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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旧中国．

价值规律完金自发起作用，成为统治人们的强帘J力量．市场上各

种商品价格以价值为轴心，按照供求变化自发形成。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为人民公社)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因而国家有条件．

有能力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利用价格杠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实践证明：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在各个时期，都促进了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实

施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与措施，强调“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

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积极稳

妥地推行了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稳定市场、促进

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一

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目标，几十年以来的价格管理形式将逐步过渡到市场调节上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因此．我们的《泰安市物价志》从1912

年可查阅资料开始编写到l 992年。

《泰安市物价志》，从1 9I 2年编起至1992年，共分。大事

记，机构沿革、政篾措施、物价管理、市场物价．物价监督检

查，附记附表”等七章内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民国时期到党

的十四大会议召开泰安市物价的基本变化情况，这本物价专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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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我市尚属首部。它的编成，对于回顾历史，预测未来，有

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将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泰安市物价志》的编威，为世人留下了一部

内容较为完整的物价史鉴。

讹争多u乡一r夕汐



凡 例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实现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目的。

二．本志采用详记当代，略记近代的方法，力争反映时代特

点，断限原则上为1912年．下为1992年对清末根据资料适当作了

追溯：断限之所以延至1992年，主要是南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

济。

三．本志以白话文记载当地物价变化为主．兼以全国，全省

之价事，按照横排竖写格式体现志。史结合、分为t机构沿革，

政策措施．物价管邢．市场物价，监督枪查等共七章二十节．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档案^|j。所载1930—1 936，1950

—1955年及以后的某些价格和比价，一是《山东省工农业商品比

价同题调查研究资料汇编》，二是《山东省物价年报》。

五．本志年代使用公元纪年，正文数字(除商品型号、规格

和特殊规定者外)，统用阿拉们数字表述。

六，本志货币单位、计量单位的使用，均以原资料为准，很

少进行换算．

七。本志采用志、表结构．层次为章。节．且。

八．本志定名为《泰安市物价志》，是本地第一部物价专业

志书。



，． 概 述

物价即货物的价格，它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关系到每个人

的生活，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里，无不受其影响。从历史来说，自

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来，实践证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

商品经济时代，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对于加快经济建设速

度．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保持与发展社会政治安定和政权巩

固．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是国民经济

运行中的大事，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新中国成立前．从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泰安地区市

场物价起伏不定，有时持续时间之长，幅度之大，曾达到过骇人

听闻的程度。

清末，政局不稳．金融混乱，物价极不稳定。当时，泰安市

场基本是以银价和小麦价格为中轴，1849年至1910年主要粮食价

格上升1．5倍．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6年)．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国民党统治前期(1927一1936年)．市场物价由稳定一上涨

一回落一上涨．星不稳定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

夺，市场物价直线上升，8年上涨30．5倍。

国民党统治旨期(解放战争时期，1946n1949年)，由于连

年战争，使经济萎缩，通货膨胀．市场物价一度狂涨。特别是在

国民党占领区，1948年8月印发金园券后．市场物价由数日一涨到

～日数涨．仅三年半时间，物价上升20453．5倍．于此同时，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远农村山区情况完全不同．1947--1948

年，豢安大部山区和农村已经解放，市场主要流通鲁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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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货币，以14种主要商品的价格计算，一年内物价仅上升1．6

倍．

新中国成立后(1949一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市场流通

旧人民币。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经济还不稳定．市场物价经历了由

继续波动到基本稳定两个阶段。当时，国家管理的商品价格很

少，地方和企业有较大的定价和调价权，但是。国家计划的指导

作用已在日益增强。以1950年的价格为基期100计算，1951年为

107．03，1952年为I 10．4I。

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时期(1953一1958年)。在资本主义

经济和个体经济大量存在的条件下．市场调节依然起曛要作用．

物价管理比较疋活。l 955年3月，发行新人民币，各种商品价格

～律不准提高。1956年下半年，因提高职工工资和公私合营发给资

方定息，规定物价暂时冻结．J958年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

社，下半年大炼钢铁。这一阶段的市场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

围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教育时期(196l—1965年)，由于

三年(1959---1961年)自然灾害，加之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

律，市场物价经历了基本稳定一上涨一一稳定山丘型的曲折道
路。l 961年起，对糖果，糕点．高级菜肴、名酒、自行车，钟

表、针织品、茶叶、砂糖．进口香烟等商品价格，实行高价政策

敞开供应，直到l 965年撤销．1961年8月，国家采取稳定十八类商

品价格的措施，使职工生活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必需品价格保持

稳定。其问．党和政府及时察觉问题，及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

础，工业为主导”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市场

物价随之迅速稳定。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一1978年)．由于受林彪， 。四人

帮。的干扰破坏．物价管理机构被冲击，市场物价失控，变相涨

价者颇多。l 967年8月20日，物价冻结，对不合理的价格和差

价．一律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在此期问，许多商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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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价值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牌，市价差距拉大市场物价走到

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一1985年)，全党工作的着蘑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大幅度地提高了

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I 1月提高了八类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

为保障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每个职工每月发给补贴6

元。I 980年，根据。一般不动，个别调整”和填平补齐的原则，

调整了部份商(产)品价格，总水平略有上升．1981年3月．放

开小商晶价格219种：11月，烟酒提价，涤棉布降价。1982年10

月．第二批放开小商品价格160种；有升有降地调整了部分价格，

1983年，降低化纤织物价格．提高棉纺织品价格，取消布票：10

月，第三批放开小商品价格586种。致此．前看三批共放开小商

品价格I o类965种。1984年，确定完成统派购任务以外的一，二

类和三类农副产品及小商晶价格，要真正放开；蘑点是稳住主要

副食晶的价格。1985年，贯彻“调放结合，稳步前进”的方针。

粮食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按倒三七比洲计价．放开猪价，

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给每个职工每月补贴5元。

1986m1992年，一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1992

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传达后，通过学习和深入开展“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的大讨论，这一年，物价改革的确加快了步伐．

1986年．iIjl整和整顿了部分产(商)品价格，就全年来看．

整个市场物价略有上升．1987，1988两年。随着市场供需矛盾的

变化．物价上涨较猛．特别是l 988年，一度发生了抢购风相涨价

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心理有一

定影响。1989年。开始三年的治理整顿．市场物价由高剑稳．由

稳劁降。成为实际的下坡型．1992年，改革步伐加快．年内不仪

放开了大部分工农业品价格，而且整顿．调整r部分工农业品价

格．煤炭和粮食统销价格的调整与放开。确定给每位职工每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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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5元。这一年．市场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

总之，随着对价值规律的重视，在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

前提下，改善了物价管理，改革了许多价格，缓解了不少矛盾，

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扩大了商品流通，方便了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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