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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邈耳缆计态

凡例

一、本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提供我市基础资料，

并为编修市史及各专业专题研究提供系统的地情资料。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

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三、本志采用了章、节、目的结构排列方式。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记述本市的大事、要事和新事。

五、本志以记述全市近现代、当代史事为重点，注重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充分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着力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过程，并反映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六、本志依实际历史情况，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端，建制之始；下限截止

至2005年。

七、本志涉及到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或通用之简称

记述。

八、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以市统计部门编定的数据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邈耳缆计盔

序

市之有志，犹家之有谱，国之有史，天下之有图籍也。典綦重哉!

《遂宁市统计志》的编纂出版，是遂宁统计战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的大事。

在遂宁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以及省统计局的指导下，我市统计事业取得了丰硕

成果。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的统计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因此，全面、准确地记述我市统计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认真总结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揭示统计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现在和未来的统计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41']aY-处在新世纪发展之际，一定要抓住历史机遇，总结过去，运筹未来。

广大统计工作者要密切联系实际，更好地读志用志，以史为鉴，弘扬遂宁的优

良文化传统，共同谱写新世纪更加辉煌的篇章!

《遂宁市统计志》继承了我国编纂方志的传统，体例比较完整，分类比较科学，

文字结构比较严谨、语言比较流畅，可读性强，是一本史实可信、资料丰富，可作

为认识遂宁市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书。我们深信《遂宁市统计志》的出版，

将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值此《遂宁市统计志》即将面世之际，我谨代表市统计局向该书的出版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支持市统计局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

的感谢!向为统计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全局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向参与编

纂工作付出辛勤努力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遂宁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纠彤
二0一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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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统计是国家实行科学决策和现代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它是认识社会，掌握国情

国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一个重要工具。统计的基本

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

见，实行统计监督。中国统计源远流长，最早的统计制度始见于周朝(公元前84l一256年)，

自古虽有计数之记载，但均未冠以“统计"之名。近代统计，在四川是清朝才开始推行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2年8月7日国家统计局成立，地方各级统计机构相继建立与健全，

一般在人民政府设专职统计机构。统计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波折，如统计机构数

度建撤与分合：统计制度多次变革、频繁增减；统计事业数度起伏、几经兴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统计工作从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中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1983年12月8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并公

布自1984年1月1同起施行。1984年1月6日国务院作出《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1987

年1月19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j乓和国统计法实施细

则》。统计法规及政策的出台，标志着统计工作步入法治建设的健康轨道。《国务院加强统

计工作的决定》明确指示加强统计工作现代化建设，“必须逐步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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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技术

现代化，统计服务优质化”，并要求各级统计局和业务主管部门，要根据上述目标作出具体

规划，组织实施，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此，统计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按照国家“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遂宁市统计局在国家统计系统中起着

承上启下，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全市统计工作的职能，既要保证全面、准确、及时地完成国

家布置的统计工作任务，又要组织完成地方安排部署的统计调查任务，客观真实地反映经

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质量，为社会公众、为企事业单位提供统计信息，为各级党政领导科

学决策、指导工作提供依据，推进改革与发展，积极发挥统计服务与监督作用。



勿逯耳统计走

大事记

清光绪32年(1 906)

清延宪政编查馆内设立统计局。四川都督府政务处设立了统计局，并制定《统计通章》

“令各府、州、厅、县设置统计课”。

民国20年(1 931)

民国政府首设立计处，辖岁计、会计、统计三局，并令各级地市政府组建统计机构。

民国27年(1 938)

12月，四川省政府272次省务会议通过《四』II省各机关统计机构调整办公室》，要求：

督察专员公署、各市政府应设统计股，各县政府、省会公安局设统计员1人，均来属于秘

书室，承长官之命办理一切统计及调查事项。

民国30年(1 941)

12月3日，第218次省务会议通过《四川省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统计室组织及办事通

则》。

民国31年(1 942)

1月。，宣布《四川省政府设置统计人员暂行办法》暨《四川省县政府所属机关及乡(镇)

统计组织通则》，规定各县应于31年度成立统计室。

当年遂宁县建立统计室，初设一名主任，一名佐理员，一名科员。王光合任县府统计

室主任。

9月30日，四川省政府统计处以处三字第3066号训会检发《四川省各区行政督察公

署兼保安同令公署统计室组织及办事通则》共3917条。

民国32年(1 943)

3月16日，四川省政府统计处以处三字第1099号训令颁布《四川省各行政区简要统

计手册编制办法》。

8月，四川省政府以统三字第23290号训令附发《四川省各县市政府编造年度统计总

报告办法》及<纲目》，纲目设16大类106种统计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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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善记

民国33年(1 944)

9月21日，四川省政府以统三字第4699号训令向各县市政府发出《四川省各县市政

府公开悬挂统计图表绘制行注意几点事项》。

民国34年(1 945)

4月12日，四川省政府以管一字第651号训令各市县局公务统计方案物价调查表。

7月4日，四川省政府统计处以统一字第2575号训令检发《简化统一统计表册实施办

法》。

民国34年《四11l省十二区(遂宁)行政督察专号兼保安司令公署行政统计》记载了遂

宁县国民31年度至民国34年度预算总数、民国34年预算支出百分比，国赋税收等资料。

民国36年(1 947)

3月24日，四川省政府制定《四川省各县(市、局)政府办理公务统计简化要点及各

县政府必须造报之公务统计表格名称一览表》。

4月21日，四川省政府以统三字第2346号训令要求县(市、局)进行一次租佃制度

选择调查，制订出“四川租佃制度调查须知”、“租佃制度调查表”式三种与“填表说明"，

要求各县(市、局)按照规定派员于5月底以前调查完竣呈报省府以凭汇办。

本年编印了《遂宁县简要统计手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全县面积、地权分配、户数与

人口、种植面积与产量、畜产、矿业、林业、工业、财政、田斌税收、水利和电力、交通、

教育、商业(商品输入输出量)、医疗卫生等其15个方面的统计汇编资料。

当年，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四川省统计年鉴》是民国时期四川省唯一一部比较

完整，系统面详实的统计年鉴。该年鉴其下册，914页，28个专业分类。

1951年

专县一级政府部门的统计工作，由专县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财经委)的干事承

担，且仅限于上一级财委布置的临时调查统计任务和当地有关财政经济报表资料的收集管

理。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至1952年)，先后调查了全县的市场，工矿、土特产品等

资料，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工矿企业情况，土地、人口、户口、产量、农业税等各种基

础数字、城乡购买力情况，全县水利设施情况、各种经济成份的比重等各方面的资料，及

时满足了党政领导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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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3年

本年，遂宁县在农业统计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工作安排中明确报出：过渡时期的统计

工作方针，应能正确反映总路线的逐步实现过程，并适合国家管理，编制和检查国家计划

的需要。12月，根据中央颁发的《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和加强统计工作的通知》精神，遂宁

蓬溪射洪县均建立统计科，承担县政府的综合统计工作。遂宁县刘顺康任副科长，编制5

人。为适应互相合作运动的发展，县政府要求区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统计员。

1 954年

遂宁全县12个区都配备齐专职或兼职统计员，使农村统计工作力量大力加强。

1 955年

国家统计局下发了全国统计工作纲要(草案)，结合本地实际，遂宁县重申了把统计工

作的重心转移到农业统计上来，其他各项统计工作，主要是提高质量，根据不同情况采取

不同的工作方法。

本年县统计科更名为计划统计科，增加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内容，刘顺康继任副科长，

编制6人。

1 956年

全国第五届统计会议要求统计工作跟上新形势的发展，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高

潮中，以忘我的劳动精神，加强统计资料的加工整理，分析研究，及时地反映国民经济发

展和变化情况，全面开展统计工作。

当年，遂宁县对lO个区和69个乡的专兼职统计员进行了培训，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

统计工作的方针、任务。同时，县里制订了1956年至1957年统计工作规划草案。

1 956年

计划和统计机构分开，计划管理方面的工作任务，由新建立的计划委员会承担，统计

科承担国民经济综合统计任务，刘顺康任科长，编制6人。

1 957年

统计科撤销，统计业务由县计划委员会承办。

1 958年

遂宁县召开统计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精神，批判统计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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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统计工作必须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为当前的政治斗争、生

产斗争服务。县里很快订出了统计工作跃进决心书。这个决心书保证：为适应大跃进的形

势，全体统计人员必须坚决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打掉三气五风，若干、实干、创造性的干，

两人工作一个承担，深入基层做到三好(生产好、工作好、学习好)，三快(资料提供快，

发现问题快、解决问题快)，四无(无拖沓积压、无错误遗漏、无次品废品、无浪费)。

同年10月，县委和县人委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全县区、乡及县级有关单位认真贯彻全

党全民办统计的方针，提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亲自挂帅，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统计，要把

统计工作作为具体反映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和总结群众劳动成员的有力工具，作为自

己研究检查指导工作的主要内容；要求从县到区、公社和生产队层层建立会议统计组织，

形成全县会计、统计网。

1 959年 ．

4月，传达贯彻省七届统计工作会议和罗江会议精神，按积极开展统计工作的四比(比

政治挂帅、比数字准确、比报表及时、比细致分析研究)的要求，掀起轰轰烈烈的统计工

作大改革高潮。要求统计工作要根据经济工作越做越细的特点，提供切实的计算，做到准、

快、细、全，把农村、城市、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业都详细的统计起来，包括那些“大洋

群’’、“小土群"一个也不能漏掉。

1 960年

3月，绵阳专署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切实作好当前122项工

作的指示》，针对农村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重对农村统计工作进行了整顿。通过整顿，

较好地克服了各部门发往农村的报表多，调查统计内容多、过急过细等问题，制止了看上

级要的意图，比别地区报多少再决定自己报多少的乱推乱估的“神仙数字”在统计工作中

的漫延。

1 961年

3月5日，绵阳地委发出《关于大力罅滥发表格现象的通报》。同月，根据中共中央、

四川省关于“全面统计由统计部门统一收集、统一供应”的指示精神，绵阳专区计委拟制

了《绵阳专区关于克服报表乱现象，实行统计工作集中统一进行的意见》，县里继续开展清

理乱制乱发统计报表的整顿治理工作。

1 962年

4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特别强调加强统计工作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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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一领导问题。

8月，遂宁县召开统计工作会，就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结合本县统

计工作状况，进行了深入讨论。会上，县长高志远作了报告，总结了自1958年以来统计工

作的深刻教训。

1963年

6月，遂宁县召开了为期4天的统计工作会议。有200多人参加，市人委、县委的主

要负责同志到会作指示，会议学习“决定”和“条例”，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统计工

作的重要性，任务和统计人员应履行的职责。

同年，县统计科改为统计局，统计干部编制由6人增加到8人。

1 964年

5月，绵阳专署以(64)署办统字第238号文批转专区统计局《关于清理和精减统计

报表工作的报告》。

6月，绵阳专署以(64)署办统字第218号急密电向各县县长发出《关于传达贯彻全

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要求各县在6月底前召开会议，以评功摆好的办法，全面贯

彻会议精神，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全县统计工作标兵，掀起以提高统计数字准确性、及时

性为中心的“五好"评比竞赛，迅速实现全省提出的无迟报、无错误，提供资料好、调查

研究好的“两无、两好”要求。

9月，绵阳地区统计局发出《关于深入开展统计数字质量检查的通知》。

同年，全县统计工作按坚持政治挂帅，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Ffl和其他地区的先进

经验，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热潮。统计人员坚持读毛主席的书，勤学苦钻，大练

业务基本功，改变工作作风，统计工作质量有所提高。

1 965年

4月，绵阳专署以(65)署办字132号文转发专署办公室4月2同《农村报表情况反

映》，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向农村乱发报表的通知》。

6月，绵阳专署以(65)署办字第260号急件发出《关于坚决制止滥发报表的通知》。

该文件重申，今后任何部门凡发往农村的非法报表或数字提纲必须统统砍掉，不属国务院

先后批准农村填报的8种报表，下一级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拒绝填报，而且可以进行

揭发检举，顶住这股歪风。

同月，绵阳专区统计局向县发出通知，要求在农产量调查中普遍推进抽样调查方法。

7月，绵阳专署召开专级各部门科局长会议研究煞住滥发报表之风并参观由专署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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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专区统计局主办的《报表多乱展览》。8月，绵阳专署召开各县人委办公室主任、统计

局长座谈会，讨论并继续贯彻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精简农村报表的通知》为中心的

反对“五多”，转变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同月，布置对原媒、钢锗、合同、铝4种物资的库存数量进行快调查。

12月，绵阳专署发出《关于做好1965年国民经济统计年报的通知》。

1 966年

5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下达后，抽调机关人员参加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中心工作，剩下机关工作的人员仅能应付日常事务。遂宁专县的统计

工作尚能开展，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统计报告等制度还能坚持。

1 967年

在政治统帅一切，统帅业务思想的指导下，宣扬“统计无用论"，使过去行之有效的正

常的统计工作体制，科学的调查方法和统计制度被批判，被废除，日常按上级规定搞的一

些统计报表数量少，质量差。

12月25日，专区统计局生产办公室召开全区统计年报工作会议。

1 968年

1—7月，统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12月14日，绵阳地革委生产指挥组的秘书组向县革委(人武部)生产指挥组发出《关

于上报1968年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数字及年报工作的通知》印发工业生产总值、职工人数、

主要产品产量、牲畜头数4个表。

1 969年

8月，绵阳地革委生产指挥组向各县发出《关于填报国民经济基本统计资料有关问题

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县报送的资料应包括本地区由中央(军工、铁道、石油、地质系统除

外)，省、专署企事业单位的全部资料。

9月，绵阳地革委生产指挥组向各县发出《关于报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有关问题的通

知》，要求各级革委，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充实统计工作力量(包括计划在内)，各县

至少要配备3—7人。

1 970年

上半年，遂宁县生产指挥组作出定期报表和上半年报表具体规定。

11月，绵阳地革委生产指挥组以绵地革生(70)226号文件将省革委计委川革计(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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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号《请各地迅速配备计划统计人员的函》转发各县，要求迅速配备计划统计干部，并将

充实加强计划统计人员情况报告地革委生产指挥组。

12月，根据国家计委下发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县革委发出通知，要求

迅速建立健全统计机构，充实统计力量，整顿和健全统计制度，保证统计资料准确及时上

报，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加强统计工作的领导，把统计工作列入议事同程。

1971年

5月，绵阳地区计委向各县、地区各局、地属以上厂矿企事业单位发出《关于整顿报

送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历史资料的通知》。

6月，绵阳地区计委召开全区统计工作会议，各县生产指挥组、地区各局、地属以上

厂矿主管计划统计工作的领导共计140多人参加。

1 972年

5月，绵阳地区计委布置从第二季度开始，在工交系统内填报“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季

报”。

同月，地区计委召开全区统计工作会议，布置核对“三五”历史资料。遂宁县派统计

人员出席会议。

1 973年

8月，绵阳地区计委向地委提交《关于健全统计机构、充实统计干部的请示报告》，提

出4条建议：一、要求恢复地、县统计局，按文化大革命前的实有编制人数进行配备；二、

各业务主管部门及地属以上厂矿企事业单位要设置统计机构和人员，加强统计核算，促进

管理水平的提高；三、人民公社及县以下基层企事业单位，要把统计工作落到到人头，明

确职责；四、加强党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各县各单位，都要有一位负责同志分管统计工作。

1 974年

2月，绵阳地区计委根据省计委、省统计局联合通知精神，布置对有19种主要原材料、

燃料、电力消耗的54个企业实行消耗定额统计。

9月，绵阳地区计委召开“三五"及71—73年国民经济历史资料汇审汇编会议。遂宁

县派出统计人员参加会议。

1 975年

12月，绵阳地区计委发出《关于布置机电设备库存和使用情况统计季报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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