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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统计志》

终于问世了。它是

西安市第一部统计

专业志。盛世修志，
自古有之。今日修

志，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有益当

代，惠及后世的千
二

秋大业，旨在达到
“存史、资政、教

化”之目的。 西安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袁华表

《西安统计志》以比较丰富、翔实的史料，概述了西安统计工

作自西周以来的演变发展简况，重点详述了西安解放后统计的建立
与发展、历史和现状。借以让社会更多的人了解统计，激励后人更

好地献身于统计事业。它对老一辈统计工作者是一种安慰纪念，对
青年一代统计工作者是一种鼓励鞭策，对当前统计工作改革和今后

统计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统计活动始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简单计量。西安作

为12个朝代建都之地，统计工作历来有之，因历史原由成绩唯薄，

发展缓慢。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

统计手段，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统计的重要作用。到了商品经济

发达，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分工程度很高，人们活动领域更为扩大

的现代社会，统计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已成为掌握情况，认识世

界，进行决策，管理国家，社会联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西安市的统计工作，建国以来历经三起两落的曲折历程，经过

多年的不懈努力，深化了统计改革，加大了统计工作力度，使统计

工作硕果累累，有了长足发展，为社会各界及时提供了大量统计资

料以及适时对路的统计分析和咨询建议，使统计特有的信息、咨询
和监督整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基本上满足了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

公众指导工作、进行决策的需要。这一历史实践，为本志奠定了雄

厚基础，也是本志记述内容之基本所在。

编纂《西安统计志》是一项严肃、认真、求实的工作。编纂同

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努力

做到准确、真实、客观地反映西安统计工作的面貌和现状。尊重历
史客观实际和“详今略古”、“详近咯远"原则，比较翔实地记述了

新中国成立后四十一年来西安市统计事业的基本脉络和实绩，总结

出成绩和不足、经验和教训，体现出统计的专业特色、地方特色和

时代特色，使志书不仅有助于各界了解统计和研究统计，又有助于
广大统计工作者“鉴赏得其要，发施得其宜”，把今后的工作做得

更好，起到“存史"、“资治”作用。

编写统计志是一项新工作，也是一项较为繁杂的系统工程。加

之，西安统计历来无志，可供借鉴的史料不多。好在有多方关心和

支持的仁人志士给予热情关注。还有一些离退休老同志也为修志发
挥余热，参与编写和提供不少文献、口碑资料。为此，我谨代表西

安市统计局向编写《西安统计志》的所有组织者、参与者、支持者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由于我们编写水平有限，缺乏经验，遗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

免，衷心希望同仁指正。值此《西安统计志》出版之际，寥表数

语，是以为序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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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西安统计志》是一部综合性的统计专志，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

化，有益后世为编写宗旨。

二、关于断限。上限除概述追溯到西周朝代外，余均从西安解放后开始记述；

下限断至1990年，少数重要史实记述到1992年。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综合运用述、记、图、表、录多种体裁，以志为主。

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和无题序外，共分“统计体制和职责”；“统计机构和人员”；“专

业统计”；“统计调查”；“统计资料整理和应用”；“统计管理”；“统计监督和统计法

制”；“统计教育和培训”；“统计学会”；“区、县统计概况”等十章。

四、历史上的区划名称，均按当时用法，如长安，西安，第十区，莲湖区。历史建

制机构，也直用原名，如西安市政府，西安市人民委员会，西安市人民政府。

五、本志不设人物传。对有关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在概述和有关章、节
，’

中加以记述。

六、本志坚持方志姓方的原则，但记述方法上有详有略。在统计机构中，详于

市统计局，略于部|’1与基层统计机构；在统计报表中，详于国家报表，略于业务报

表；在统计调查中，详于国家布置的调查项目，略于地方布置的调查项目；在统计管

理中，详于报表、数字管理，略于经费、人事管理。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陕西省档案馆、西安市档案馆、西安市统计局档案

室。并参阅《西安市志》第一卷总类和、陕西、北京、沈阳、重庆、宝鸡等市统计局修志

办公室提供的有关统计史料，均经核实后载入，不再注明出处。

八、全国部分城市第三次统计志编纂工作研讨会由西安市统计局、兰州市统计

局共同主持召开，由于开会地点在西安，故将其会议纪要列为本志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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