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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1991 年至 2010 年，统计事业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踏越式发

展阶段。为了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述顺义统计改革发展的辉煌历程，

展示统计人求实进取、爱岗敬业的精神凤貌，体现统计工作对JII页义经

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JI顷义区统计局党组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

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在原(( JII页义县统计志( 1949-1990) ))的

基础上，续修了(( JII页义区统计志( 1991-2010) )) 0 

(( JII页义区统计志》条曰:青晰、体例严谨、资料丰富、内容翔实，

从行政机制与队伍建设、定期调查、专项调查、普查、数据管理与服务、

统计法制、统计信息化、统计文化宣传与档案管理等八个方面，详细

介绍了新时期顺义统计事业的发展历程与重大变化，突出了时代特征

和鲜明的统计特色。 该志书追溯历史、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对进一

步推进统计事业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 JII页义区统计志》的编篡出版，得到了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调

查总队和顺义区史志办的大力支持、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JII页义区统计志》编委会工作人员在任务重、资料追溯困难的情况下，

历时两年时间完成志书编篡工作，在此向全体修志人员致以敬意。对

本书的疏漏及不足之处，请各界给予批评指正。



编辑说明

按照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第二轮区县《统计志》

编修工作的整体安排， JI顷义区统计局队决定编修第二轮(( JII页义区统计志》。

在区统计局党组的直接领导和本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

下，我们开展(( JI顷义区统计志( 199丁 -2010) ))的编篡工作。

一、本志书上起公元 1991 年 1 月 1 日 F 下迄公元 2010 年 12

月 31 曰，记述顺义区统计工作的发展历程。

二、志书中涉及的机构名称原则上使用全称，个别事项使用简称，

涉及的人物(包括各级领导)按"以事系人"的原则入志。

三、本志书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本书共 8 篇 19 章 60

节 143 目 o 全书共计 21 万字。

四、本志书与上本志书(( JI民义县统计志( 1949-1990) ))相衔接，

只记述时限内的事物。

五、本志书所用资料主要来自JI民义区统计局队内部各科室、统计

所和档案室所存资料。

六、由于时间久远，资料有限，本志书肯定会有缺陷之处，敬请

读者批评指正。

七、本志书在编篡过程中，得到本局队领导、各科科长了所长、老

同志及参与志书资料搜集等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

感谢。

JI民义区统计志编篡委员会

2015 年 8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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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从 1991 年至 2010 年， I11页义区统计局以满足政府宏观决策为前提7 以

提高数据质量为核心，以服务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改革创新，逐渐成为顺

义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中心和监测评价中心。

本志记述始于 1991 年，终于 2010 年。

开展各项统计调查，提供统计优质服务，需要一套科学、严密、完备的

统计管理保障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高效运转的

统计管理体制，职业素质较高的统计队伍和技术先进的统计信息化保障系统。

顺义统计建设和发展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根本，以数据质量和统计服务为重点，

以统计法制相信息技术为保障"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改革

统计管理体制，培育高素质统计人才，加大统计信息化建设力度，形成"以

法治为根本，制度为基础，技术为手段，体制为保障"的统计管理保障体系。

建国初期， I1顷义县人民政府设立统计科，基层单位均无专职统计人员。

1958 年， I1民义县政府统计科并入顺义县计划委员会。 1981 年，顺义县计划

委员会单独设立统计科，基层单位开始设专职统计员。 1983 年，国家颁布《统

计法)) 0 1984 年，依据《统计法)) ，统计科从顺义县计划委员会分出，成

立I1民义县人民政府统计料。 1986 年，经顺义县政府批准，成立I11页义县统计局。

北京市顺义区统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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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初，顺义县统计局内设三科一室一队，即:农村经济科、工交

财贸科、综合科、办公室、农调队，人员 34 人，冥中本科学历 2 人;统计

师 1 人，无助理统计师。各乡镇政府均设立统计科，统计人员共 100 多人。

全县各局(公司}共高专兼职统计人员 1000 多人。在全县统计人员中，有

统计师 4 人，助理统计师 53 人，统计员 156 人。

2006年，在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中，完成了街道、乡镇统计机构"撤科建所"

的改革任务。根据北京市政府《关于改革统计管理体制加强统计工作若干问

题的意见》和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人事局联合下发《关于改革基层统计管理体制高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撤销原设在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内的统计科，将街道、乡镇承担的统计工

作职能划归区统计局承担。区统计局组建统计所，作为区统计局的派出机构。

原在街道、乡镇独立设置的统计机构的编制整建制划转;与其2部门合设的，

在合理划分职责任务的基础上，对相应编制进行划转。统计所的编制配备由市、

区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统计所组织形式采取一街(乡、镇、开发区)一所模式，

虽然机构独立，人员划转，但仍在街乡镇政府办公。经过统计管理体制改革，

顺义区成立了 30 个统计所。

2007 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总体部署，成立国家统计局顺义调查队和北

京市顺义区经济社会调查队。两个调查队分别由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和

北京市经济社会调查总队垂直管理。在保证调查队单独行使统计职能的基础上，

两个调查队和Jll页义区统计局三个处级单位，按照"相融共议、形成合力、促

进发展"的原则，建立了"统一管理、分工负责、资源共享"的局队融合工

作模式。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国家统计局各级调查队党组织设置和干

2 北京市顺义区统计局



概述

部管理杳关问题的通知》和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北京市统计管理体制

改革中党组织设置和干部管理高关问题的通知》文件精神，区调查队不单独

建立党组，区调查队纪检工作由区统计局党组分筐纪检工作的同志统一分筐。

区调查队队级领导干部由北京市统计局党组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党组

主筐， JIl页义区党委协筐。区调查队干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区统计局和调查队

共同负责;干部的招录、调入、调出工作由市局和JE、队统一管理。

2010 年，顺义区统计局机构编制丸科一室囚队二中心，国家统计局顺

义调查队和北京市顺义区经济社会调查队分别下设 3 个科室。局队人员 163

人，冥中研究生学历 8 人，本科学历 119 人;高级统计师 2 人，统计师 18 人，

助理统计师 7 人。

在稳妥推进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 I1民义统计局队注重加强制度建设，

健全完善了系列工作管理制度，制定编印了(( I11页义区统计局队工作管理制度

汇编)) ，使局队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在统计法制建设方面，坚持依法治统，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注重宣

传普及统计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统计执法文书，加大以数据质量为主要内容

的统计执法检查力度，每年抽选几百家法人单位进行执法检查或督导，在执

‘ 法检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数据质量控制机制。

在统计信息化建设方面，建立了面向社会的统计网站。完成统计信息化

工程基础设施改造、服务器安装调试和网络安全建设任务，建成政府统计局

域网，通过专线与市统计局实现网络连接。在本市率先建立统计数据采集平台，

实现规模以上调查单位全部采用网上直报统计数据。

北京市顺义区统计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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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以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信、实现集中统一

管理为方向;统计队伍建设以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统计人才为目标;统计信息

化建设以转变统计生产方式、提高统计生产力为重点;统计法制建设以规范

统计行为、保障数据质量为核心。顺义统计局队经过多年探索与改革，形成

了以体制、人才、技术、法制为支撑的统计管理保障格局。

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包括普查制度、定期报表制度、专项调查制度等统计

制度，各项统计制度之间是一个相亘联系和制约的整体。按照国家统计局和

北京市统计局的部署，结合JII页义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 JI顶义政府统计通过

改革各项统计调查制度，已经形成"以普查为基础，定期调查和专项调查为

主体，辅助于抽样调查和科学推算"的统计调查体系。

1991 年， JII页义县统计局按照市局统一部署，对农产量和农村住户抽样

调查网点进行抽选轮换工作。

1992 年，按照北京市政府统一部署，开展了JII页义县第三产业普查。按

照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开展了JII页义县儿童抽样调查。

1993 年，对顺义县所高行政村进行村级小康监测与评估。

1994 年，按照北京市政府统一部署，开展了顺义县流动人口调查。

1995 年，基本完成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面过渡，比较准确完整

地编制出新核算体系的全部表式和账户体系，并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统计指标

体系、统计分类标准和数据库系统。在建立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工作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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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行业增加值统计，试编了资产负债表和账户体系，改进和完善了价格统

计指标体系。

1995 年 2 月至 1996 年 12 月，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开展了顺义

县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普查对象是!顺义县内全部工业企业和附营工业单位，

包括国奋、城市集体、乡镇(村)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工业企

业及个体工业。普查主要内窑包括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劳动就业、

产晶质量、生产设备、科技活动、原材料及能源消费等情况。通过第三次工

业普查，摸清了)11页义县工业发展的现状，掌握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原始数据和

工业行业的全部数据，为调整结构、制定工业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

1996 年 1 月至 1998 年 5 月，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开展了)11页义县第一

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对象包括乡镇及行政村、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农村住户和乡镇企业。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数量、规模相

结构，农业用地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数量、规模和结构，

农村劳动力的数量、素质、从事的行业和流动情况，乡镇企业和建制镇的基

本情况。通过第一次农业普查，摸清了)11页义县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基本情况 ，

为制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依据。

1996 年 4 月至 1997 年底，按照国务院部署，开展了顺义县第一次全

国基本单位普查。普查对象包括从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全部法人单位及产业活动单位，还包括个体工商户。普查内容主要搜集各类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基本信息、主要属性、活动状况及财务状况。基本单位

普查为建立单位数据库，为了解生产力布局、规模相结构，为制定产业政策

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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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开展外来人口普查，普查对象包括常住户口

登记地不在北京市，调查时点( 1997 年 1 1 月 1 日)居住或停留在北京区

域内的全部外地来京人员。普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从事的职业与行业、来京时间和目的、婚姻和生育状况等。 )1顷义县政府按照

市政府统一部署开展了这次外来人口普查。通过普查，摸清了外来人口的数量、

结构、地区分布等基本状况，为制定外来人口管理政策提供了依据。

1998 年，在统计调查制度改革方面，进一步完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开展了投入产出调查，编制了国内生产总值及使用等 5 张基本表。在统计指

标体系改革方面，建立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完善了价格统计指

标体系，将京郊精昂农业指标体系纳入 1998 年年报和 1999 年定期报表制度。

1998 年 9 月至 1999 年 4 月，为建立和完善适应首都经济发展需要的

市场流通体系和商业格局，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第二次

社会商业普查。普查对象包括从事商业、餐饮业、服务业、旅馆业等经营活

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普查内容包括经济类型、业态

状况、商品购销存状况、资产及财务状况等。

1999 年，北京市统计局按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首

都特点、科学高效的统计调查体系的目标，制定了《北京市统计制度改革方

案 (1999一2001 年) ))。当年完成五项改革任务，一是实现了国民经济核

算与专业统计制度的高效衔接，增加并统一了各专业财务报表的统计指标;

二是工业、批发、零售、餐饮、房地产、外经、固定资产投资七个专业的主

营统计进度报表与年度报袤的并轨;三是规范了基本单位统计调查，实行统

一表式、统一标准、统一数据处理、统一部门管理，加强了与工商、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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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监督等部门的联系，初步实现了对统计基本单位的动态管理;四是制定

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行业划分方法和统计资料报送原则;五是抽样调查方法在

畜牧业、城镇私营个体固定资产投资及规模以下工业统计中推广应用。

1999 年，开展了二十余项统计专项调查，包括六种新兴农业(设施农

业、创汇农业、加工农业、精晶农业、籽种农业、观光农业) ，国高大中型

亏损企业三年解困，外来人口动态监测，现高房屋及土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旅游设施，文化产业，教育经费投入，城乡居民消费与投资意向等。

2000 年，按照国务院部署，开展了)11页义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

对象为真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顺义区居住的常住人口。普查主要内容

包括人口的年龄、性别、户口所在地、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口的职业和行业、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等，首次增加了居民住房情况的调查。通过第五次人口

普查，查清了)1民义区常住人口的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为制定经济、社会

和人口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

2001 年，在统计报表制度改革方面，完善了基本单位名录库的更新维

护制度，初步实现了基本单位名录库的适时更新;建立了连锁商业经营情况

统计报表制度，改进商局市场的统计制度;建立了社区统计制度。在改革统

计调查万法方面，实现了小麦播种面积、玉米播种面积和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三套抽样网点的合并，提高了农产量抽样调查的科学性;改造和完善了农产

昂生产价格、居民消费价格、生产投资价格的调查方法。

2001 年 8 月至 2003 年 2 月，按照国务院部署，开展了顺义区第二次

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普查对象和普查内容与 1996 年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相同，

所不同的是普查单位数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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