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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

乡’’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改革开放以来，常

熟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

人瞩目，可喜可赞!在这硕大的经济建设成果中，饱含了

常熟市统计干部的艰辛劳动和无私奉献，凝聚了他们的

心血和汗水。

盛世修志，知古鉴今。为了总结常熟市统计工作的宝

贵经验，颂扬统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传播统计科学技

术，更好地发挥统计工作的信息、咨询和监督功能，常熟

市统计局在全国率先编纂了县级统计志。这是前人事业

心血之写照，今人工作成就之记载，后人继往开来之借

鉴，值得称道，应予勉励。

值此《常熟市统计志》付梓公开出版发行之际，祝常

熟市统计部门继续开拓进取，积极实践，勇于探索，为繁

荣本地经济、促进基层统计工作改革和建设，提供新经

验，做出新贡献。

谂至
1994年1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

常熟的统计工作，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横排竖写，文表并用。卷

首置图片、大事记，卷末置附录及后记。

三、本志文体采用记述体，行文按《江苏省志编写行

。 文通则：》的规定办理．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四、本志数字用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

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一一法的试行规定》。⋯一一一一一一‘__一一⋯一
五、本志资料均采自历史档案和口碑，一般不注明出

处。 ．

六、本志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1993年。 ‘． ． ⋯·

七、附录中常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主要指标数

字包括1949年至1993年；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字包括
一

1978年至1993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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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常熟，位于江苏省南部的长江三。

角洲腹地，紧邻苏州、无锡、上海，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人

“口密集，经济发达，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已超过全国小康量化标准的．

80％，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茅．： 。
t，。‘

，． 作为现代政府机构中重要的工作部门——统计，正越来越明

显地以它的特殊职能和地位，为各级领导的重大决策，提供着重要
， -依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参谋作用，为推动社会事业、经济建设的 。

高速而又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 ‘
．- _：。

， 据史料记载，常熟自唐代以来，历代地方政府为进行吏治管

理，十分重视对户籍、人口、田亩等数据的调查统计．民国建立后，

曾在1928年、1933年，1948年，分别对常熟的人丁户口作了调查
一一 统计．1931年，国民政府建立了主计处负责全国统计工作，常熟地

‘

· 方政府虽未专设统计机构，但是，部门统计工作已逐渐开展，并有’

土地、人口、工商、农业，税赋、金融、合作、社会等方面的统计资料．

常熟建立政府统计机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2月，
i一 根据中央政务院‘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和省

政府通知要求，结合当时县，市分治的实际情况，分别建立了常熟

县统计科和常熟市统计科，核定人员编制为6人和5人．1958年；
。． 常熟市撤销，县、市合并，原市统计科并入县统计科，工作人员11

人．1962年，县级机关精简调整，统计科并入县计划委员会，工作

人员7人．196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统

计工作的决定>后，常熟的统计事业得到了一定发展．1966年，“文

化大革命丹(以下简称。文革”)开始，党政机关受冲击，统计工作逐



2 概述

渐被削弱，统计部门人员下放，只剩1人从事日常工作．1970年以

后，统计工作和统计制度逐步恢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常熟的统计事业有了长足发展。1980年12月，成立了常熟

县革命委员会统计局，次年改称为常熟县统计局，1983年，因常熟

撤县建市，旋更名为常熟市统计局，编制人员由7人增至12人。至

1993年底，常熟统计局有工作人员22人，全局下设人事秘书、综

合，工交物资、社会事业，农业5个科及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城

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另外，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常熟统计局

不断添置和更新设备设施，为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现拥

有各类电子计算机、激光打印机、四通打字机、高速油印机等18

台，录像机、彩色电视机等4台，各种办公用设备设施资产总值超

过50万元．同时，建立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物资能源、固定资产

投资、商业、外经、科技、劳动工资和综合平衡等统计专业，全市统

计网络系统日臻完善，调查研究和统计教育工作蓬勃开展，统计工

作经验在不断探索实践中日益丰富。

综览四十年来常熟统计事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有这样几个方面引人注目：

1、坚持了30年的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始于1963年的常熟

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曾中断。到了70

年代末，更是成绩显著。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常熟统计部门摸索

出一套科学的、简便易行的农产量抽样调查方法，并不断完善改

进，使之成熟，经过省市级以上统计部门多次考查核实，获得确认，

并被推广应用。

2、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从统计调查单位开始起报。1987年11

月，常熟统计局先在周行乡开展。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从统计调查

单位开始起报一的试点工作．1988年5～11月，统计局对全市680

名乡村统计人员分批进行了。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统计知识”

培训，为该项工作的全面推开打下了基础。1988年底，即在全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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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统计从统计调查单位起报，并作为制

度逐年实施．这项工作在全国各地统计部门中尚属首例．

3、统计年鉴的编纂发行．1953年，常熟统计科成立以后，在

完成各项专业统计年报的基础上，坚持编纂年度统计资料，展示全

·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名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每次印刷数

’十份，发行面极小，提供给县及相关主要领导参阅．1984年，统计

局将《汇编》正式命名为‘常熟统计年鉴'。以后发行量逐年增加，

1984年的年鉴发行600册，1985年增加到1000册，1992年猛增

至3650册，发行面从仅向少数领导逐步扩大为面向全社会，内容

上也逐年丰富，装帧也越来越美观。统计年鉴已成为了解和研究常

熟的工具书，进行科学决策、管理的数据库，展示社会建设成就的
．

． 窗口，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教科书．

截止1993年底’，除《常熟统计年鉴’外，常熟统计局还编印《常

熟四十年>、《常熟统计月讯》等9种统计资料、书刊，各类资料印数
’

多达4万余册． +

； ．

’

，。
¨． ．

4、统计分析研究工作．1953年2月统计科成立后，就不定期

一一 撰写统计分析报告和研究，主要刊登于统计局编印的《统计资料》、

‘统计工作简报)上，研究介绍统计工作情况，提供信息，向领导汇

报，与兄弟单位交流．1984年以后，统计分析论文数量增多，质量

也逐步提高，每年向省市级以上会议提交有关论文数十篇。1984

， 一年11月，常熟统计局与江苏省武进县统计局共同发起，邀请无锡、

江阴、宜兴、张家港(原沙洲)4县(市)统计局，建立了誓苏南6县

(市)统计信息交流年会”制度，进行统计信息交流及统计分析研
· 究．1985年，交流会成员扩大到上海嘉定、浙江肖山、绍兴、本省通

州(原南通)4县统计局，更名为。苏、浙j沪lo县(市)统计信息交

流会一．
“

5、统计人员素质提高。自1980年常熟统计局成立后，统计人

员逐年增多，统计网络不断完善，人员素质也不断提高．1993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概述

止，市统计局22位工作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为12人，中专学

历的有5人．市统计局对全市各基层单位的统计工作人员多次组

织集中辅导，统一参加统计大、中专电视函授教育，有72人参加全

国统考后获得大专毕业证书，100多人获得17-'6门不等单科结业

证书，有48人参加全省统一考试后获得中专毕业证书。全市现有

统计队伍中，从统计专业院校毕业的大、中专生共达350余名，统

计人员获得中高级统计专业技术职称的有52人，初级职称的达

657人．多年来，市统计局不断组织各类专业业务培训，在全市建

立了一支具有一定理论水平与业务水平的统计工作者队伍，保证

了统计工作的质量． ， ：
，

四十年来，常熟的统计工作逐渐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从单

纯为上级部门和领导服务转变为面向全社会服务，从只提供统计

数据到全方位展示常熟社会、经济面貌，为政府领导当好参谋，参

与决策，在经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今，常熟统计局

正充分利用自身社会经济信息主体部门的地位，按照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改革的浪潮中，依靠全市统计工作者的智慧

与力量，将统计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为常熟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

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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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993年) ．

． 辛． ．
，

1949年"-'1952年 ，， 、

1949年4月，常熟宣告解放，常熟县人民政府开始办公．5月，

龛『常熟县城区为市，成立常熟市人民政府，1950年3月，常熟市人

民政府单独设署． ，．7
．

^ 1951年，常熟县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次年，常熟市财政经济

委员会成立．常熟县统计工作由县政府秘书室兼管．常熟市统计
． 工作由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兼管．

、

．
’

．，

1952年春，苏南行政公署召开统计工作会议，常熟县由陈伯

康、张新芳出席，常熟市由朱宪璋出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953年

春，江苏省统计局在南京召开首届统计工作会议，常熟县由马

翠华出席，常熟市由杨友声出席，会后着手筹建县、市统计科。

2月，根据中央政务院《关予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

决定》和省通知要求，建立常熟县统计科，包兆福任第一副科长，马

翠华任第二副科长，核定编制6人．常熟市统计科同时建立，徐增

为负责人，编制5人． 。

，． 。t

。3月，着手搜集整理县、市1950""1952年国民经济统计历史

资料．同月i贯彻布置工业、商业统计报表制度．j： ，

5月，县统计科会同农建科召开乡农情员及生建助理员会议，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矗≯0-_jo“鼍“，。0；一

一

．



6 大事记

贯彻布置农业统计报表制度．

7月，常熟县、市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全国第一次人

I：1普查)，常熟市于9月完成，有19442户，91389人进行调查登

记．常熟县于1954年春完成，有242953户，934228人进行调查登

记． ，

11月，任命徐增为市统计科副科长．

是年，常熟县、市开展对私营商业企业概况调查．

1954年

3月，任命徐增为常熟市统计科长．一

5月，县、市统计科分别联合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对私营

10人以上工业企业进行全面调查．’

9月下旬，对10人以下私营工业企业及个体手工业户进行全

面调查． j

是年冬，县统计科在塘桥区庆安乡鹅湾村对20户农户进行首

次家庭收支情况一次性调查．

又，县、市统计科分别整理1952"-'1953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汇编。 ．

：

1955年

3月，常熟市统计科举办基层统计人员业务讲座，分工业统计

和商业统计两类，共有172人参加学习。

5月，任命杨友声为常熟市统计科副科长．

6月，开展对私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重点行业调查．

9月，常熟县、市统计科分别会同商业、供销、税务、粮食、银

行、工商等部门进行私营商业和饮食业普查。

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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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进行了职工基本情况调查，范围包括工业、文教、卫

生、邮电、商业、金融保险和国家机关等部门． ．

1956年 ，

‘

．

～

’J

x

6月，任命吴浩清为县统计科副科长．同月，任命于道源为市

计划统计科科长． ．

9月，常熟市人民委员会统计科编印{1952"--1955年常熟市国

+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

：
．。

10月，进行职工工资情况调查，内容为工资改革前、后职工工

资变动情况．
’’

二
·

11月．任命马翠华为县统计科科长． ．‘

是月，常熟县先进统计工作者会议召开，出席先进代表51人，

列席代表65人，特邀代表5人．会上推选出席江苏省先进统计工

作者代表会议代表3名．

‘12月，江苏省首届先进统计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县

⋯．一出席3人，市出席5人．一。⋯⋯一⋯一一‘⋯⋯⋯
． 1957年 ，

●1

●

一、 ． 一5月，常熟市人民委员会批转统计科‘关于清理统计报表办 一 ，一

法’的通知。有效地涮止了报表过多、过繁、重复、浪费现象．

7月，市统计科开始进行城市职工家计调查，共抽选城市职工

家庭30户，由银行和国营专业公司统计人员分工负责辅导汇总

、 (至1958年县、市合并时停止)． ．

。

‘。

是年，县统计科在古里乡晓光一社、塘桥乡金建社、珍门乡十
“

六社建立34户农村住户进行家计调查(次年即停止)．
。

，又，进行职工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调查．
‘

‘

●．

●

●

_f， 一·‘ L一一 一一
⋯ 。 ‘ ‘ ‘ 一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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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5日，根据国务院第74次会议决定撤销常熟市，县、市

合并，原市统计科并入县统计科，马翠华为科长，工作人员11人。

1959年 ．

是年，县统计科开始承办农业收、种、管生产进度统计． ．、

’又，开展全国职工基本情况调查。

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lO周年，整理编印《1949"-'1958年常
熟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1960年 ，

’

3月，县统计科制订《调查统计报表和统计数字管理办法》。

是年冬，工业、商业、文教、交通、粮食、物资等主管部门的统计

人员集中在统计科办公，实行统计数字统一管理，称为“大统一(至
1962年初解散)．

1961年

11月，设置沙洲县，原属常熟的14个公社划归沙洲县，常熟
县统计科有3人调沙洲县统计科工作。

1962年

是年春，对新常熟县和沙洲县的统计历史资料进行划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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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

· 10月，县级机关调整，精简机构，统计科并入计划委员会，任

命马翠华为计委副主任兼统计科科长，配置干部7人·
是年冬，在古里元通，支塘黄泾、吴市薛家巷选35户农户恢复

农村家计调查工作(至1965年停止)· ．’

’

1963年

t-4月j县统计科制订‘统计资料索阅责任制)和‘统计资料归档

葫度'。 。 ．一。‘-

10月，省农产量调查队首次在常熟开展秋粮抽样调查· +．

1964年

． 7月，全县进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共有218936户，795846

人进行了登记．
。

‘

·

’ 。

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965年，

‘

．

’

～

’

由苏州地区统计科组织所辖8县统计科人员，集中力量，逐

⋯ ．县展开系统整理统计历史档案，并全部立卷保存·-一一一
_

1966年

5月16日，“文革一开始，党政机关开始受冲击，机关工作逐渐

失常．
一

．

‘ ‘

_10月，在藕渠公社花园大队，对秋粮抽样调查进行业务培训，

时间7天，有100多人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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