⋯⋯⋯⋯⋯⋯⋯⋯⋯

第二节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8年一1965年)⋯⋯m⋯⋯⋯⋯¨

第三节文革时期(1966年一1976年)⋯⋯一⋯m⋯⋯⋯⋯⋯⋯⋯⋯⋯⋯⋯

第四节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1976年一1979年)⋯⋯．．．⋯⋯”⋯⋯⋯⋯⋯
第五节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时期(】980年一1985年)一⋯⋯⋯⋯⋯一⋯⋯⋯⋯

第三一主耍农产品的价格变化⋯⋯⋯⋯⋯．．．⋯⋯⋯⋯⋯．．．⋯⋯⋯⋯⋯⋯⋯m⋯⋯¨

第一节粮食价格⋯m⋯⋯．．．⋯⋯⋯⋯⋯⋯⋯⋯．．．一⋯⋯⋯⋯⋯⋯⋯⋯⋯⋯⋯⋯一

第二节农付品价格⋯⋯⋯⋯⋯⋯⋯一⋯⋯⋯一⋯⋯⋯⋯⋯．．．⋯⋯⋯⋯⋯一⋯⋯一

第三节林木产品价格．．．⋯⋯⋯⋯⋯⋯⋯⋯⋯⋯m⋯⋯⋯⋯⋯⋯⋯⋯⋯⋯．．．”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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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

( 5

( 5

(6

( 6

(13)

(13)

(14)

(18>

(18>

(18)

(19)

(22>

(24)

(25)

(26)

(30)

(30)

(3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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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地产中药材价格⋯⋯⋯⋯⋯⋯⋯⋯⋯⋯⋯⋯⋯⋯⋯⋯⋯⋯⋯⋯⋯(43)_
第四章主要地工产品价格的变化⋯⋯⋯⋯⋯⋯⋯⋯⋯⋯⋯⋯⋯⋯⋯⋯⋯⋯⋯(45)．

第一节火柴价格⋯⋯⋯⋯⋯⋯⋯⋯⋯⋯⋯⋯⋯⋯⋯⋯⋯⋯⋯⋯⋯⋯⋯⋯．．．．(46)

第二节食糖价格⋯⋯⋯⋯⋯⋯⋯⋯⋯⋯⋯⋯⋯⋯⋯⋯⋯⋯⋯⋯⋯⋯⋯⋯⋯(4"／)

第三节手表价格．⋯⋯⋯⋯⋯⋯⋯⋯⋯⋯⋯⋯⋯⋯⋯⋯⋯⋯⋯⋯⋯⋯⋯⋯·(47)

第四节诲油，味椅价格⋯⋯⋯⋯⋯⋯⋯⋯⋯⋯⋯⋯⋯⋯⋯⋯⋯⋯⋯⋯⋯(49)

第五节 洒、啤洒价格⋯⋯⋯⋯⋯⋯⋯⋯⋯⋯”⋯⋯⋯⋯⋯⋯⋯⋯⋯⋯⋯⋯(50)·

第六节 巾小农具价格⋯⋯⋯⋯⋯⋯⋯⋯⋯⋯⋯⋯⋯⋯⋯⋯⋯⋯⋯⋯⋯⋯⋯·(51)

一、保价政策⋯⋯⋯⋯⋯⋯⋯⋯⋯⋯⋯⋯⋯⋯⋯⋯⋯⋯⋯⋯⋯⋯⋯⋯⋯·(52)

二、政策性补贴⋯⋯⋯⋯⋯⋯⋯⋯⋯⋯⋯⋯⋯⋯⋯⋯⋯⋯⋯⋯⋯⋯⋯⋯(52)

三、保价农具厂、销价格⋯⋯⋯⋯⋯⋯⋯⋯⋯⋯⋯⋯⋯⋯⋯⋯⋯⋯⋯⋯(53)

第五章非商品收费的变化⋯⋯⋯⋯⋯⋯⋯⋯⋯⋯．．．⋯⋯⋯⋯⋯⋯⋯⋯⋯⋯⋯·(62)

第一节陆上客．货运收费⋯⋯⋯⋯⋯⋯⋯⋯⋯⋯⋯⋯⋯⋯⋯⋯⋯⋯⋯⋯”(62)

第二节水上客、货运收费⋯⋯⋯⋯⋯⋯⋯⋯⋯⋯⋯⋯⋯⋯⋯⋯⋯⋯⋯⋯(67)

一、货运运价⋯⋯⋯⋯⋯⋯⋯⋯⋯⋯⋯⋯⋯⋯⋯⋯⋯⋯⋯⋯⋯⋯⋯⋯⋯·(67)

二，客运运价⋯⋯⋯⋯⋯⋯⋯⋯⋯⋯⋯⋯⋯⋯⋯⋯⋯⋯⋯⋯⋯⋯⋯⋯⋯("／1)

第三节搬运装卸收费⋯“一⋯⋯⋯⋯⋯⋯⋯⋯．．．⋯⋯⋯⋯⋯⋯⋯⋯⋯⋯⋯．．．·(72)

第四节房租水I乜收费⋯⋯⋯⋯⋯⋯⋯⋯⋯⋯⋯⋯⋯⋯⋯⋯⋯⋯⋯⋯⋯⋯⋯～(74)

一，，房 租⋯⋯”．．．⋯⋯⋯⋯⋯⋯⋯⋯⋯⋯⋯⋯⋯⋯．．．⋯⋯⋯⋯⋯⋯⋯⋯⋯⋯⋯⋯⋯⋯·("／4)

二，水 费⋯．-．⋯⋯⋯⋯⋯⋯⋯⋯⋯⋯⋯⋯⋯⋯⋯⋯⋯⋯⋯⋯⋯⋯⋯一·(了6)

三、}乜 移r⋯⋯⋯⋯⋯⋯⋯⋯⋯⋯⋯⋯⋯⋯⋯⋯⋯·⋯⋯⋯⋯⋯⋯⋯⋯⋯⋯⋯⋯一⋯··一(76)．

第五节 医疗收费⋯⋯⋯⋯⋯⋯⋯⋯⋯⋯⋯⋯⋯⋯⋯⋯⋯⋯⋯⋯⋯⋯⋯⋯～(78)

第六节理发，照相收费、演H；电影票价⋯⋯～⋯⋯⋯⋯⋯⋯⋯⋯⋯⋯⋯(80)

——，理发工价0000 000010一⋯⋯⋯⋯⋯⋯⋯⋯⋯⋯⋯⋯⋯⋯⋯⋯⋯一⋯⋯⋯⋯⋯⋯⋯⋯·(80)

二、照相收费⋯⋯”⋯⋯⋯⋯⋯⋯⋯⋯⋯⋯⋯⋯⋯⋯⋯⋯⋯一⋯⋯⋯⋯⋯⋯⋯⋯⋯·<81)

三、演出电影票价⋯⋯⋯⋯⋯⋯⋯⋯⋯⋯⋯⋯．．．⋯⋯⋯．．．⋯⋯⋯⋯⋯⋯⋯～‘82)

第六t 薹 比价⋯⋯⋯⋯⋯⋯⋯⋯⋯⋯⋯⋯⋯⋯⋯⋯⋯⋯⋯⋯⋯⋯⋯⋯⋯⋯‘83)

第一节工业品城乡差价⋯⋯⋯⋯⋯⋯⋯⋯⋯⋯⋯⋯⋯～⋯⋯一⋯⋯⋯·一‘83>
一，多；．片定价⋯⋯⋯⋯⋯⋯⋯⋯⋯⋯⋯⋯⋯⋯⋯⋯⋯⋯⋯⋯⋯⋯⋯⋯⋯⋯⋯⋯⋯一(≤14)
二，城乡一价⋯⋯一⋯⋯⋯⋯⋯⋯⋯⋯⋯⋯⋯⋯⋯⋯⋯⋯⋯⋯⋯⋯⋯一·一—-⋯··一<84>

第二节农产品城乡差价⋯⋯⋯⋯⋯⋯⋯⋯⋯⋯⋯⋯⋯⋯⋯⋯⋯⋯⋯⋯⋯(85)

第三节 主要工农产品比价⋯⋯⋯⋯⋯⋯⋯⋯⋯⋯⋯⋯一⋯⋯⋯⋯～<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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筇四节稻谷与其他作物比价⋯⋯⋯⋯⋯⋯⋯⋯⋯⋯⋯⋯⋯⋯⋯⋯⋯．．．⋯·(94)

： 第三篇生产成本调查

第一章农产品生产成本⋯⋯⋯⋯⋯⋯⋯⋯⋯．．．⋯⋯⋯⋯⋯⋯⋯⋯⋯⋯⋯⋯．．．⋯”

第一：{了 概 述⋯⋯⋯⋯⋯⋯⋯⋯⋯⋯⋯⋯⋯⋯⋯⋯⋯⋯⋯⋯⋯⋯⋯⋯

第二节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变化⋯⋯⋯⋯⋯⋯⋯⋯⋯⋯⋯⋯⋯⋯⋯⋯⋯

第二童工业品生产成本⋯⋯⋯⋯⋯⋯⋯⋯⋯⋯⋯⋯⋯⋯⋯⋯⋯⋯⋯⋯⋯⋯⋯”

第一节 白砂糖生产成本⋯⋯⋯⋯⋯⋯⋯⋯⋯⋯⋯⋯⋯⋯⋯⋯⋯⋯⋯⋯⋯

第二节火柴生产成本⋯⋯⋯⋯⋯⋯⋯⋯⋯⋯⋯⋯⋯⋯⋯⋯⋯⋯⋯⋯⋯⋯

第三节手表生产成本⋯⋯⋯⋯⋯⋯⋯⋯⋯⋯⋯⋯⋯⋯⋯⋯⋯⋯⋯⋯⋯⋯

第四节凿油、味精生产成本⋯⋯⋯⋯⋯⋯⋯⋯⋯⋯⋯⋯⋯⋯⋯⋯⋯⋯⋯⋯

一、凿汕的生产成本⋯⋯⋯⋯⋯⋯⋯⋯⋯⋯⋯⋯⋯⋯⋯⋯⋯⋯⋯⋯⋯⋯

二、味精的生产成本⋯⋯⋯⋯⋯⋯⋯⋯⋯⋯⋯⋯⋯⋯⋯⋯⋯⋯⋯⋯⋯⋯

第五耵 洒、啤ii}Ii的生产成本⋯⋯⋯⋯⋯⋯⋯⋯⋯⋯⋯⋯⋯⋯⋯⋯⋯⋯⋯

一、洒类，E产成本⋯⋯⋯⋯⋯⋯⋯⋯⋯⋯⋯⋯⋯⋯⋯⋯⋯⋯⋯⋯⋯⋯⋯”

二，啤洒，j!产成本⋯⋯⋯⋯⋯⋯⋯⋯⋯⋯⋯⋯⋯⋯⋯⋯⋯⋯⋯⋯⋯⋯⋯

第四篇物价管理检查

第一章物价管理⋯⋯⋯⋯⋯⋯⋯⋯⋯⋯⋯⋯⋯⋯⋯⋯⋯⋯⋯⋯⋯⋯⋯⋯⋯⋯

第一节物价管理原灿⋯⋯⋯⋯⋯⋯⋯⋯⋯⋯⋯⋯⋯⋯⋯⋯⋯⋯⋯⋯⋯⋯

第二节物价管理制度⋯⋯⋯⋯⋯⋯⋯⋯⋯⋯⋯⋯⋯⋯⋯⋯⋯⋯⋯⋯⋯⋯“

一、商品价格登记制度⋯⋯⋯⋯⋯⋯⋯⋯⋯⋯⋯⋯⋯一⋯⋯⋯⋯⋯⋯⋯⋯

二、商品价格凋整制度⋯⋯⋯⋯⋯⋯⋯⋯⋯⋯⋯⋯⋯⋯⋯⋯⋯⋯⋯⋯⋯

三，调订商品价格前的保密制度⋯⋯⋯⋯⋯⋯⋯⋯⋯⋯⋯⋯⋯⋯．．．⋯⋯”

四，明码标签制度⋯⋯⋯⋯⋯⋯⋯⋯⋯⋯⋯⋯⋯⋯⋯⋯⋯⋯⋯⋯⋯⋯⋯

五、商品削价处理制度⋯⋯⋯⋯⋯⋯⋯⋯⋯⋯⋯⋯⋯⋯⋯⋯⋯⋯⋯⋯⋯

六：审价制度⋯⋯⋯⋯⋯⋯⋯⋯⋯⋯⋯⋯⋯⋯⋯⋯⋯⋯⋯⋯⋯⋯⋯⋯⋯

七、物价统计制度⋯⋯⋯⋯⋯⋯⋯⋯⋯⋯⋯．．．⋯⋯⋯⋯⋯⋯⋯⋯⋯⋯⋯⋯

八、物价纪律和奖惩制度⋯⋯⋯⋯⋯⋯⋯⋯．．．⋯⋯⋯⋯⋯⋯⋯⋯⋯⋯⋯”

第二章物价监督检童⋯⋯⋯⋯⋯⋯⋯⋯⋯⋯⋯⋯⋯⋯⋯⋯⋯⋯⋯⋯⋯⋯⋯⋯”

第一节物价监督⋯⋯⋯⋯⋯⋯⋯⋯⋯⋯⋯⋯⋯⋯⋯⋯⋯⋯⋯⋯⋯⋯⋯⋯⋯

第二节物价枪办⋯．．．⋯⋯⋯⋯⋯⋯⋯⋯⋯⋯⋯⋯⋯⋯⋯⋯⋯⋯⋯⋯⋯⋯⋯

(101)’

(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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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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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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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附录资料

一、重要文件辑存⋯⋯⋯⋯⋯⋯⋯⋯⋯⋯⋯⋯⋯⋯⋯⋯一⋯⋯⋯⋯一-一⋯⋯⋯(149)．

二．后 记⋯⋯⋯·⋯⋯⋯⋯⋯⋯⋯·⋯··⋯⋯⋯⋯⋯⋯⋯·⋯⋯·⋯··⋯·⋯⋯””··⋯·”··“(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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