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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

一项优良文化传统。今天编修‘广州市统计志>，系统记述建国

前后广州市统计事业发展变化状况：继承和发扬中华优良文

化传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历史使命．

《广州市统计志》翔实记载了184001990年这150年期

间广州市统计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变化过程。全书共分十五章，

加上概述和附录合共17万字。新中国建立前，广州市的统计

工作，由于处在近代统计发展起步阶段，基础薄弱，加上外敌

入侵和战争频繁，因此没给后代留下多少资料。新中国建立以

后，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统计工作，逐步

建立健全各级统计机构和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统计制度

方法。各级统计部门收集、整理、提供了大量系统的统计资料

和信息、咨询材料，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制定政策，编制计划，

加强管理，指导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市民正确认识市

情市力提供了基础资料。但统计事业的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

顺的，在“大跃进’’和。文革一期间。受极。左一路线的干扰，统计

工作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破坏。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广州市统计事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

道路。回顾广州市统计工作的建立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总

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研究探索发展统计事业的规律，对提高

我们的认识能力，加快统计改革和建设的步伐，加速实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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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计体制，

有重要意义的。

编修《广州市统计志》j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为指导，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重要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

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的原则。力求志书能够达到思想性、

真实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提高志书的质量。

编修《统计志》在广州市是首次，编志工作人员以对党对

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摘阅、搜集大量资

料，反复查对核实，力求去芜存菁，并几经修改审定，汇集成全

书。志书的问世，凝聚了他们的无数心血。《广州市统计志》的

出版，是广州市全体统计工作者的一件大喜事，也标志着广州

统计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将取得更蓬勃的发展。在这里

我向参加修志的同志以及在修志过程中帮助和支持过我们工

作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

广州市统计局局长 黎i永林

。·1994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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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广州市统计志》，是一部专业志，全面、系统记述广州

市统计工作的建立发展变化的情况。 ．

二、本志记述上限为1840年，下限至1990年．中同日本

侵略军入占广州期间断记。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实。

三、本志按章、节、日三个层次排列。标题以事物命题、题

前用汉字标次第序号，如：。第三章力、。第二节一．目一层次只标

汉字序号。一劳、。二力“⋯。 一

四、本志历史纪年采取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并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

先书传统纪年，后括注公元纪年．清代及其以前朝代纪年用汉

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如。清道光二十年(1840)力、。民国

37年(1948)"．括注公元纪年，在同一节中如多次出现同一朝

代年号、只在首次出现时括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

六、本志记述历史朝代、政府机构、官职时，应用当时称

谓。使用地名尊重历史，用当时名称。如与今称谓不同者括注

今名。 ．-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使用简化字以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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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统计是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和企业管理的有效

工具，也是计划工作的基础。它是适应经济发展和国家管理的

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广州早在中古时代就已有统计，如元大

德南海志残本卷六与卷十，就已运用统计总量指标，记述元大

德八年(1304)广州一路和所辖一司(录事司)，七县(南海、番

禺、东莞、香山、增城、新会、清远)的户口、赋税、兵防等情况。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统计理论传入，广州统计工作发展进

入一个新阶段。清咸丰九年(1859)粤海关聘用英人为副税务

司，建立海关统计。民国10年(1921)广州设市，政府及业务主

管部门均设置机构，专办统计事务。民国14年有物价指数的

编制；民国15年有广州私立统计学校的创建；民国17年以后

有汇集刊载统计资料的统计志要、年鉴、手册和专刊的出版。

民国18年出版的《广州市市政府统计年鉴第一回》是仿美国

“简要统计’’及日本东京“统计年表’’体裁而编成，内容包括了

气象、土地、人口、治安、卫生、教育、财政、交通、经济、政府组

织等10个方面，应用的统计指标，有总量指标以及平均指标、

相对指标(包括强度指标、指数)等。说明清末、民国时代，广州

统计工作已有一定基础，惜因外患内战不息，遗留下来的统计

资料不多，且皆零散不成体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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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广州统计工作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经
、 过40年的建设，已建立起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府统计系统和覆

盖全市各区各县、各行各业的统计网络。统计调查范围，随着

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发展，不断得到扩大，已涉及经济和社会各

个方面。统计部门按月、季、年提供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分析报

告，比较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广州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进

程、效果、规律等情况，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制订政策和编

制计划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的广州统计工作，40年来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

程。1950"-'1957年，发展是正常的，进展也较快，到1957年，

全市已经建立起一个集中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政府统计系

统。1958"--1960年“大跃进"，因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

影响，乱制、滥发统计报表，诸如农村公社要填万斤以上丰产

田种植进度表；发往街道(企业)的各种。大跃进’’情况进度表，

指标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入托、入学、升学、扫盲、俱

乐部、图书馆、歌泳队、舞蹈队，以及建成。四无"(即无鼠、无
苍蝇、无蚊虫、无蟑螂)街道、工矿企业数等，均要求按旬填报。

虚报和瞒报统计数字现象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重要数据的

质量。市统计局在取得市领导的支持下，对重要数字进行三次

复查，才核实定案。钢产量所报数仅有19．68％为合格品。

1961,--,1965年，贯彻了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

统计局党组《关于中央一级各部精简统计报表的情况报告》的

批示，和196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
．2· 。



统计工作的决定》，以及1963年3月1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

过的《统计工作条例》，克服了在。大跃进"中所出现的同题，使

统计工作得到恢复正常和发展。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的统

计工作。1968年市统计局干部下放干校劳动，1969年统计局

机构被撤销，历年积存的统计资料整本整册被烧毁，整个统计

制度基本被破坏，1969"-"1970年全市统计工作基本停顿了．

1971年开始，虽然恢复了部份重要指标的统计，但零散不成

体系，相互不能配套。 ·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一前

17年统计工作重新得到肯定。1979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

统计工作，充实统计机构的决定》。1980年广州市统计局恢复

了建制。1983年8月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提出统计。六化一的要

求，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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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计算技术和数据传输技术

现代化，统计服务优质化。广州市统计工作向着这些目标努力

前进。嗣后广州市统计局制订了。广州市统计改革总体规划"，

进一步明确广州市统计工作建设的目标、步骤和方法。1980,---

1990年，经过全市统计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广州市统计工

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统计工作

的进步和变化，可以概括为“八大转变’’。
(一) 统计人员机构向素质好、网络化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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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期间和新中国初期，统计机构比较分散，统计人员既

少且弱。1953年，广州市统计局成立后，经过多年的努力，一

个以广州市统计局为核心，由政府统计系统、业务统计系统、

基层企业事业系统组成的统计网络逐步建立起来。在“大跃

进舸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统计网络被削弱，人员减少，关

系疏散，市统计局也曾一度撤销。1980年广州市统计局恢复

建制后，全局由原来计委统计处的30多人增加到70人，1990

年又增加到198人(编制是259人)，市内8个区统计机构从

23人增加到66人，基层企业事业组织的专职和兼职的统计

人员近2万人，比1982年增加1倍。不仅人数增加，而且人员

素质也有很大提高。十多年来，除了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不断

向统计部门输送统计、财经、数学、计算机人才外，统计部门也

通过系统内的培训，造就大批统计专业人才，有556名在职统

计人员得到大专和本科的学历，还有528人获得统计大专专

业证书。从1982年开始进行统计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至

1990年底止，获高级职称的有10人，中级职称的有283人，

初级职称的有3 463人。他们对全市统计工作的发展起着骨

干作用。 ‘．

(二) 统计内容向完整化、科学化方向转变

在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统计内容是不够完整

的，重生产、轻流通，重速度、轻效益，重物质产品、轻服务劳

动，这是产品经济思想在统计工作中的反映。随着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州市统计指标体系也逐步趋向科学和完

善。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一是从专业统计向综合平衡统计和国

民经济全面核算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广州市统计工作是从六

大专业(工业、农业、商业、基本建设、物资、劳动工资)“起家’’



的，后来逐步向综合统计发展，初期按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MPS)模式，以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为国民经济核算的

中心指标，后来借鉴国民经济核算帐户体系(SNA)模式，建

立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并两次进行投入产出调查，第三产业调

查，在重要指标中，建立了三次产业的科学分类。二是在充实

经济统计的同时，建立和加强了社会统计和科技统计。如经济

效益统计、农村经济统计、外经外贸统计、国际旅游统计、房地

产开发统计、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收购价格指数统计，建

筑业价格指数统计，开发区统计以及科学技术统计，园林绿化

统计、环境保护统计、计划生育统计等，政法统计也纳入国家

统计的范围。在宏观经济范围内，一个比较全面的经济、社会、

科技的统计指标体系正在建立过程中。在微观经济上，许多企

业已从生产型统计向生产经营型统计转变，有相当部分企业

还从内向型经济统计朝外向型经济统计的方向发展。

(三)调查方式方法向多样化方向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政府对企业，或企业内部的统计调

查，基本上是采取全面调查方法，实行定期统计报表制度。改

革开放以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多种经济成份

并存的格局，各级统计部门根据不同对象和要求，灵活运用全

面调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问卷调查，利用业务

登记资料进行科学推算等方式方法取得统计数据。虽然实行

定期统计报表制度进行全面调查还是主要形式，但是应用抽

样调查的领域是扩大了，如城乡居民住户调查、粮食产量的预

测预报、1％人口抽样调查、儿童抽样调查、居民出行调查以及

社情民意调查、商品用户调查等。在这一期间，还先后进行了

多项较大的普查项目，如人口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
·5。



·投入产出普查、房屋普查等。一些企业除建立以全面调查为特

征的内部报表外，也采取抽样问卷调查及现场写实的方法取

得统计资料。 ，

．，

(四)信息渠道向多源化方向转变

在产品经济中，信息来源比较狭窄，宏观经济或微观经济

领域的研究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主要来自企业的生产系统。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这种情况逐步有所改变。首先是企业为了

、经营决策和管理的需要，扩大了统计和经济信息的内容，不仅

要生产的信息，而且要经营的信息；不仅要企业内部的信息，

而且要企业外部的信息；不仅要竞争对手的信息，而且要广大

用户的信息；不仅要国内市场的信息，而且要国外市场的信

息。因此，企业统计和信息搜集的领域由生产领域扩大到流通
” 领域和社会消费领域，有些企业的统计信息渠道还从国内伸

展到国外，逐步实现信息渠道多源化。同时，各级政府和业务

部门，为了适应宏观决策和引导企业发展的需要，也加强对国

内外社会经济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市统计局和一些

区、县、局(总公司)统计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建立了横向信息

联系网络，按年(季)搜集国内大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各地对口

的统计信息，逐步形成制度。市统计局还与日本东京都统计局

建立联系，定期交换世界各大都市的统计信息。与香港统计

处，也建立了交换资料的关系。
。 (五) 管理制度向法治的方向转变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及广东省政府曾颁布过统计法规，但
． 执行并不严格。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法制也不健全，滥发调

查统计表格和任意篡改统计数字，成为统计活动中两股。浊

流一，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统计秩序。因此，1953年5月，在市
·6‘



统计局成立不久，市政府即发出了《关于审查调查统计表格》

的命令，开展清理调查统计表格的工作。同年，又批准颁布《索

取与供给统计资料暂行办法》，稍后，又公布了《统一管理统计

数字的几个规定》。后来，这些文件经过多次修改渐趋完善。但

是这二期I司的统计管理，基本只限于统计报表和统计数字两

项管理工作，而且这些文件，都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1983年

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统‘

计活动的法律。内容全面，不仅包括统计报表管理和统计数字

管理，还包括统计管理体制，统计机构与人员以及法律责任

等。1989年8月，广州市政府制发了《广州市统计管理规定》，

提出贯彻国家《统计法》的具体规定，并根据地方情况，作必要

的补充，这对广州统计工作走上法治轨道有着重大意义。
‘ 在广州市统计系统中，根据统计工作具有准确性、及时性

和连贯性的特点，一直强调抓好基础建设。50年代就提出做

好基层工作、基础工作、练好基本功的“三基一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1984年起，提出搞好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内容比过去

更加全面了，概括起来，有。八化”的要求，除了原始记录完整．

化，统计数据台帐化，统计管理制度化，统计资料档案化等直

接属于统计基础工作外，还提出统计机构网络化，统计培训正

规化，统计手段现代化，统计分析经常化等基本要求和设施，

并制定验收标准和评分办法。至1990年底止，在乡及乡以上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3 480户中，已验收合格的1 313户，占

37．7％，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计数字的质量。

(六) 计算技术向现代化方向转变

广州市统计局自1983年配备小型计算机，建成电子计算

站开始，到1990年各处室普遍使用微机，初步在局内形成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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