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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物价志》是泉州地方志丛书之一，是以新的

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写而成的。这部专业志，以

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泉州地区自宋皇韦占五年(1053)至

1990年的物价演变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
‘

●

和国成立以来的物价变革情况。

物价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它涉及社会经济各个

领域，当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正确运用价格杠杆时，

生产就会发展，经济就会繁荣，人民生活就能得到改善。

否则，生产就会受到影响，经济就可能衰退，人民生活水

平就难以提高。如果这部物价专志能达到“资治、教化、

存史"的目的，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一定的借鉴，我

们就感到万分的欣慰。

纵览旧志书，人文篇幅居多，社会经济篇幅甚少。物

价偶尔在祥异类或其他类中记述，但也寥寥数语。《泉州

市物价志》如能为泉州旧志书补白，为泉州新志书添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那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在编纂过程中，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精心指导，

黄安全副主任亲自审稿，各县(市、区)物委、各有关部

f-1(单位)大力支持，陈泗东、傅金星、庄炳章、王连茂

同志和从事经济、物价工作的有关同志，提供一些有价值

的资料，同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尤其是本志编辑组的全体

同志，为《泉州市物价志》编纂工作顺利完成而辛勤笔耕。

谨此，对上述单位和同志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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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物价志》编纂委员会

1993年5月1日



凡 7例

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注意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供研究泉州价格作参考，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二、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分析的态度，真实地记述泉州价格

的历史和现状。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当代为重点，体现改革

开放的时代特点。

三、记述时间，上限唐景云二年(711)武荣州改称泉州起，

下限至1990年，重要事件适当下延。

四、记述地域范围，以1990年泉州市行政区划为准。历史上

属泉州市管辖，而1990年不属泉州市管辖的行政区域，作必要的

注明。1986年以前的泉州市称鲤城区，市区不包括郊区。

五、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价格、收费、管理、丛记、附录，

辅以图表和照片。顺序排列，横排纵写，纵横结合。记述层次为

篇、章、‘节、日，细目一般不标序号。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采用记事本末体。

七、各党政机构、部门、团体、会议名称等，在文中首次出

现时，一律用全称，并夹注简称。职官名称，均以当时历史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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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称，不加政治性定语。人物除首次出现说明身份和职务外，一

般直书姓名，临文不讳。

八、历史纪年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

“年”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解

放后”指1949年8月31日泉州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后”指1949

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指1978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九、计量单位名称、符号，解放前采用史料中的旧计量单位，

解放后一律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旧人民币按一万比一折算

成新人民币计算。

十、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载入，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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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人类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市场物价，

它是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的综合反映。 ．

泉州古为商埠，市场形成源远流长。唐景云二年(711)武荣

州改称泉州，内外贸易，逐渐发达，开拓街市，设立货栈。商品

交易中粮价是一切商品价格的中轴。南宋乾道年间(1165～

1173)，泉州郡太守汪大猷在解决本府粮食不足的问题上，采取

“增价以籴民”的办法，调济泉州的军需民食。明嘉靖二年

(1523)颁布《市易法》，规定行会之责在于平物价。嘉靖三十九

年，。倭寇入侵闽粤．泉州深受其害，农不得耕，加上灾害，米贵

如珠，百姓生活艰辛。米斗斛十千无籴处。清康熙六年(1667)，

’泉州大有年，银一两谷八石。乾隆曾饬府、州、县若遇灾害，粮

价变动须及时申奏朝廷。

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对经济控制不严，军阀混战，泉州偏安

一隅，物价相对稳定。民国22年(1933)，资本主义国家向泉州

倾销剩余商品，市场物价下跌，23年比22年物价水平下降7．

56％。抗日战争时期，商品匮乏，货币贬值，港口封锁，侨汇断绝，物

价暴涨。31年(1942)12月．国民政府颁布“限价实旋办法”，随后各

县设立“平价委员会”，实行限、议价。实际上，市场物价不仅没有稳

住反而上涨，结果“限价”名存实亡。以谷价为例(50公斤)，26年

4．50元法币，34年7月1300元，上涨289倍。解放战争时期，物价

飞涨．仍以谷价为例(50公斤)，37年(1948)7月1500万元，上涨

11538倍，法币变为废纸。有的商品和工资、房租、车票、报资等则
． 1



以大米为计价单位，农村主要则以物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简称新中国)，泉州物价发生两次

波动，物价管理重点是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1950年3月，执

行国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采取措施，制止了

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把物价稳定下来。泉州市

区的社会零售物价水平，1952年比1950年下降34．38％。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商品逐步实行计划价格。1953

年lo月起，粮食、油料、食糖等陆续实行统购统销价格，不准私商

经营。1954年9月起，棉花、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价格，

凭布票购买。随后逐步扩大农副产品的收购范围，计划收购的产品

不准在自由市场上买卖。同时，按“城城微利，城乡合理”的原则，调

整工农产品的地区差价，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等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日用工业品价格一般保持相对稳定，只对少数极

不合理的价格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在这期间，国家曾两次决定冻

结物价：1955年3月，在发行新人民币时，规定商品价格一律不准

提高；1956年7月在调整工资期间，停止调整物价，至12月底解

冻。 ·

1956年全区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随着国

营、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价格管理进一步以国家牌价为指导，由

点到面，从泉州市区的重点管理扩展到县城和农村主要集镇，逐步

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形成“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价格管理

体制。这时，生产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改

善。社会零售物价指数：1953年与1952年基本持平，1954年比

1953年上升1．66％，1957年比1956年下降1．33％。

1958年“大跃进”年代和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违反

客观经济规律，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大刮“共产风”，导致国民经

济全面失调，生产萎缩，物资紧缺，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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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为了加强物价管理，1960年始，地、县(市)相继建立物价委员

会，统一领导物价工作。在市场价格猛涨的情况下，物价工作主要

抓两个问题：一是保持市场上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稳定。使大多

数居民能渡过困难时期。规定属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和房租、

水费的收费标准(即十八类商品)保持稳定，其定量凭票供应的开

支约占职工家庭生活支出的60-'--70％；二是配合有关部门吸收市

场上流通过多的货币，使货币流通量与商品可供量保持适当的比

例。1961年3月开始，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逐步敞开出售8

种(类)高价商品，直至1964年5月停售，获得较好效果，回笼大量

货币，使市场物价复趋稳定。同时，在稳定物价方针的指导下，对一

些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有计划地进行了有升有降的调整，以促

进生产，满足需求。1962""1965年，通过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物价先涨后落，

1962年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上升42．59％，为历史最高水平，1963

年开始回落，1965年仅上升8．90％。 ’

‘

“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瘫痪，价格失调。初期，市场物价实行。

基本冻结。1967年8月，规定对不合理的价格和地区差价、城乡差

价，一律放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国家统购物资一律不准私自

买卖和交换。1970年又规定不得自行调整商品价格，物价管理权

统统集中于中央，加剧了“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局面，致使价格

问题积重难返，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在这期间，虽然

冻结了物价，但对少数工农产品价格和收费也曾进行过调整，调对

调错并存。社会零售物价指数虽然变化不大，但这并不是生产发

展、供求平衡和人民生活安定的真实反映，而是在商品短缺，许多

重要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供应、凭票购买，压低人民生活水平的前

提下而实现的。

1977"--1978年，整顿物价工作。从农副产品着手调整不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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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并适当调整日用工业品价格。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了物价工作新局

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执行改革开放的方

针，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解放思想，逐步改革长期存在的价格

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国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从1979年始，价格体系改革走放调结合的路子，大体分两阶

段进行：1979～1984年，以调为主，调放结合。包括大幅度地提高

。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8种主要副食品及其相关制品收购价格，全

面调整纺织品价格，有重点地调整部分重工业品的出厂价和交通

运输价格。

1985"-*1990年，以放为主，放调结合。除粮油等少数重要品种

实行合同定购外，其余农产品价格不同程度地放开，并放开部分工

业品价格，初步理顺了价格关系。

管理体制改革随着价格体系改革而逐步深化。从1980年起，

地、县(市)相继恢复和健全物价机构，逐步下放价格管理权限，实

行灵活多样的管理体制，改变僵化的单-6,9计划价格形式，形成了

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形式并存的局面，步子较大

地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扩大市场价格的范围，改变了以前

“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局面。

在价格改革中，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放开放活价格。对部分

工业品实行以国家统一定价为基础的浮动价格，对日用工业品中

的小商品，分期分批地实行企业协商定价。1980年从全局来看，本

地区率先放开地产小蜜饯、小百货、小文化用品价格。至1983年小

商品价格已全部放开，共有500多种(类)实行市场调节、企业定

价。对部分农副产品恢复议购议销，实行议价。同时恢复和发展城

乡集市贸易，实行市场调节。通过改革，国家定价范围日益缩小，市

场调节部分不断扩大。1983年，国家定价占72．1％，国家指导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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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市场调节价占19．4％；1990年，国家定价占8．3％，国家指

导价占17．8％，市场调节价占73．9％。这说明价格改革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使高度集中的旧体制较快地向新体制转化。

这个时期，由于价格结构的变革，价格总水平呈上升势头。从

1984年末始，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起通货膨胀，使物价水平连续上

升，1988年物价总指数猛升至132．2％，仅次于1962年历史最高

水平(142．59％)。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综合治

理，建立“60控价工程”，加强物价管理，有效地控制了物价总水

平。1989年后，遏制了通货膨胀．价格升幅逐步回落。1990年物价

又趋向稳定，比1989年下降0．6％，使物价升幅控制在计划指标

之内。

总之，价格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物价水平的上

升，但由于生产发展较快，使大多数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90年，

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783元，比1978年47．47元提高15．4倍；职

工人均工资2008元，比1978年458．56元提高8．78倍。但也有少

数职工收入没有相应增加。生活没有改善，甚至有所下降。但从总

体上看，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生产力，增加收入，才能保

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地不断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价格改革不断深化。至1992年10月，全面

放开了粮油购销价格，同年底所有地产工业品的出厂价除省统配

的煤炭出矿价和食盐出场价外，一律放开，实行市场调节。

至此，我市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

共十三大提出的少数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多数商品和劳

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目标已基本实现，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

价格运行机制己初步建立，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振兴经济提供了

良好的价格环境，为建立统一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创造了重

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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