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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根据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政府的要求，

我们在编修《桂林市志·统计章》初稿的同

时，深感有必要进一步记述我市统计工作发

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建国后我市统计局

统计工作的兴衰起伏情况，以达到在统计方面

“资治”、“存史”、 “教化"之功用，故编

纂《桂林市统计局志》。

这本志书在编修过程中，始终坚持了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凡

记皆真，在突出专业特色、地方特色、时代特

色等方面作了一些努力，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统

计的各个方面，无论对统计部门或非统计部

门，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前全国编修统计志的已有20多个城市，

近3年还分别召开过3届全国部分城市统计志

编纂研讨会。我市虽未能参加会议，但参考了



一些统计志编纂研讨会会议纪要，吸取了同行

们的编纂经验和研究成果，结合我市的实际，

我们在篇目设计、记述范围、专业布局、引用

数据以及市统计局与部门、基层、两县统计关

系等方面，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和一些改进。

故局志与市志统计章不仅在篇幅上存在差别，

而且在结构上亦存在一定差别。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地方史志总

编室余灵鹏、谢小英等同志的指导，广西、湖

北、武汉、长沙、衡阳等省(区)、市统计志

编纂办公室的帮助，市档案馆、图书馆以及

局内各科(站)、城调队和老同志的支持，在
此，谨表谢意。

编修统计志是一项新工作，加上我们的水

平有限，疏漏之处恐怕难免，敬请有关部门及

同行们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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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局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

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以为统计工作的

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断限：上限追溯到民国时期，下限断至1990年底。

范围：以记述桂林市为主，市属两个县已经或正在修

志，故仅在统计机构与人员章内适当增列两个县的有关情

况；统计机构以记述审统计局为主，兼及一些部门及基层内

容。

内容：以记述桂林市统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为主要内

容。鉴于统计数据在统计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又不宜在

志稿中长篇累牍的罗列，故择部分重要数据穿插于有关章节

之中。
。

结构：按章、节、日、子日4个层次安排，以子日为记

述的基本单元。按照横排门类，纵写始末，以横为主，纵横

结合，详近略远、以类系事，详异略同的原则编修，采用语

体文、记述体。

体裁：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采用序、概述、大事记构

成志首，勾勒出局志轮廓；各专志设9章34节，分门别类详

3



述全貌；志末设附录，归集各章节不便收录的重要材料。考

虑到建国前的统计工作远较建国后简单，故将建国前统计工

作的各方面内容归并到附录中。

本志资料来源于市统计局各时期的档案材料，市档案

馆、桂林图书馆、自治区统计局现存的有关资料。按照人证

服从物证，图书服从档案，外服从内，远服从近的原则取

材。



概 述

社会经济统计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国家管

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我目的统计萌芽于原始社会末和

奴隶社会的形成时期。当时由于赋税、徭役、征兵的需要，

开始了人口、壮丁、土地、牲畜、财赋等统计。民国时期桂

林市曾两次为广西省的首府。1940年桂林县易名为桂林市

后，在桂林市政府内设统计股，为广西各市县中最早成立的

政府统计机构。1912年至193l牟，该期的各种统计报表主要由

各部门填报。以后逐步开展了资源、经济、社会方面的调查

与统计。起初主要从案卷和有关部j、了进行搜集整理以及举办

各种实地调查取得资料，而各种统计报表主要还是由各部门

颁发。40年代国民政府主计处及下属统计局大力推行公务统

计，以行政设计、执行与考核三阶段的工作在行政上作统计

方面的记述。1943年国民政府将全国各机关所办公务分门别

类确立统计事项，共分40类、252纲、1072目；桂林市政府

统计室上报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的统计年报分25类、153个表

种。此外，零星地开展了一些经济概况调查、物价及生活调

查、实业调查。编印过《桂林市统计季刊》等少量统计资

料。民国时期的统计报表制度很不正常，表式设计不大科

学，公务统计琐碎繁多，工农业生产统计相当薄弱，一些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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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严重失真。

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后，在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

员会内设立统计股，1952年编制3人，1953年设立桂林市统

计科，编制8人，1957年易名为桂林市计委统计科，编制10

人。1961年首次设立桂林市人民委员会统计局； “文革”期

间为市革命委员会计划小组内的统计小组；1974年为市计委

统计科。1979年9月恢复桂捧审统计局。以后随着统计工作

的不断加强和编制的扩大，逐渐发展到1990年底的编割36

人。几十年来，统计工作经历了由建立——削弱——重建

～加强的曲折过程。
1950——1960年

这一时期主要是开始形成集中统一的政府统计机构，建

立部门，基层统计机构，配备统计干部，基本适应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 “二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需要。
‘

1953年市人民政府内设统计科，编制由原来市财经委员

会统计股的3人增加到8人。1957年改为市计划委员会内设

统计科，编制增至10人。1954年，工交，贸易、合作、粮食，

农村、基建等部门配有基层统计人员84人，其中专职72人；

工业、手工业、商业、工商、税务、公安、政法、文教、卫

生等部门亦配有一定的专兼职统计人员，3个郊区也配备了

农业统计人员。1956年全市统计人员有426人，其中专职168

人。．

这一时期在尚未基本形成国家统计系统的统计报表制度

的情况下，开展了一些重大的统计调查．如i 953年的人口调查

登记工作及郊区查田定产与农村人口、耕地、产量调查，1954

6



年11月的个体手工业调查，1955年8月的私营工业重点行业

调查，10月的物资库存普查及私营商业、饮食业普查，1957

年的职工家庭生活调查，1958年1月的物资普查等。这些调

查为摸清桂林市的市情市力、开展较为正常的统计工作，创

造了重要条件。

这一时期的后期形成了国家统计系统的统计报表制度。

在工业、农业、商业、劳动工资、物资、基建等专业开始逐

步形成较为正常的统计报表任务，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报表

报送渠道开始逐步正常，如工业统计，1956年月报及时上报

的基层单位由73％提高到近100％。为贯彻落实国家的统计报

表制度，有关领导组织基层单位进行了报表制度的学习，举办

了一些座谈会，开始抓了基层报表的质量，并制定了一些制

度，如1955年6月颁发了《桂林市各级机关企业部门相互索

取与供应统计资料的暂行办法》等。1957年5月首次在《桂

林日报》上发布了上年国民经济发展结果的公报。

1958午受”左”的影响，提倡大破大立，“各显神通”，

“群众办统计”，集中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受到了损

害。一些部门和单位撤并统计机构、精简统计人员，一些有

效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统计纪律松弛，报表多滥。这些都

对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6卜一1968年

1961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

决定》(即“四四”决定)，提出对全国统计管理体制实行

“一垂三统”(各地统计机关在业务方面受国家统计局垂直

7



领导，各级统计机关的编制，干部、经费由国家统计系统统

一管理)。1963年国务院又颁发了《统计工作试行条例》，

市统计局狠抓了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工作，统计工作出现了

崭新的面貌。

1961年l 1月成立了桂林市人民委员会统计局，重点抓了

学>--／贯彻“四四”决定和统计条例的工作，召开了450人参加的

“金市统计工作者大会”传达、贯彻，通过《桂林日报》广泛

宣传，会后紧抓落实。许多部门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手

工、轻工等部门还发出了加强统计工作的文件。全市统计机

构、统计人员与统计工作得到了加强，统计专业化思想初步

树立，统计业务联系和请示报告工作有了较大的改进。

在统计数字质量上，开始把准确视为统计工作的生命，

放在头等地位。每年对工业、商业、劳动工资等专业分别进

行两次以上的数字核实与检查，如1962年对工业产值与产品

产量进行了两次核实，对商业零售额每季核实定案一次，对

劳动工资也进行了两次核实；1964年除开展分季核实数字

外，还对基层数字进行了3次自查、互查和抽查的数字质量

检查活动。这些活动促使统计数字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在统计工作时效上，采取了统计报表边来．边审、边过

录的“三边”办法迅速汇总，及时上报。1962年全市各专业

月报在收齐后一小时内可汇总完毕；1964年各专业月报快的

可在月后3日内，慢的在月后5日内，均可上报自治区统计

局。

在统计基诎：12作方面，调整、充实了原有的统计台帐，

并坚持了正常的登记-r"作。l 963午在各主管业务部门推行了

市统计局的台帐样式，各主管部门的台怅建设有了较大的改

8



进。

在开展统计分析，捕好为市领导服务方面．均较前有了

很大提高。1963年撰写了统计分析报告32篇，其中工业和劳动

工资专业按月编写统计分析已形成了制度。一些统计分析材

料还获得了市委黄云书记的好评。1964年撰写统计分析资料

64篇，在提供市领导的月度统计提要小册子上，增加了综合

性的文字分析。19．65年开展了·6项专题统计调查，分别撰写

了专题统计调查报告．提供市党政领导决策参考，并得到了

部分采用，如针对甲山公社“双抢”进度缓慢问题，市统计

局组织专人调查后向市委办说明了情况，分析了原因，提出

了建议，第3天市菱便组织了400多人到甲山公社支援“双

抢”。针对生猪生产增长慢的问题，统计局抽人进行了调

查，根据临桂县、宛田乡商业部门支援农民养猪的收购办法

(社贯出售架子猪，食品公司收购付款后仍将猪退回给社员

并卖给精饲料，荞肥后再交售；增重部分由食品公司补款)，

征求了‘_农村干部、社员的意见，结合食品公司的情况，提

出了改进办法。市委采纳了统计局的意见，先在雁山公社试

点，后在金市推开了新的预购办法，促进了生猪的发展，

60年代前几年，统计局各方面工作搞得较有声色，得到

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黄云书记在机关干部大会上给予表

扬，并亲自向统计局布置任务，通报市委的工作意图，还亲

自通知统计局出席市里的有关重要会议。正副市长还亲自召

集市统计局及有关部门，专门研究有关统计问题。

1 969—1978年

。文化大革命”对各方面包括统计工作都是一场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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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统计战线有人批判“四四”决定，把“一垂三统”诬为

持8条条专政”、闹独立三国，把全面统计说成是报表挂

帅，鼓吹统计无用论。一时间，统计机构被撤并，统计人员

大精简，甚至受到迫害，只有极少量的统计报表，统计工作

濒于中断，甚至出现了一些统计资料被销毁的现象。

1969年在桂林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计划小组内设统

计小组，统计干部下放或参加“学习班”，一度仅有一、二

人留守。根据周恩来总理“统计工作不能取消，统计机构还

要有”的指示，1 974年在市计划委员会内设统计科，?工作开

始逐步恢复正常。i977年8月开展了实．际用工人数普查。

1978年6月开展了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普查。

1979—1990年

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之后．1979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

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机构的决定》，强调“必须建立起一个

强有力的统计系统，加强统计监督，健全统计机构，加强统

计力量”。19 79年9月重建了中断Io年的桂林市统计局．配

备了领导，充实了统计人员。建局开始，即针对。文化大革

命”对统汁工作造成的严重影响，做了大量补救、恢复、加

强统计的工作，包括迅速组织人力，整理、弥补了历史上断

档的统计资料，补编了i973一1978年每年一本的统计年鉴历

史资料。还整理了建国后桂林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一条龙

数字，编印了1950一1978年桂林市主要指标的小册子，这些

工作都得到了市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好评。0i一“

1984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一使统

i 0



诗工作有了法律保证。同年9月国家统计局在天津召开全国

统计工作会议，提出了统计工作要实现“五个转交”，逐步

实现统计工作现代化的“六化”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总

体要求，市统计局以提高统计数字质量为核心，置各项统计

工作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想统计工作新点子，上统计规范

化新台阶，拓统计服务新范围，创优质服务新水平，摸统计

改革新路子，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抓统计基础规范化工作。1987年，市统计局制定了9条职

能、职责，报市人民政府，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市政府的检查

监督之下，积极主动地争取市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支持。

市统计局还制定了《正副局长工作职责》、《各科室职

’贵》、《正副科长工作责任稍》、《统计局工作人员考评条

件》等16项基本成龙配套的局内规章制度。1989年进一步充

实，完善、系统化为23项责任制度和规范化要求，发至人手

一册。

1988年，统计局对统计报表这一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基础

工作，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按其内在的工作联系，较为科

学地制定了包括10道工序的《统计报表操作管理规程》，因

为它在统计工作中有重要作用，自治区统计局还专门作了转

载。

建立局内填报查核表制度。各科在每月月报上报后，即

将应报，实报、缺报(其中估报)单位及时问等填写清楚，

报局领导审核，以保证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统计台帐建设， 要求精心制定指标，从积累资料、

分析研究出发．把统计台帐建设成数据全面系统，分组科

学、帐面清晰，有长久使用价值的历史性资料。1 989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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