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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巳然。当代我国政局稳定，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修志更是必行盛事。

目前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发展商品经济，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物价工作如何适应

新时期的要求，如何改革我们现行物价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回答的。

它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价格的现状，还要总结过去，特别是建国以来当代价格管理方面成功经

验和失败教训。因此，对物价史料进行系统分析和整理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编

修《汉阳县物价志》就是总结既往，鉴戒未来。通过对本县物价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探

索商品价格运动的规律，用事实反映本县物价变动的历史和现状，为改革现行物价管理体制

和价格体系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可靠依据，以便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在发展商品经济中

的极积作用。

《汉阳县物价志))在编修过程中本着严肃认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整理和积累了翔
、、

实，可靠的物价史料，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面目。自1875年(光绪元年)起，记叙了百余年

物价史实，个别价格追溯更远。特别是建国后从1950年到1986年系统全面地搜集整理了一套

工农业商品价格表，编制了三套物价指数，计算了各种工农业商品比价，这些资料在一定程

度上能起到“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从中可看出建国后三十七年来，本县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领导下，农副产品收购价烙大幅度提高，日用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工农业商品剪

刀差价逐步缩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厚启才

一九八七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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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编修原则，((汉阳县物价志》(以下简称本志)在编修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编修方法。本志实行首先分类，类里分期，物以类从，横排直叙的方法。

三、上限下断。本志限于1875年，下断到1986年，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和商品价格源远

流长的特点，对个别价格(粮食)追溯到1697年。

四、公元纪年。本志从头到来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用括号注明朝代及帝王年号

(年代接近或连续用同一年代未注)。

五、资料来源。一查(档案)二清(现有资料)三提(有关单位人员提供新资料)四询

(询问口碑)五借鉴(县内有关单位历史价格资料)。从省、市、县三级档案馆五百卷历史

档案，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下简称建国前)价格史料，从县档隶馆当代五百卷文

书档案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价格资料，外加物价局积累的历史资

料，有关局、社，公司、工厂提供的价格表册以及有关人员提供的口碑资料。总共搜集

约150万字。此外还参考对照了本县部分新、旧志书和《湖北近代贸易史料》中的相关资料。

六、币制单位。清朝时期，一般以银两为单位。民国时期，1912年开始以银元为单位，

1935年起以法币为单位，出口商品价格以关平两为单位，1948年8月起以金元券为单位。建

国后一律以人民币为单位。1955年3月以前的旧人民币已折合成新人民币。

七、商品名称。一般以建国后有代表性的商品规格名称为准。为要保持商品价格的可比

性，建国前采用近似建围后的商品规格。例如肥皂建国后采用红山肥皂，建国前采用青龙肥

皂。

八、价格排列。为便于考察f喜项商品价格指数的肷据，附录农哥4产品、生活费用．生产

资料，建筑材料价格丧，在各小类中一律先排指数采价商品，然J舀及其它(见202—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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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清朝前期，本县物价基本稳定，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至1733年(雍正十一年)，每

石(合150市斤)米麦价格一直稳定在5钱4分至5钱7分银子之间。清朝末年，大米价格

每石已涨到2两银子以上。

民国初期物价稳中有升，比清末上升20％左右，1930年(民国十九年)军-1936年(以下

简称为抗战前)稳中有降，农产品收购价格约下降30％，消费品零售价格约下降12％。

日本侵略军侵占本县期间，县内消费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以1939年为基期，1940年上涨

80％，1941年上涨4倍，1942年上涨lO倍，1943年上涨24倍。

日军投降后，(1948年7月发行金元券前夕)，物价总水平超过1937年上半年价格近

160万倍。1949年4月上半月又超过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元券限价日)价格近7万倍。

建国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统一财政经济、调整私营工商业等指

示精神，严格控制财政收支，通过国营、供销商业掌握商品货源，打击投机倒把、哄抬物价

的非法活动，迅速扭转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萎缩、通货膨胀的局面，使各种物价很快平

稳下来。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下简称。一五，，时期)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本县

正确制定和合理调整价格，加强调查研究，缩小工农产品比价(亦称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严格执行粮食、油脂(料)、棉花、棉纱，布匹等统购统销价格，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价格体

系。

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下简称4二五"计划及经济调整时期)，本县

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管理，严格了物价分管权限，坚决稳定占职工生活60％以上的十八类商品

价格，有计划地实行了少数高价商品，回笼了大量货币。同时合理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收购

价格。

。文化大革命，，期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规定，十年间本县对日用消费品价格实行基

本冻结，稳定了市场物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县对物价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进行了改革，由单纯以计划

经济为主的价格体系改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并存的价格体系，大

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合理调整了部分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整顿了非商

品收费标准，．价格既不反映价值又不反映供求的状况有了改变，被扭曲了的价格开始理顺，

· l ·



进一步缩小了工农产品剪刀差。

建国三十七年来，农产品收购价格不断提高。以1950为基期，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1952年为106．40，1957年为128．25，1961年为188．05，1962年为187．90，1970年为193．69，

1979年为250．69，1983年为291．79，1986年为349．OO。

建国以来，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亦有所提高，但比起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要小得多，

以1950年为基期，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1952年为104．18，1957年为115．87，1962年为

132．34，1963年为131．87，1970年为130．71，1979年为137．43，1983年为147．65，1986年为

168．17。

指数表明，1986年农产品价格总水平比1950年上升2．49瞄，建罔三十七年，农产品收购

价格提高幅度很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高幅度更大，1979---'1986年八年平

均递升16．5％，比1951年至1976年二十六年平均升幅4％加速3．1倍。

指数同时表明，建圈后，零售物价基本稳定。三十七年米，在商品零{‘澎r侬方面，国家

总是力求基本稳定，以保证人民生活随着居民货币收入J；f'}加丽提高，刚家{乇蚓对企业经营民

j}j食盐、煤炭的亏损实行财政补贴。1961年大幅度提商粮油收购价格，为安定人民生活销售

价格未动，开始出现粮汕销价低于收价的倒挂问题，酉斤大米倒挂两元多。从此，国家拿出

更多资金用于政策补贴。1979年以来补贴数额更大。一方面，由于肉、禽、蛋等副食品销售价

格提高，每月给职工副台品价格补贴5元；另一方面对企业经营炭、莱、油、盐的亏损实行补

贴。1979年以来，国家向城市居民每供应一斤粮食，要补贴一角钱，每供应一斤食油，要补

贴八角钱左右。由于国家采取价格补贴及其他有力措施，三十七年来，本县零售物价平均每

年上升1．9％，同建国前物价成万上亿倍增长的情景相比，百分之一点九的递升幅度是不大

的，建国后的零售物价是基本稳定的。

农产品收价升幅很大，工业品销价基本稳定，形成工农业商品剪刀差缩小，1986年比1950

年缩dx60，65％，功在国家，利在农民。1986年农民用1950年同质同量的农产品可以换得比

1950年多60．65％的同质同量的工业品，

在农民喜增收益的同时，城镇职工生活也是提高的。城镇职工工资1979"--'1986年六年平

均比1978年提高lO％左右，而同一时期零售价格指数只升4．03％(如含议市价因素，稍大于

此数)。两相对比，工资增幅超过消费值涨幅，居民消费生活水平相应提高。

·2·



汉阳县农产品、工业品、职工生活费用

三种价格各总指数



P独1950年价格为i00

＼％。 农产品收购牌价 工业品零售牌价 全社会职工生活费用牌价

牵劈＼ 总指数 总指数 总 指 数
＼

1951 104．82 100．33 105．16

1952 106．40 99．44 104．18

1953 117．26 99．71 104．49

1954 121．03 104．99 108．73

1955 120．55 105．73 109．68

1956 127．27 106．27 ii0．89

1957 129．25 110．03 115．87

1958 135．36 110．05 116．48

1959 140．11 110．71 117．08

1960 159．48 113．12 124．61

1961 188．05 115．83 130．26

1962 187．90 122．65 132．34

1963 187．82 122．32 131．87

1964 187．61 120．02 130．42

1965 188．65 119．86 132．48

1966 193．31 117．84 132．43

1967 193．31 117．16 130．95

1968 193．69 117．83 130．95

1969 193．69 117．70 130．71

1970 193．69 117．66 130．71

1971 198．42 117．51 130．71

1972 202．74 118．28 131．68

1973 202．97 118．30 1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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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弋毒 农产品收购牌价 工业品零售牌价 全社会职工生活费用牌价

牵 劣＼ 总指数 总指 数 总 指 数
＼

1974 202．97 118．30 135．12

1975 202．97 118．44 135．26

1976 202．97 118．46 135．21

1977 209．9l 119．05 135．84

1978 216．74 120．67 135．90

1979 250．69 123．13 137．43

1980 260．64 123．13 143．43

1981 262．93 126．25 144．44

1982 263．10 129．95 145．03

1983 291．79 132．72 147．65

1984 322．97 134．76 151．43

1985 341．43 137．43 163．26

1986 349．00 134．43 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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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县商品价格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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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农产品收购价格

第一节建国前农产品收购价格

清朝前期，本县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

米麦值银5钱7分，1708年值银5钱4分，

年值银5钱6分，1733年值银5钱8分。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每石(折合150市斤)

1710--1729年(雍正七年)值银5钱5分，1732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本县农产品收购价格开始趋向不稳。粮价不断上涨。1875年(光

绪元年)中等大米每石价格值银2两，此后几年涨到2两6钱。棉花价格亦有波动。1901""

1902年，每担棉花平均价格为16两，1903,-,-,1904年上升为18两，1905N1906年下落为15．5两。

此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日甚，外国洋行日增，本县农产品价格受外商影响日重。

1912年(民国元年)美孚、德士古和亚细亚均在汉阳城区设立洋行，并在蔡甸镇建立

口正太"、“福记”，“陈万太’’经销店，同年，日本旭华洋行也开始在蔡甸镇活动，与“方

太茂"， “永大刀两家商店建立业务关系，收购棉花。

1914年欧战发生后，英德帝国主义在汉投资减少，日本军国主义乃乘虚而入，加紧收购

棉，粮、土产。1921年日本吉田，武林，日信三洋行分别与蔡甸镇商人翁德里、陈同源、钟

义记挂钩，设庄收购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产品，控制本县市场价格，导致物价上涨，1912,一

1920年本县大米价格每担为6元，黄豆为2．14元，1921"-'1925年，大米为7元、黄豆为2．49

元，1926---,1929年大米为7．55元，黄豆为3．79元。蛋价随粮价上涨，光绪十年间每千枚鲜鸡蛋约

合制钱四串以下，到民图初年涨至15元(银元)，棉花由于德国输入较多，同华棉竞销，价格一

度下挫，1919年每担皮棉价格40元，1921年降为37．6元，1925-'-'1926年再挫为32．56元。

清末民初，本县盛产茨仁，菱仁、橙桔，烟麻、草籽、油橄榄等，产中药材达140余种·

这些产品由于私商压级压价，甚或无市无价，自生自灭，无从发展。

抗战前，本县农产品价格稳中有落，因销路阻滞，小杂粮价格下落甚猛。例如芝麻，黄

豆与小麦三种价格，1932年以后，其逐渐下降速度为过去六十年所罕见。PAl930年为基期，粮

食、食品、棉花等类价格总指数，1932年为93．47，1933年为85．75，1934年为79．90，1935年

为74．55，1936年为91．85。

1930年本县中等大米每担价格为8．9元，1931年下降为7．81元，1932年为7．32元，1933年

为4．99元，1934年为5．41元，1935年为6．75元，1936年为6．32元。其他粮食价格趋势与大米基

本一致，中等小麦1930年每担价格为5．96元，1931年下降为5．26元，1932年降为4．56元，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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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价格最低为3．65元。中等黄百价格1930为5．44元，1931年为5．66元，1932年为4．97元，193

3年为3．56元，1934年为2．82元。中等包谷1930年为4．78元，1931年为4．13元，1932年为3．48

元，1933年为2．92元，1934年为2．92元．

抗战前，1931年因大水，油料减产价高，此后价格趋降。中等芝麻每担价格1931年为14．5

元，1932年为11．4元，1933年为7．74元，1934年为5．67元，1935年为6．61元，油菜籽1931年

为6．8元，1932年为8．3元，1933年为6．27元、1934年为3．6元，1935年为3．87元，棉籽1931年

为3．64元，1932年为2．59元，1933年为1．77元，1934年为1．73元，1935年为2．13元。

抗战前棉花价格受压。日商三井，三菱、东棉、日信洋行在汉阳城和蔡句，黄陵、侏

儒、新沟等大中集镇设立收购棉庄，有堆栈三十七处，他们与私营花行勾结，压级压价，花
●

价看好，先买后报I花价看跌，先报后买，然后在成交价格之外，另行加价，由花行代为开

票，向洋行报帐。这种浮报的暗语叫“插旗"。1933年国民政府向美国进行棉麦借款，美国

借机倾销美棉，使华棉价格惨跌。1930年本县每担中等皮棉价格为38．13元，1932年降为32．

23元，1934年降为31．09元，1935年降为30．57元。

本县历史上盛产鲭、鲤、鳊、鲫等鱼。抗战前鲜鱼，批发业务主要经过代理牙行。价格

变化以供求情况为转移。一般水平是斤鱼斤肉，即鱼价跟肉价走。鲜鱼出产量的大小常以上

年水势大小为转移。1929年天旱，1930年鱼少，当年鱼价为战前最高年。1931年为大水年，

1932年为鱼价最低年。抗战前鲜鲤鱼、鲭鱼、鳊鱼，鲫鱼批发同价，百斤鱼价1930年为

16．72元，1931年为10．38元，1932年为4．04元，1933年为5．33元，1934年为7．14元，1935年

为8．94元，1936年为9．23元。

抗战前，本县盛产家禽，1936年，全县产鸡140．000只，产鸭10．000只。本县素为汉口

鸡鸭主要货源地之一。1933年有鸡鸭商号2户。活鸭运到汉口，早晚市价不同，俏升滞跌，

彳日数变，毛鸡的批发价格略低于一斤肉价，活鸭价格一般为4—5角一只，仔鸭2角一

只，贱时一元钞票可买七，八只、对买方是先货后款，现款结付卖方。行方只收卖客佣金，

通常每只2分到3分，平扯结付客人货款94％至95％左右。

抗战前，汉口蛋行在本县蔡甸没有蛋庄，1930年本县鸡蛋价格每千枚21．D4元。1933年汉

口同和公司垄断蛋行，迎合美商，每千枚蛋压价到14．9D元。1934年美国控制国际蛋品市场，

迫使本县蛋价跌倒11．13元。1936年本县蛋品市场转畅，价格回升到15．39元。

此外牛皮、猪鬃亦为本县特产，历史上本县即为汉口输入牛皮、猪鬃重要基地之一。抗

战前每担黄牛皮价值银50两左右，水牛皮值银20两左右。每箱猪鬃值银600元左右。

本县沦陷期间，农产品价格全被日军茔断。1939年日军军部规定棉花，布匹，油料、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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