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中的 

历史作用 

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是新中国经济战线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利。陈云为这一胜利

的取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出

现巨额赤字。二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物价飞涨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混乱和

动荡的局面，人心波动。这是我们党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掌握全国政权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

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果断地采取坚定而有效的措施来克服财政经济的困

难，向世人表明：我们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 

陈云受命于新中国财政经济严重困难之时，上任伊始，他发扬“唯实”“稳健”的作风，

首先做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以上海为重点，解剖“麻雀”，对财经困难的状况和原因、

性质和前途作了全面而科学的分析，然后确定了对策和解决办法，把稳定物价、统一国家财

政经济作为第一个战役，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斗争。 

二 

陈云指挥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从上海财经会议拉开序幕。 

1949年 7月，陈云来到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这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

同时也是当时投机风潮最猖獗和经济困难最大的城市。上海经济形势的稳定与否，对全国的

影响极大。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财经困难的措施，明确了领导财经工作的

指导思想。 

第一，用政治观点来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这就是要立足于革命战争的全局看问题。当

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处在诞生的前夜；另一方面财政经济遇到困

难，尤其是在南方前线，在较大的城市，困难更大。从当时的全局看，“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不论财经工作有多大困难，仍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

在支援战争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稳定。离开这个前提，孤立地看问题，就经济论经济，路子

不会宽。 

第二，克服财经困难要着眼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财经困难怎样克服？物价如何稳定？重

要的一条是制止通货膨胀。陈云非常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克服当时财经困难的重要性。经



济困难的最终解决，离不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上海会议决定由各区共同努力来维持

上海。陈云指出，“改造旧上海，主要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 

在恢复生产上，陈云强调“反对百废俱兴”，主张“经济上重点恢复”。重点恢复主要抓

两个：“一个重点在交通，尤其是铁道；另一个重点在水利和农业。”陈云认为，“运输是全

国经济的杠杆”。如果交通阻塞，就将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

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头等大事”。陈云指出：“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

难发展。”而整修水利则是恢复农业的关键。陈云的这种重点恢复思想，对我们较快地医治

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克服财经困难，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 

陈云把稳定金融物价作为克服财经困难的突破口。 

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当时作为投机市

场领导力量的官僚资本已经被我们没收，但大批的私人投机资本还继续存在，成为破坏国民

经济的主要因素。 

首先，打击金融投机资本。在旧中国，由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投机倒把就成为官僚

资产阶级追逐暴利、掠夺财富的主要办法。这种资产阶级的金融投机主要在大城市，特别是

在上海。从上海解放到 6月 9日，短短的 13天中，黄金上涨 2.11倍，银元上涨 1.98 倍，

物价随之上涨 2.7倍以上。买卖活动中也大都使用金条银元，使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和信誉受

到严重的冲击。对此，各阶层的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打击金融投机活动，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一方面发动广大工人、学生开展宣传

活动，揭露金融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破坏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严令禁止金银的流通使用和

私自买卖，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对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则严加取缔。金银投

机活动基本被制止，市场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其次，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银元风潮被挫败后，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重大打击，于是投机资本家又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上，他们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捣乱市场，先后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为了反击投机资本家的猖

狂进攻，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部署了全国性的统一反击行动。 

这次反击的特点，主要是运用经济措施，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挫败投机资本。

做法是：调集大量商品，选择有利时机，集中抛售，平抑物价，打击投机。陈云认为，国家

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提出掌握粮食以稳

住城市，掌握棉纱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的方针。当时，随着革命



战争的胜利，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并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控制着大份额

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为我们战胜投机资本，控制市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党和

政府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一优势，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有效地平息了他们掀起的涨

价风。 

再次，严格市场管理和加强金融管理。运用行政力量加强市场管理和金融管理，是打击

投机倒把活动，控制和稳定市场不可缺少的措施。在陈云和中财委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将足

以带动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置于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之下，集中进行交易；政府对交易市场实

行整顿，建立管理机构，审查交易员，实行凭证入场制度，场内一律现金交易，禁止买空卖

空和场内转账；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成为市场上的领导价格，对没有牌价的

商品则采取议价、核价制度；对投机倒把扰乱市场者，严加处理。同时国家加强金融管理，

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工资而不准关厂；公家的钱只能存放

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对取缔和限制投

机活动，控制物价涨风，起了重要作用。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陈云的精心指导下，从 1949年 4月到 1950年 2月，这期间虽发

生了四次“物价大涨风”，但政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每次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加以平息，把

物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之内，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进入 1950 年 3 月后，全国市场就完

全稳住了。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半年时间内，我们就克服重重困难，把物价稳住，把

市场控制住，树立起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四 

1950 年 3 月 3 日，政务院颁布了由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

定》。同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通知》。尔后，政

务院陆续发布了《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

配的决定》《关于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拨的决定》《关于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

《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的现金管理决定》等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法令。它们奠定了我国以集中统

一为基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雏形。 

主要措施是：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集中使用

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使国家财政收支有可能达到平衡。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即重要物

资，如粮食、棉花、纱布、工业器材由中央统一调动，把主要物资由分散状况集中起来，变

为有效的力量，使国家有可能在国内互相调剂，保证重要物资在市场上供求平衡，从而有效

地制止投机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把所有属于政府的，



但是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样既减少

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量，又增加国家能够运用的现金，从而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这三个统一

的共同结果是，避免了人力和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保证国家财政收

支、物资供求、现金出纳三大平衡。这是我国财经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在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的精心策划安排下，统一全国财政

经济工作在很短的时期内收到巨大成效。到 1950年 4 月，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而支出

相对减少，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已不需要依靠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物价随之回落，

并趋于稳定。以后国家的财政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这表明党和人民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把剧烈波动的金融物价稳住了。从此，我们党完全掌握了财经工作的主动权，结束了我国

历史上长达 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局面。 

（资料来源：人民网，2015年 6月 23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