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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价格政策是国家调控

经济的杠杆之一。《郑州物价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记述郑州

物价的志书，填补了郑州地区无物价志的历史空白。《郑州物价志》

对研究郑州物价史，推动价格改革将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

要作用。

《郑州物价志》重点记述了从清末、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十一世纪初的郑州物价历史改革。

市场物价问题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是生产、流通、分配、消

费中最敏感的问题，价格运动的历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物

价的变化又与当时的商品供求关系情况、货币币值的变化密切相

连。《郑州物价志》记述了历史上物价和经济发展之间互相制约、互

相依附的关系，以及价格运动与当时的政治动态密不可分的史实。

价格既是经济规律运行的客观必然结果，又是关系社会稳定和政权

巩固与否的重大问题。《郑州物价志》本着忠于史实的原则，尽可能

实事求是地客观再现历史。为从事经济工作、价格工作以及研究工

作的人员从中探索价格的内涵；为政府领导制定经济决策，把握经

济运行规律，提供史料依据，更好地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郑州物价志》的编纂工作，是郑州市物价局在郑州市地方史志

办公室的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进行的。历时十几年，查阅

大量历史文献档案，力求反映历史的基本面貌。从事编纂工作的同

志以高度地历史责任感，皓首穷经，为社会奉献出一份宝贵的历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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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我们必须学点历史，应当汲取和借鉴历史上行之有效的适用于

当前工作的经验和政策，融会贯通，择善而从，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本《郑州物价志》，可以供财经领导干

部、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实际工作的广大物价干部置之案头，翻阅借

鉴，对于政府领导决策、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郑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二oo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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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郑州物价志(以下简称“志”)是一部反映郑州市价格历史状

况的资料性专著。编撰“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

则，突出地方特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志”的时间断限为：上限追溯至清代元年(1644年)，下限

断至新中国建立后的2005年12月31日，涵盖清代、民国、新中国

三个历史阶段，共361年。“志”的内容是采取“详今略古”的原则，

清代是一个梗概情况，民国时期比较详细，新中国时期尽可能详尽。

三、“志”的体裁是采用述(概述)、志(各类价格及管理)、记(大

事记)、表(表格及名录)等4种形式，其中表格及名录穿插于文字记

述之中。“志”的结构是采用条目体，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

原jH,0，设章、节两个层次，“章”是“节”的概括，“节”是“章”的细化。

将各种价格分为“农副产品价格、地方工业产品价格、生产资料和日

用工业品价格、交通价格、水电气暖房价格、服务行业价格”等6章，

“概述、物价总水平、行政事业性收费、价格管理、价格服务、管理机

构、大事记”各为1章，共计13章；13“章”中又设有50个“节”，“节”

是反映各种不同性质的价格和事物的宏观与微观的记述实体。

四、“志”中的“大事记”是按时间顺序记述的物价和与物价有关

的大事，“大事记”既反映一些物价历史状况的轨迹，也为“志”的各

个章、节提供一些补充和佐证。

五、物价改革没有在“志”中单列，这是因为物价改革的实质是

价格决策权由政府转向企业，这一内容不仅渗入了各个章、节，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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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的第十章“价格管理”的第一节“政府定价范围”中，也作了集

中反映。

土／-,、“志”中的“物价总水平”是反映物价总水平走势、变动的原

因及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反映清代物价水平是以几种粮食价

格为准，反映民国时期物价总水平是以1936年1—6月(稳定时期)

物价总指数为基数，反映新中国时期物价总水平是以郑州市统计局

的数字为准。

七、“志”的收录范围为郑州市区，市属县(市)只收录了部分工

农产品价格。“志”中的资料来源于郑州市档案馆、郑州市图书馆、

郑州市统计局、郑州市物价局等部门，“志”中均末注明出处。“志’，

中涉及到的数字，郑州市统计局有的，以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统

计局没有的，以郑州市物价局各处室提供的数字为准。

八、按照“郑州市地方史志编委会”的规定，“志”的文体采用规

汜44-的语体文记述体；文字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

表”为依据；标点符号按国家公布的“标点符号法”执行；文字结构采

用“横分竖写”的方法；时间表述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计量单位采

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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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章概述

郑州一名始用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因所处地域为古郑国辖区而

得名。之后作为“州名”沿用至清代。1913年民国政府改郑州为郑县。1948

年解放后，建立郑州市。郑州位于中国大陆腹地，地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中下游的分界处，西靠中岳嵩山，北依黄河，东南连黄淮平原，地理坐标为

东经122。42 7，西经114。14 7，北纬36。16’，南纬34。587。郑州市东西长166公

里，南北宽75公里，总面积7446．2平方公里，东连七朝古都开封市，西邻九朝

古都洛阳市，北隔黄河与新乡市、焦作市相望，南与许昌市、平顶山市相接。

1954年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郑州成为河南省会城市。之后行政区划

几经变化，至2005年底，郑州市共辖二七、中原、管城回族、金水、惠济、上街六

区，巩义、荥阳、新密、新郑、登封五市(均为县级市)，中牟一县及郑州矿区。郑

州市2005年总人口为715．991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24．1284万人，农村人

口291．8631万人。

郑州市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郑州

曾在夏、商、管、郑、韩五朝为都，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八代为州，是中

国八大古都之一，还加入了“世界历史都市联盟”。郑州市拥有各类文物古迹

1400余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6处。8000年前的裴地岗遗址、

6000年前的大河村遗址、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故里、3600年前的商城遗址以

及佛教禅宗圣地少林寺、世界地质公园中岳嵩山、黄河风景名胜区等名胜古

迹，吸引着大批中外客人，使郑州成为全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郑州市交通通信发达。国内两大铁路干线——陇海线、京广线在郑州交

会，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郑州市是国内公路网络枢纽之一，京珠、连霍高

速公路主干线、国道107线、310线在郑州交会。郑州还是全国第三大邮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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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枢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为国家干线机场和首都国际机场的备降机场，近

百条航线直通国内外一些重要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交通

通信条件，使郑州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聚散能力，成为全国重要的人流、物流、

信息流等的聚散中心。河南省政府决定构筑以郑州为核心，包括周边150公

里9个城市在内的中原城市群经济圈，郑州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和龙头。

郑州市有较好的且具竞争力的工业体系。郑州市的主导产业有汽车、煤、

铝、食品、纺织等。郑州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大型工业企业有196个，销售收入

3亿元以上的大型工业企业有50个。郑州的铝矾土资源丰富，中铝河南分公

司的氧化铝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年销售额50亿元。郑州市的煤炭储量

达50亿吨，居全省第一位，是全国煤炭工业基地之一。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是亚洲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条件最先进的客车生产企业之一，被世

界客车联盟授予最佳客车制造商称号，年销售收入超50亿元。郑州市的宇通

客车、金星啤酒、三全食品等10个产品荣获国家级名牌产品，金芒果卷烟等

31个产品荣获河南省级名牌产品。

郑州市是一座繁荣的商贸城市。20世纪初，郑卅I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郑州解放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后，商贸业、服务业又有了飞速发展。郑州

市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359个，其中年交易额超过10亿元的21个；年营业额

超过亿元的大型零售商场15家，其中3家大型零售商场进入全国百强。“郑

州全国商品交易会”是全国三大商品交易会城市之一。“郑州商品交易所”是

我国第一家期货市场，“郑州价格”是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指导价格。河南

科技市场是国家规划的我国中部地区的技术交易中心。郑州已形成批发与零

售、期货与现货、传统经营与新型业态相结合的市场交易体系。1997年，郑州

市被国家批准为全国商贸中心改革试点城市。

郑州有史记载的物价，从清代开始。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换言之，价格就是“钱”与“物”之间的比例。

清代的商品价格，除食盐为官府规定外，其余都是买卖双方议定。在市场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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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价影响最大，一般是粮价稳，其余各物价格也稳；粮价波动，其余各物价

格也随之波动。清代郑州粮价的大体情况是：鸦片战争前，基本稳定；鸦片战

争后，缓慢上涨；光绪末期(1894年后)，大幅度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

主要是政局不稳和货币贬值，而京汉铁路于1906年通车后，由于粮油大量“运

往南省”，粮油价格又出现居高不下的态势。从小麦、粟米、谷子、高粱、黑豆等

5种粮食的平均价格看：道光20年(1840年)与乾隆元年(1736年)相比，上涨

了50％；光绪25年(1899年)与道光20年(1840年)相比，上涨了2．5倍。

民国时期的1912—1948年，除1932--1936年物价稳定外，其余时期均呈

上涨趋势，特别是1946年以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物价迅猛上涨，而且

愈涨愈烈，不可遏止。据统计，1948年与1936年相比，物价总水平上涨800

多万倍，实属“天文数字”。尽管郑县县政府为了遏制物价上涨，从1946年开

始实行评价、限价，但其结果是“评价”成为物价上涨的“信号”，“限价”成为物

价上涨的“动力”，物价上涨成了“不治之症”。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市场物价的暴涨态势并未停止，1950年中央采

取了一系列紧缩银根的措施后，物价涨风才停了下来。在1948年至2005年

的57年中。有41个年度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物价总水平上升或下降幅度在

3％以内；其余年度物价总水平涨幅大，处于波动之中。第一次物价波动是从

郑州解放到1950年3月，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高达90多倍；第二次物价波动

是1961--1962年；第三次物价波动是1985--1989年；第四次物价波动是

1991--1994年。四次物价波动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但根本原因都是“通货

膨胀”。

食品价格总水平，1978年以前基本稳定，1978年后逐步上涨，1995年又

趋于稳定。食品中的粮食、食油、蔬菜及肉、蛋、鱼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

由国营商业经营，实行政府定价。为了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曾多次提

高收购价，但在提高收购价的同时，很少相应提高销售价，国营商业因此造成

的经营亏损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在经营体制改革中，个体和集体企业逐步

发展壮大，成为市场的主体；在物价改革中，价格决策权逐步由政府定价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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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定价。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政府定价权一放开，价格就猛涨，涨到一定

程度后就又稳定了下来。粮、油价格于1993年放开，精制面粉每公斤价格放

开前是0．50元，放开后1995年是2．40元，2000年是1．80元，2005年是2．20

元；花生油每公斤价格放开前是1．66元，放开后1995年是10．40元，2000年

是8．00元，2005年是11．00元。

服务价格水平的走势，概括起来是两个不同时期，两种不同情况。1953

年至1985年，服务价格是政府定价，服务质量一般，群众收入增长不多，价格

很少调整，服务价格总水平一直稳定。1986年至2000年，服务价格总水平是

直线上升，涨幅最大的是1994年73．2％，涨幅最小的是2000年5．8％。服务

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第一个因素是政府定价权一放开，企业自发把价格涨了上

去；第二个因素是为了解决服务价格过低的问题，为了有利于服务行业的发

展，物价主管部门有计划地提高了～些服务价格；第三个因素是在人们收入不

断增长的情况下，为了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一些服务行业的硬件和软件都

有了很大的改善，也就是服务质量提高了，服务价格也提高了，比如航空运输

中增加了“波音”等大型客机，长途汽车客运中增加了豪华客车和高档卧铺客

车，市内公交增加了空调车，旅馆业、医疗行业和教育部门的基础设施都进行

了翻新和装饰等等。

衣着包括服装、鞋帽、袜子、毛巾等，衣着有化纤制品和棉制品两大类。化

纤制品价格一直稳定，有时还有些下降；棉花统购统销时期，由于棉花供应价

格稳定，棉制品价格也稳定。从衣着类价格总水平看，1953年至2000年期

间，除1988年至1990年和1994年至1996年上涨外，其余年份都是稳定。衣

着价格总水平上涨是受棉制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棉制品价格上涨是棉花价格

上涨的连锁反应。

在郑州地方工业产品中，涨幅突出的是煤炭和铝锭。2005年与1985年

相比，煤炭价格上涨了8倍，铝锭价格上涨了4倍，上涨的原因是成本增加，但

主要还是供求矛盾。2000年后，宇通公司生产的客车和三全食品公司生产的

速冻产品，异军突起，产品质优价廉，深受广大用户的青睐，畅销国内外，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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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荣获名牌产品称号。

解放前物价一上涨就引起社会震荡，解放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其原

因是在物价上涨时，从中央到地方采取有效措施，不使因物价上涨而导致人民

生活水平下降。解放初期物价暴涨时，政府采取了“实物工资制”；1961年、

1962年物价上涨时，中央决定对占职工生活开支60％左右的粮食、棉布等18

类生活必需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实行“冻结”；1980年在中央决定提高猪肉、鸡

蛋等8类副食品销售价格的同时，对城市居民发放了价格补贴；之后的几次物

价上涨，除中央从宏观上采取措施予以遏制外，更重要的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增长幅度高于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

在物价管理上，郑州解放初期，为了稳定经济，实行的是自由买卖、自由议

价。1952年后，国营商业逐步控制商品批发市场后，国营商业牌价对稳定物

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6年后，实行了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高度集中

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了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物价管理实行了“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原则，除农村集贸市场的少数商品外，一切价格都由国家统一规

定，企业无定价权。各种价格由国家制定和调整，对稳定物价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但是，由于企业无定价权，价格不能灵敏地反映商品价值和市场供求的变

化，因此，价格“扭曲”现象日益严重。农产品收购价格太低，不利于发展农业

生产；粮食和主要副食品购销价格“倒挂”，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能源、原材料价

格低、利润小甚至亏损，对基础工业发展不利；服务行业收费太低，导致服务行

业发展缓慢甚至呈现萎缩状态，难以为继。

从1979年到1990年，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对物价进行了改

革。改革的情况是：一、按照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打破了过去

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形成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

格形式并存的格局。二、按照商品价格既要符合价值、又要反映供求的原则，

提高了一些基础产品的价格，调整了一些消费品的价格，价格结构扭曲和商品

比价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善。物价改革，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缩小了工农

产品交换比价，城乡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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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后，价格改革在全国范围迅猛推

进。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后，又加大了价格改革力度。经过大范围的放开政府定价权限，到1993

年底，郑州市的“政府定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只占4．8％，在农产品收购

总额中只占10．4％，在生产资料总额中只占13．8％。至此，郑州市由计划形

成价格机制向市场形成价格机制转换的改革目标基本实现。

1990年至1992年，物价保持着基本稳定，但从1993年开始，价格总水平

扶摇直上，特别是1994年涨幅高达27．7％，是改革开放16年中涨幅最高的一

年。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中，由于投资需求与

消费需求双膨胀，导致货币投放量过多；价格大范围放开后，经营者的价格行

为不规范，白发涨价面大，物价管理部门对价格放开后又缺乏调控经验，也是

原因之一。为了抑制物价上涨，中央从宏观上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并不再出台调价项目；省、市政府加强了对价格调控工作的领导；价

格管理部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了干预。通过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国民

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从1995年开始，价格总水平逐年回

落，到1997年逐步趋于稳定，实现了中央提出的经济“软着陆”。

从1997年5月开始，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

出现负增长，市场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苗头，为了抑制通货紧缩，中央采取了扩

大内需的方针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而出现国民经济持续

增长，商品生产发展迅速，商品供应丰富多彩，不少商品呈现“买方市场”，价格

总水平从1998年至2002年一直保持着略有下降的稳定局面。但从2003年9

月开始，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导致了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从郑州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指数来看，9月份为103．1，10月份为104．5，11月份为105，12月份为

105．6。由于物价总水平连续上涨是全国性的上涨，同时，物价上涨也没有得

到及时遏制，2004年物价总水平比2003年上涨了5．7％。2005年中央从宏

观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物价总水平基本上稳定了下来，2005年与2004年

相比，物价总水平只上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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