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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张店区物价志》是在张店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在张店区志编委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自l 9 8 5年8月始，

截至l 9 8 6年1 1月底，历时I 5个月，已撰成初稿。

《张店区物价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较全

面地反映了张店区物价管理工作。从历史的追溯到对现状的瀚墨表

述近达七十余年的基本情况，其内容包括：物价管理，机构沿革，

市场物价≯物价调整，物价监督，度量衡的种类、规格、用途、社

会拥有量及其制造监修、检定，计量管理等七部分．

物价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杠杆。它对生产、流通、分配

和消费起着重要之作用，与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从物价

的调整与稳定到物价的管理和监督无不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构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状况，加之张店区物价管理机构成立较晚，

有关原始资料、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筛选即成我们亟待

解决的问题，相应地带来了比较繁重的征集任务。此期间，我们查

阅了“文革"期间的档案1 8 0余卷，征集资料l 0万余字，得到

了市、区档案馆、市物价局、市标准计量局、桓台县物价局和驻地

公司(站)等单位的领导及同志们地积极支持与大力协助，借此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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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张店区物价志》的编纂，力求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科学而真实地记述全区物价管理工作的基本情况，以期达到“资

政"、 “教育”、 “存史”之目的。由于我们方志理论学>--j较差，

在志观、志义、志材、志容、志法诸方面实难做到有机地寓于具体

编纂之中，所以从形式到内容，舛误一定不少，我们衷心恳求各级

领导和同志们赐教，热切渴盼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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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成、王淑兰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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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成局长在审阅物价志



王淑兰剐局长在审阅物价志



第一批授予“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的张店百货一店

第一批授予“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的张店新华饭店蒸包铺



物价人员在检查度量衡器





店区物价志》编纂人员

由左起：焦伟、齐青山，耿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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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l 9 2 7年(民国十六年)

张店地区市场币制紊乱，钱庄、商号、摊贩滥发纸币。 仅淄

(川)、博(山)、张(店)、周(村)四地发行额约百万余吊，

折合银币3 0万余元，市场物价极不稳定．

1 9 3 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量发行伪钞。山东各地游击区国民党地方

部队亦滥发纸币充斥市场，抢购物资，致使物价飞涨，百业萧

条．

1 9 4 1年(民国三十年)

据有关资料统计；张店区的粮食价格较抗日战争以前上涨了9

一一1 O倍，棉花1 5一一2 0倍，木材3一一5倍，陶瓷l 0一

一1 2倍；金属l 0一一1 2倍，日用品l 5一一2 0倍，纱布价

格增长l 0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1 9 4 3年(民国三十二年)

春，久旱不雨，灾情严重，大部居民，十室九空． “代用食

l



物"，如榆树叶、皮以及糠稗等售价相当昂贵。

1 9 4 9年

1月一6月 张店地区的市场物价极不稳定。以1 9 4 3年底

指数为1 0 0％，1 9 4 9年3月则为2 l 3．9 7％，延至6月

份已达5 0 2．6 1％．

1 9 5 0年

2月 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波及张店地区，市场物价受到冲击。

3月 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采取

统一财政收支，控制货币投放等措施，结束了通货膨胀，张店地区

‘物价开始平稳．

4月 商业投机商乘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之机，抢购物资，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追求暴利。

5月 国家采取大吞、抛售政策，市场主要商品价格明显下跌。

l 9 5 1年

3月 适当提高棉花的，发购价格，并对烤烟、花生仁、芝寐和

部分食用油的价格作了适当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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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2年

3月 调整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花生仁、芝麻、花

生油、香油等亦稍有降价。 ，

1 9 5 3年

1月 国营工业主要产品，始订全国统一出厂价格．

1 1月 粮食、食油和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建立国营商业领导

下的粮食市场，取缔粮商粮贩。

l 9 5 4年

9月1 5日 棉花实行统购，棉布实行统销．

、

1 9 5 5年

生猪和主要农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实行派购．

1 9 5 6年

7月 冻结物价，开展增产节约、改善市场供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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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5 7年

解除物价冻结。是时，生猪收购价格提高l 2．7％，鸡蛋提

高l 5．8 9％，芝麻提高2 5．0 7％。销价：芝麻油提高

1 8．4 3％，猪肉提高4％，鸡蛋提高9．4 6％，桐油提高

1 6．5 7％．

1 9 6 0年

对糖果、糕点、自行车、钟表、针织品，除限量平价供应外

(自行车、钟表除外)，实行高价政策。

8月1 5日 开始对卫生衫裤、棉毛衫裤等l 4种主要针织品

凭票供应．

1 9 6 1年

8月 区人委决定：凡属职工生活所需的粮食，食油，棉布、针

织品、主要药品及房租、水电等必需品，收费稳定在当时销售价格

的基础上不许变动。

是年 提高粮、油、禽、蛋，肉等农产品收购价格。销售价

未调、购销价格出现倒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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