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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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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县物价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立足当代，突出专业特点编纂的新方

志。

《永吉县物价志》是我县历史以来第一部物价志书，记述了

民国时期和伪满时期的物价概况，着重对建国以来物价工作进行

了详细记述，是一部较完整的物价志书。对了解我县物价工作的

历史和物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永吉县物价志》编纂工作是从1984年初起搜集资料，

1985年8月开始编纂。由于历史资料极度贫乏，建国后的资料在

县城从吉林迁至口前期间，大部分被丢失、、焚毁，加之时间紧，

水平有限，难免有很多缺点或不足，欢迎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

后修订。 ．

永吉县物价志编志组

198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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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县概况

永吉县位于吉林省中东部，地处吉林、长春二市之间，环绕

吉林市周围。地势处j松嫩平原向长自山过渡地带，东南高西北

低，北纬43'187至447l∥，东经1躬’48 7至126。551之间。南北长

110公里，东西宽9_0公里，地面总幅员为5205平方公里。 年平均

日照2284．7小时；年平均气温为4．9度， 无霜期为110至145天；

晦水量年平均696毫米。

全县幅员广阔、地貌复杂，工业、交通发达，矿产、特产资

源丰富。

地貌可分山地，丘陵、。平原三种类型。水域资源有第二松花

江、饮马河、．岔路河、牢亡牛河、团山河、鳌龙河，五里河七条骨

干河流和百余条五公里以上的支流，呈树枝状伸延各地，水源流

向自东南向西北。

自然资源有落叶松，水曲柳等40多种；野生经济植物百合、

龙胆等237种。

矿产资源有煤，黄金、白粘土、青石、石灰石，还有钼、铜

等稀有金属。

工业企业、二轻企业、商业企业分布在全县六大镇，部分在

吉林市。铁路干线四条，铁路、公路四通八达，还有江上航运。

农业以水稻，玉米、大豆为主。

有28个乡镇，总人口739，043人； 民族有汉(88．8％)、朝

(5．6％)、满(4．3％)、回、蒙等，是一个民族较多的县份。

全县开发历史较早；公元1726年(清雍正四年)，于吉林乌拉

设永吉州；1913年(民国二年)置吉林县；1929年(民国18年)，

改为永吉县。县政府设吉林市内，1969年迁劭口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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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物价由来历史悠久，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经济杠杆，特别是

当前经济改革中， 发挥着更大作用： 解放前后物价情况比较复

杂，又有严格区别。

一、物价的发展变化

。物价古代有之， 《易击辞传》神农氏时代有所谓， “日中为

市”的记载。说明那时即有市场交易，就有价格。(物与物交换)

存在。

公元前六百四十五年，齐相管仲，名夷武，是我国历史上著

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家。他在((国篇》中说： “夫物多则贱，寡则

贵，散则轻， 集则重，"“藏则重，发贝Ij轻。’’这就是说，产

品多了， 物价就低j 产品供不应求时， 物价就升高。 在流通

中，如果有人将商品加以囤积，造成市场上供不应求，物价就会

上涨；反之， 物价就下降。在《轻重乙篇》中说： “五谷者，

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

俱平。”
’

公元二十年，据《汉书》食货志范载：“民卖五谷布帛丝线之

物，因予民用而不售者，均输官有以考验见实，用其本贾取之，毋

令折钱，万物仰贵，过平一钱，则以价卖与民。其价低贱减习三者

听民自相与市。"

从历史上看，物价是不稳定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货币贬

值严重影响物价稳定，东西晋和南北朝时尤为严重。 、

‘

在我国历史上，商品价格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

基础土，’没有计划经济，也没有专门的物价管理机构。只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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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行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实行计划经济，形成了社会主义价格体系，使物价基

本稳定。并建立了各级物价管理机构。

整个价格体系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建国初期，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证工农业生产

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党和政府集中力量坚决稳定市场

物价，从而掌握了经济领导权，形成了价格体系初步阶段。

第二、不断完善阶段。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价格体系不合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不断的

完善了社会主义价格体系。

第三、初步改革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物价

管理机构，对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中不合理部分进行了初步改革，

使物价工作走上了健康轨道。

二、物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物价问题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对人民生活有着重要

的影响， 是每个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物价同产品调拨、商品交

换，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关系都非常密切。价格是最有效

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

1、 物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正确的价格政策与合理的商品价格，能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

协调发展，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物价政策是党和国家经济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商品价格，就是能够反映商品价值

的价格。体现着等价交换的原则，价格也应当反映价值。价格的

变动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在经济顺利

发展、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的情况下，物价就比较稳定。在国民经

济经过大起大落以后，物价上的问题就比较多。例如，我国六十

年代初期发生的经济困难，曾经引起了整个物价水平上涨，由于

农韭严重减产，其中集市贸易价格更是成倍上涨。1963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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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逐步协调，经济出现回升，物价

就开始回升，并且趋向稳定。

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斜改革，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

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各项改革

都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所以，物价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

涉及千家万户，是国计民生的大事。

2、 物价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价格的主要职能是：价值是货币表现的尺度，经济核算的工

具，计划管理的杠杆，由此产生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价格是国家领导和管理经济的重要杠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

期内，从理论上对发展社会主义商晶经济、利用价值规律的必要

性认识不足， 忽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月。 价格

的规定，往往违背价值规律，忽视经济规律，带有很大的主观随

意性。许多不合理的价格长期得不封调整，人为的造成一些商品

供求失调。 价格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形式有两秘， 一种是自

觉调节，一种是自动调节。这两种调节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必须加以充分利用的。我们现在对一部分商品实行的议价购销政

策、浮动价格政策、企业自己定价政策和集市贸易价格等，都是

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价格自动调节作用的形式。

价格要在发展新技术、增加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上发挥积极

的促进作用。价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

益，而且关系到企业的生存稂发展。合理的价格对推动企业加强

经济核算，采用新技术、发展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

成本有着重大作用，它可以促使广大经济管理人员努办提高幂lj用

价值规律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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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理机构

第一节 管理体制

1950年， 我县物价管理部门为永吉县人民政府工商科，

1955年8月， 改为县商业局业务科(商业局刚开始称商业科)；

1958年1月成立县物价委员会， 1968年物价委员会归署为县生产

指挥部计划组；1974年又归署为县计划委员会，对外保留物价委

员会名称， 1983年lO月成立永吉县物价局。 职权范围是，对农

业产品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及调定价工作。 同时， 负责全

县物价管理工作。正确执行国家物价方针、政策，监督检查各种

产(商)品价格及非商品收费标准执行情况’ 保证国家物价方

针、政策的正确贯彻实施，以维护国家、集体和广大消费者的利

益0具体职权范围如下：

1、根据国家、省、市物价部门和县政府有关规定，对调定

价方案负责安排实施，仲裁解决部门之间的价格纠纷，并监督有

关部门执行。

2、 负责本县物价管理和综合平衡工作，同时掌握好全县价

格变化和安排好各类商品的比质比价工作，对人民生恬关系密切

的主要付食品价格，必要时实行最高限价。对于计划价格、浮动

价格、 议购议销价赭和各类非商品收费实行统一管理， 会同税

务、工商、计量等部门，加强对集市贸易价格的管理。

3、对县以上管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标准在充

分调查的基础上，负责审查，编制调定价方案，及时上报主管部

门，同时搞好邻县价格衔接工作。

4、1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对批发单位的作价和基层单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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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个体商贩、集市贸易的价格，负责监督检查。对违反物价方

针、政策和纪律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没收其非法收入、罚款，

直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5、 负责处理有关物价工作方面的人民来信来访。

长期以来，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形式比较单一，过多依靠行

政管理手段，权利又过于集中，忽视了价值规律作用。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家逐步下放了价格管理权限，使物价管理部

门有了较大的灵活性。根据上级物价部门的指示精神，县物价局

在价格体系改革过程中，改革了过去管的过于集中的作法，逐步

下放商品价格管理权限，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对国家放开的小

商品价格，实行由企业自行定价，发挥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作用，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附各时期物价机构公章图案，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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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各时期物价机构公章图案：

省林吉

☆科商工☆

府政民人县吉永

1950年一195S年7月

永吉县

物价委员会

1958年一1967年

永吉县计划委员会

☆

1 974年一1 983年

永吉县物价委员会

☆

$974年--1983年

一6一

永吉县

商业局

1955年8月--1957年12月

永吉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一一☆一一

计划组

1968年一1973年

永吉县物价局

☆

1984年一1985年



第二节管理队伍

一、管理队伍的发展

建国初期，没有独立的物价管理部门，管理力量极其薄弱。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物价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
”

1950年县政府工商科，物价管理人员=人，工商科科长：何

光。i953年县政府工商科物价管理人员先后四人，工商科科长t

沙维明。 1955年8月县商业局业务科物价管理人员二人，业务科

长：范永庆。 1958年1月，县物价委员会主任，张风歧(县政府

副县长)；副主任：沙维明(商业局局长)5张金海(县供销联

社主任)；委员六人。 1979年3月县物价委员会主任：李富(县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主任j宋志刚(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九人。 1981年3月县物价委员会主任；李向武(县政雅常务

副县长)，副主任：李富(县政府副县长)}宋志刚；委员十四

名。1983年10月10日，根据永吉发(1983)59号文件《关于县直

机关党政机构设置的通知))，成立了永吉县物价局，编制=十六

人；其中行政编制十人，事业编制十六人。 1985年6月实有人数

二十三人；其中1984年7月招干考试录用六人。二十三人中，局

长孙永祥， 副局长马骏’ 人秘股五人(上学列编外一人，总务

占事业编一人)，价格股五人，检查股十一人(编制余三人)。

详见物价局工作人员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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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基层物价队伍

1、基层物价机构队伍

六大集镇成立物价领导小组(口前、双河镇、岔路河、乌拉

街、桦皮厂、缸窑)；县总工会；县老干部局、县文化馆分别建

立了物价监督站和宣传站。

口前镇物价领导小组四人，组长，张荣(副镇长)。双河镇

镇物价领导小组，组长：翟福祥(副镇长)。岔路河镇物价领导

小组四人，组长：许桂荷(副镇长)。乌拉街镇物价领导小组四

人，组长：曹淑芹(副镇长)。挎皮厂镇物价领导小组五人，组

长：徐殿成(副镇长)。缸窑镇物价领导小组五人，组长：张金

山(副镇长)。

县总工会职工物价监督站七人；站长；刘嘉政(县总工会剐

主席)。

县老干部物价监督站四人；站长：赵忠林。

县物价工作宣传站一人； 站长； 康利民(县文化馆，摄影

师)。

2、基层单位物价员队伍+

．县直有关局、社、公司、乡镇供销社设有专职物价员，一般

企业， 商店设有兼职物价员， 从上至下形成了一支物价管理队

伍。

我县各系统，共有专职物价员四十九人；其中，商业系统有

物价员十人，物资系统八人，二轻系统一人，乡企系统一人；供

销系统二十九人，其中：基层供销社二十六人。

3、兼职物价检查员队伍

1984年，鉴于全县兼职，义务物价检查员调出，更换工作、

分布不合理等原因，1985年上半年进行了全面整顿。将兼职、义

务物价检查证全部收缴，通过业务培训，对胜任继续做物价检查员

的换发新证；设兼职物价检查员，取消义务物价检查员。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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