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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赞县物价委员会编写的’《奉贤县物价志》，从一六二八年明清时期的物价讲起，直至
一兔，嘲咩社会主义建设新历史时期一，这样的书，在全国还是少觅的。

这本书虽然是写一个县的物价志，但它可以视为全国的缩影。从这里可以看到戎国物价

从封建社会，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物价是经济和政治生活婀

镜子。西此，这里部分地反映_}li我国三百五十六年来经济和政治的概况。

价格疑价值耐表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旧中国，价值规律完全自发起作用，商品价格

在市场上以价值为轴心按照供求变化情况自发形成。价值规律成为统治人们的强制力量。新

中国成立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我们有可能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利用价格杠杆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并有计划地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起调节作用，作为

计划经济的补充。从本书可以看出，奉贤同全国一样，解放后在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方面，经

历了曲折道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化较好，并有

相当范圈的市场调节作补充a价格栏杆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所有制的改造；开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时期，在“大跃进”年代旦≥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鱼括俭值丑建)，塑登上涨幄

度较大!“文伍大堇命耖对期。砀价冻结十年，造髓车多商品价格远远背离赞值，粉碎江
青反章命集团后，我国进入新晚厉史发展耐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虫全会以后，提出．

“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董视价值规律作用"，从本书可以看出，我们是在进一步

摸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道路，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的

建立。这方面的工作，刚刚开始，方兴末艾。

本书从一个县反映了我国物价的过去和现状，并呈现出将来物价发展趋势。可以预料≯

今后物价在全茴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将起更加重要的作用。

庄熙英



编纂说明

r、．《奉贤县物价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关

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则、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努力反映本县市场物价资料和物价事业的发展规律，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 《奉贤县的物价志》是记叙主要商晶市场价格变动状况和社会经济变化的地方性

专业志，既记共性，又记个性，尽力反映地方专业特色。采用详记当代和略记近代的方法，

尽力反映时代特点。明清时期，记载了十四种主要消费品市场价格和经济状况。中华屡国时

越，记载了二十种主要消费品市场价格和社会经济j，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记载了三十种主

要消费品市场零售价格，十二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经济改革状况。

三、我县公元前属海盐县。公元七五一年(唐天宝10年)起属松江华亭县i公元一七二

六年(清雍正4年)正式定名奉贤县至今。二

四、本志编纂时间，上限从一六二八年起，适当追溯以前的物价和社会经济。下限到一

九八四年止。前后历时三百五十六年。

五、行政管辖和社会经济。本县一九五八年前7(除1940年2月至1945年8月属上海特别

市外)属江苏省管辖，一九五八年后划归上海市。但因地靠上海市区，市场物价的落涨变化，

j般是随上海市区，职工生活指数也与上海市区基本接近，轻工业品的零售价格略高于市区，

．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略低于市区。

六、本盘缠纂，能横则横，宜纵则纵，史志结合。

七、资料来源主要有： ((奉贤民众报))， 《奉贤晶报、))、袋浦海导报》，奉贤县档案

馆文当档案资料L，江苏省南京档案馆有关解放前时价格瓷料和本县粮食，供销等业务主管部

I『1的有芙资科，参考资料有《上海市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我国近七十年来的物价简
史资料》、 ((价格理论与实践》、 《工商行政管理》、江苏省物价委员会所编的((江苏省

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五年主要商品比价资料》等，调查走访了

老干部、老职工、老商人一百多人次、年纪最轻者已过半百，年纪最大者九十二岁，共搜集

各类文字、口碑资料一百多万字，

八、((奉贤县物价志》正文数字以汉字(除商品型号、规格和特殊规定者外)书写，

表格和括弧内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九、解放前分月价格，有档案资料的，则采用历史记载价格，以调查资料为主，不是

月平均价格；解放后分月价格，是指月度平均价格。年度价格，是指十二个月的平均价格。

十、本志五章十七节，全志二十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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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物价涉及到社会经济备个领域，对人民生活有着重太影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

醋茶，样样都与物价有关，是人们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它不仅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

镜子，而且是人们经济生活的晴雨表。物价的涨落或升降，既直接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日常

生活，又触及到社会的政治安定和政权巩固。

公元前七六五年，秦始皇的远祖秦文公当政，以往政强制手段对市场物价进行严格管理。

清代孙楷在其《秦会要》十七卷中记载。．“秦文公置市，以平准物价，故月直市。”

．汉武帝时，一朝庭设有物价管理机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誓元封元年_卜式贬为

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置平准于京师，⋯⋯大农诸官尽笼(垄)天下

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万物不得腾跃。”《史记·平准书》和汉朝人应劭的《风
俗通》中亦有类似记载。

唐朝k物价管理机构比较完善。唐肃宗时，有一个出色的理财家刘晏，掌握物价是他聚

集财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宋代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第十一卷中记载： “刘晏计数百里外．

物价高下，即日知之。”古时没有先进的通讯设备，靠每日“快马驰报”掌握物价。可见，

刘晏拥有相当庞大的物价情报网。

明清时魍直接影响物价的除银价、钱价外，重要的是米价。银价、米价、钱价、是一
切商品价格的中轴，其他商品价格都围绕这个中轴运转。

北沣垂阀统治时期，市场物价涨落幅度很小。

国民党统治前期(1927年到1937年6月)，市场物价由稳定一一上涨一一下跌一一上涨盼

趋势变化着。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搜括，物资供应短缺紧张，市场物价呈．

现出直线上涨酌趋势。

国民党统治后期a旦45年9月到】949年5月)，由于战争破坏，经济萎缩和通货膨胀，市场·

物价已发展到狂涨的程度。特别是国民党印发金圆券后，市场4勉价B卣数天≤涨，发震到一·
天数涨。

一中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市场物价经历了从继续波动到基本稳定两i

个阶段。当时，国家管理价格的商品很少，地方和企业有较大的定价或调价权。但国家计划：

指导的作用亦在日益增强。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大量存在的条件下，市场调节依然起重一

要作用，物价管理比较灵活。一九五五年三月发行堑人勋j，规定各种商品价格一律不准握
高。_九五六年八、九月份，网提高职工工资和公私合营发放资方窟盥，．砌价暂时冻结。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三个阶段，由于

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市场物价经历了基本稳定一一上涨一一基本稳定的曲折道路。一一

九五八年，．中央曾一度把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物价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县级物价管理部门和
业务主管部门对三类物资有定价权或调价权。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供应紧张，市场物’

价上涨，下放的权限收归中央，一九六一年起对糖果、糕点、高级饭店菜肴、名酒、自行一

车、钟表、针织品、茶叶、砂糖、进口香烟等十种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并敞开供应，直至一-

· 3 t·



九六五年底撤销了高价政策，改按平价供应。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国家还采取稳定十八类商品

。价格的措施使占职工生活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保持稳定。、一九六三年四月十

八日成立奉贤县直．扬物俭筻理委员会，专管全县物价。

“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林彪、“四人帮"干拢破坏，平价商品变相涨价很多，物价长

期冻结，价格背离价值情况越来越严重，集市贸易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物价问题已、

’经到了积重难返盼地步。 +。

粉榉“四趴帮弦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盼历史发展时期。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

+定，一九七巍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给每个职工每月五元价格补贴，鞫年十
‘一月，提蠲八种(本县七种)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一九八一年五月恢复奉贤县物价委员会

机构，专管全县物价工作。吊车十二月，烟酒提价和涤棉糯：降研dI t丸厶=鸯聋生■；再，盈

务院公布《物份管理暂行条例防。面』基L_冥政。两颥定，对蔬菜经营亏损扫p毒坝扬鞫虢
面＼三年二月，讽整纺织品比价，棉布提价，仡纤币降价。一九八四年，党的十--'屉1三中全
：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r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物价体系和物价管理体制，本县放开外采物资

价格管理和农村价格管理，对三类工业品中的小商品，自一九八三年下半午开始，一九八

’四年第二批实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一九，，＼五年四且，按照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1放开猪

泅、牛肉，羊肉、家禽、鲜蛋和水产品销售价椭同时给职工和居民每月八元艏谕格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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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中华民国时期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六年(民国1年到15年)

奉暴露场物狯比较稳定。十五年中，市场物价只上涨再分之三十三强，平均每簪递增百
分之一点九二。

本县大米每石由六元上涨为十四元，棉花(籽槔I每组《73市，斤)由五元上涨为十一元。

货币计算单位是银元。一九一四年二月八日，统一币制，实行银元为本位凰币囊即t七
钱二分之银元为—元。铜板、铜钱与银元的比例是l一个银币元等于一百二十五枚铜板，等

于一千二百五十文铜钱。

一九二七年(民雷1 6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二六年上升百分之四点四。

、 一1九二八年(民国17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二七年下降百分之二点六。

一虎：九年(民国1 8年)

市场物价指澈比一九=八年上升百分之二点八。
一九三O年(民国1 9年)

市扬物输指数比一九二九年土涨百铃之九点九。
’ 一九三一年(民国f2啤)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O年上涨百分之十点三。

一九三：年(民!凰21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一年下跌百分之十一点五。

一九三三年(民国22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二年下跌百分之七点七。

一九三四年(民国23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三年下跌百分之六点五。

一九三五年(民国2 4_年)

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放弃银本位国币’，实行法币制，、银元与法币的比例是一比

一。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四年下跌百分之零点七。

一九三六年(民国药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五年上涨百分之十二点六。

一九曼七年(民国26年)

六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法币十四亿零七百多万元，比一九三五年十

一月的五亿七千二百余万元，增加近一倍半。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六年上涨百分之十六。

十一月上旬，日寇在金山县金山嘴登陆，随后侵占我县。

一丸三八年(民国2≯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七年上涨百分之二十八点六。

一九三九年(民国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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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八年上涨百分之六十二点八。

一九四。年．(民国29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三九年土涨百分之一百十八j

一九四一年(民国30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四。年上涨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点一。

一九四二年(民国51年)

呔劳二十二日，汪伪政府滥发货币，发行中储券，停止使甩法_币。中储券与法币的比
例是一比=，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四一年上涨百分之二百一十四。

一九四三年(民雷32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四二年上涨百分之兰百一十五点九。

一九四四年(j民国33年)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四三年上涨百分之六百零一点四。

一九四五年(民国54年)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t九月三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汪伪政府的中储券的发行量，从一九四二年六月至日寇投降止，总额已达四万一千九

百九十三亿元，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初期法币发行十四亿元的三千倍。

、 一至八月，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四四年上涨再努老．=．子四百七十六点一。 ．

九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实拖新法币。新法币与中储券酶比例是·比=百。

一九四六年(民国35年) 一
、 ，_+．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米价持续猛涨，五月=十五日上午，柘林盐祷千余人步行至南

桥，向袁浦盐场公署进行请愿，盐民难以生活，要求调整盐价。第二天r盐民代表诉说·向

为斗米担盐”，今只有六升米一担盐，盐民难以生存⋯·一。袁浦盐场公署场长杨俊’生潜逃。由

县长奚永之，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陶家麟，县参议长何尚时等人出面，经过两天两夜的谈判，

被迫同意提高食盐收购价格。

当年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四五月上涨七点七倍。本县大米每石由七千元上涨为五万三千

元。

一九四七年(民国56年)

二月，黄金价格涨风。

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以米价为首，食油纱布等上涨之风0

六月下旬，金银、美钞、纱布等先后上涨。

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公布“新外汇贸易管制法”进口物资除棉、米、麦、面粉、

煤、五种按官价结汇外，其余均按市价，出口物资外汇，一律按市价收买。随之，价格立即上涨。

十一月中、下旬，黄金、美钞、纱布等突击涨风。但是，粮食因新谷登场没有大涨。

十二月九日，国民党政府发行大面额关金券：有一千、二千、五千(合新法币二万元、

四万元、十万元)三种钞票，刺激物价上涨。 ：；

市场物价指数比一九四六月：土涨近十五倍。

一九四八年(i民国57年)

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又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一元兑换新法币三百万元，

八月十九日至十月底，国民党政府强行搞了七十天限制物价上涨的政策。十r月一It，

行政院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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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大米每石市场价格，一至八月由新法币一百万元上涨为四千九百五十万元I九至十

二月，由金圆券十六元五角上涨为四百元。

一九四九年(民国58年)

一月，市场物价上涨近三倍。

二月，市场物价上涨近七倍。

三月，市场物价上涨三倍多。

四月，市场物价上涨近二十七倍。

五月，市场物价上涨八十四倍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一九四九年

五月十四日，奉贤全境宣告解放。

五月十八FI，执行《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汾。人民币与伪金圆券

的比例是一比十万元。

六月上旬，发生第一次物价涨风。

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发生第二次物价涨风。

十爿上旬至十一月下旬，发生第三次物价涨风。

影一月，执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指示》；平抑市场物价。

一九五O年

：月，发生第四次物涨涨风，并执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批发物价应根据中贸部

的抖淀努，加强市场物价的集中统一管理。 ：

三月，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

现金管理三个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

五月二十七日，奉贤县人民政府发布《训令》对灾民供应粮食和副产品予以折扣优待。

六月，贯彻执行中央贸易部第一次全国物价会议精神、确定兼顾生产、运销、消费三方

面利益的物价方针。

十月，奉贤县供销合作社规定对供销社社员实行优待价格。

一九五一年

_『月四日，执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

主月，贯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保证粮棉比价的指示》。

四月，贯彻中央贸易部第二次全国物价会议精神。

九月，执行中央贸易部《关于坚决稳定物价的决定》。

一九五二年

九月，贯彻中央商业部第三次全国物价会议精神。

十二月十四Ft，奉贤县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六十五种货品批零差价及起批点

的规定》。
‘

一九_笠三年

；钶，执行中央商业部通知，为防止春节物价波动，规定任何商品价格非经批准，不准
上迥，、保证人民生活安定。

四月，．贯彻中央商业部第四次全国物价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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囟月，执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三年棉粮比价指示》。
者一月，本县执行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

管理办法》。

一九五四年

六月二十日，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建立国家粮食市场，并对开放范围、价格、管理

等作出规定。

九月，执行政务院《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

供应的命令》。

十月四日，县工商科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百货、土产商品的批零差率≥的通知。

十一月十二日，本县全面调整商品批零差率、并取消对供销社社员的优待价格。

一九五五年

二月二十日，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规定新

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子三月一目发行。同时规定，商品的价格一律不准调高。

一九五六年

七月，为避免因提高职工工资和发放定息而影响物价上涨，执行国务院决定物价暂时冻

缱，但叠基查瑟定，安定人良生活。
九月，执行国务院《关予提高油菜籽收购价格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

二月，执行国务院决定，调整生猪眭蝮购和销售价格。

八月，贯彻执行鼠务院发布两．供子国家计划砭飚翥统_救购的农副产品和其它物资不
准进入自由市场的决定》，对粮食、油料和棉花一律不准进入自由市场。

八月十日，县入民政府委员会公布杖奉资县、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管理施行细则魏。：

一九五八年

二月七日，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发出《关于饮食业实行顶票供应的通知》，对品种、售价、

毛利率翔圃收粮票等分别作了规定。

7午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物价分级管理的规定》。

十二月，中央对农村贸易管理体制实行。“两放”．(下放人员和资金_>、三统(统一计

划、政策和流动资金管理)、一包(包财政任务)0

一九五九年

一月，本县由江苏省管辖划归上海市管辖。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

一九六O年

五月，贯彻中央商业部物价工作会议的粮神。

五月一日，县计划经济委员会批复县供电所，同意降低用电收费标准。

八月，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对士焦二水泥、土硫酸和多硫化钡、四种地方工业产品的亏

损由县财政补贴。·

十--B八日，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制定颁发《奉贤县主要农业机械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目录》。

一九六一篓

一月，执行市药材公司调整饮片零售价格，总水平下降百分之十，二。

五月，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提高生猪、蛋类、．家禽、：残：午、活羊收购价格和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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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的通知》，和《关于提高粮食油脂、油料统销价格的通知》。
七月二十六IEI，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制定颁发((全县修理行业统一价格的通知))，有三十

二个修建服务项目制定了统一收费标准。

八月，空央钍对酆硷魉价上涨，集市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差额撞太t查星执行坚持计戈Ij

经济为主、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价格，即十八类商品价格在现行基础上稳定下来。

从本年起，在保证一定数量计划供应的同时，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供应。高价商品有：

糖果、糕点，饮食业菜肴、零杯名酒等。

一九六二年

一月，高价商品增加有：自行车、钟、表、酒、针织品、茶叶、砂糖和部分进lZl卷烟。

滁自行车、钟、表没有平价供应外，其他商品均有计划平价供应部分。

五月九日，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制定颁发《一九六二年地方工业主要产品价格17t录努。同

耐，县供销合作社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供销社自营业务，平抑集市价格。
五月十八Ft，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建立全国物价委员会的决定》。

十一月四日，县人民委员会批转敢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关于加强修补服务行业价格管理报

告的通知》。

十二月十二日，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印发《奉贤县修补服务行业统一价格El录))，有九个

：大类，一百零九个品种，二千四百四十七个修理服务项目。

十二月，贯彻全国物价委员会第一次全国物价会议精神。

一九六三年

Z月二十五日，全国物价委员会下达《十八类商品目录的通知》。

三月二十八日，在县长杨锐主持下，召开商业、供销、手工业、粮食、工商、银行、税

务、供电、，工交、卫生、南桥镇人民委员会等部门、单位的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市

构物价会议精神。

酌，贯彻国务院《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
函月十八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奉贤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

五月六日至八日，县人民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县物价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市的物

价会议精神，讨论修改县计划经济委员会拟订的《关于中小农具价格安排意见》、 (<关于集

市贸易价格管理意见》、《关于加强工业品、手工业品出厂价格管理意见》、《关于本县市

场物价管理办法和分工权限))、 《关于饮食业、茶食业价格管理意见》、 《关于供销社自营

。业务物价管理办法补充意见》、《关于农产品生产成本调查意见》共七个文件。

九月一日，本县调整农村粮食统销价格：低于收购价格的，提高到统购价格水平，高于

域相等于收购价格的，一律不动。
一九六四年

一月‘十五日，奉贤县物价委员会发出《关于认真做好物价资料保密及登记工作的通知》。

二月，贯彻全国物价委员会第二次全国物价会议精神。

五月，贯彻全国物价委员会颁发((基层商业企业物价管理试行办法》。

六月，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各业务主管局、社、镇、公司、经理部等单位负责人、物价干

部和业务人员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市的物价会议精神，讨沦修改县物价委员会拟订的九个
文件，并安排了当年的物价工作。

九月一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县物价委员会《关于开展全面审价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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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贯彻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第三次全国物价会议的精神。

十一月，县物价委员会为加强物价管理，进行制度建设，分别同意县供销社(10条)、

县卫生科(7章19条)、县计量所(7章17条)拟订的物价管理试行办法。

一九六直年

八月，本县高价商品除甲、乙级香烟和部分针棉织品外，各种名酒、饮食业菜肴、食

糖、糕点、饼干、低档香烟，手表、自行车、细支汗衫等，改按平价供应。议价商品除食

油、花生、黄豆、小杂粮、大饼、粢饭糕外，猪肉、家禽、鲜蛋、水产、红糖、南北杂货

等，改按平价供应。

十一月，贯彻全国物价委员会第四次全国物价会议精神。

十一月二日，县人民委员会批转县物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开展审价工作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

一月，贯彻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物价委员会党组((关于第四次全国物价会议的汇报提纲谤。

四月五日至七日，县人民委员会召开：金县物价干部会议，县物价委员会传达贯彻中央，

市的物价会议精神蔷 ‘．j一

八月一日，本县提高粮食统销价格。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粮食供应价格提高后，对城

镇居民、职工不搞粮价补贴。采取同时降低煤球、电费、学生学费和西药商品的零售价格，

适当减轻职工和城镇居民因粮食提价而增加的支出。

八月二日，县人民委员会《关乎清理整顿各项杂费的通知，经过整顿，在二十五个单位

中，各种杂费由一百三十多种减少为七十七种，废除五十六种。

一九六七年
’

七月，县物价委员会和县手工业局联合汇编印发《奉贤县手工业产品价格目录薄》。

八月九日至十一日，中央和市的有关部门在我县召开全面试行棉花新标准会议，简化棉

花收购等级和价格。会议决定，由原来的十二个等级和两个等外级，简化为七个等级和一个

等外级。

八月二十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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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全国各地商品价格冻结。

一九六八年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拢破坏下，各级领局干部被打倒或靠边审查，物价

管理机构被撤消，物价干部被调离，全县物价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一九六九年

八月一日，、执行国务院关于降低药品零售价格的通知。价格水平比一九六八年下降百分

之三十七，比一九五O年下降百分之八十。

一九七O年

7十一月，执行国务院《关于不得自行调整商品价格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

中共中央批准，提高了油料和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了石油、化肥等农产品。

的销售价格。 ：‘

一九七=年

三月三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物价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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