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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阆中统计志》以阆中市行政区域为空间范围i全面、系统记述统计事业

的历史与现状，旨在“存史、资政、资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和政治文明建设服务。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客观记述，秉笔直书，充分体现专业特色和时代特征。

本志上限不限，下限为2005年底。

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章、人物、附录等组成，采用述、记、志、图、

表、录等体，+按照横分事类纵述，始末和事以类从的原则设置篇目，分章、节、

目三个层次。目以下根据需要设子目。

本志行政除史料引用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叙体。用字以《简化字总

表》为准，繁体字仅在引文中使用。

本志取材，以文书和技术档案、典籍史料为主，辅以口碑资料。

本志所记用社会总产值、工农总产值、国民收入统计指标，以国家规定的

不变价(即可比价)计算，1949年至1957年使用1952年的不变价格；1957

年至1971年使用1957年的不变价格：1971年至1981年使用1970年的不变

价格：1981年开始使用1980年不变价格；1991年以后使用1990年不变价格。

本志货币单位，解放前按历史习惯记述，解放后一律以1955年2月16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本志公元纪年和统计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本志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凡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材料，均不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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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阆中，从古至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是解

放后的五十五年来，阆中人民勤劳奋进，勇于开拓，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精

心耕耘，发展经济，改造河山，建设家园。

阆中市统计局自成立至今，业已走过50多个春秋，一代又一代阆中统计

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用科学的手段，对各类经济现象作了数量

的真实记录和客观的情况反映。为借鉴历史，把握现实，开创未来，阆中市统

计局决定编纂《阆中统计志》。而今，他们加强领导，组建班子，搜集史料，

辛勤笔耕，终于撰写了阆中统计史上的第一部志书。这不仅是他们的明智之举，

也是对世人的一大贡献。

编写《阆中统计志》，是为了“资政、资教、存史”，为现在和将来致力于

统计工作的同志借鉴，以促进阆中统计事业的发展。我期望广大统计工作者，

把握历史脉搏，抓住良好机遇，热爱阆中，热爱本职，不辜负时代的重托，充

分发挥聪明才智，再谱写阆中统计史上的新篇章。

中共阆中市委副书记

阆中市人民政府市长

蒋建平

二O o六年六月



序 二

历代统治阶级以统计工作为当权者要政。凡百措置，恒必由之。建国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把统计工作作为认识社会，掌握国情国力，管理国

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管理社会事务，实行全面监督的一个重要工具。鉴

古明今，继往开来，根据阆中统计事业的发展历史，取得的成就，很值得一志。

编写《阆中统计志》，始于1986年4月，当时在县志办的指导下，县统计

局领导十分重视，组班子，定专人，查史料，著述编纂，做了大量工作，后因

人员变动而停顿。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和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原

稿重新核实，后史必须补齐，就成一本志书，以期达到“资政”之目的。2005

年11月，阆中市统计局党组决定，重组班子，确定专人，定成志书。经过搜

集史料，广征博采，辛勤耕耘，于2006年11月上旬，撰成《阆中统计志》初

稿。

《阆中统计志》是阆中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统计专志，它体例适当，内容翔

实，图文并用，表录相辅，把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融为一体，全面、系统、

详尽、客观地记述了阆中统计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如实地反映了统计工作

的兴衰沉浮、经验教训、历史数据、重要文录、光辉业绩等等。为帮助后来人

士从事统计工作，了解阆中统计历史，发展阆中统计事业，定会有所裨益。

《阆中统计志》的编纂成功，也会为地方志、行业志的著述提供重要资料，

以达到“资政、资鉴、存史”之用。

该志书撰写中，由于主纂人员专业水平有限，难免有遗漏和不详之处，甚

至会有文字处理不当的地方，万望谅解、指正。

阆中市统计局局长

统计志编辑领导小组组长

二o O六年十一月

席文奎



概 述

据考证我国统计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当时由于赋税、徭役、征兵的需要，

开始了人口、壮J_．、土地、牲畜、财赋等统计。作为具有巴蜀古文化的四川，其统计也有悠

久的历史。据明嘉靖《保宁府志》载，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阆中就有户数、人口

的统计。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有按田士上中‘卜．三等征税的规定。光绪三十二年(公

元1906年)，清廷宪政编查馆内设立统计局，以统率全国的统计]二作。两年后，清廷的民政、

阿；军、邮电、工、农、商等部门及大理院都先后设立了统计处，接受统计局的指导。清廷又

规定各府、厅、州、县均要设立统计处，在统计调查方面受统计局的指导。宣统年问，在其

《宪政治书馆秦摺》中提：“⋯⋯臣馆遵设立统计局奏定办事章程，并由各部院分设统计处，

各省分设调查局，搜集各种事项汇齐办理，见以先后奏明成立，并据民政等衙门咨送表册到

馆。”这年(1906年)四川都督政务处设立了统汁局，并制定了《统计通章》，其中第‘卜二条

规定：“令各府、州、厅、县设置统计课⋯⋯”。民国元年(1912年)阆中知事公署设统计课，

配备课长1人，课员2人。民国二年(1913年)统计课改为统计科。民国十七年(1928年)

阆中知事公署改为阆中县政府，设统计室。民国二十年十月，国民政府颁布《统计法》。民

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川省政府改组，设民政Jf_：J：、财政，J：、教育，J：、建设J‘J：和秘书处、保

安处。遵照省府合署办公组织通则之规定，秘书处内设统计室，各jj：设统计股。民国二十五

年(1936年)1月，秘书处统计室成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省政府训令：“查统

计为当今要政，凡百措置，恒必由之。本政亟谋政务推进，看有统计训练班之设。”即将专

门培训的统计人员陈泽全委任为阆中县政府统计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省政府颁布《统

计室T作摘要》，规定了统计工作七项主要职责。民国31年(1942年)3月，四川省政府指

令县政府成立统计室，令派陈国基为阆中统计室主任。民国32年(1943年)第‘次春季县

政会统计报告及_T作档案中提出编印《县简要统计手册》，内容列有：土地、户口、党团、

财政、司法、财务、农矿、工商、交通、教育、公民、宗教、卫生、赈济、兵役、警卫、中

国人口与世界人口。民国35年(1946年)8月l曰，省政府训令：为简化县级机构，增加

县公务员等待遇，将县统计室裁撤，设统计专员1人于秘书室办公，陈国基改任统计专员。

民国36年(1947年)5月，省政府统三字第3757号训令：县政府恢复统计窒，改统计专员

为统计主任。同年10月，阆中县政府训令：案奉省政府统三字9876号指令：陈国基以假不

归，本府予以免职，遗缺由杨君卓充任。

1949年12月，闽中解放。1951年，阆中成立统计机构。从1951年到2005年的55年

问，阆中统计工作为阆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较全面、系统的统计资料及大量的统计

调查分析报告，充分发挥了统计工作的信息、咨询、监督功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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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有的贡献。在统计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如机构几次建撤与分合，

统计制度多次变革，调查统计内容频繁增减，统计事业几经兴衰。

解放后，阆中统计事业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统计工作起步阶段] 1951年7月，国家政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财经统计工作会议，

研究决定建立与改进统计工作。同年，闽中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在县府财政经济委员

会(以下简称财委)内设立统计组，秘书杨长铨兼任统计组组长。随后在东狱乡第三村开展

了农村经济和对50户农民购买力的典型调查，为创建阆中统计工作迈出了第一步。1952年8

月，国家统计局成立，同年12月15日召开第二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国统计工作

统，’领导的方针，制订了充实统计机构，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方案。1953年1月8日，

中央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同年5月，阆中县人民政

府成立统计科，编制4人，由财委秘书杨长铨兼任科长。1954年9月将统计科改为计划统计

科。区级行政机构配备了专职统计员，县级各业务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相继设置了统计股

(组)，为开展统计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前后，农业、工业、基建、运输、邮电、商

业、劳资、文教、]j生等专业相继建立了统一的报表制度，并开展了一些较大的调查活动。

如j953年4月第+次人口普查；1954年全国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业普查；1955年全国私营

商业、饮食业普查。1957年，按1956年调整的行政区划，分系统对工业、农业、林业、水

利、气象、基建、运输、邮电、商业、物价、财政金融、劳动工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包

括文教卫生)等9个方面的统计资料进行核实、加工、整理、铅印成册。1958年在县委、县

人委领导卜，从县上有关部门抽调干部22人，组成历史资料整理办公室，按上级的规定口

径分行政区划对1957年至1958年两年的统计数据作了研究审核整理。随后又把1958～1962

年、1963年一1965年全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存档。

[统计工作瘫痪阶段]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统计工作处于困难状态。这年，

县统计局只抓了工业、农业、物资、商业、劳资、交通运输等7个报表。同年8月14日县

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随后城乡各单位相继成立“文革小组”。同年9月I、．4U全县开

展“红甲兵”运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 ’犬批

文物、书画、档案资料遭遇到毁损。县统计局的领导干部靠边站，全县从上到下统计．Ti作难

于开展，特别是群众组织夺权以后，统计业务活动处于停顿。县统计局的“造反派”将1958

年至1970年有关文字资料和数字资料的绝大部分，1949年至1952年、1953年至1957年、

1958年至1962年、1963年至1965年四个时期的《阆中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领导

审批底稿视为“四旧”一火焚之。幸好县统计局干部毛齐杰个人手存一套才补救齐全。“大

跃进”时期的统计T作是学习郑州、开封、洛阳等地“人人办统计，户户有计划，事事搞评

比，统计工作群众化”的经验，统计报表多乱，特别是公社一级，出现了“拍脑袋数字”，“皱

眉头数字”、“以计划数代统计数”，攀比数字越报越大，随要随报，书记、社长、财会、统

计大家都上报。统计数字一度出现越轨，失掉了真实性、科学性。特别是在“人人插红旗，



个个争上游”的群众运动中，冒险数字随时可闻。1959年以粮食产量为例，提出所谓“亩产

千斤不算多j五千斤不算奇，突破万斤关去见毛主席”的口号。统计数字陷入混乱，谁要坚

持求实上报，便要戴上“右倾”帽子，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处分。1967年2月，成立阆中县

“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1969年4月22日成立阆中县革命委员会，由军队、干部、群

众组织代表组成，随后县统计局被撤销，在县革委内设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指定

姚福安，毛齐杰两各干部在生产指挥组里抓计划统计工作，力量十分薄弱，统计资料很难收

集齐全，结果统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统计工作复苏阶段] 1970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统讨■：作不能取消，

统计机构还要有，基本统计还是要搞的，但不能搞繁锁哲学”。1971年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

统计T作会议，会上传达贯彻周总理的重要指示，随后县上成立计划统计组。1972年9月县

革委任命戚永相为计划统计组组长，统计工作开始复苏，恢复了工业、农业、基建、职工人

数、社会商业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库存等定期报表制度。1973年9月恢复县计划委

员会，统计工作并入计委。同时，县委又先后任命郭子玉、杨自力、戚永相为县计委副主任，

统计工作有了领头人，工作的被动局面逐渐改变。特别是粉碎了“四人帮”和1975年邓小

平主持中央]i作以后，全国统计T作从上到’F有了新的起色。1977年7月省革委批转了省统

计局“关于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批语中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廊根据中央精神，

切实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搞好统计部门的思想建设”。当年下半年全县进行了全民、集

体所有制单位实际用T普查。1978年按全省部署又对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和科技人员进

行了普查。同年11月根据省委、南充地委的指示，统计业务从县计委分出成立了阆中县统

计局，杨正直任统计局局长。1979年lO月张先觉任统计局副局长。同年10月20日国务院

卜‘发“关于加强统计T作，充实统计机构的决定”文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经

过初步整顿，统计工作虽然有所恢复和加强，但现有统计力量仍然十分薄弱，还存在着某些

重要统讨‘数字不实，报送不及时和分析研究工作开展不够等问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需要”。接着是六条决定，省政府将决定联系四川实际具体化为五条，要各地各部门

认真贯彻执行，这为阆中县统计工作全面复苏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统计工作发展阶段] 1980年4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恢复职_[家庭生活的

调查]j作人员问题的报告”。11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统计报表管理的报告”

和“统计报表管理暂行规定”。1981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和改革统计：t

作的报告的通知”。1982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农牧渔业部、商业部、国家统计局“关

于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的报告的通知”。198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

于加强农村统计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1984年1

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p。这‘系列的指示、决定、法规的贯彻执行为统

计T作和统计事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统计法的颁布实施使统计事业迈上了法

制的发展轨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统计工作更加显示了它的作用和魅力。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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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建立农村和城市两个调查总队，又批准从1984年起用国民收入作为经济

发展综合指标。1984年12月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关于计算农村社会总广：值和把村、队

办_r：业从农业中划归工业的请示报告”，改变了长期停留在生产统计、进度统计上的状况，

为探索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综合观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迈出了第一步。1983

年lO月县委批准县统计局内设“两股一室”(即：城镇经济综合统计股、农村经济统计股、

局办公室)。1984年8月被四川省统计局抽中阆中县建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属中央属事

业单位(副科级)，编制9人，主要负责农村产量、农村住户、农村经济二大调查任务，苟

大勇为专职副队长。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二广：业统计的

报告”，在服务方向上将以前单纯为上级服务、为计划服务转变为在保守国家机密和家庭私

人经济秘密的前提卜．，向社会各方面提供丰富多样的统计信息、咨询和监督服务。统计工作

的服务方向开始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化。

[统计工作振兴阶段]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全面纠正了“文革”的错误倾向，

最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随着全国T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施行，统

汁T作也开始改革，在1983年全国统计T作会上提出，统计工作要实现“六化”(统计指标

体系完整化、统计分类标准化、统计调查工作科学化、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统计计算技术

和数据传输技术现代化、统计服务优质化)的奋斗目标。县统计局认真贯彻落实，取得了明

显效果。90年代以后全县统计事业发展出现了可喜局面，主要有以‘卜几方面：

统计T作网络健全。1991年1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闽中县建立阆中市，县统计

局更名为市统计局，县农调队更名为市农调队，局队机关二[=作人员共27人，其中市农调队8

人。局内设有五个股(城市股、农村股、综合股、物价股、人秘政工股)。城镇各业务主管

部门，公司、厂、场、站等单位都相继建立和健全了统计机构，配备了与一f作相适应的统计

人员。大、中型企业、车间设置了统计员。农村随着区、镇、乡建制的几经调整，统计组织

也随之变化，区、镇、乡设立了统计站，区、镇、乡长兼任站长，统计干部任副站长，把相

关部门的专兼职统计人员吸收到站为成员。村、队由文书或会计兼任统计。据1992年的记

载全市城乡有专(兼)职统计人员共达7254人，从上到下基本形成了网络，各项报表、普

查、调查和抽样调查、专项调查工作有序推进，统计服务质量明显提高。

统计参与政府决策。随着统计信息量的增加和服务面的拓宽，统计展示其应有职能，加

强统计分析和统汁预测T作，局队利用主编的《统计：r作》、《统计资料》等：『lJ物，不定期的

向市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平均每年都在40期以上，同时统计人员

还向省、市统计局及上级报社、电台、刊物撰写了不少调查分析和典型材料，大部分被采用。

为适应改革开放，全党T作重点转移和国民经济三年调整的需要，市统计局整理了1978年

至1990年分年的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包括基本情况、农业、工业、交通邮

电、全民所有制同定资产投资、商业、劳动T资、财政金融、文化卫生教育等9个方面，176

个主要指标数据及比例，直接报送省统计局，又将建国以来至1979年各年各部门的主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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