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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务院批转） 国务院同意国家物价局、轻工业部、商业部

、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

现转发给你们，请在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于九

、十月间安排执行。 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 去年

九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

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以来，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当

地情况放开了一批小商品价格。放开的品种一般在二、三百

种之间，少数省、市放了四百多种。从半年多的执行情况看

，效果是好的。企业有了按照市场供求变化及时灵活调整价

格的权力，一些滞销品种及时降了价，打开了销路；一些长

期亏本的品种适当提了价，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新品种不必

层层审批价格，可以很快定价，及时组织生产、投放市场；

有些小商品合理调整了地区差价和批零差价，调动了商业企

业经营积极性，流通也比较活了。许多地方的小商品产量增

加，花色品种增多，市场供应改善。一些停产多年的小商品

重新上市，“鞋子缺带、锅子缺盖、有灯缺罩、有瓶缺塞”

等情况有了好转。小商品价格放开以后，多数品种价格稳定

，部分品种有升有降，总的还是降多于升。例如天津、保定

、沈阳、武汉、衡阳、西安、苏州、温州、合肥等九个城市

，累计放开小商品二千五百六十种（含重复品种），其中变

动了价格的六百五十七种，只占四分之一。在变动价格的品

种中，提价一百二十一种，降价五百三十六种，提价金额七



十八万元，降价金额二百七十六万元。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

调节以后，企业在竞争中有了压力， 对降低生产成本、 减少

经营环节、贯彻薄利多销，也起了促进作用。 当前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去年第一批放开的一百六十种小商品价格，范围

过小，不能适应流通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小商品生产、搞

活小商品流通的要求；已经放开的小商品价格，还存在着“

放而不开”或“开而不活”的问题。有些地方虽然作了放开

的规定，但是没有具体落实到基层企业，实际上没有放开。

有些地方定价权虽然给了企业，但是定价办法没有改革，基

本上仍用管理大商品价格的办法对待小商品，没有完全放活

。 为了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必须继续贯彻落实去年九月

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

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精神。报告中指出：“小商品的价格

，应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实行市场调节，企业定价。其中，

企业定价要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接受物价部门的监督。企

业定价，既不同于由国家统一定价，也不同于集市贸易的自

由价格，是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的比较灵活的价格”。

小商品的工业利润率同大商品相比，一般可以放宽一些，高

一些；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同大商品比较，应放宽一点，灵

活一点。这些政策原则，仍然是今后做好小商品价格工作的

指针。要认真总结第一批放开小商品价格的实践经验，进一

步扩大放开的品种，改革定价办法，按照国家政策，把小商

品价格放活。一、 增加一批放开的品种。在第一批已放开的

一百六十种（类）基础上，第二批再放开三百五十种（类）

，合计五百一十种（类）。详见附表。各省、市、自治区人

民政府应以此为基础，结合当地小商品的产销情况，制定本



地区第二批放开的小商品目录。 凡是放开的小商品，购销双

方，包括工商、工贸之间，批发企业之间，批发同零售企业

之间，国营企业之间，国营企业同集体、个体经营者之间，

都可以实行协商定价，不受现行的进销差价、地区差价、商

业内部调拨作价等办法的限制。工业企业和商业批发企业出

售商品，按照合理成本加适当利润的原则，同购货方协商定

价。并且可以根据交易数量大小，实行批量差价。商业选购

和工业自销的产品，工商企业都要加强协作，把销售价格衔

接好。 凡是放开的小商品， 国营、集体或个体的零售企业， 

不论是从工业企业，还是从当地、外地的批发企业采购的商

品，都可以按进价加批零差率自行定价（从外地进货的另加

地区差价）。需要拆零出售的，零售企业可以自行规定拆零

差价。零售企业之间由于进货成本不同，有些小商品在同一

市场卖价可能不同，这是允许的。但是，不得以零售价格购

进再加价转卖，抬高物价。 对放开的小商品，国营商业内部

调拨作价，是实行按进价加费用、利润的作价办法，还是实

行按批发价倒扣办法，或是两种办法兼用，由大中城市的物

价部门根据有利于密切工商联系、疏通流通渠道、促进生产

发展的原则和各种小商品产销的具体条件，酌情确定。小药

品价格放开以后，不再实行全国统一价格，由各个产地自行

定价。在产地对销地实行送货制的调拨作价办法改变之前，

销地原则上不加地区差价。二、 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 仍

然要在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积极稳妥地进行。小商

品价格进一步放开以后，有些品种由于价格长期偏低，或受

原材料涨价、生产成本提高的影响，价格可能上升，只要生

产发展了，价格就可以稳下来。小商品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的比重不大， 某些品种价格的变动， 对市场物价影响较小

。但这次放开的品种较多，各地应采取慎重的办法，有计划

有步骤地放开。三、 各省、市、 自治区政府要进一步加强领

导， 具体布置落实小商品价格政策的工作。大中城市和县城

的物价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要把指导、监督小商品企业定

价列为自已的重要工作，扎扎实实的抓紧抓好。 要制定具体

实施办法， 组织、推动、监督有关单位落实。市、县物价部

门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增加或减少小商品企业定价的品种范

围；在必要时，可以规定当地生产的某些小商品的利润水平

和批发、零售企业经营小商品的地区差价、进销差价、批零

差价的最高幅度；可以组织生产、经营单位对某些小商品价

格进行衔接平衡。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物价政策，哄抬

物价的，要按照《物价管理暂行条例》进行处理。四、 小商

品的产销实行市场调节、企业定价，是物价管理体制的重大

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在认识上和工作上出现这样那

样的不适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在放

开小商品价格工作中，既不应由于不必要的顾虑而放不开手

脚，也不能撒手不管，放弃领导。小商品价格越是放活，越

要加强监督。随着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各地应当研究对小

商品价格进行政策指导和监督检查的办法，总结推广这方面

的经验。生产经营小商品的工商企业， 有了定价权， 更要加

强责任心，努力学习物价政策，充实物价人员，加强市场调

查，用好定价权。要遵守物价政策，接受物价部门的监督检

查，使小商品价格既不背离国家的政策要求，又有利于企业

的生产和经营，起到指导生产、促进流通，调节供求的作用

。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及有关部门执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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