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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活动源远流长，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人口、土地等简

单的登记和计算。然而，统计工作的兴旺发达及发挥其重要作用，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充分体现。现在，反映河南统计活动
全貌的志书——《河南统计志》首次出版与读者见面，这是河南省统
计史上的第一部统计志书，是河南省统计工作的一件大事o

《河南统计志》，全书共36万字。详今略远，重点阐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至1987年间河南社会主义统计工作情况。详细叙述
了河南省统计部门机构建置，统计管理、统计调查和统计服务工

作。并且运用丰富的统计资料和数据信息，综合概括了河南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o《河南统计志》的问世，向社会展示了河南统
计现代化建设进程o

统计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统计工作是统计的

实践活动，即对社会经济总体现象数量方面的调查研究。统计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统计部门成为国家管理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份。河南统计工作的历程是曲折的。统计机构始建于
1950年9月，在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置统计室o 1953年3月正式

成立了河南省统计局，地、市、县也相继单独建立了统计科(处)，从
而形成了由上至下、集中统一的统计组织体系。全省统计工作顺利
发展，统计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下，统计

工作遭到严重打击，集中统一的原则被取消，统计机构合并取消，统
计数据虚报浮夸，严重失实o 1962年9月省统计局和地、市、县统计

机构又陆续恢复建立，但很快又被“文化大革命"所破坏，统计机构

从上到下全部被砍掉，统计工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统计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恢复建立了省
统计局和地、市、县统计局，1983年我省又建立农村和城市两支社

会经济调查队。到1987年末，全省政府系统共有统计人员6713人，
其中省、市、地、县统计局3310人，乡镇统计人员2736人，城市、农
村两支调查队667人。河南统计工作从恢复发展进入了改革前进



的良好时期。全省各级统计部门和广大统计工作者，认真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心任务，把工
作重心转移到统计改革和发展建设上来，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取得
统计现代化建设的新进步。

从1949年到1987年，河南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经历了曲
折而艰难的历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河南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
复和发展，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农业为

基础，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成绩，同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实现了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根本改变，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

的影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河南经济发展出现了剧烈、频繁的

波动。虽然在全省人民的艰苦努力下，生产和建设取得一定成绩，
但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大挫折，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4％，
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河南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彻底纠正
了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农村改
革入手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经济和社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
道。从1979年到1987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
与进入计划时期以来的前26年的平均增长率相比提高了6．9个百
分点，国民经济步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

修志是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工作。这部反映河南统计工作全

貌的历史画卷，凝聚着全省广大统计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将为领
导、社会和统计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对开阔视7野，弘扬历
史，展望未来，鼓舞斗志具有积极的意义。

籍此《河南统计志》出版之际，诚向为该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不妥和错

误，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o
’

王光鹏
一九九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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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河南统计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继

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有益后世为宗旨，

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全志书立足当代，详近略远。时限为1949年至1987年底，‘

个别作了适当的上溯或下逆。

三、本志不属《河南省志》序列而单独成书，故不受专业志体例

的限制。志书除撰写了统计部门的统计管理和统计调查的内容外，

还运用丰富的统计资料和数据信息，综合概述了河南概况、河南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内容丰富o

四、采用多篇多章结构。第一篇为河南概况，第二篇为河南经

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第三篇为统计管理和统计调查。第二、三篇下

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o
+

五、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一般采用全称，过长的名称首

次用全称，后用简称。地名用当时的名称，有的夹注今名。一般用公
历纪年。

六、志中注释，采用文内注。

七、本志的编撰，第一篇河南概况、第二篇的第一章总述、第二

章农业、第三章工业、第四章交通邮电，由杨鑫同志撰稿。第二篇的

第五章固定资产投资、第六章建筑业，由投资处撰稿；第七章国内商

业，由刘殿贤同志撰稿；第十章社会事‘业，由刘宣离同志撰稿；第十

二章物价，由张宏、齐红卫同志撰稿；第八章对外贸易、第九章人口、

第十一章物资与能源、第十三章农村人民生活、第十四章城镇人民

生活，由陈善书同志撰纂(有的参阅了《河南省志》的有关卷、篇)o

第三篇统计管理和统计调查，由陈善书、杜荣朴同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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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河南概况

地理位置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介于北纬31。23’——36。22’，东经110。21’一

116。39’之间，南北相距约550公里，东西长达580余公里。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
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因大部地区位于黄河之南，故称河南。

河南省是全国铁路重要枢纽之一，是“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陇海干线横穿东西，京广和焦枝线纵贯南北。已开辟的空中航线，可直飞北京、广州、上

海、西安、沈阳、香港等地。

土地面积
’

，

全省土地面积约1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土地面积1．74％，在全国31个省、市、

区中名列第18位，境内西部是山区和黄土丘陵地带；中部和东部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淮

冲积平原，在全省总面积中，山地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占26．6％；丘陵面积约3万平

方公里，占17．7％；平原面积约9．3万平方公里(包括南阳盆地)，占55．7％。据1987年

统计，全省耕地面积1．05亿亩，占总土地面积的41．62％，平均每人占有耕地1．33亩。

地势

河南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北、西、南三面有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

大别山四大山脉环绕，间有陷落盆地；中、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太行和伏牛山

地，海拔一般在1000米以上，桐柏和大别山地，海拔一般在800米左右。东部平原、南阳

盆地及其以东山地丘陵，大部海拔在100米以下，最低处在淮河出省境地带，海拔在30

米以下。全省主要山区有林县、辉县、济源、渑池、陕县、灵宝、卢氏、栾川、洛宁、嵩县、宜

阳、汝阳、西峡、淅州、内乡、南召、桐柏、信阳、罗山、新县、商城、确山、泌阳、鲁山、登封等

25个县市。

地质土壤

河南省由于气侯、地貌、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加以农业开发历史悠久，因而土壤

类型繁多，其分布情况如下： ‘

，

京广线以东，沙、颖河以北的广大黄河、海河冲积平原，是河南分布面积最大的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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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山丘区较大河流的河滩地一般也是潮土分布区。河南的潮土可分为砂土、淤土、两合土

3个土属。砂土主要在黄泛上游和主泛道附近，淤土在下游或河间地带的静水沉积区，两

合土则介于两者之间。这些地区因耕垦历史久，一般有机质缺乏，自然肥力不高，因为漏

水漏肥，灌溉指标和施肥水平都要较高的标准。

沙、颖河以南的淮北平原和南阳盆地唐、白河两岸的南阳、唐河、新野、邓州等是砂疆

黑土分布区，这些地区土质粘重，水分物理性差，排水不良，下部常有砂疆阻隔，但有机质

较高，有较大的潜在肥力。

黄河两岸的新乡、商丘、开封、濮阳等4地区的部分县是盐碱土的分布区。由于含盐量

过高，影响农作物的生长，重度盐碱土则寸草不生，成为盐碱荒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盐碱地面积约600多万亩，后因灌溉不当，1961年发展到1300多万亩，70年代后大

力推行挖沟排水等措施，至1987年已降到约400万亩。

淮河以南的洪积倾斜平原，淮河北岸的淮滨、息县、正阳及省境内的唐、白河下段河流

两侧等地区有水稻土的分布。总的来说，河南水稻土有机质含量较低，耕层欠松宣，其肥

力水平不及长江下游的水稻土，但仍是河南的高产土壤之一。

豫西的黄土丘陵的白土阶地和缓丘上中部的立黄土、低山丘陵区位置较高处的红粘

土、太行山及伏牛山东侧向潮土过渡地区的油黄土等，都是褐土类的土属。这些地区有些

肥力尚好，有些则属瘠旱薄地，但水土流失严重，是需要采取水保措施的主要土类。

由秦岭人河南段(灵宝南部)起，东到嵩山，东南到方城北，熊耳山、嵩山和伏牛山2支

层叠的中山山地，太行山的中山山地均分布着棕壤。这些地区层厚变化大，一般土层较

薄，是林业用地，宜控制开垦、合理利用。

豫西低山与丘陵的南坡和大别山北坡，或称坡积侵蚀缓岗坡地，发育有黄棕壤，是河

南亚热带林木，特别是茶叶、油桐等经济林木的适宜土壤。但这种低山丘陵风化严重，水

土流失较厉害。此外在南阳盆地和信阳地区的低丘岗地上，由棕黄壤或黄褐土经耕种熟

化而来的黄刚土亚类，是旱地土壤，土质粘重，干时坚硬易于龟裂，通气性能不良，有机质

含量偏少，易旱易涝，是河南低产土壤之一。

综上所述，河南的土壤大类型有黄棕壤、棕壤、褐土、潮土、砂疆黑土、盐碱土和水稻土

7种。若以质地分类，它们占总耕地的百分比是：粘质47．1，沙质19．9，壤质15．1，沙壤质

底层加胶泥14．0，砾质3．9。
， 山脉

河南省山脉大体分为3大部分，即豫北的太行山地，豫西的伏牛山地和豫南的桐柏、

大别山地。

太行山地是由山西省东南边境，经河南省西北部向西南延伸在辉县以北为南北走向，

辉县、博爱县间转为东北一西南走向，以下至省界则呈东西走向，长约185公里，因断层作

用形成1500米左右的单面山，巍峨挺拔，气势磅礴，峭壁林立，山高谷深，东南坡险峻，陡

落于黄河冲积平原。最高山峰在济源市境内的鳌背山，海拔1929．6米，山间多小型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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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前有海拔300--400米的丘陵。

豫西山地为秦岭山系的余脉，在河南省西部呈扇形向东北和东南展开，绵延数百里。

最北的一支为小秦岭，属华山山脉东段，在河南境内约20公里，高峻雄伟，海拔在2000米

左右，灵宝县境内的老鸦岔，海拔2413．8米，是河南第一高峰。第二支为崤山，其余脉邙山

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长达100多公里。山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至郑州西部为很厚

的黄土覆盖，最高山峰干山海拔1092．6米i第三支为熊耳山，界伊河与洛河之间，向东北

延至洛阳龙门，呈耳尖状，形似熊耳而故名。较高山峰有全包山，海拔2094．2米。第四支

为外方山，在熊耳山的东南，伊洛河以东，汝阳、汝州及伊川以南，为北汝河和沙河的分水

岭，由西南向东北延伸，以低山丘陵为主。最南的一支，也是最大的一支为伏牛山，绵延于

河南的西南部，长达200多公里，是河南省境内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的分水岭，气势

雄伟，群峰巍峨，不少高峰都在海拔2000米以上，最高峰玉皇顶海拔2211．6米，由西北向

东南延伸，至方城东北骤然中断，形成南阳盆地东北角之方城缺口，在历史上成为华北平

原、南阳盆地与汉江平原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即著名的“南襄隘道”。省境内中部嵩山和

箕山，为一突兀于中原之上的孤立的状块山地，北面为伊洛河河谷平原，西为伊河谷地，东+

为豫东大平原，南为汝河河谷平原，由低山和丘陵组成，最高的嵩山海拔1440．2米，耸立

于低山丘陵之间，异峰突起，山体挺拔壮丽，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中岳。

豫南山地是指鄂、豫、皖3省交界的桐柏一大别山地。西部的桐柏山，其走向由西北向

东南延伸，海拔多在300一800米之间，只有个别山峰超过1000米，主峰太白顶海拔1400

米。东部的大别山，近于东西方向延伸，沿鄂、豫、皖3省的交界地带分布，由一系列海拔

1000米以上的山峰组成，在河南境内的最高峰为金刚台，海拔1584米。这里地处亚热带、

高温多雨，有风景著名的避署胜地鸡公山，海拔744．4米。

河流

河南境内河流众多，因受地形影响，多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山区，分别流向

东、东北、南和东南方向。分属于黄河、淮河、长江和海河四大水系，以黄河、淮河为主。

黄河水系：黄河由陕西潼关入境，横贯河南省中部，至兰考县折而东北。在台前县张

庄出境，经山东流入渤海。在省境内流经24个县、市，流长约700余公里，流域面积3．62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1．7％。黄河干流在孟津以西，流于中条山和崤山之间，穿

过形势险要中外闻名的三门峡。这段河道窄狭，水流湍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大型的三

门峡水电站就建在这里。出峡后至孟津以东流人平原，河道宽展，水流缓慢，大量泥沙沉

积，两岸堤防高筑，致使郑州以东河床高出地面卜7米，开封附近高达10米以上，成为世
界著名的“地上悬河”。黄河主要支流有伊、洛、沁、漭、金堤河和天然文岩渠诸水。

淮河水系：淮河发源于桐柏山碑方岗，流经省境的东南部，向东流入安徽、江苏，而后

注入长江。省内流长约340公里，流域面积8．8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2．8％，是

全省最大的水系。淮河的支流众多，本省境内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即达250多

条。干流两侧呈明显的不对称状分布，南侧有狮河、竹竿河、潢河、白露河、史灌河等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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