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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统计是进行国家管理、监督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也

是人们认识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我市的统计自古有之。解放以后，几经曲折，得到了发展，建

立起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机制。本志的完成，以清晰的面目呈现在人

们面前，这对老一代统计工作者是一种安慰、鼓励和纪念；青年统

计i作者也可“鉴赏得其要，发施得其宜”，开拓前进。

编写《统计志》是一项严肃认真求实的工作。编纂的同志在

编写《宝鸡市统计志》中，坚持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尊重历史客观实际和“略古详今"的原则，以较翔实的资料记述了

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来宝鸡市统计事业的基本面貌和实绩，展现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为人们了解宝鸡市情、振兴经济，提

供了综合性资料。

编写《统计志》是一项新工作。编写条件尚不完备，本志遗

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同仁指正。

宝鸡市统计局局长 刘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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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歹{i主义、罨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略

古详今。一 一*二：j。

二、本志结构横翥}统计有关门类，缎述发生及发展的过程，以类系事、

事以类从．采取章、节、日层次，以文字叙述为主． ．

三、本志编纂依据历史档案朔历史方志资料以及本局所存数据为准，一

律采用国家规定的计算标准和标准计量单位。 ．．

四、报据本局实际和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部分综合述之。

五、秀了便于研讨宝鸡市的全貌，本态攘到了财政金融、文教翌生(嚣

设有专志)等方面主要数据，并绘有趋势发展图表．

六一本志本着。上限趱上越好，下限越下越好扩的精神，上限追溯到上
古，下限止1989年底。

嫩计》一谰的涵义：《统专酗语源最早粥于中煎纪拉丁语辩status，意据各种
现象的状态和状况．由这一语根组成的意大利语stato，表示国家的概念。以及表示国

家结构敬匡情这努鼹知识的总黎。18世纪《统计》俸势学戳名称使用。德匿国势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阿亨瓦尔将国势学改名为statistik，即统计学．他认为统计学是。国家显．

著事项之学”，主要用文字来记述．17世纪英国开始用数字来说明社会现象，称之：。政

治算术”．直到18世纪末，英语statis谯cs才作势德语statist逡(统计)酌译文传入荚营

，并赋予统计一词以新的涵义，即用数字表述事实．20世纪初。《统计》一词才由日本
，～

弓l大我溪。
’

．

从瞬前来看，《统计》·词在习惯上常有不阍的理解．一般来说，有三种涵义，即

统计工终、统计炎辩积统计学． 。．一

。

本惠中的数据，如与局已往编印的资料数据不～致的，以此为准。。⋯4符号表示不

足计量单位，。一’表示未发生经济社会活动，垒格表示有数字，但未收集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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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本局在“陕西省农村统计改革经验交流会”上获得的金杯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市级机关第二届运动会本局

获得的一精神文明b奖旗。

-



晴稚辛统计曷枝砰焉，炉，幸拿镒
々i。计盈联j像屯也壕{#特友蠢状
“?簿较劲．

1987年度本局获得的全省统计通联工作“先进集体”奖状。

茁旅蔽呦笱阮橼纯洗遁已《鲜’
杯善，特灞堵犹“髓截矽。

磁嘭内钰怕
簪^^孛蝴唧

——卉糖叠础耩繇骥静藏娩嬲卜～i
1988年全省算计系统双先会发给本局的“先进集体”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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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专、市、县人民政府秘书室设立统计组。1953年1月8日，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命令”，专、县、

市统计科(局)相继成立，各级业务部门也配备了统计人员，全专区以政府

统计部门为主体的统计网络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统计工作除按时完成国家规

定的农业、工业、基本建设、商业、物资统计报表任务外，继后又新增添了

物价统计业务。还开展了个体手工业、私营十人以下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合

作社的一次性调查，．私营商业和饮食业普查，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情况一次

性的调查；地、市两级国营、合作社营贸易系统统计数字质量大检查和宝鸡

市工资、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1950年以后新增职工调查。为编制

国民经济计划、改革工资制度提供了资料。同时，建立了统计调查、统计报

表、资料提供、使用等制度。

1958年，宝鸡市委、市人委发出从9月1日起，全市中心工作的主要

统计工作统一由各级统计部门承担的指示。宝鸡市统计局向下布置并负责向

省、市党政领导机关按时报告进度统计资料。1960年2月省人委发布了陕

西省统计局《关于统计调查报表和统计数字的统一管理办法》，是年夏季，

在驻市区的铁道部工程机械制造厂、国营宝成仪表厂召开陕西省工业企业统

计工作现场会议，布置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统计工作，更好地为党政领导

服务。但是，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原则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大跃进”

中，遭到了破坏，导致统计数字不实，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粮食、食品等必

需品供求紧张，人民生活陷入了较长时问的困境。

1960年冬，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

8月宝鸡专员公署成立，当时统计业务归属计委领导。1962年4月4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简称《四四决定》)和8月22日

省人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的通知”发布后，宝鸡专署和各

县(市)统计业务均由计委分出，先后成立了统计局。经过努力统计网络再

次形成。1 963年国务院颁发了《统计工作试行条例》，宝鸡专署统计局实行

“一垂三统”。从6月1日起，付诸了实施。

这一时期，新增并开展了劳动工资统计、职工家计调查任务等。根据

《决定》和《条例》，对本地区统计内容、指标体系、报表制度、统计数字

管理等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对“大跃进”不实的数字作了修正，重新编印了宝

鸡地区1949—1963年农业统计资料；开展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等。

1 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统计受到冲击，仅限于完成上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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