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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西市历史上第一部物价专著《鸡西市物价志》已经问世，这．

是鸡西经济_12作中_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玛西市物价志》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鸡西地区从清末．

以来近百年物价演变的史实，亦为鸡西地区的物价找到了始祖。这部

志书包含的产(商)品种类较多，搜集的资料丰富翔实、全面系统，’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鸡西地方特色。从每个历史

时期价格史料中可以窥视出整个物价变化的缩影，亦可以概括反映

出当时政治、经济、金融、市场以及人民生活情况等等。 “观今宜

鉴古，无古不成今’’．参阅这些价格史料，将有助于博古通今，驾

驭历史，兴革未来，提供借鉴。倘若能激起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

忱，‘那更是我们莫大的欣慰。

．把鸡西市近j百年物价历史系统而翔实地再现出来，是一件浩繁

而艰苦的巨大工程，亦是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市物价局的领导特

别是编纂同志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做了一件恿上

启下，继往开来的有益工作，并经省、市有关部门批准付印，我祝

贺他们的成功。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所限，人力不足，时间仓

促，未尽事宜或纰漏一定存在，恳请广大读者斧正。

． 目前，恰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重要时期，’《鸡西市物价

志》的出版，必将为振兴鸡西经济工作，促进改革开放，提供有价

磕‘的史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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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反映本市物价演变的史实．

二、本志坚持横排竖写，‘以时为序，按编、章，节．目层次排

歹8，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国后特剔是1979

年之后物价演变的情况。上限尽量追溯，摘要记述，旨在贯通古

今，反映历史全貌．

三、本志以记述当地产(商)品价格为主，对外进商品原则上

不作记述。’

四、本志历史纪年，解放前先书朝代年号，再注公元纪年；解

放后一律按公元纪年。 ·’

五、本志价格计量单位，建国前的以当时通用为准，不作抉

算．建国后按每食历史时期实际执行的为准。

。六、鸡西行政区域先后隶属密山、牡丹江管辖，本志一般用

“本地”代称。为了准确，少数地方采用当时名称，未加区另8者均

指鸡西。 ·

．+

'|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准确，做到语言通顺，’表

。述简明易懂。价格资料列表，数字采蹋阿拉伯数字和汉字两种。凡

公历纪年和价格表中数字，百分比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正文中视

情况分别使用阿拉伯数字或汉字．
。

八、根据黑龙江省地方志编写行文通贝lj规定，4位和4位以上

的数字，采用国际通行三位分节法，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

的位置。例如过去1，688元，现改为1 688元。．余此类推：

九、为装帧精美，减少折页；．少数版面内容超量采用对开版，

侧如第35页、第§8页，等等。



概 述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有着密切关系，它

的变动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价格变动亦各异。

清末，本地以农为主，地旷人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自给性经济占统治地位，

商品经济不发达，价格低贱。

辛亥革命(清宣统3年，1911年)爆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夕

大章等13人合股集资开采黄泥河子(恒山)煤矿，民国7年(1918年)南洋归侨钟青奚谷

开采滴道煤矿。从此，本地煤炭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平阳镇、黄泥河子，梨

树镇一批手工业者亦逐步由简单商品生产转为资本商品生产，鸡西民族商工业开始兴

起。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炮轰占领沈阳北大营，史称“9．18"事变。从此，东北三省

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为了掠夺榨取我东北人民财富，日本推行名目繁多的“经

济统制’’政策，诸如“重要产业统制法’’、“主要粮谷统制法，，等等，旨在廉价收买

我农产品，高价向我倾销工业品。由于日本的经济掠夺，使物价开始上涨，1936年与

1939年对比，本地大米每斗由1．23元涨至芝v46元，小米每斗由0j59元涨至1．36元，大

豆每斗由O．49元涨至1．Oo元，面粉每袋由4．64元涨至7．34元。据当时官方公定价格资

料统计，物价指数以1936年为100，1939年上升为278％，1941年上升为378％。另绝
-《东北经济小丛书》载，1936年以一般物价、煤矿工资、煤炭价格三项指数各为10∥
1941年一般物价指数上升为232％，煤矿工资指数出升255％，煤炭价格指数上升214"％‘。

1945年8月1蜩，苏联远东军进入鸡宁，日彝登布投降，。鸡字获得解放。但由于国，
共两党和谈破裂，、冢齐看更硕灭天量灭历■嘞力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造成通
货、物价轮番上涨。据鸡西金融会刊记载， 当时东北币发行与物价上涨率的比较是：

1947年6月比1946年12月，货币发行增加2．8倍， 每月平均递增18．4％I 同期物价上涨

3．8倍，每月平均递增25％。1947年12月比1947年6月，货币发行增加3．1倍，每月平均

递增21．8％，同期物价上涨1．9倍，每月平均递增11．5％。1948年6月比1947年12月，货、

币发行增加．3．2倍，每月平均递增20．1％’同期物价上涨3·．1倍，平均每月递增20．9％。 ∥R／
总计18个月中，货币发行增加29．1倍，每月平均递增20．6％，同期物价上涨23．1倍，每月

平均递增19．2％。东北币与国民党九省流通卷币值比较是。当时东北地区国，共两种不

同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按粮、油、柴’：煤、布五种生活资料的市场价格，国统区以沈阳

为准，解放区以哈尔滨为准)比较，1946年下半年东北币1元，相当于国民党东北瓦合
流通卷0．93元，1947年同期，东北币1元己值国民党东北九省流通卷2．74元。到1948"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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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49年10月1日，巾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以

公有剐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建国

后，党和政府制订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措施，

努力克服f口ll】l圈遗留下来的创伤。

1951年4月1日，发行人民币，废除东北币。规定东北币9．5元兑人民币l元。鸡西

县工商科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核定了本县一些重要商品物资价格。1951年下半年至19

62年5月全县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

反盗窃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倩报的“五反，，运动。这一运动对于打

击资产阶级投机取巧，唯利是图， 加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起了积极作用。但私营工商

企业一度果滞，销售额下降，有的私营企业借故解雇工人，国家加：工订货、收购等均受

到一定影响。现将当年鸡西县同营与私营社会商品零售颓比重列表如下：

社会主义性质商、、lt，

私营商业

80．5

19．5

78．5 78．1

21．5 21．9

78．1

21．9

针对上述情况，鸡西县政府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帮助私

营商业克服资金和物资积压等丽难，开展大规模的商品推销工作，放宽贷款范围，降低

银行贷款利息。适当收缩闷营零售业务，缓和国营与私营的关系。通过一系列措施，使

市场逐步恢复常态。

第一个五年计戈0时期(1953—1958年)，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这

一时期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生产资料公有

制，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i953年来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实行棉

花、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从而使国家掌握了主要商品购销价格，控制了私商。1955年

3月，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回收现行人民币的命令》，规定新人民币l元

兑旧人民币1万元。币制改革期间不准任何单位调高价格，严格按新旧币值比例折算。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为配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用各种差价对

私营工商业实行“Nil】、限制、改造’’的政策，如按照“城城微利、城乡合理"的原

则，缩小地区差价，排挤代替批发商。1996年4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审查三大片大中

小城市物价情况(华北：北京、天津、石家庄，东北：．沈阳、哈尔滨、鸡西，华东：上

海，武汉、沙市)鸡西县派商业科物价员与百货公司物价股长到北京向国务院汇报鸡西

物价情况，经反复审查没有涨势。同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子调整工资期间停止调

·2·

√o堪一，，戮黼鲜，1灞酒麓i；，，。

，，_●。|

，☆?A。m瓤，篱¨辩，

～

●



整物价的通知》，规定除季节性特别大的商品，残损，变质商品或接近变质需要迅速处

理的商品，新产品及进口商品等必须调整的商品价格准予调整者以外，其余商品的出厂

价格和市场销售价格，自即日起冻结调整。但到1957年上半年，市场物价出现波动，主

要是1956年在经济上有一个小的冒进。一是基本建设投资过快，二是银行贷款过多，三

是新增职工过多，四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1958年由于“大跃进升左的思想

指导下，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挫折，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欠收，农产品和日用

工业品供求紧张，市场物价上涨，特别是“黑市"价格暴涨。为此，1961年8月，中央决

定对国民经济采取“凋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物价方面，采取坚决措施，

把占职工生活费用60％以上的粮、棉布、及房租、医疗等18类生活必需品销售价格和服

务收费稳定住，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为回笼货币，缓解洪求，满足多种消费的需要，

对糖果、糕点、卷烟、自行车，。手表等实行高价政策，敞开供应。高价比牌价平均高2

—4倍，例如隧点最高每斤8元，贵州茅台酒每瓶16元，上海凤凰自行车650元。及至1963

年下半年，市场经济逐渐好转，物价日趋回落，不少商品逐渐退出高价，恢复平价。

据统计，在实行高价政策期间，全市高价商品销售额为2419．8T元，比j弘价多实现利润

1 161万元。 、

·’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动荡，囤L黾经济遭到破坏，价格管理混乱。1967年

8月20日，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加强资金、物资

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从此物价冻结。直到1969年开始调整少数不合理的价格：一

是调整药品价格，例如，1969年8月，降低526种西药零售价格，平均降低33％，实行全

国统一价格。1971年降低进口药价‘格。1973年再次降低西药价格，包括原料药29种，制

剂46种。例如，咳必清片O．025克×6口O片，鸡西市场批发价由6．78元降为3．48元，零售

由7．8元降为3．96元。益寿宁批发价由3．08元降为2．IO元。二是降低农业生产资料销售

价格和扩大农用柴油优待价格。例如，1971年硝骏铵调拔价每吨由297元降为270元，零

售由3-10元降为310元；’’尿素调拔价每吨由455元降为．392元，零售由500元降为450元。

1972年扩大柴油优待价。由每吨优待70元变为优待100元。三是降低半导体收音机价格，19

75年1月上旬，上海春雷504收音机鸡西零售每台由38．5元降为29．1元，上海6管单波段红

灯738收音机由29．I元降为25元，无锡咏梅605—1型由29．1元降为22．9元。“文化大革命"

时期，市场物价虽然比较稳定，但由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过份

夸大集市贸易的消极作用，不适当地限制打击集市贸易发展，唯恐产生资本主义，致使

i弦场有价无货，供求紧张，急待解决的价格问题越来越多。

】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议，提出把全党]二作的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物价作为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从此便成为

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首先，从1979年新稂上市开始全面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同年11月1日又提高猪、牛、羊、禽，蛋、鱼，牛奶，蔬菜8种副食品销售价格，并给职

工每人每月5元的副食品价格补贴。1980年后曾几次降低电子产品价格、 化纤织物以及

钟表价格，提高烟、洒销售价格。1983年调整纺织品比价关系，纯棉布提价、化纤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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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1984年根据巾央一号文件精神，物价部门陆续简政放权，不少二、三类农训产品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1985年改革粮食收购政策，把统购价改为按比例计价。同时调整

煤炭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并逐渐实行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由于管理措施没跟

上，一些人钻价格改革空予，利用“双轨制"价格，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加之基本建

设规模过大，货币超量发行，消费基金膨胀失去控制，产生链锁反映，出现物价全面上

涨。特别是1987年至1989年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到二位数。 以1986年为100，1987年上

涨11．1％，1988年比同期上涨16．3％，1989年又比同期上涨12．2％。为控制物价继续上

涨，1989年鸡西市贯彻执行中央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实施

“383"工程方案，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前几年的消费过热最终得到相应控制，加之农业连

年丰收，农产品供应充足，整个市场销售疲软，]990年鸡西市零售物价总水平又网落到一

位数，上升5．9％。

改革开放以来，为理顺彳：合理价格，国家采取调，放相结合的措施，一些产(商)

品价格在不断变动，从而促使经济趋向协调运行而迅速发展，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人民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特别是吃、住、穿、用、玩等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

高。但价格改革尚未结束，因为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历史原因，不少商品价

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因此，只有理顺不合理价格，才能促进国民经济

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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