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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盛世修志"· 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笔耕， 《鞍山市志》丛

书，陆续出版问世．它是鞍山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璀璨硕果，是鞍山市文化建设事业的宏篇巨著，也是鞍山市社会

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显著标志。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鞍山市志》作为钢

都的科学文献，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鞍山是辽东半岛开发区的腹地；是连接

对外开放城市大连、营口和沈阳的枢纽，是蜚声中外的祖国钢都．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勤劳勇敢的钢都人民，使它诞生不到一个世纪

就成为全国22个特大城市之一。中国最大的“鞍山群”铁矿藏，世

界上储量最多的·“辽河群”镁矿和滑石矿藏，就埋在鞍山的地下。全

国12座名山之一的千山，金国著名的汤岗子温泉，就在鞍山的城郊．

据考古发掘，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

土地上。战国时代，鞍山为燕国的属地； 汉代， 鞍山古冶铁业盛

行，唐代，鞍山一带一度为古战场；明代，兴建“鞍山驿”，傅长

甸铺一， 搿沙河铺’’， 开通了边塞邮路；清代， 留下许多文化遗

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鞍山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进程，说

明鞍山历史悠久。清末以后，鞍山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资源被掠夺，河山被践踏，人民被奴役。然而，英雄的鞍山人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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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屈服， 义和团的风暴震慑沙俄， 抗日义勇军在鏖战中前仆后

继，争取民族解放的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在全国取得抗日战争”

胜利的斗争中，鞍山人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解放战争期间，富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鞍山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t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奋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2月

19日迎来了鞍山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年来，鞍山亩在前

进中虽曾有过失误，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

的成绩是辉煌的，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改革、 开放给鞍山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使鞍山人民迸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热

情。鞍山正在发生着新的巨大变化。

纵观鞍山的历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斗争史，更是一

部发展史· ．1：

。

今日鞍山，不仅拥有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而且还拥

有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建材、轻工、纺织、印染，食品等门

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鞍山农村自然资源丰富， “四山二

水五分田”，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村产业结构

得剜了调整，呈现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建筑

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十业兴旺的景象，农村经济开始向着城
乡统一市场，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鞍山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壮丽多姿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优美雅致的居民楼鳞次栉比，城市基

础设施日臻完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金融等
事业，更呈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

编纂地方志，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 《鞍山市志》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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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鞍山的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

化、美丽的大自然，蓬勃发展的经济，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示了鞍

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走过的历程。我坚信，它作为一部上载天

文，下载地理，中括人间事物的地方百科全书，必然起着总结历史，

服务现实，鉴戒未来的作用。

《鞍山市志》丛书在编纂过程中， 自始至终得到中共鞍山市

委，鞍山市人大常委会、鞍山市人民政府和鞍山市政协的关怀，自

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它是经过鞍山市地方

志办公室和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呕心沥血完成的。我代表全市人民，

向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

1988年lo月1日
、



序 二 ，

鞍山市统计局局长，，杨柏金 ． ．7：

《鞍山市统计志》作为第一部记述鞍山统计事业历史和现状的

专业志书，已出版问世，这是统计事业骶一大喜事。这必将对鞍山

统计事业以及经济事业的发展起到受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作用。．

《鞍山市统计志》作为专业志，它以统计业务发展为主线，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占用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反映

了鞍山市统计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它以统计手段从宏观角度记述了

鞍山经济的发展变化。因此这部志书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有经济参

考价值。 ．
．

，，统计是反映经济的晴雨表． 它对经济发展起着参谋和监督作

用。鞍山统计工作在38年的建设史上，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

各个历史时期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统计工作经过曲折的

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现在统计机构健全， 统计制度完

善，统计指标齐金、统计工具现代化。在这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生动

的史实需要记载，有大量的珍贵资料需要辑存，这是统计工作发展

的需要，也是经济工作的需要。

《鞍山市统计志》将统计报表与统计调查，统计资料整理，统

计分析，统计基础建设、统计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职务晋级、统

计管理，统计计算工具的运用和发展，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等分章

记述展示其发展变化。它将统计业务，统计工作的性质概述其中，同



时对统计工作的成果也有所记载。我们既能看到统计工作在政府经

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又能看到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修

志中，对史实做了客观的记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每一事物

加以分析研究之后再作记载。

改革之年，统计工作也面临改革。借古鉴今，有其必要。对外

开放搞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y既需要微观经济分析，又需要宏观

经济研究，而统计正是从微观到宏观反映经济的脉搏。 《鞍山市统

计志》从各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史料。《鞍山市统计志》不单是记述

鞍山市统计事业的发展过程， 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鞍山经济的发

展。洋洋大观，巨微兼有。38年来统计研究的成果，经济分析的重

要资料，《鞍山市统计志》皆有记载。

三年辛苦，终于成篇。修志是项浩繁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修志古已有之，但修统计专业志还

是首举．既无经验又无样板。但经修志人员艰辛努力，终见端倪。

这里有修志人员的汗水，也有市志办领导同志辛劳，统计局有关科

室和人员也给修志工作大力协作和支持。在此向他们致谢。

6



凡 例

一、 《鞍山市统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金面系统地记述鞍山市统计局38年创建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起于1936年，下限止于1987年。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图、表、录等体裁，各种表格分别插

入各章节之中。

四、本志有关地名、单位、职务等称谓，均一律按当时称呼。

五、本志为突出统计局的工作特点除机构沿革外，均按统计工

作各项任务的专业性质设专章编纂加以叙述。

六、本志记事的年， 月、 日均采用公历。各章节中的统计数

字，年代、百分比等一律按阿拉伯数字书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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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统计是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工作。．‘ ． ．．’⋯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

鞍山的统计工作，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占鞍山i建立日伪政权，

为控制殖民地经济，开展了一些统计工作。，加工一定数量的统计资

料’，如1936年至1943年八年间的资料有：鞍山满铁地方事务所编制

的《鞍山商工事情》中的人口数及增长率、商店户数、主要货物输

出入吨数及工业中的铁工业、窑业、酿造业、制冰业的概况等；伪

鞍山商工会社编制的《鞍山经济统计》从1 3个方面反映了日伪当局

．统治鞍山经济和社会变化情况。 此外， 还有《鞍山会社要览》、

《鞍山统计年报》、 《鞍山商工要览》等。1946年至l’947年，国民

党接收鞍山的两年间，虽也开展了一些统计工作，但整理出的统计

资料无几，只是以所谓资源委员会名义整理一套鞍山钢铁有+限公司

概况(包括破坏．复工情况等．)． ． ．，．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计工作受到各级党和政府的

高度重视。 1949年lo月鞍山市人民政府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命

冷，成立鞍山市人民政府统计局，此后八年问(至1956年)统计机

构虽几经变动。， 但统计工作始终处于不断加强， 完善和发展的过

程．『．’．．’o． 。
．，．

⋯ ． 。。-

．新中周成立视期．，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区统计报告暂

行规程》J据此，鞍山市进行了全市统一的统计工作均重要准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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