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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以票证的办法管理着人民的生活，吃饭有饭票，穿衣有布票，缝纫机有缝纫
机购买证，华侨有侨汇券，票证细致到分糖票、油票、肉票、糕点票、面粉票，甚至豆浆油条票。
名目复杂的票证浓缩了建国后的经济生活，它们身上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痕迹，都有其
特殊的历史渊源，有着独特的文化含量。
作者以平实恳切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蕴涵在其中的真实与沧桑，借着这些票证，复原了一段国民的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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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明远，著名人文学者、诗人。
主要著作有：《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1980），《语言学和现代科学》（1982），《北京的生活》
（1984），《劫后诗存》（1988），《无价的爱情》（1992），《新潮》、《两代丹青》（1998），《
文化人与钱》（2001），《文化人的经济生活》（2005），《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2006），《
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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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粮票的故事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吃饭以粮食为主，菜为辅。
所以粮食又称为“主食”，“下饭”的小菜、肉蛋等统称为“副食”。
几千年来，货币（铜钱和银两）的价值是以折合多少“米”来衡量的。
“民以食为天”，可见粮食在老百姓生活里的首要意义。
 　　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粮票历史，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饭票、
米票；抗战和内战期间，根据地的政府机关租官兵实行粮食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分类管理逐步细致
严密，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粮票发行管理提供了经验。
　　1950年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内和朝鲜战场上都实行粮食供给制，并印发了大量军用粮票，
比较正规化。
这些“军事共产主义”的粮票、米票、饭票，跟后来的票证制度，基本上一脉相承。
　　粮票，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作为调节供需的手段、购买粮食的凭证，在新中国初期起了稳定
社会的作用。
我国粮票所实现的乃是一种粮价补贴。
城镇居民凭粮票买粮，享受国家计划价格，但这个价格低于国家的收购价格，其差额由国家财政来补
贴，因而是一种暗补。
它成了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
后来，指令性计划经济统治下的票证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终于不得不改变并最后消
亡。
　　粮票概述　　各地（如西南大区）的当地临时性粮票最早始于1950年，北京市面粉票始于1953年
。
　　1953年10月19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按照苏联模式，全
面开展了对农村粮食、油料、棉花的“统购统销”；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制度，采取划片、定点
、凭证供应办法。
11月23日，政务院正式发布《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私营粮商，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后，一律不准私自经营粮食”；“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
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
　　1953年11月1日，北京开始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印发的面粉购买证成为北京城镇居民使用的最早的
粮票。
1953年12月，上海县等地区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对城镇居民口粮和工商行业及事业单位用粮，采取民
主评议协商，核定粮数，凭证购粮。
又如浙江定额粮票是一般居民使用的口粮粮票，由省粮食厅于1953年12月开始印发。
　　第二年，即1954年3月，我国开始实行食油定量制度。
　　1954年9月，各省市正式发放布票，即“棉布购买票”。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同年9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粮食部的名义印制的1955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使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
始印发肉票；等等。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我国城镇一直实行配给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粮食
（粗粮和少量细粮）、半斤或几两油、一斤或半斤肉、每年几尺布等，都凭户口供应本分栏记录，发
给票证，配给到每户人家。
　　一直到1993年5月，北京市才最后取消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票证及购粮本、副食本。
此后虽然有局部的余波洄流，但是票证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票证时代，居民的钱包里还必须装有粮票。
地方粮票仅仅限于当地专用，不能越境；出远门需出具证明兑换全国粮票或省级粮票（限于本省境内
）。
所以，全国（通用）粮票是人们出门在外的通行证，没有它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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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定量与城镇户口挂钩　　实行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的办法，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
挂钩，这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配套手段。
　　公安户籍部门，把国家供应粮油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
在那个年代，城镇居民称粮票为“第二人民币”，没有它就要饿肚子，若要出门更是寸步难行。
　　粮票的发放，凭派出所户籍办公室管理的户口登记簿，到居民委员会申办粮食供应本，按月（或
按季度）在户口所在的粮店领取。
　　1954年，城镇居民口粮依据职业工种、年龄、性别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9个等级的供
应标准：每月定粮的数量、粗粮和细大米和面粉的比例。
上海地区的等级为：特殊重体力劳动者45-53斤、重体力劳动者35—44斤、轻体力劳动者26—34斤、脑
力劳动者24-29斤、大中学生26—35斤、一般居民和10岁以上少年儿童25斤、6—10岁者20斤、3—6岁
者13斤，不满3岁者7斤。
　　又一种说法，城镇粮食定量为：居民23斤左右（少年儿童相应减少）、干部26-30斤、中学生32斤
（凭入学通知），女性比男性略少些；特殊工种（如炼钢工人、搬运工人）基本口粮加工种粮定量可
达45斤，煤矿工人最高定量57斤。
　　特别要说明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民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三餐以主食（北方人爱吃面食
及杂粮、南方人爱吃大米）为主、菜食为辅（所以叫做“副食”）；而副食又主要为植物性的菜肴，
较少吃肉食。
因此，“粮”在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中最为重要，通常说：一顿饭量吃了“几两”（面食、米饭、饼或
粥）。
这种习惯到90年代有所改变。
　　在居委会组织管理下的各家各户，必须凭购粮本和粮票到指定的粮店买粮。
　　卷面、切面、米粉、年糕等粮食制品凭粮票购买。
　　1960年起，进饭馆吃饭都必须交纳当地粮票。
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就写信函告诉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
两似可供两餐用。
”（见《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年版）　　在严密的户籍制度基础上，官营商业体系凭借对资源的独
占，通过票证发放几乎能把所有社会成员牢牢控制住，谁也离不开它们。
据说“文革”中期的1971年9月，一位公社干部得知林彪叛逃的消息后，直嚷道：“龟孙子，不发给你
全国粮票，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这虽是戏言，但也可显示粮票在整个社会的垄断地位。
　　1967年到1974年发放的粮票也充满政治色彩，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必
须把粮食抓紧”等）为装饰图案的主要内容。
有人说，如果说毛主席像章是人们佩在胸前的革命牌牌，那么各种票证则是藏在家里最重要的活命牌
牌。
　　但是几十年间农民种粮却分不到正式的粮票，只能在交购公粮以后吃剩下的余粮，种啥吃啥。
城镇人（非农业户口）发给油票；农村人要用油炒菜，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
、芝麻换油吃。
　　1993年宣布废除购货本、票证以后，城镇户籍制度仍然存在。
长期以来，“农转非”（将自己从农业户转成非农业户口）成了广大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只有
靠两个途径：（1）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寒窗十七年大学毕业后，当上干部，力争在城镇分配工作
；（2）参军几年后争取入党提干，然后力争成为转业军人。
农民要想离开农村变成城镇户口，真是难于上青天。
　　第一套面粉购买证　　史载：“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1955年11月正式在全国使用粮票。
”但有第一手证据表明在这以前，各地已经开始使用地方粮票。
　　我见到票证收藏家的藏品里面，有一种“北京1953年12月面粉购买证2斤”，这说明至少在1953年
，首都北京已实行粮食计划凭证供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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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北京市人民政府粮食局发放的面粉购买证号码为“3298424”，可见当时发放的数量很多，遍
及全市。
又竖印四行字：“当月有效，过期作废，凭证购买，遗失不补。
”可见当时按月发放，凭票证到粮店购买。
这已经具备了正式票证的全部特点。
　　据我调查的详情如下：　　1953年6月，北京市区由于小麦未能按计划调入，而当时北京市面粉价
格又明显低于邻区，致使面粉外流严重、库存锐减，一度仅存8万多担，连维持本市三天的销量都不
够。
为了稳定首都市场，中央政府从西安紧急调拨一部分原计划供应抗美援朝的面粉进北京。
　　第三季度的局势更加严峻，这3个月内小麦销量已达粮食部原计划供应全年总数的44％，为此，北
京市委于1953年10月12日向中央和华北局上报了《关于实行面粉计划供应的初步意见》的请示文，10
月31日经中央批准，颁布了《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实施办法》。
　　这项办法规定，北京市居民每人每月一律暂供应面粉8市斤，国家机关及企事业职工每人每月12市
斤，铁路职工及部分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16市斤等（其余购买小米、玉米面等杂粮解决）。
于是便诞生了第一套面粉购买证，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颁发的第一套粮票。
此后面粉票称为“细粮票”，其他称为“粗粮票”。
　　这套面粉票共计四枚一套，竖版，面额分别为2市斤、4市斤、8市斤和10市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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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张票证，一个时代，一段历史！
　　一部全面详尽记录票证和人民币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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