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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重庆物价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记述重庆物价的志书，填补了重庆地区无物价专志

的历史空白。《重庆物价志》将对研究重庆价格史，推动价格改革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积

极作用。

《重庆物价志》重点记载从清末、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年代的重庆物价历史沿

革。

价格是经济的综合反映，价格运动的历程也是经济发展的轨迹。《重庆物价志》记载了历

史上物价和经济发展之间互相制约、互为依附的关系，以及价格运动与当时的政治动态密不可

分的史实。价格既是经济规律运行的客观必然结果，又是关系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与否的重

大问题。《重庆物价志》本着不带政治偏见，忠于史实的原则，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客观再现历

史。为从事经济工作、价格工作及其研究工作的人员从中探索价格的内涵；为政府领导制定经

济决策，把握经济运行规律提供史料依据，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

重庆市由于地域原因和独特的历史地位，在这部志书跨越的历史年代中，有三个时期具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一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陪都”，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中心，重庆物价的动态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时期的物价走向，对研究中国抗战时期价格

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和中央

直辖市的特殊地位，重庆物价动态和采取的价格政策，实际上代表了西南地区(除西藏外)的价

格动态，是研究西南地区价格史的重要资料。三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庆

作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第一个计划单列市，对价格改革的试点做了率先一步

的尝试。

《重庆物价志》的编纂工作，是在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的指导、有关部门大力

协助下进行的。历时数年查阅大量历史档案，力求反映历史的基本面貌。但是，由于年代久

远，物价机构几经变动，缺少系统资料，资料搜集比较困难。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编修志

书的经验，记述中可能有疏漏之处，谬误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妻霎霉笏暮善主言蓑柳端图重庆市物价局原局长⋯11—

2000．年6月



凡 例

，、《重庆物价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历史文献为依据，是有史以

来第一部系统地反映重庆物价变迁的志书。

二、《重庆物价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选择史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统一。

三、时限：《重庆物价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5年。重点记述1949年11月

30日重庆解放以后的重庆物价。为记述阶段性的需要，时间适当上溯和下延。

四、体例：遵循志书横排竖写、述而不议和按事项分类的原则。设置篇、章、节、且四个层

次。

五、纪年：1949年10月以前，采用历史年号纪年，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起，采用公

元纪年。
‘

六、文体：除古籍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七、统计数据：1949年11月30日以前，主要采用当时官方统计数字或有关史料。1949年

11月30日以后，主要采用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八、资料来源：古代部分取材于有关史籍。近、现代部分主要取材于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

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馆藏的历史档案，重庆市物价局现存资料，以及各历史时期的报刊、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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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重庆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四川盆地东部，与川、黔、湘、鄂四省相邻。长江、嘉陵两江

于重庆汇合后，一泻千里，直达东海，极富舟楫之利，是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上游大港，

千吨级船舶可由长江口直航重庆。跨世纪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二十一世

纪的重庆航运能力将有大幅度地提高。

重庆境内有三条国道干线、八条省道干线，与川、黔、湘、鄂、陕诸省公路连接。又有成渝、

襄渝、川黔三条铁路干线与国内铁路联网。空中航线则与国内主要城市及国际城市通航，形成

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是全国主要交通枢纽之一。

早在宋朝时期，重庆已是长江上游物资集散地。清朝末年，重庆地区已具有长江上游政

治、军事和商业中心的优越地位。由此而引起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觊觎。1890年，英国强

迫清政府开重庆为商埠；1895年，日本也通过(马关条约]取得在重庆的开埠权。重庆被迫向

世界开放，走上在帝国主义掠夺下艰难发展的道路。

自周朝起，重庆曾三度建都：周朝的巴国国都，元末明初的夏国国都，抗战时期的中华民国

陪都。

重庆三次为直辖市：抗战初期，政府西迁后为中央直辖市，继而定为陪都。解放后，重庆是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是全国八个直辖市之一(1954年，西南大区建制撤

消后，属四川省，为省辖市)。199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设重庆为第四个直辖市。

旧中国的重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低，经济基础薄弱，抵御

灾难的能力也差。每遇天灾、兵燹，市场物价就要发生大的波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如遇丰

年，则是谷贱伤农，劳苦大众依旧是困苦贫穷。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重庆已是中国“三线

建设”重要的战略工业基地，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轻、重工业。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重庆执行中共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全

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大城市；第一个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的计划单列市。与

此同时，重庆开始实行价格体制改革。

优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历史机遇，使重庆物价在中国近代物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清朝和中华民国前期，重庆物价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政府置

重庆物价于军事管制之下，重庆物价处于灾难性上涨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重庆

物价由乱到治，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的局面，进

入新的相对稳定的阶段。

清朝立国后，仍沿用以白银为货币的前朝旧制，币制比较稳定，无通货膨胀之患，但是经济

发展比较缓慢。

秦汉以来，历代皇朝均在各地建“常平仓”等仓廒储粮备荒。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

巴县知事孔毓忠建常平仓，共十五廒，贮仓斗谷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二石八斗四合勺。同治年

间，“准常平仓，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务期便民，如遇凶荒，即按数给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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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虽建有官仓，用以调节农业丰歉，但所储有限，每遇重灾，虽有小补，却无异杯水车薪，

何况还有贪官污吏利用手中权利于灾年盘剥小民，使人民流离失所，饿莩遍野。

史料记载：清顺治五年(1648年)，“重庆大旱，姚黄余党以人为粮，斗米三十金，无售者，群

虎白日出游。”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川东各地大旱，田土龟裂，颗粒无收，斗米值钱八百余，

百姓无钱购买，僵死原野。”

华特森：《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一文指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这一年将被志为川东饥荒最严重之年，其受灾的严重，虽四川省年龄最老的人亦未曾见过；嘉

陵江沿江上溯到保宁府为灾区西界，大宁县、夔府、万县和梁山县，颗粒无收。⋯⋯农民抛弃内

地家乡，来到沿江一带，希图得到公家赈济。政府向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募捐赈灾。太后捐

银一万两；地方官开仓施粥；全省富绅集资购米，用以平抑物价；⋯⋯重庆夏问由于急遽运粮接

济东部各县，米价比平时上涨一半到一倍。据说各善堂单在巴县一县，已施放棺木八千具。乞

丐阶层完全灭绝了。”由此可见清朝时期灾荒年景饥馑之严重程度，以及抗御灾难能力之薄弱。

灾年期间，物价虽然高涨，当灾害一旦解除后，由于币制稳定，物价极易恢复常态。故清朝

时期的重庆物价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封建王朝，见诸文字记载的商品价格多为粮食。

从顺治十年(165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二百五十八年间，重庆粮价上升八倍半。平

均每年上升O．9％。

中华民国成立后，依旧实行银本位币制。直至1935年11月14日，政府始改银元为“法

币”，放弃银本位币制，实行外汇本位制。

由于中国铸币用的白银，需从国外进口，故旧日中国市场物价的涨落，常受世界银价的影

响。而重庆物价的变化，除上述影响外，还要受地方军阀战争的影响。一

民国五年(1916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庆河碛米价格由每市石2．86元升至

6．55元。十八年间，上升了129％。平均每年上升4．7％。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受世界银价的影响，重庆物价大幅度下跌，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

打击。以1935年1月为基期的当年重庆零售物价指数逐月降低，八月降至91，十月份起始缓

慢回升，十二月份升至102，民族工商业得以复苏和发展。

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为基期，战前五个月的重庆零售物价指数：一月为100、二

月102、三月99、四月99、五月104。抗战以前的重庆物价尚称稳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次年，政府西迁重庆，沿海工业也集中

迁来重庆。随着战局的发展，重庆面临人口骤增，交通断绝，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

严峻形势。政府逐步将物价纳入战时物价管制的轨道。

由于重庆是政府的陪都，物价管制的法规、法令全由重庆发出。凡违反政府物价管制法令

者，视清节轻重给予不同程度的惩处，直至极刑。

法令虽严，而终难奏效。以战前六个月(1937年1月至6月)平均价格为基期的重庆趸售

物价总指数，八年抗战期间(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上涨了2131倍。

抗战胜利，饱受战乱之苦的重庆人民喘息未定而内战又起，重庆人民再次陷入苦难的深

渊。抗战时期，重庆物价上涨幅度尚以千倍计，而内战时期的重庆物价上涨幅度则以亿倍计，

人民苦不堪言。

民国三十八年(1舛9年)六月(银元券发行前夕)，重庆批发物价总指数较抗战前上涨了

23939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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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物价局统计：1949年11月，重庆四类十五种农产品价格总指数[以金圆券(1：300

万法币)及银元券(1：5亿金元券)的比率折合为法币计算，]较战前七年的平均价格提高了

2117万亿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30日，重庆解放。是时，解放战争尚未结

束，新解放的重庆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建政伊始，在国家财政还十分拮据，物资也不足的情况

下，着手恢复国民经济。

政府采取组建国营公司；调运大批粮食和主要物资投放市场；执行中央财经统一政策等一

系列措施，与市场投机行为进行斗争。投机商人在1950年1、2月份，以两白一黑(棉纱、粮食、

煤炭)为主要投机对象而掀起的两次物价涨风迅速得到遏制。

1950年2月，以1949年12月价格为基期的重庆四十二种主要商品趸售物价指数为448．08，

12月降为117．43。

国民党统治时期长达十二年的物价灾难性上涨的局面结束了。重庆人民从此得以休养生

息，各安其业。

1950年至1952年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1950年为100的重庆零售物价总指数，

1951年为111．8；1952年降至108．7。

1953年，中国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

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已开始逐步建立计划价格管理体制。

计划价格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根据商品对国计民生的影响程度，建立由中央到地方各

级政府分级管理价格的体系。政府通过制定和掌握各项价格差率，以规范价格的制订，使之井

然有序。

“一五”期间，国家采取适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比价；对主要农

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价格；适时调整各种价格差率、商品比价；规定私营工业工缴货价等办法，实

行并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1950年为100，1957年重庆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16．5，影响指数上升的主要因素为：食

品类125．1，衣着类118．5，均与提高农产品价格有关。

1958年至1960年是国民经济“大跃进”阶段。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地

比例失调。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市场供需矛盾突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以1950年为100，1961年重庆零售物价总指数高达166．4。其中，食品类指数为192．8。

农业生产的萎缩，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为扭转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国家采取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严格控制信贷；保证粮食

进口用汇；稳定十八类生活必需品价格；扩大商品定量供应范围；对超定量供应部分的商品及

少数高档商品实行高价等措施，维持了职工最低生活水平。

1958年至1965年的八年间，重庆物价由稳定到急剧上涨，至1962年始逐步下降。以

上年价格为100，重庆零售物价总指数依次为：98．3、99．5、99．9、146．2、95．0、90．6、94．6、

98．2。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但在政治领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国民经济领域

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物价工作因机构撤消，导致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物价调整规划被搁浅。1966年国家调

整粮食价格后，其他农、畜、土特产品价格该提不能提，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失去了平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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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价格也多年不变。同时，不适当地降低了公用事业收费标准。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城市服务行业也无从发展，商品严重匮乏。

许多商品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而物价却处于绝对稳定的状态。

1966年至1976年的十一年间，重庆市零售物价总指数，以上年价格为100，依次为：101．7、

102．4、100．3、99．7、99．5、100．6、100．1、100．4、100．3、100．3、100．2。绝对稳定的物价，使价值规

律在商品运动过程中失去了调节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

1978年，重庆市恢复了物价委员会(1983年改组为局)的建制。

1979年，重庆开始进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结构性调整。

首先是大幅度提高18种主要农产品(粮、油、棉花、生猪、鲜蛋、水产品、土特产品等)的收

购价格。同年11月，适当提高了猪(牛、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的

销售价格。到1983年，大米、小麦、玉米、菜籽、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牌价较1978年提高41．7％，

超过1950年至1978年二十九年间提价幅度的总和。

与此同时，重点调整了部分重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和运输价格。

1981年11月18日起，国家降低了涤棉布价格。同时，提高部分烟、酒价格。1983年，再次

降低化纤织品价格，适当提高棉纺织品价格，并同步降低手表、闹钟、布胶鞋、电风扇、彩色电视

机等部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

物价工作开始走出理论上的误区，消除“左”的影响。纠正长期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

观念，纠正认为物价工作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念；纠正认为价格调整与稳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对立面的观念，确立价格调整是保持物价相对稳定的重要条件的观念。物价工作从而实行贯

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走出单一的计划价格形式的轨道。

1983年初，中央决定重庆为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同时，重庆对价格体系

和价格管理进行一系列大胆地调整和改革。

改革从率先放开小商品价格起，陆续实行扩大议购议销价格的范围；实行浮动价格；下放

部分定价权；放开计划外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放开部分非商品收费标准等办法。1985年1月，

先后取消对蔬菜和生猪的派购，实行自由购销，价格随行就市。除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外，

其它农产品价格基本放开。

“改革、开放”使工农业生产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得到了发展，解决了供需不平衡的矛

盾，扩大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余地。

由于国家掌握了关系国计民生主要商品的价格，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重庆物价基本保持了

稳定。

1979年至1985年的七年间，以上年价格为100，重庆市零售物价总指数依次为：101．6、。

108．’6、101．4、102．7、102．8、101．7、110．0。

建国以后至1985年的三十六年问，以1950年为100的重庆零售物价总指数，1951年为

111．8，1985年为191．7，平均每年上升2．54％。长期相对稳定的物价，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也有利于安定人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庆市人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物价上涨的幅度。

1957年，重庆市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现金实际收入为227．81元，1985年提高到825．51元，

提高了262．37％，而零售物价总指数仅上升75．2％。

1985年以后，重庆的物价改革继续向前发展。1988年城市居民家庭每人全年现金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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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45元。比1957年提高了467．33％。而零售物价总指数三十一年间(1958—1988)仅上涨

155．7％。
‘

物价问题古今相通，研究物价历史的变化，可以鉴古知今。物价史志的笔端，记录着历史

的风云。



是年

是年

是年

是年

是年

大 事· 记

清朝时期

(1648—1911)

清顺治五年(1648年)

重庆大旱，姚黄余党以人为粮，斗米三十金，无售者。群虎白日出游。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

巴县知事孔毓忠建常平仓，共十五廒。其后增为十九廒，贮仓斗谷一万一千一百

三十二石八斗四合勺。

清雍正八年(1730年)

四川省盐引行销分别纳课，禁盐行，于千厮t-JJ'l"设盐埠，计口招商，是为老埠。乾

隆五年(1740年)又于临江门外增设盐埠，是为新岸，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裁
去。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

重庆府知府李枢焕禀请川督设立济仓，捐储谷石以备荒歉。经川督常明批准。通

饬各属一体遵办。I匹IJll之有济仓实由于此。

清道光二年(1822年)

湖南人胡湘南在汉口设胡万昌民办信局，重庆设分局。与汉口、沙市、宜昌、夔府、

万县等分局舟行通邮，与成都分局陆行通邮。次年，重庆人陈松柏在重庆设松柏

长民办信局。光绪六年(1880年)湖南人曾云程在汉口设曾寿昌民办信局。光绪

九年(1883年)重庆人王祥合、王兴合分别在重庆设祥合源、三厢子民办信局。重

庆人雷春林在重庆亦设雷春林民办信局，但设立时间不详。众多民办信局于省内

可达泸州、合川、顺庆、保宁、潼JiI、射洪、绵州、遂宁等地；省外可达湖北、云南两

省。宜陆则陆，宜舟则舟，民众通邮，至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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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

是年 川东各地大旱，田土龟裂，颗粒无收，斗米值钱八百余，百姓无钱购买，僵死原野。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4月10日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签

订《江宁条约》。

清同治元年(1862年)

是年 重庆第一家玻璃作坊创办。

清同治三年(1864年)

是年

史载：

是年

至同治五年、七年(1866、1868年)旱象严重，田渴秧老，斗米值千余。

同治年间，“准常平仓，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务期便民，如遇凶荒，即按

数给灾户。”

清同治五年(1866年)

重庆人陈麻乡在重庆设麻乡约民办信局。下设成都、嘉定、泸州、贵州、打箭炉五

个分局，陆行通邮。

清同治八年(1869年)

是年 巴县蚕桑局成立。重庆地区开始设立缫丝工场。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

是年 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旱，复大疫，斗米值千钱。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是年 重庆电报局在白象街成立，开始使用有线电报。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是年 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重庆对英国开放为商埠；次年I#l--+--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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