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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武迪生题词

该《人氏兽绣表》殖怨

生活包容着一切。

“人民生活志》是沈阳人民生活史的总体概括。它蕴含着干

百万人民的奋斗历程，不乏胜利的喜悦、坎坷后的奋起，也有消

沉和畸形的悲哀。

回顾生活的历程就是要有所感悟，有所启迪。正确总结过往

利于人们确定现在和未来的方位，使生活趋于完美，一切对历史

的思考，一切现时的努力，既是为了现在，更霍要的是创建光辉

的未来。

社会生活的总体质量，归根结底取决于全民族人民的素质和

有效的社会组合质量。人人都在生活。而社会在发展中又鉴定着

每一个人的生存价值，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LLl，会生活和善于选

择生活的命题时刻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但愿人人都能真正懂得

生活的真谛，直而人生，悦对大干世界。时刻要警惕歧路的诱

惑，时刻聆听光明的召唤。

热爱生活是能够有意义生活的基石，永远尊重他人是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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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支持点。热爱人民、热爱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建

设高度文明的永恒基调。

个人亦或社会总体生活，经常会出现一些偏误，因为社会是

复杂的，人的认识部有局限性，出现偏误／{i身并不可十自，可怕的

是不能自觉地不断校正它，--i订ti再、再而三的犯重复性的错误。

生活离不开奋斗，奋斗意味着可能成功，生活的价值寓于创

造和奋斗的过程，而不仅仪足结果。生活小畅时不可’(馁，一一帆

风顺时要注意增添理性的含鼠。永远生活在进取创造过程中的人

是幸福的，创建适于人入发挥才能的环境是≯卜会成员的一·项高尚

的历史使命，又是更高甚次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

生活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不懈地去追求那理想的目标，

但理想都是相对的、渐进的，永远不存在不劳而获的天囝。立足

现实、直断，j、生、团结奋进，社会主义巾同才有希望，巾华民族

才有希望，这是每个人的正确选择。

我们的子孙将看着我们，未来将审视我们，让我们一·道来谱

写这一代(也是很关键的一代)奋进与创造的乐章吧!向未来交

一份合格的生活的答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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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目

人们的生活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

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准确真实的生活史料，对于研究历史、借

鉴经验、规划当前、予测未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沈阳人民生活志》的

编撰出版，正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

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充分地体现了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

《沈阳人民生活志》以准确真实的大量数据，记述了沈阳人

民在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活实况，反映了新

旧社会的差别，从而雄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从

这点意义上说，这本生活志，不仅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本教材。

从居民的收入，支出到物质消费和文艺生活，从受教育程度

到社会福利，从居住条件到健康水平和生活环境，这样比较全

面、系统地撰写生活志，在沈阳的志书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

编撰者的一次大胆尝试。正因为是第一次，是尝试，它还不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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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不足和幼稚，但这正如初学走路的孩子迈出的第一步，人

们看了会感到可喜可爱，会给予鼓励与扶持，而不是指责和挑剔。

可以予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的实现，沈阳人

民的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也还将有记述沈阳人民生活状况的新

的史志出现。愿这本生活志成为全面记述沈阳人民生活史志的

东风第一枝，引来万紫千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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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根据市委、市政府1983年3月16日《关于编纂沈阳地方志的

通知》精神，我们从1984年开始进行《沈阳人民生活志》的资料

搜集工作，1986年动笔，1988年完成初稿。经市地方志编篡办公

室和沈阳人民生活志编委会多次审阅，最后定稿。

编辑这部志书的目的在于提供历史借鉴，为全市地方志填补

空白，为后人留存史料，同时以充实的内容反映新旧社会人民生

活的本质区别，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提供资料。

本志书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详今略古，突出当代"的

原则，采用经鉴别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资料，力求全面系统

地记述本世纪以来特别自1931年东北沦陷以来沈阳城乡人民生活

的变化。重点记述建国40年来人民生活变化情况，并着重反映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的提高状况及变化特点。

本志书采用条目式结构，以事物的同一性分设条目，按城市

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分别记述。共分概述、收入水平、支出

水平，结余和储蓄、物资消费、居住条件、社会福利、受教育程

度、文化生活，健康状况、生活环境等十一个条目。以时间为

序，记述其历史变化与现状。在文体上以记述为主，并适当兼用

了志、表、记等各种体裁。

本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沈阳市区及所属新民，辽中两

县。行文中的全市包括市区和市属县，市区包括和平、铁西、皇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姑、沈河、大东和于洪、东陵、新城子、苏家屯等九个区。

记述时间上限为1931年，下限为1988年，有些内容适当上溯或下

延。

历史纪年使用公元，个别重要资料于公元年份后的括号内注

明历史朝代年号。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按国务院1984年3

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个

别涉及历史上惯用的计量单位，则在文中加以注明折合率。书中

所用数字除个别按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均用阿拉伯数字。

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市统计局和城市、农村社会经济

调查队的历年城乡居民生活抽样调查和其他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在编志过程中，曾查阅了省、市档案馆，省、市图书馆和吉林

省、长春市图书馆的有关历史资料。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了

考证，去伪存真，除其糟粕，取其精华。在行文中引用建国前的

资料，均注明出处。凡引用建国后城乡居民生活抽样调查资料，

一般不注明出处。但引用市统计局的其他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均有

注明。有两项资料的计算问题需要说明：一、沈阳市于1956年才

开始进行城乡居民生活抽样调查工作的，文中引用的1949年和

1952年的居民收入，支出水平数字是利用市统计局的商业、农业

等有关统计资料计算的。二、城乡居民收入与支出水平剔除物价

因素是以两个时期对比的发展速度除以同时期物价指数计算的。

其中，城市居民用职工生活费价格指数计算，农村居民用消费品

零售价格指数计算。例如：1988年城市居民生活费支出为1 268

元，与1949年的145元相比，发展速度为874％(即增长7．7倍)，

而同时期职工生活费价格指数为300．5％(即物价上涨2倍)，剔

除物价因素的计算为874％÷300．5％=291％(即实际消费水平

提高1．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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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后附有行文中的插表目录，请广为和

((沈阳人民生活志》编委会

一九九O年二月

一3一



目 录

序 言⋯⋯⋯⋯⋯⋯⋯⋯⋯⋯⋯⋯⋯⋯⋯⋯⋯⋯：一张瑞昌

编辑说明

概 述⋯⋯⋯⋯⋯⋯⋯⋯⋯⋯⋯⋯⋯⋯⋯⋯⋯⋯⋯⋯⋯l

收入水平

城市居民经济收入⋯⋯⋯⋯⋯⋯⋯⋯⋯-一⋯⋯⋯⋯⋯⋯12

建国前城市居民收入水平⋯”．．．⋯⋯⋯⋯⋯⋯⋯⋯⋯·12

建国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15

职工工资变化⋯⋯⋯⋯⋯⋯⋯⋯⋯⋯⋯⋯⋯；j⋯⋯·15

居民收入水平⋯⋯⋯⋯⋯⋯⋯⋯⋯⋯⋯⋯⋯：?⋯⋯t20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2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_⋯⋯31

支出水平

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水平⋯⋯⋯⋯⋯⋯⋯⋯⋯⋯⋯⋯⋯⋯33

城市居民消费结构⋯⋯⋯⋯⋯⋯⋯⋯⋯⋯⋯⋯⋯⋯⋯⋯40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43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47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18

结余和储蓄 一

结余综述⋯⋯⋯⋯⋯⋯⋯⋯⋯⋯⋯⋯⋯⋯⋯⋯⋯⋯⋯⋯50

储蓄存款⋯⋯⋯⋯⋯⋯⋯⋯⋯⋯⋯⋯⋯⋯⋯⋯⋯⋯⋯⋯52

手存现金⋯⋯⋯一，．．⋯⋯⋯⋯⋯⋯⋯⋯⋯⋯⋯⋯⋯⋯⋯·58

物资消费
。

食品消费⋯⋯⋯⋯⋯⋯⋯⋯⋯⋯⋯⋯⋯⋯⋯⋯⋯．．．⋯⋯6I

一1一



城市居民食品消费水平⋯⋯⋯⋯⋯⋯⋯⋯⋯⋯⋯⋯⋯6l

城市居民食品消费结构⋯⋯⋯⋯⋯⋯⋯⋯⋯⋯⋯⋯⋯68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水平⋯⋯⋯⋯⋯⋯⋯⋯⋯⋯⋯⋯⋯71．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01．0-14⋯⋯⋯⋯74

衣着消费⋯⋯⋯⋯⋯⋯⋯⋯⋯⋯⋯⋯⋯⋯⋯⋯⋯⋯⋯⋯7r6

城市居民衣着消费⋯⋯⋯⋯⋯⋯⋯⋯⋯⋯⋯⋯⋯⋯⋯76

农村居民衣着消费⋯⋯⋯⋯⋯⋯⋯⋯⋯⋯⋯⋯⋯⋯⋯80

日用消费⋯⋯⋯⋯⋯⋯⋯⋯⋯⋯⋯⋯⋯⋯⋯⋯⋯⋯⋯⋯83

城市居民日用消费水平⋯⋯⋯⋯⋯⋯⋯⋯⋯⋯⋯⋯⋯8S

城市居民日用消费结构⋯⋯⋯⋯⋯⋯⋯⋯⋯⋯⋯⋯⋯86

农村居民日用消费水平⋯⋯⋯⋯⋯⋯⋯⋯⋯⋯⋯⋯⋯88

农村居民日用消费结构⋯⋯⋯⋯⋯⋯⋯⋯⋯⋯⋯⋯⋯89

燃料消费⋯⋯⋯⋯⋯⋯⋯⋯⋯⋯⋯⋯⋯⋯⋯⋯⋯⋯⋯⋯9l

城市居民燃料消费⋯⋯⋯⋯⋯⋯⋯⋯⋯．．．⋯⋯⋯⋯⋯91

农村居民燃料消费⋯⋯⋯⋯⋯⋯⋯⋯⋯⋯⋯⋯⋯⋯⋯94

居住条件

城市居民居住条件⋯⋯⋯⋯⋯⋯⋯⋯⋯⋯⋯⋯⋯⋯⋯⋯96

农村居民居住条件⋯⋯⋯⋯⋯⋯⋯⋯⋯⋯⋯⋯⋯⋯⋯⋯99

社会福利

建国前的所谓“社会救济”⋯⋯⋯⋯⋯⋯⋯⋯⋯⋯⋯102

建国后的社会福利⋯⋯⋯⋯⋯⋯⋯⋯⋯⋯⋯⋯⋯⋯⋯105

城市社会福利⋯⋯⋯⋯⋯⋯⋯⋯⋯⋯⋯⋯⋯⋯⋯⋯103

民政福利⋯⋯⋯⋯⋯⋯⋯⋯⋯⋯⋯⋯⋯⋯⋯⋯⋯103

职工福利⋯⋯⋯⋯⋯⋯⋯⋯⋯⋯⋯⋯⋯⋯⋯⋯⋯104

劳动保险⋯⋯⋯⋯⋯⋯⋯⋯⋯⋯⋯⋯⋯⋯⋯⋯⋯107

价格补贴⋯⋯⋯⋯⋯⋯⋯⋯⋯⋯⋯⋯⋯⋯⋯⋯⋯108

～2～



农村社会福利⋯⋯⋯⋯⋯⋯⋯⋯⋯⋯⋯⋯⋯⋯⋯⋯110'

民政福利⋯⋯⋯⋯⋯⋯⋯⋯⋯⋯⋯⋯⋯⋯⋯⋯⋯110'

优抚扶贫⋯⋯⋯⋯⋯⋯⋯⋯⋯⋯⋯⋯⋯⋯⋯⋯⋯110'

防灾救灾⋯⋯⋯⋯⋯⋯⋯⋯⋯⋯⋯⋯⋯⋯⋯⋯⋯111

受教育程度⋯⋯⋯⋯⋯⋯⋯⋯⋯⋯⋯⋯⋯⋯⋯⋯⋯⋯⋯113．

文化生活

影视观看⋯⋯⋯⋯⋯⋯⋯⋯⋯⋯⋯⋯⋯⋯⋯⋯⋯⋯⋯120'

广播收听⋯⋯⋯⋯⋯⋯⋯⋯⋯⋯⋯⋯⋯⋯⋯⋯⋯⋯⋯122

艺术欣赏⋯⋯⋯⋯⋯⋯⋯⋯⋯⋯⋯⋯⋯⋯⋯⋯⋯⋯⋯122'

文艺活动⋯⋯⋯⋯⋯⋯⋯⋯⋯⋯⋯⋯⋯⋯⋯⋯⋯⋯⋯123．

体育活动⋯⋯⋯⋯⋯⋯⋯⋯⋯⋯⋯⋯⋯⋯⋯⋯⋯⋯⋯124

图书阅览⋯⋯⋯⋯⋯⋯⋯⋯⋯⋯⋯⋯⋯⋯⋯⋯⋯⋯⋯126．

文化市场⋯⋯⋯⋯⋯⋯⋯⋯⋯⋯⋯⋯⋯⋯⋯⋯⋯⋯⋯126．

健康状况

建国前城乡居民健康状况⋯⋯⋯⋯⋯⋯⋯⋯⋯⋯⋯⋯128．

建国后城乡居民健康状况⋯⋯⋯⋯⋯⋯⋯⋯⋯⋯⋯⋯129'

建国后城乡医疗条件⋯⋯⋯⋯⋯⋯⋯⋯⋯⋯⋯⋯⋯⋯130

城乡居民营养状况⋯⋯⋯⋯⋯⋯⋯⋯⋯⋯⋯⋯⋯⋯⋯132：

生活环境

一3—

4

6

O

2

3

5

3

3

4

4

4

4

11

l

1-．1

1

l

●

●

●

●

●

●施通点讯化生设交网电绿卫水路业政乡境饮道商邮城环



附 表

建国前

建国前后货币兑换比率表⋯⋯⋯⋯⋯⋯⋯⋯⋯⋯⋯⋯⋯147

1940--1948年东北地区年代对照表⋯⋯⋯⋯⋯⋯⋯⋯⋯148

1934--1945市场物价指数⋯⋯⋯⋯⋯⋯⋯⋯⋯⋯⋯⋯⋯150

1945--1948市场物价指数⋯⋯⋯⋯⋯⋯⋯⋯⋯⋯⋯’⋯⋯151

1935年10月一1936年3月城市教员和机关公务员

生活调查⋯⋯⋯⋯⋯⋯⋯⋯⋯⋯⋯⋯⋯⋯⋯⋯⋯152

1941年9月一1942年8月工人家庭生活调查⋯⋯⋯⋯⋯⋯157

1982--1946年主要商品市场零售价格⋯⋯⋯⋯⋯⋯⋯⋯158

i942--1944年黑市价与公定价比较⋯⋯⋯⋯⋯⋯⋯⋯⋯161

1934年奉天市政公署和市立医院职工人数与工资⋯⋯⋯162

1936--1944年部份年份各类生产部门中国工人

平均日工资⋯⋯⋯⋯⋯⋯⋯⋯⋯⋯⋯⋯⋯⋯⋯⋯163

1938年市民领受到的配给品的种类和数量⋯⋯⋯⋯⋯⋯164

1936年教育事业⋯⋯⋯⋯⋯⋯⋯⋯⋯⋯⋯⋯··：⋯：⋯⋯--166

1947年教育事业⋯⋯⋯⋯⋯⋯⋯⋯⋯⋯⋯⋯⋯⋯．．⋯⋯·167
。

建国后

1949--1988年部分年份人口数⋯⋯⋯⋯⋯⋯⋯⋯⋯⋯⋯169

1949--1988年部分年份社会劳动者人数一一⋯⋯⋯⋯⋯170

1988年与各主要年度对比的职工生活费用

价格总指数和零售物价总指数⋯⋯⋯⋯⋯⋯⋯⋯171

1988年与各主要年度对比的职工生活费用

分类价格指数⋯⋯⋯⋯⋯⋯⋯⋯⋯⋯⋯⋯⋯⋯⋯172

1956--1988年部分年份城市居民

生活抽样调查的户数与人数⋯⋯⋯⋯⋯⋯⋯⋯⋯173

—4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