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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代江苏省打击投机倒把述论
柳森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大跃进”后，国家重新开放了集市贸易，允许小商小贩存在。自由市场开放后，由于物资
匮乏，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国家计划牌价之间、不同地区同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都存在很大差

距，因此，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投机倒把扰乱了市场秩序，造成市场波动、民心不稳，严重影响了国

民经济秩序。从１９６３年初开始，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打击倒把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强对投机倒把危害性的宣传，提高群众觉悟；加强组织领导；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

发；集中力量，抓重点地区，抓大案，追根子，挖窝子；公开、严肃处理投机倒把人员。江苏省通过打

击投机倒把，整顿了集市贸易秩序，缩小了市场价格与国家牌价之间的差距，避免了物价波动，提高

了商品质量，安定了人心，巩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好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也应看到，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四清”和“文革”中走过了头，致使正常的民间商业活动几近停

滞，从而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也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偏差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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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１９６０年代打击投机倒把问题，学术界已经
有研究成果出现，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国

家打击投机倒把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分析的宏观层面

上，而对基层依照自身实际实施国家打击投机倒把

政策，以及政策实施后所取得的绩效等微观层面的

研究成果还没有出现。本文以江苏省打击投机倒把

为例进行个案解析，以期由点及面把握这一历史事

件的基本脉络。

　　一、打击投机倒把的缘起

“三大改造”后，我国的商业体制由全民所有制

的国营商业、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商业以及集

市贸易和为数极少的小商小贩构成。“大跃进”期

间，集市贸易和小商小贩被取消，供销合作社被合并

到国营商业里面，国营商业“一统天下”，这种变革

使国家商业活动停滞，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

大的困难。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人
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

条”），要求：“在农村，应该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集

市贸易，便利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社员交换和调

剂自己生产的商品，活跃农村经济。”［１］（Ｐ１７５）于是，全

国各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市场和自发

商贩市场对补充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不

足、加强城乡物资流通、满足群众需要、促进经济发

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大跃进”后，国家经济困窘，农产品征购非常

困难，为了能收购农产品，保证城市供应，１９６１年
初，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

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规定》把农副产品分为三

类：一类包括粮食、棉花、食用油，这一类农产品国家

采取统购统销政策；二类包括猪、牛、羊、鸡蛋、烤烟

等２４种，国家采取合同派购，完成国家派购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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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自由买卖。一、二类农产品外的其他农产品，属

于三类农产品，可以自由在集市上买卖。［２］但是，当

时集市价格和国家计划牌价相差甚远，例如：江苏省

集市贸易价格，一般高出国家计划牌价两三倍、四五

倍，甚至七八倍，其中以粮价最为突出。［３］１９６２年
春，江苏省涟水县陈师公社集市价格玉米每斤一元

五角，小麦每斤一元八角，相当于当时国家牌价的

２０倍左右。［４］由于集市贸易价格与国家计划牌价相
差甚远，不同地区之间同一种商品价格也相差悬殊，

致使倒买倒卖商品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于是，

出现了大量的投机倒把活动。

所谓投机倒把，是指以谋取暴利为目的，套取国

家或集体的物资，倒买倒卖，长途贩运，组织地下企

业（地下工厂、店、工程队等），以及从事其他非法商

业活动等行为。公私不分、占小便宜、小量贩卖、做

私活等，是属于一般性的违反制度、违反法律和违反

市场管理规定的行为。［５］（Ｐ１２）参加投机倒把的有个

人、机关、单位和工厂，也有机关、单位和工厂与个人

相互勾结。在暴利的驱使下，不少合作商业人员辞

职搞单干，有的资本家要求退店，有的国营和合作社

商业工作人员脚踏两只船，明干公的，暗干私的。

１９６３年初，江苏省无证商贩从五万多人增加到十二
万人，有的地区增加了五六倍。［６］１９６２年，江苏省常
熟县梅镇李投机倒把人员说，“做一工不如跑一

朝”，“赊三千不如现八百”，“吃了河豚百样无味，搞

了投机百样无趣”；有的商业人员说，“商店不如小

组，小组不及单干，单干不及贩卖”。［７］随着投机倒

把活动的扩张，出现了一批暴发户。据连云港市

１９６３年初调查统计：从事投机倒把获利１０００元以
上的有６０多人。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南通县三余、二甲、
小海三集镇有暴发户４６家，获利一般在１０００元以
上，多的达万元，少的５００元以上，其中投机分子黄
平，原有资金１０００多元，一年来从事布票贩卖，资
金已达１万多元。［６］１９６５年，上海市有１３家街道集
体性质的冶炼小工厂，倒卖国家铝、铅、铜、锌等有色

金属１０００多吨。［８］一些私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长途贩运，从事投机倒把活动，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

秩序。

　　二、江苏省打击投机倒把的过程和

措施

　　中共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发现了投机倒
把的问题。１９６３年３月１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
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

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运动的指示》，指出：“私商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私

设地下工厂、倒卖票证，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复辟活

动。”“这些活动，严重地危害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

巩固，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供应和计划生产，必须坚

决地给以打击和取缔。”［９］（Ｐ１８３）同年３月３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

市贸易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要求全国城乡

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要求国营

商业取代私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出：“今后对

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应当采取加强管理、缩小范围、

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９］（Ｐ１９８）“在

管好城市贸易的同时，必须管好农村集市贸易，坚决

同城乡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９］（Ｐ２０３）要求全国各地

做到以下５点：一是坚决取缔私商长途贩运，严厉打
击投机倒把活动；二是清理无证商贩；三是对有证商

贩、合作小组和合作商店实施利用、限制和改造政

策，严格规定其经营范围；四是对以前有投机倒把行

为的商贩进行一次罚款和补税工作；五是把税收作

为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重要武器。

江苏省委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

指示的过程中，做到了以下５点：一是加强对投机倒
把危害性的宣传，提高群众觉悟。江苏省委多次召

开市场联防会议，江苏省各地市场管理部门按照省

委市场联防会议的要求，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制定了

各种市场管理措施，加强市场管理；另一方面加大对

打击投机倒把的宣传力度，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如出黑板报，张贴大字报，编排并演出快板书、相

声等曲艺节目，向群众宣传投机倒把的各种表现形

式及其危害，使群众认识到打击投机倒把的必要性。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江苏省把全省划分为７个联防
区，各地都普遍成立了以书记、县长为首的打击投机

倒把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集中财贸、政

法部门人员专职办公，大力清理和整顿无证商贩。

例如，１９６４年初，镇江专区各县抽调了上百名干部
组成了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组，盐城专区市场管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从 ４０人充实到 ５０人，并组织了
１７４人的打击投机倒把专业队伍。东台、常州等地
还建立了群众性的市场管理网，发动和依靠群众共

同管理市场。［１０］三是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进行检

举揭发。例如，１９６４年 １２月份，在徐州市查获的
８３５起大小案件中，由群众检举的１１０件，由群众提
供线索的６６３件，占９２．５７％。［１１］四是集中力量，抓
重点地区，抓大案，追根子，挖窝子。１９６４年，江苏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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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处理投机倒把重大案件３７０５起，镇江专区各县
集中力量搞了４４个重点地区，连云港市以新浦地区
为重点排查出投机倒把分子４７５人。苏州市严厉处
理了“前后贩卖布票十三万尺，粮票六万八千多斤”

的龚润浩案，并查处涉案人员１６８人。五是为了震
慑投机倒把分子，各地大张旗鼓地处理投机倒把人

员。对少数情节严重的投机倒把分子，分别给予法

律处理和罚款补税的惩罚。１９６４年，江苏省有 ５３
个市、县召开群众宣判大会，对５６４个特大投机倒把
人员进行公开宣判。［１０］１９６３年，全省罚款补税
２２３５万元。［１１］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江苏省南京市在打
击贩卖铜的活动中，共查出倒买倒卖铜的人员大约

４００人，贩铜总数５０万斤左右。南京市委按照江苏
省委要求对涉案人员进行了法律处理和罚款补税处

理。［８］通过以上措施，江苏省的投机倒把活动大大

减少，市场秩序明显改善。

为了使投机倒把分子失去存在的空间，中共中

央、国务院要求国营商业取代私商，供销社开展自营

业务的活动，以缩小城乡集贸市场的范围，巩固社会

主义的商业阵地。１９６３年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发的《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

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规定了城市贸易的范围，

提出以国营商业取代私商，“凡是可以由国营商业

和供销合作社代替的，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逐步代

替”［９］（Ｐ１９８）。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要求

全国各地必须乘当前大好政治形势，在已经取得的

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的工作。［５］（Ｐ４２８）

根据这些要求，各地很快行动起来，１９６３年上半年，
全国有１０８个城市开展了国营商业代替私商的工
作。江苏省也严格执行了这一规定，江苏省确定猪

肉销售代替私商工作从１９６３年４月开始，在全省主
要城市进行，已经开展的有南京、无锡、苏州、常州、

南通、徐州、镇江、扬州、淮阴等１９个市。１９个市原
有经营猪肉的私商２４０人，到５月底只剩下２７人。
到１９６３年５月底，南京市原来由私商经营的熟食被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代替的金额为９６．０万元，私商经
营只剩下１１．７万元；南京市原来由私商经营的猪肉
被国营商业和合作社代替３４．２３万元，私商经营只
剩下２．３７万元。［１２］据南京、无锡、常州３市统计：城
市集市贸易成交额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折成

牌价计算），１９６２年１２月都在２％ ～２．５％，１９６３年
５月只占１％左右。据南京市１９６３年６月份统计：
原由私商经营的熟食被国营商业和合作社代替的占

９１％，私商占９％；原由私商经营的猪肉被国营商业
和合作社代替的占９３％，私商占７％。［１３］据江苏省
１１个市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统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
商业在猪肉销售代替业务中已占集市成交额的

９７７％，熟食销售代替占集市成交额的８４．５％。［１１］

随着国营商业代替私商活动的深入展开，私商在市

场的贸易份额变得微不足道，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

社商业的份额几乎“一统天下”，投机倒把者活动的

空间大大缩小。

　　三、结语

打击投机倒把稳定了集市贸易秩序，缩小了市

场价格和国家牌价之间的差距，避免了“大跃进”后

社会商品短缺情况下的物价波动，提高了商品质量，

安定了人心，巩固了社会主义全民经济和集体经济，

对国民经济的好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应当看到打击投机倒把、代替私商和缩小

集市贸易的活动使刚刚开启的集市贸易萎缩，小商

小贩减少，市场的灵活性变小，市场效率低下，不能

满足人民生活的各种需要。随后，“五反”运动、“四

清”运动、尤其是“文革”的进行，在打击投机倒把中

出现了很多过火行为，例如：江苏省一些地区出现群

众走亲访友带只鸡，群众到市场卖大白菜等都被认

为是在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物品被没收。１９６４年，
泰兴县宣堡镇对近２００个投机倒把人员轮训了一个
多月，每天学习３小时，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搞
得人人自危。［１０］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结束后，国家长

期认为私商和自由市场是产生投机倒把的温床，私

人的商业活动被禁止，自由市场的经营范围被极大

缩小，市场变成了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垄断的计划

市场。由于重生产、轻流通，忽视价值规律对生产和

交换的作用的习惯思维长期存在，国家长期对有证

商贩、合作小组和合作商店实施利用、限制和改造政

策，严格规定其经营范围，使社会主义商业长期处于

停滞状态，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诚

然，投机倒把出现之后，国家打击投机倒把是必要

的，但当时囿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的偏颇，将社会

主义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

义经济，把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这是不正

确的。１９８４年，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
央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

情况才有了好转。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们认识

到“无商不稳，无商不活”，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

场经济。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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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真实的利率信号，从而有效传导货币政策。

现代金融体系要求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良性

互动，这既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货

币这一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驱动作用。同业拆借

市场、债券交易市场、股票交易市场等，要建立畅通

的资金流动渠道，真实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及时

反馈市场政策信息，为政策制定者判断市场情形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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