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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订阅、使用《崇文区统计志》一书的通知

由崇文区统计局主持编纂的《崇文区统计志》已于l 9 9 2

l 2月出版，内部发行．

该书做为全区具有权威性的统计资料工具书，搜集整理了建

国以来全区各行各业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和数据资料，并本

着。以事物为羟，以时序为纬“的原则，立足现有资料，经过多

方努力，整理和查找出一些十分宝贵的史料．

《崇文区境计志》一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全区备修恚单位在

搜集资料，编写资料长编和初稿中的统计资料提供了权威的规范

的数字依据：为了保证《崇文区志》的统一规范和数字的一致，

根据区地方卷工作规翅J的要求，各单位人志资料的数字一律以

《崇文区统计志》研公布的数字为准?因此，各修志单位都要订

墨垄堕垡婪婆些些．
《叁圣垦篓萎磐兰奎壹垒盟殳上丑请各单位于l 9 9 3

年2月2(1日前到区地方志办公室(幸福大街区委院内档案局二

楼2 O 7室)购买?

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

l 9 9 3年1月2 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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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为记述崇文区统计工作的建立发展和兴衰起

伏情况，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计工

作提供借鉴，我们在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下，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了建国以来北京市崇

文区统计工作的部分资料，并按照北京市统计史

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和规定，结合本区统计工作

历史的基本状况，本着“以事物为经，以时序为纬’’

的原则，立足现有的资料，通过走访、查阅档案

和组织部分老同志回忆等方法，整理和查找出一

些十分宝贵的史料。特别是十年文革动乱期间，

统计工作中断，大量统计资料丢失、销毁，使史志

内容的连贯性受到严重影响。本着大海捞针的精

神，崇文区统计志编纂小组的同志们想方设法从

大量历史案卷中逐页逐字整理挖掘出1966年一一

1972年“文革”期间散失的部分统计资料，从而
． 1 。



弥补了我区统计志内容的一项空白。

同北京市其它区县相比，崇文区统计工作历

史比较短，起步晚，按照编写统计志的严格要求，

我们深感难度比较大，但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

和局领导的全力支持下，崇文区统计志在质量和

篇目数量上基本达到了有关部门规定和要求。 特

别是在编写统计志过程中，受到崇文区档案馆领

导及一些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得以使编志工

作在短时期内顺利完成，对此，我们谨向各位领

导和p-]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写统计史志资料是一项新的工作， 前

无借鉴，加之我们的编修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

处着实难免，敬请有关部门及学者专家多提宝贵

意见；。



概 述

1949年1月31日，北京市和平解放。中共北京市外三区区委

和区公所(崇文区前身)予2月6日正式成立。区委下设秘书组负

责统计调查和其它各项工作。同全国一样，崇文区的统计工作虽

然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同样经历了成立一～解散～一恢复

～一起步等艰难曲折的历程。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

崇文区一直没有设立专门的统计机构，但统计工作在上级和各有

关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一直没有间断过。例如1949年2月27日，

根据市委的布置十区区委就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生活，

尽快恢复生产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

和方案，30日又对全区织染、面粉、火柴、橡胶和玻璃仪器五个

行业的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为加强劳资协商，尽快恢复和发展

生产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统计数据。1950年区委根据市财委的布置

对全区公营及私营企业进行了调查(即第一次工业普查)，在此

基础上首次编印了《第七区基本概况》统计资料。并对本区殷实

富户、行商、摊商折实公债购买能力进行了调查。解放初期的崇

文区由于历史原因，在同其它城区相比中经济、文化，及各项基

础设施均显得非常落后。据1951年区委宣传部的七区基本情况调

查表明，当时的崇文区的人口不足1l万人，多数为从事小手工业、

小商小贩、捡废纸、卖破烂、拉洋车和掏粪为生的劳苦群众，除

小学外全区只有一所私人办的立达中学，文盲占人口的60％以

上，龙须沟、大石桥污水沟臭气熏天，坟地、粪场占全区面积的

／＼分之一以上，老百姓多居住在低矮破旧的院落之中，其中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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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门牌竟达67户人家。区委根据上述调查情况和市各届人民

代表会议关于救济工作决议方案精神，又进一步对全区失业工

人、失业知识分子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在积极开展救济工作的

同时，依据上述调查资料向市委拟定了后三年的工作规划，受到

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2年3月，根据市政府的指示，

第七区人民政府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做为全

年的中心工作之一，通过大规模的整治，崇文区环境卫生发生明显

的变化。据崇文区人民政府1952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表明：全年

总计支出(旧币)四十五亿零三百余万元。其中烈军属优抚及贫

苦市民救济等支出五亿三千三百多万元；城市环境卫生事业费五

亿五千三百多万元；教育事业费支出十七亿九千二百多万元；市

政建设费八亿九千九百多万元。数字表明，区委区政府为改变本

区贫穷落后局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一五"时期，

区委区政府主要加强了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

改造工作的领导。崇文区工商部门按市工商局规定对全区工商户

进行了登记和划分了行业户，首次在本行业内建立了统计制度。

这一时期，市统计局和上级各业务主管部门布置的各种统计报表

均由区各业务对口部门综合统计上报。如1953年，区委根据政务

院关于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工作的号召，子10月10日一19日在

全区范围内进行了人口普查，同时进行了区联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情况调查、区织布业情况调查、社会救济情况重点抽查和手工业

情况调查、房屋普查、失业原因调查、自由市场情况调查、手工

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调查、摊商情况调查、公股代表工作情况

调查、全区手工业调查及对全区8个有国家计划指标的地方国营企

业年底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的调查等。这一时期统计工作由于缺乏

系统指导和管理、统计报表一度出现多乱差现象。据崇文区人民

政府清理报表的报告表明：市局下发的各类报表共86种，崇文区

下发的共27种。全部报表中除极少数属定期报表外，大多数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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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报表，其中有的作用不大。通过清理自检，区政府重新制定了

一些填报制度，其中明确规定凡属崇文区下发的报表必须经区长．

批准和掌握。从而避免和防止了统计报表重复现象的发生。

=、“：五"至“三五"时期。1958年崇文区经济计划委员

会下设统计组后，全区统计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据统计，全区有专

职统计干部218人，兼职204人。分布在工业、商业各个部门。圆

满完成了市统计局和各业务主管部门布置的各类定期报表和年

报，并首次编印出崇文区基本情况统计资料。同年，困家统计局

在保定召开会议，确定“大跃进"时期的统计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提倡全党全民办统计。由于“大跃进，，时期统计工作受左的思想

影响，强调统计权力下放，群众办统计，放弃了集中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原则。崇文区刚建立不久的有效的统计规章制度遭封

破坏。据1962年崇文区报表清理检查报告表明：报表多、滥现象

突出，市属各单位共制发报表1，016种；区属单位制发187种，其中

未办理批准手续的表种竟占总数的93％，许多指标重复繁琐，甚：

至脱离实际，片面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和受浮夸风的影响，统

计数字质量不高，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如区委1960年对区属6家

厂社上半年工业总产值问题进行检查表明：为追求产值，上述眵

个单位共虚报产值88．8万元。全区区属企业共核减产值778·6万

元。由于过分突出中心工作进度统计，放松了对统计工作的业务

指导及基本报表制度的贯彻，影响了区统计工作健康的发展。女日；

1960年市统计局根据国家统计局(60)70号急电“要确保反映粮：

钢情况矽，在劳动工资快报中又增加了“小土群"“小洋群"等；

职工人数指标统计，崇文区财贸办公室制发了一套“党员分布情’

况统计表"，指标要求过细，三个人搞了两天没有完成，仅百分’

此一项就计算T360多个。上述情况说明各类报表同实际情况脱．

节现象较严重，造成统计数字质量不高。1961年国家实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4月4日国务院发出《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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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加强统计工作决定》，提出对全国统计管理体制实行“一垂三

统"，1963年国务院又颁发了《统计工作试行条饲》以后，崇文

区统计事业出现新的转机。1963年4月1日，崇文区正式成立统计

科，在坚决贯彻和落实中央上述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狠抓统计数

字质量和基础建设工作。为贯彻《统计工作试行条例》，区委于

6月8曰召开由区各机关团体，人民公社各级统计干部和基层企业

负责人参加的全区统计人员会议，王曾涛区长到会并讲了话，强

调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统计工作中不足现象和报表

多、乱、差又有所抬头等问题，要求各部门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加

强统计工作决定，努力完成各项定期统计报表和中心调查任务。

这一时期，全区统计报表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较前几年相比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并圆满完成了国家布置的第二次入口普查工作，职

工基本情况调查，区计划生育工作调查等任务。根据万里副市长

的指示，协同其它有关部门对本区城市管理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

调查。随时根据市委《关于严格控制统计报表》精神，在区人委

支持下，对全区各类统计报表再次进行了认真清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同全国一样，崇文区统计工作

也遭受了一场灾难，在一片统计工作无用论的喧啸中，统计机构

解散，人员精简，除少数业务部门有极少量的统计报表外，全区

统计工作濒于中断。

兰、“四五”至“五五矽耐期。崇文区统计机构解敞后，

1968年2月崇文区成立革委会计划组，刘汉瑞同志任计划组组长，

梁志华同志任计划组副组长兼搞统计工作。在统计机构已经瘫痪

的情况下，崇文区统计工作仍在艰难地行进。这--H,t期年报主要

有工业总产值情况、人口变动情况、基本建设情况、企业概况、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情况、劳动工资情况及技术革新季报等。由于

社会动荡、政治不稳、统计工作缺乏系统指导，上下不衔接，导

致数字质量不高。1973年计划组配备了两名统计干部后，统计力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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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所加强， “统计资料汇编"编印工作问断7年后重新恢复。

并一直坚持到今天。1978年北京市革委会转发《国务院批准

国家计委关于整顿和加强统计工作的报告》中，要求各区、县

革委会恢复和建立统计机构。各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

社的统计力量要适当加强，为防止统计数字数出多门和报表质量

多、乱、差的情况，责成省市级统计局拟定管理统计数字和统计

报表的具体办法，并报市计委审查后执行。1979年，崇文区人民

政府恢复区计划委员会常设机构，下设统计组。同年三月份北京

市统计局转发全国统计局局长会议精神，要求各区、县加强统计

基础工作，改进统计制度和方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抓好8个方面的工作。王一夫局长做了专门发言，着重提出各级

统计机构应积极组织协调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计工作，及时

推广总结统计工作经验，帮助各专业统计人员提高业务水平。1979

年至1980年北京市统计机构进一步充实，统计力量得到加强，承上

启下的作用使崇文区统计事业出现转机，统计工作重新步入正轨。

四、“六五”至“七五"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

来。1979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机构的决

定》，特别是198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颁布实

施，使统计工作有了法律保证。同年9月国家统计局在天津召开

全国统计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统计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设

想和实施步骤，充分发挥统计工作的社会经济信息主体作用。

1986年全国统计局长会议幂日1987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统计膀

长会议又进一步提出要以搞好统计优质服务，办好“开放式"统

计为中心，进行统计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同全国一样，这一时期

崇文区统计工作进入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83年崇文区垂新设立统计科，根据中央各硬指示精神，在

保证统计数字准确的基础上，重点抓了专项调查和统计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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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988年3月成立区统计局后，工作重点围绕加强治理整顿，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这个中心，突出抓了统计资料分析和研究工

作，并连续两年被评为北京甫统计工作先进单位。为全面反映崇

文区近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和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可

靠依据，区统计局收集整理了自1980年以来，全区社会经济主要

指标发展变化的资料，并以图文并貌的形式从工业、商业、财政

金融、基本建设，劳动工资、文教卫生六个方面反映了崇文区人

民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发奋图强，艰苦奋斗，锐意改革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这时期崇文区统计工作与历史相比，在各个方面都

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各项工作连续三年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嘉

奖，统计法规和统计基础建设工作也逐年得到加强。这一时期的

统计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及经济体制改革和人民群

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谭壹。1982年和1990年根据国务院和市

政府的指示，分别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入口普查工作，完成第

二次工业普查任务，对区属部分单位职工工资以外的各项收入磕

况进行了调查。根据市城调队的布置，组织了区商业、饮食业衙

点调查，对部分居民家庭住房现状和房租情况进行了调查；完成

了酉分之一入口抽样调查，电视收视率调查、三中全会以来职工

生活情况调查、居民家庭储蓄存款及手存现金情况调查、女方陪

嫁情况调查、居民烟草消费状况调查、全区统计人员基本情况凋

查。1985年1月根据市局统一要求，将原“职工家庭生活调查”

改为“居民家庭生活调查，，。按照等距抽样方法抽出90P居民家

庭作为调查户，先后在全区范围内对部分署民户进行了34次抽样

和重点调查。

2、加强基层信息网络建设和开展四城区主要经济指标横向交

流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髓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信息

工作在经济，文化，科学各个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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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关于在党政分开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信息工作交流的意见和精

神，区统计局着手开展基层统计信息网络建设的组织工作。为适

泣新的形势，扩大视野，确保信息渠道畅通，为区委区政府领
导决策提供依据，统计局业务科在全区工业系统和商业系统建立

53家信息网点，信息员50多人，并制定信息员工作制度和基本要

求。制度包括七个内容：重点要求信息员热爱统计工作，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不断提高分析能力和写作水平。同时要求每月向区

统计局报送一条以上信息，信息内容必须真实。要讲质量，讲效

果，报送的信息要求突出六个字：真、快、活、强、专、新。重

要信息须请主管领导审阅。同时决定每季召开一次统计信息交流

会，每年年底召开信息工作总结会议。一是交流经济信息方面的

情况，二是总结网络建设工作方面的情况。并对信息工作做得好的

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在加强基层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

区统计局还同宣武、东城、西城三城区开展统计信息横向交流，每

月定期为各级领导提供崇文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北京

市部分大中型商场、菜市场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区主要经济指标完

成情况与其它三城区对比情况、北京市部分大中型商场等市场经

济指标完成情况、四家骨于商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四城区

居民家庭生活对比情况等。这几套资料成为区领导全面掌握全区

国民经济情况，了解其它城区经济发展动态以便及时调整和指导

本区经济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

3、强化统计监督职能，加强基础建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实施颁布后，为加强对《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宣

传贯彻，进一步提高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区统计局子1988年8月

召集全区各局、处、公司、街道、劳服系统的统计人员召开统计

法宣讲大会，重申了统计报表的管理制度和下发统计报表填报规

定。并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统计法知识问答竞赛活动。同时

统计局把这一活动同评定职称联系起来，使参加考试的人占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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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人员的94％。1989年4月区统计局与区法制办、区监察局联

合举行了全区统计法规大检查，举办四期统计法学习班，根据市

统计局要求在全区各局、处、公司设专兼职统计法制检查员230多

名。在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基础上，统计局还狠抓了统计数字质量

检查和基础建设工作。在金区工业商业系统举办了统计原始凭证

和统计台帐展示会，同时在区基层企业、事业单位进行了统讨‘数

字质量检查，制定了质量检查办法。

4、开展调查研究、提高统计分析和理论研究薪水平。区统计

机构恢复后，统计局一手抓统计报表，一手抓统计分析。在开展

统计分析中，强调了“精选题"“重分析"、“巧运笔"九个

字，要求提供的各种分析资料，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跟踪改

革形势，反映领导急需和关心的问题，注意反映横向经济的发展

和对比情况。如1983年统计科写出分析资料16篇，并于84年9月

份召开的区统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着重提出加强统计分析，要求

把死数字变成活的情况，统计分析要紧密围绕“四化"中心，要

求各单位定期定量写出质量较高的分析文章，从而第一次将统计

分析工作纳入统计工作制度化。1988年统计局正式成立后，统计

分析更上新台阶，篇数逐年增多，质量逐步提高。截至90年底，

全区各单位共写出统汁分析520多篇。其中部分文章被报纸刊物

转载，有的文章被市统计局评为一、二等奖，统讣局也连续两年

被评为统计分析先进单位。区统计局取得的成绩，受到区政府的

高度重视。1989年2月28日召开的全区优秀统计分析表彰大会上，

常务副区长石书岭、市统计局副局长张习武等领导及统计人员近

300人参加了大会，石书岭副区长对统计局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并对全区优秀统计分析单位进行了表彰。

5、加强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培训工作。据1980年崇文区计委在

要求加强统计力量的请示报告中表明：当时计委只有1人从事统

计工作，而且街道未设专职统计员。1988年统计局成立后，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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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兼职统计人员达300人左右，其中大专文化程度131人，占全区

-统计队伍的40％左右，这前后对比明显的变化，说明全区统计力

量的加强和统计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和长期不懈的业务培训工作

分不开的。

从198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市局要求各区、县统计机构和人

员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开始，区计委着手抓了职工教育工

作和统计人员培训工作。1983年统计科成立后，除按时完成市局

布置的各种定期报表和年报外，同年7月份开始组织统计学电视

讲座，培谢统计队伍，并聘请市财贸学院老师为学生辅导，全区

参加学习人数达四酉多人。1984年统计科继续组织这类培训，全

区范围的辅导课共上了120多课时，听课人数达9，300多人次。1986

年统计函授学院崇文区工作分站在各方支持配合下，为学员创造

了有利的学习条件。在参加哲学考试的198名学员中，及格人数

’182人，占总数的91．9％。1987年为提高统计人员素质，崇文区统

计科制定统计人员考核实施办法与标准，并结合职称评定工作对

全区事业单位的统计人员基本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使统计人员的

学习热情进一步提高。1988年一1990年统计工作全面恢复时期，

又先后两次培训统计人员175人，同时对不具备上岗条件的300余

人进行了上岗培训，并举办了第二轮统计专业函授大专班，共招

收学员270名，为全区培养一批具有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的统计

人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加快统计信息自动化建设，促进统计工作的全面开展。

随着统计事业的迅速发展，崇文区统计信息自动化工作也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1984年，区统计科配置了第一台微机，并首先

在家计调查工作中进行数据汇总。1987年增加到二台，人口抽样

工作开始使用微机汇总。1988年成立统计局后，商业年报、工业

年报开始使用机器汇总，并首次和市统计局商贸处实现了计算机

、联网，同时一些重大的调查项目，如：商业普查，全区职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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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调查也使用微机进行数据处理。1989年，劳动工资年报：
． 和基建年报也开始使用微机汇总。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开

始后，区统计局微机增加到五台，并配备三台打印机和一台“四

通"文字处理机，并成功地完成了崇文区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处

理工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崇文区统计工作正以新的面貌跨入

90年代。目前，全区统计人员已达990人左右，其中专职人员354

人，兼职人员645人。全部人员中持有统计人员上岗证的650人。

区统计局干部队伍也由1986年的6人发展到现在的26人，人员素

质也逐步加强。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和办公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各

种定期报表上报时间开始提前，报表内容更趋完整，质量不断提

高，并多次受到上级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嘉奖和表扬。通过全体统

计人员不懈努力，统计工作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社会地位

逐年提高。现在，全区统计人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围绕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纲，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以适应改革

彤势发展的需要，使全区统计工作更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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