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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世修志，自古有之．今日修志，为的是沿世资政的需

囊懿麓1jf后人的需要，存史传世的需要．把各个时期统计工

作篱发展变化情况，以修志的形式进行全面翔实的记述和总

结．让社会更多的人来了解统计，激励后入更好地献身予统

计事业，这对于当前的统计工作改革和今后的发展都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我市编纂“统计志》的工作是从1987年5月开始的。由

局长李康平同志亲自拟定了框架之后，。组织有关人员下去词

查搜集资料．进行编写。有关资料螅搜集主要依靠文书挡案

的记载，曾在自治区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建国后各个时期

的统计档案455卷和本局勰存文书档案，还查阅了大量统计

历史资料和统计工作重要文献。由于历史原因所致，各个时

期存档资料不全，特制是涉及统计方面的资料就更少。我们

又走访了一些老同志，取得了一些基本资料。本着对历史负

寅的态度，我们对所取得的资料进行多方校对、分析研究一

去伪存真予以取舍，正确反映我市统计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

的发展情况和经验教训。经过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予1987

簪11月底编印了《银川市统计志》(征求意见藕’弘，共六章

计57000余字．

1990年9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部分城市《统计志》编纂

研讨会，学习交流部分城市修志工作的经验，使我们深受启

发．并确定在原《统计志》(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重新

组织力量进行编写。朝定了《银川市统计志》编纂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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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组建了领导班子，进行了篇目设计，按篇目要求收集资

料。经过全体修志人员均共同努力r毛1991年6月底完成了

《银川市统计志》(初稿)的编写侄箨。新编《志书》共有

九章，大约14万多字。我们第一次拟定的篇目．是按条目式

结构设许的，包括类巨，条蹲、子目、“细慝如9条，·、腾来在
搜集资料的过程申，又调整为65条。●在征求市志办意觅时雾

{||基们孰为条目式结构不如章节式结构层次努贾。。结构严莲，’～

散在总纂时，又将篇旨由条目式鳍构改为章节武结构。魏订

在实践中体会蓟， 《(统计悫掺j篇壤瞬诿撩∥寰粗零宣细≯宜

实不宜虚，以资料数量为度，恰到好处为宜。；

编写((统计恚》?书是。项很严肃的工作，所苡必须以马

列鸯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0。我们在

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了分类期纳广_{：婺簿挺
蓐，，；去粗取精，去伪存巍，尽力傲到科学准确地度映境评芷

僚斡历史面貌。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提出了碍夹事突出，要

饔不漏，新事不丢。琐事不录一和“详今略古，瓣事直书一

般质量要求，并确定先细后粗，先繁后简的编写原则。强调

舞毒书p的思想性、，科学性7i资料性，。并突出地方特意翻秀

业糠赫叠主要以文字叙述为主，插进少量资料争i并麓露以图
纛蜘徽封图文并茂。

晦t我何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期老瞪麟跨度较长≯霍

薰集焚簸理舞糙，．、编纂过程难免有不妥陶地方．敬清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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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

统计的演变及解放前的统计工作

统计活动产生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简单计量。社会经济

统计，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适应国

家管理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统计实践，在我国已经有

几千年的历史。我国最原始形态的统计活动，可以追朔到我

国的奴隶社会初期，当时，奴隶主为了赋税、徭役和征兵的

需要，就开始了对人口、土地、财产、军事的计数工作。据

周代“编著’’的“尚书·尧典》记载；掌管农事的大臣，调查

臣民的生活和进行天象观察，依据调查资料制定年历。春秋

时代的管仲在“轻重篇》中说。 “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

犹无舟楫而欲终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战

国时代的商鞅在((商君书·志强编》中说。 “强国知十三

数s境内仓I-3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

以言说取食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

国十三数，民虽众，国愈弱致削"．即把了解和掌握十三项

基本数字，作为治国图强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历代封

建统治者为了掌握基本情况都十分重视调查记数工作。但是

中国社会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经济发展缓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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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平低下，统计工作发展迟缓。就是到了近代，中国统计

工作也极端落后．据史料记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清廷派人赴国外考察统计工作以后指出t “维统计之学尤为

国家所必须，，，从而得出了“至统计一项，所以验国计盈

绌，国势强弱，参与比较，以定施政之方’’的结论。1907年

清政府决定成立宪政编查馆，馆内设置统计局，并在各州府

内设立调查局，办理调查统计之事宜．

民国初期，我国的统计工作有所发展。1916年(民国5

年)撤销政事堂，改设国务院，下设统计局，为全国最高统

计机关，它统一领导全国的调查统计工作。1932年(民国21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统计法》，同时还公布了

《地方行政机关统计暂行规定))，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在主计

机关内设置统计机构。

宁夏地处西北边陲，社会经济条件落后，统计机构设置

较晚。据1933年(民国22年)((十年宁夏省政述要》记载·

“统计之学，随时代之演进，应用范围亦旷，举凡政治、军

事、财务，经济，教育，实业、建设、社会莫不及统计，以

显示其绩效。观其得失利弊，而为因革损益之张本．本省过

去未有注意及此，以致各项统计事业尚无充实之发展，诚属

政治之一大缺点。”因此， “遵照((统计组织暂行规定))刀

第十条及“统计法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本府秘书处添设

统计室，设主任一人，科员，办事员各一人，专司办理统计

事宜。”宁夏省一级的统计机构从此建立。

宁夏省城(银Jll市)这一时期的统计工作，主要是以农

业方面的调查统计为主。从1936年永宁，贺兰县上报的公粮

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统计已遍及各个乡村，统计

报表的设计有一定格式。但是很不统一．主要指标有· 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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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田地亩数，应征地价税数，实征小麦斤数弦等等。从1933

年．至1937年宁夏省政府决定把“编查户口，整顿保甲和清丈

土地两件大事，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力仅清丈地亩的工

作，先后就进行过三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还进行了

地方财政收入(包括田赋、工商税、盐业税等)和财政支出

统计以及中学以上人数、客、贷汽车数量等的调查统计．据

1934年(民国23年)统计，宁夏省城(银JiI市)的总人口为

27417人，其中，男性1710 7r人，女性103loh．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虽然设置了统计机构，配备了一定

数量的统计人员，也搞了一些最基本的调查统计工作，搜集

了不少的资料，但由于社会制度所限，各自为政，极不统

一，报表方案和调查方法很不科学．搜取的资料零乱不堪，

数字准确性极差，不能如实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真实

面貌．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工作

位建国视期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

分重视统计工作。1949年lOYJ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

置统计处，着手组建国家统计机构，开展调查统计工作。随

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8月国家统计局成立，并

及时召开了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统计组织建设和

业务的建设工作．

银川市于1949年9月23日和平解放，g月26日银JiI市人

民政府成立，在市政府内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当时尚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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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机构，所以一叨有关统计事宜均由弘市财委”办理。1953

年1月政务院发盥了“关予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

决定》，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决定”精神，银川市人民政府

统计科于1954年1月正式成立，配备统计干部7人。同时，

永宁、贺兰两县也先后建立了统计机构，各业务主管部门和

大的企业也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的统计人员，全市以政府统
计部门为主体的统计网络已初步形成。

银川市这一时期的统计工作，除按时完成国家布置的工

业、农业、基本建设、商业等专业统计报表任务外，还组织

开展了一些专题调查，如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业情况调查，

商业和饮食业情况调查，以及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和第一次

全国人口普查等等，通过调查，取得了丰富的调查资料，为

进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

了重要依据。

1954年9月，宁夏省建制撤销，银JlI市划归甘肃省管

辖，成立银川二孥员公署，市级机关也随之变动。为了加强社

会主义计划的管理，1955年3月撤销银川市财政经济委员

会，成立了银川市计划委员会，把原来的市政府统计科，改

为计划统计科，作为市训‘委的办事机构，一套人马，两个牌

予。其职责范围，除完成上级统计部门布置的各项报表任务

外，还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开展统计调蠢工作，系统整

理和编印了“银川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

． K“大跃进"时期丑：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浪

潮推动下，统计部门开展批判“教条主义’’，反对“依靠专

家办统计”。是年6月，国家统计局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全

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苦战三个月，实现全国的统计工

作大改革、大跃进”。强调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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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工作服务。“领导需要什么，就统计什么，政治运动

开展到哪里，就统计到哪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统计部

门承担起各项进度性的统计任务，时间要求紧迫，内容设计复

杂，许多要求是脱离实际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各行各业

“大跃进”、“放卫星”的需要，所以，当时各级统计部门

虽然傲了大量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亦有所创新，但由于违背

了科学的统计方法，使统计数字出现了浮夸现象，严重影响

了统计工作的正常进行。

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银川市成为自

沦区的首府，统计工作仍属于市计委管理．配合全国的“跃

进”形势，积极开展统计工作。当时由于片面强调“全党全

民办统计”， “统计要为党的中心工作照务"，放弃了集中

统一的领导和分级管理灼愿则，使行之孝i效的一些报表制度

被搞乱，科学实用的调查方法被废标止。在“高指”、“浮

夸风"的影响下，党的实事求；砖傻：良作风遭到破坏，导致一

，些重要统计数字严重不实，从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

后来出强粮炱和桀些消费诘哄应鬟张，使人民生磕陷入『．困

境。

匿调整时期习s为了尽快地扭转由于“大跃进”给国民

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1961年国家提出了群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求各级统计部门加强调查研究

工作，及时反映“调整”当中的情况和问题。针对统计工作

中存在的统计方法制度不统一，统计数字质量差，各种进度

报表满天飞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子1962年4月4日发布

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即四四决定)。提出对全

国统计系统实行“一垂三统"的管理制度(业务上实行垂直

领导I编制、干部和经费实行统一管理)．在“决定”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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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l，加强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统计部门

在业务工作方面受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2，必须严格按照

国家规定的统计任务，统计制度和方法进行统计，3、统计

数字由统计部门直接上报，各地区、各部门的统计负责人负

责I各级党政不许干予直接上报，不许篡改统计数字I 4、

统计部门要单独设置，统计力量要加强，统计干部要专业

化。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精神，银川市于1963年

1月举独成立了统计局，直属市人委领导。局内设置4个专

业组，干部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同时，永宁、贺兰两县的统

计工作也从县计委分出，单独设立了统计科。有些业务主管

部门也设立了计划统计机构和配备了专职的统计人员。这一

时期统计业务量增加，除完成定期统计报表任务外，进行了

专题调查(如第二次人口普查等)，还搞了统计干部的业务

培训和基层统计业务建设工作，统计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

大好局面。

K“文化大革命”时期习。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

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统计工作也遭

到了严重地破坏。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弦的反动思潮影

响下，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的统计工作成就，把“一垂三

统一的管理体制，诬蔑为搞“条条专政矽，“闹独立王

国”。把搞全面统计说成是“报表挂帅，脱离政治”。在彻

底砸烂旧机构的I=I号下，银Jfl市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干部

被送往“一O四”干校接受“再教育弦I历年搜集整理起来

的大批统计资料被销毁，正常的统计工作被迫中断·给后来

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70年，周总理明确指示。 “统计工作不能取消·统计

机构还要有，基本统计还是要搞的，但不要搞烦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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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建立统计报表制

度的通知》，统计工作得以逐步恢复．1973年5月，银川市

委下文撤销市生产指挥部计划组，成立银川市计划委员会，

下设统计科．从此恢复了，工业、农业、基建物资，商业、劳

资等专业定期统计报表制度，抓了统计制度建设和基础建设

工作．对“文革”期间的断档资料，又重新进行了调查搜集

和填补工作，整理汇编了((银川市1949年至1978年国民经济

统计资料》．

K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刁·1 9 76年1 0月粉碎了“四人

帮，，我国十年动乱的局面彻底结束。党中央进行拔乱返

正，社会和经济状况逐步好转．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为了实现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术术的

现代化，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国富民的正确方

针和政策，全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导下，我国统计工作得到了迅

速的恢复和发展．
’

1978年1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整顿和加强

统计工作的报告))，强调指出： “要健全统计机构，充实统

计人员，加强统计队伍建设”I “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

是的优良传统，反对弄虚作假"， “报表和数字要由统计部

门统一管理黟．

国家统计局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把统计

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要求各

级统计部门。集中精力抓好对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深入进

行分析研究工作，全面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问题．提出

要加快统计工作改革的步伐，努力开创统计工作新局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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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统计工作由“封闭式弦向“开放式弦转变．并把实现膏六

化"(即统计指标体系完整化，统计调查工作科学化，统计

基础工作规范化，统计计算技术和数字转输技术现代化，统

计服务优质化)作为开创统计工作新局面的具体翻标。1983

年12月，圜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国务院于

1984年i月发出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对统计工

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银川市的统计工作，在国家一系列指示和市委、市政府

领导的重视关怀下，机构得到加强，力量有所充实，使全市

的统计工作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统计机构得到加强，干部队伍不断壮大．1970年10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机构的决

定))，1980年9月银川市统计局成立。当时局内设置5个科

室，配备干部24人。1982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成立了中共

银川市统计局党组，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以后随着统计工

作业务量的不断增大，局里组织机构和人员也不断增加，先

后增设了社会科、统计信息中心和农村经济调查队。1990年

底，全局职能科室有：办公室、综合科、工交科、农业科，

基建物资科，社会科，统计信息中心，农村经济调查队、统

计计算站。实有干部达48人。银川市城市经济调查队是由市

统计局代管，现有干部21人。贺兰县和永宁县的统计机构单

设以后，干部力量也逐步得到充实和加强。市属三区原来都

没有单独统计机构，统计工作由该区计经委承办．1987年组

建了城区、新城区和郊区统计科(现已改为局)，为各区人

民政府的职能部门，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业务干部，独立开展

统计业务工作。 ，

二，统计业务工作成效显著．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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傺的不断深入，对统计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统计范围不

断扩大，统计业务量逐年增加。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抓统计工

作，使我市的统计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近几年

来，在保证完成各项定期统计任务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调查

分析研究工作，积极地为党政领导提供科学决策资料。仅银

川市统计局从1985年以来，向市委市政府提供各种分析资料

600篇，其中有些资料被市领导批示转发，大批资料被电

台t电视台和报社采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市统计局

成立以来，每年都整理编印“统计年鉴))资料，定期发布

“银川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同时还围绕建国三

十年、四十年大庆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活动，

系统编印了大批的统计资料，反映银川市建国以来各项建设

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受到社会的好评。

三、统计信息自动化建设速度加快。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统计业务量的逐年扩大，传统的

一套计算手段和传输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所

以加快对微机的开发利用，实现统计信息处理现代化，已摆

到重要议事日程。1989年成立银川市统计计算站，购置了专

用设置，配备了5名专业人员。开展微机技术的专业培训，

提高．了业务人员的操作水平。19909底，拥有各种型号的电

子计算机7台，80．一～一386超级微机l台。除按时完成各专

业统计报表资料的处理以外，还首次承担了银川地区第四次

人口普查资料的处理任务，而且速度快，质量高，得到了上

级的表彰。

四、加强横向联系，促进统计学术交流。

近几年来，我局在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把加强冈外

省市的横向联系，作为促进工作“转轨变型”的重要措l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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