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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一～．

编辑说明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秉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

原则记载各个时期的物价管理活动。

二、时间断限：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止于1991年底，但为了

便于今后衔接，概述部分和附表内容延伸到1995年底止(撤区改

市前)，管理机构一节内容延伸到1997年2月。全志坚持“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境内的物价管理活

动和价格演变过程，突出时代、行业和地方特点。

三、本志记述空间范围限于新永州市行政区域(即9县2区)，

文中“境内”，“区内”、“全区”、“全市”均指此区域。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一般分章、节、目、三个层次，事以类从，

横排竖写。全志共设8章、28节和3个附表。

五、本志行文规范按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要求处

理，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和档案馆的资料为准，统计部门和档案

馆资料缺失或不全的采用职能部门资料。计量单位按各个时期实

际通用的计量单位记述，没有进行换算。



序1

序
程晨曦

《零陵地区志·物价志》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编纂工作后，今天

终于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全区物价工作的一件大喜事，也

是全区物价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新成果。《零陵地区志·物价

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零陵地区自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物价

管理机构、价格管理体制和商(产)品价格的详细演变过程，是一部

集物价管理和物价资料于一体，紧密反映价格变化对全区经济发

展影响的新方志。因此，她既是一部物价工具书，又是一部零陵物

价史。她的出版，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零陵地区的物

价工作，正确地运用价格杠杆，促进零陵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价格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物价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

治问题。价格作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早在奴隶制社会就产

生了，并有了物价管理机构。《周礼·地官·司市》中记载的“抑其

价以却之”、“起其价以征之”便是早期的物价管理。由于不同历史

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各不相同，因此，物价管理的内容和形式也

有具体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商品交换以自由价格为主，价格

水平直接受物资供求和社会安定因素的制约，价格暴涨暴落严重

地影响了全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全区的物价管理紧密围绕各个时期党的政治

经济工作中心认真开展工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区推行“稳定

物价、打击银元、推行人民币、开始收税”和中央的。四面八方”的经

济政策，对稳定市场物价起了一定的作用。国民经济“一五”时期，

按照中央提出的“稳定、发展、服务”的物价工作方针，全区的粮、

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和生猪实行派购定购政策，农副产品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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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类分级”管理，并逐步形成了“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高度集中

统一的价格管理体制，这种“一统天下”的价格管理体制一直延续

到1978年价格改革以前，历时20余年。这一时期，全区的物价管

理主要是抓稳定和整顿，除调整少数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外，对多年

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几乎未作调整。如稻谷，从1966～

1978年13年一直保持每50公斤收购价9．5元不变；烤烟，从

196Z～1980年19年收购价未作调整；生猪，从1964～1979年15

年收购价未动I棉花，从1972～1977年6年统购价执行不变；部分

中药材的收购价如山药、泽泻等20年未变动。这种高度集中统一

的价格管理体制虽然在当时对稳定物价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

长时期的冻结物价，价格扭曲现象也日益严重，阻滞了整个经济的

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以农产品

价格为突破口，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全区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

理体制发生显著变化，工农产品交换比价进一步改善。特别是零陵

地医被国务院划为“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以来，为更好地适

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全区价格管理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

市场为导向，从零陵实际出发，价格杠杆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都得到

充分发挥，市场定价商品比例不断扩大，企业定价自主权得到进一

步落实，促进了全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市场物

资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1995年比1949年农民人平

纯收入增长38．6倍，每50公斤稻谷交换的尿素由1950年的6公

斤增加到1991年的44．5公斤。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这一要求，全区的物价工作重点

转移到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和调控市场物价上来，把治理乱收费和

乱涨价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保持了市场物价

的基本稳定，为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减轻社会和农民的负

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物价工作在国民经济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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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仍具有重要作用。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和市场物价

的基本稳定，物价管理的任务还很艰巨#同时，理顺价格关系仍是

一项长期任务。物价部门既要管好城镇市场物价，又要把价格管理

网络延伸到农村，逐步解决好农村“一高一低一重”(指农资价格较

高、农产品价格较低、农民负担较重)的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既要管理商品价格，又要管理日益繁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既要管

好国家管价商品价格，特别是垄断行业和涉农部门的商品价格，又

要管好市场物价，尤其是要搞好市场价格调控，打击价格欺诈和价

格暴利行为，促进市场公平、有序竞争，做到管理和调控“双管齐

下”。正如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太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

家要通过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商品储备制度和其他经济手段以及

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对价格进行调控和监督”。因此，正确

认识物价工作在管理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对于加快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局秉着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经过一年多的广泛收集资料，编写

了这本志书。这对于从事物价和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志能比较系统

地了解零陵地区的物价演变过程提供了一本很有参考价值和史料

价值的读物。

一九九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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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述

清代、民国时期，境内商品交换以自由价格为主，价格水平

直接受物资供求关系和社会安定因素的影响，农副产品价格尤与

丰欠年景相关，丰年平稳、欠年上扬。同治元年(1862)，全区半

数县干旱，米价陡涨，蓝山斗米价涨到千钱。这一时期，尽管政

府曾对火车运价、邮电资费、医疗收费等社会公用事业收费和食

盐、粮食等重要物资价格时有规定，由于当时物资匮乏、通货膨

胀严重，投有专门物价管理机构，历次限价、评价等措施收效甚

微。

新中国成立以后，零陵地区物价工作贯彻执行“稳定市场、稳

定物价”的基本方针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既保持

了全区市场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1949年lo月，永州专

区推行。稳定物价、打击银元、推行人民币、开始收税”和中共

中央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对稳定物价起了一定作用，由

于财力困难，商品供应不足，加之奸商囤积居奇，1949～1950年，

全区市场物价发生四次大涨风，第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从抢

购棉纱开始，发展到熟米．食盐、茶油等价格全面上涨。以11月

20日，为基期100，到同年12月6日熟米上升147、棉纱和食盐

上升134、茶油上升139；第二次是1950年l一3月，粮食、棉纱

等商品价格1月份激剧上涨，到2月下旬，大米比1月上旬上涨

3．53倍、茶油1．79倍、棉纱l倍、食盐1．76倍}第三次是1950

年5～7月，全区市场粮价猛涨。零陵市场米价每50公斤5月初

为5．98元，5月中旬涨到8．48元，涨幅为41．8％I第四次是1950

年10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封锁香港：物资输入内地中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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