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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川粮油市场志 蜀荔i磊磊石鬲瓦面i
重庆市，成都市、万县市、宜宾市，自贡市，遂宁市， 1，司
德阳市，绵阳市，达县市，广元市，乐山市，攀枝花 ●

市、雅安地区，涪陵地区和南充，江津，合川，江油， ，‘

广安．开县，金堂、犍为，苍溪，简阳，宣汉，眉山．，瓿⋯。

剑阁、射洪，梁平、渠县、叙永、合江、三台、邻水，内江，
。。

忠县，富顺，泸州市中区等14个市地，24个县(市)送 j

来的共计39份，，约150万字的长编资料。。在。1年多的编 ：

写过程中，编写组又向国家第一，第二档案馆，四川省

档案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关单位，补充搜集了上百万 I‘

字的资料，于1989年8月完成初稿。～然后，送请省粮食之。奢
局的领导，有关处室，公司，．·些市，地粮食局，以及‘；1
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秦宜雅同志审阅，他们提出 ．1I

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们向这些提供珍贵史料和’一i
宝贵意见的单位，同志，一并表示感谢。 一

参加这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四川省志·粮食志》 7．

编辑室李树棠、蔡昌华，重庆市粮食志编辑室张德珍， ．，，

宜宾市粮食局李应锐，全稿由李树棠主编、郝振洪主 i_|

审。王树碧参加了本书统计图表的编靠4与核对工作。由 ：

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编写史志的经验不足，书中难免存
一

在不少缺点，错误，诚恳地希望读者j比评，指正。
。

一二

缩’ 者 ，

1989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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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粮油市场志>是为编纂《四川省志，·粮食志》而

编撰的20部专题资料性著作之7。记述的是1840年以著，四川省

粮油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教训。为了说明问题，在有些章、

1‘ 节中，简要地记述了全国及1840年以前的有关情况。，、．．，～．

FI 二i本书的结构，采甩章，节、目的形式，按记述问题的性

【i 质分别加以编纂。鉴于四川桐油市场在全国所处的特殊重要地

【、j 位，及其与粮食市场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故设专章单独记述。

， 全书的内容梗概及其历史背景，写有《概述>。编撰经过，写有
7‘

《编写说明》。
。

。

三、本书的内容，与《当代四川农村粮食购销工作》，<当

f一 ．、 代四川粮油议购议销》，Ⅸ四川植物油的交换与流通>、<四川粮：

油调运工作》和《四川酌粮油计划，统计及价格管理》等卷(以

上各卷为暂定书名)，间有交叉。但是，它们各有其特点，侧重

不同。

四、本书引用的资料，来自正式出版物和国家正式文书档案

的，采用脚注，当页编码．不编通码I来自其他方面的，特别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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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粮食局系统自身形成的资料，一律未加注释，如有必要则

随正文加以行注· ．

五，书中使用的纪年，一律办公元。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以前酌朝代年号，如宣统×年．民国×年，均同眩在括号内注

明公元年号。

，六、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酌有关规定I引文中必须

保持的非法定计量单位，则在其后括号内同时注明按法定计量单

位换算的计量数字。
’

七、书中统计数字的使用，遵照1983年12月10日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有关规定处理。一7
．

八、，对引用资料中字迹模糊，难以辨另q的字，采甩以“口’’

占位；对原文有疑义的字句，一仍原文照录，但在紧接原文后面的

括号内注有编者的判断． ．1 7”。：7
’

j

1989年8月

]f』if√纠州列．一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中之宝黟，是一种特殊性极强

商品。四川省的人口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增至4416万，

过江苏而跃居全国第一以后，1 00多年来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

一个省。①“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对四川人民及历代当政

来说，体验尤为深切。 ·

四川在清代前期，即已成为全国商品粮主要产区之一。17

年(清雍正四年)，川米开始由政府组织输出。最初运销湖北

后来遍及江苏，浙江、云南，福建等省。晚清时期，粮商人数

多，弃官从事粮食经营者也不乏人·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侵略与对抗r中西社会

突的帷幕，中国自此被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开始有了世界

①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f专b



·2· 四川粮油市场志

观念，萌发了‘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要求，产生了前朝

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首先受列

外部严重冲击的是沿海和长江下游各省。四川地处祖国西南，西

有世界屋脊，东有长江三峡，北有秦岭巴山，南有云贵高原，四

周为1000至3000多公尺的高山和高原环抱。在当时，除东有长汀

与外界沟通外，其他三面基本上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使四Jl【

搿承受帝国主义直接的经济侵略要迟一些，自然经济结构遭受的

破坏程度也要轻一些。矽② ，

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民国时期，四川除与其他省区同样

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外，还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军阀割，

据，重庆住抗战期中又处于国民政府“陪都"的特殊地位。四Jll

的粮油市场，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浓郁的地方特色，随着政治‘

风云的变幻，兴衰起伏，步履维艰。回顾四J11粮油市场的这一段

历史，从源流、交易，价格、管理等方面，将它如实地记录下

来，留给当代，传之后世，不是没有益处的。

C
’

，

纵看15 o年l匹lJrl粮油市场I玲历史，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l卵

①陈旭萑·《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载《新华文摘》1988年

第8期，第57页。一■——～⋯’ 一

②隗瀛涛，李有明，李润苍t《四川近代史)>_，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1985年版，第1页． ．

¨k；、，o；。p，

：1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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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反映商品交换的

粮油市场是狭小的’又由于四川处的地理环境帮粮食的特殊属

性，市场的区域性和封闭性也较明显。除了大规模的救灾，战争

等特殊情况，由政府组织的远程运销羽l传统的边界贸易外，粮浊

贸易基本上是在一城一镇或顺江河流域的小范围内进行。晚清、

民国时期，由于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商品粮油大部分掌握在地

主、官僚手中，粮油市场带有严重的垄断性和剥削性。产新时刹价

以收，青黄不接时高价以售，遇有灾歉，更足囤积居奇，哄抬市

价，粮油市场成为官僚、地主、豪绅敛财之所。

。四川由于人口多，人均拥有耕地少，粮油的商品生产水平较

低，商品粮来自千家万户，农民既是粮油的生产者，也是主要的

消费者。因此，农业人口的比重愈大，．粮油的自给率愈高，商品．

率就愈低。最近40年，粮食的商品率占20％左右。晚清、民国时

期，无确切统计资料，但因农民的比重更大，商品率定在20呖以

下。进行交换活动的粮油市场，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JJfi，

交通条件的改善则日益增多。晚清，民国时期，全省大约30004·

集市．80年代后期，已接近5,900个。 ，

粮油市场的交换形式(购销形式-)；大体上可分为自由交

换、统制性交换和“双轨制"交换等三种形式。

自由交换。主要是指粮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从事经营

的商人．可以自由地进行购销活动。政府对粮油市场似管非管，

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晚清，民国时期，大体如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短暂期间，也实行过自由购销政策，但那种自

由购销是在国营商业领导下的自由购销。 ．

统制性交换。是政府依靠行政权力实行统制经营而排斥市场

机制的一种交换形式。抗战时期，全国大片土地沦陷，前方军需、

．．#r，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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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所需粮油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四川成了抗战期间的粮油

基地。加之天灾人祸，囤积居奇，投机操纵，市场粮源缺乏，粮价

猛烈上涨。国民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被迫实行战争时期的特殊

管理，加强政府对粮食的统制经营和调控，制订了不少严厉的政

策、法规，继而发展到动用宪兵、警察管理粮食市场，更有甚者，

，蒋介石在1940年12月还导演了一场枪毙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借

人头平粮价"的闹剧。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

策，商品粮油绝大部分由国家统购统销，粮油市场时关时开。这

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事实证明“统购统销”办法也有其不

可磨灭的功绩与地位，但毕竟市场调节的比重太小，而且粮价由

5国家统一制定，购销价格“倒挂’’，违背了价值规律，既抑制了
‘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助长了浪费性消耗，又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

重的负担。
、

，

“双轨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经济一中，

也曾出现过“双轨制”的粮油购销形式，但不是作为主要形式起

作用。本书所记述的“双轨制’’，系指1985年以后出现的一种新

’型的购销形式。所谓“双轨制"，就是一“轨打由国家向粮农计

划定购，掌握一定的粮源，用来保证军需和城镇居民的计划供

应，另一搿轨"为国家定购以外的粮食，开展多渠道经营，价格

随行就市，粮农在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可以把剩余的粮食拿去

卖议价或者去市场上出售，消费者和用粮单位可以向粮食部门购

买议价粮，也可以去市场上自由购买·

粮食“双轨制"的出现，是我国粮食购销制度演变过程中的

一种历史性产物。选择双轨制，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引入市场机

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流通体制，控制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价格，减少财政补贴。实践证明，在粮食供求比较紧张的状况

帕，o{



放开，自由

的粮食供

块，确是与

也难以避免

、
． j

． 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开始涉足商品经济，市场已成

为农民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场所，价值规律日益深入地支配着他

们的活动，依靠行政力量支配的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受到了市场

i ， 酌挑战。 ．’ ， 。
。 ’

80年代四川的粮油市场，、是在政府改革措施酌推动下，强行

从计赳经济模式中分离出来的。发展的时间短、规模大，速度快，

因而尚存在发育不成熟，制度不完善，运行规则不健全等缺陷。，
”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酌市场，既注入了现代商品经济酌活力，

又留有产品经济的痕迹，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是

粮食定购价格偏低9。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上升过

快，使粮食生产比较利益明显下降I粮食购销价格倒挂，国家财

政补贴居高不下，而且节节上升I取消统购，保留统销，使该煦

的购歹隐来，该放开的也难以完全放开。．一 。

“双轨制一所引起的问题，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经济过热及

．配套措施没有跟上等方面的原因。市场的发育有·个历史过程，

随着市场结构，市场组织和市场秩序的逐步完善， “双轨制"弓l

起的弊端可望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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