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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人口与计划生育志》经过十余年的编纂，终于出版了。它是第一部系

统地记述我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历史和现状的志书，也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这是件值得庆贺的好事。

苏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

上辛勤劳作、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史。历代编修的关于苏州的志书卷

帙浩繁，尤多传世名志，如唐代陆广微的《吴地志》、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明

代卢熊的《苏州府志》、清代同治年间所修《苏州府志》，以及民国时期所修《吴

县志》等。这些方志记载了苏州的历史文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

人认识历史提供了便利。但是，综观苏州的各类志书，无一为人口而作，因此编

纂《苏州人口与计划生育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该志的出版填补了苏州志

书系统中的一个空白，对我们全面了解苏州的历史与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苏州人口与计划生育志》成书于90年代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口

观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二是人类自身

的再生产，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故一国一地的兴衰，亦可从其物质生产、

人类之自身的再生产两个方面观察。纵观苏卅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

史，苏州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使苏州逐步

走上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英

明领导下，古老的苏州焕发了勃勃生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深刻变

化，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苏州的经济突飞猛进，各条战线硕果累累，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苏州成为首批对外开放城市，跻身于国内经济

发达地区的行列。这些成绩的取得是苏州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艰苦奋斗的

结果，同时也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分不开。自70年代全面

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以来，苏州人El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较快地进

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尤其是90年代以

来，我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全市人口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

苏州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被专家、
1



学者誉为“现代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苏州市

及所辖六市(县)先后被国务院、国家人事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

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的称号。因此，对苏州人口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对建国

以来苏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作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与叙述，反映历史，总结经

验，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有了可能，《苏州人口与计划生育志》由此应运而生。

《苏州人El与计划生育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正如书名所示，它由人口

与计划生育两部分组成。人口资料与计划生育工作资料的起始时间分别为西

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1956年，均讫于1990年。记述方式为纵横结合。纵

向写古代至当代，系统地反映苏州人口的发展变化，对我市的人口变化、人口

分布、性别构成、职业情况、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医疗卫生，以及人口与经济环

境、资源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记述和科学的分析；横向记述各县人口与苏

州城区人口变迁情况，并按专题记述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

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计划生育科学管理、计划生育的科学技术研究等内容，从

各个方面反映了苏州计划生育工作的面貌以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

此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在全面搜集整理人口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侧重

记述了建国以来我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情况，并将本市人口状况与全国和江

苏省的人口状况做了比较分析，使本志富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编纂

者按史志编写的要求，在对大量资料进行反复筛选的基础上，以述、志、图、表、

录的形式编纂成书。该志既有历史情况的记述和实际问题的分析，又有理论的

阐述，融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一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

鉴古观今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我

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人口结构，使人口状况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环境保

护相适应，为苏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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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事求是地较详细记述苏州人

口与计划生育的历史和现状，为党政部门、学术研究单位和从事实际工作者提供资料，为

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原则。上限适当追溯(计划生育记自1956年)，下限为1990年

(大事记、附录涉及重要内容的延伸至1994年)。

三、本志中的“苏州”既含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苏州定名时的辖县，也含今苏州

市的辖县。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古代、近代按1949年初的行政区域，包括吴县(今苏州市

区)、昆山、常熟、吴江、太仓五县；当代包括张家港市。

五、本志以述、志、图、表、录为表现形式，纵写历史，横排门类、按类记事。全书设上编

与下编，分别记人口与计划生育两大内容。上编分三卷，卷下设章、节、目等层次；下编不设

卷，相当于第四卷，其下直接设章、节、目等。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般以国号、年号纪年(为记述方便，有时也用

公元纪年，特别是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中数字的用法按现行规定。表格中某些小数据，如果该表统一取小数点后一

位，而该数字小于0．1；如果该表统一取小数点后两位，而该数字小于0．01，那么这个小数

据以“⋯”代之。

八、度量衡按当时所用计量单位计量。

九、关于历代户口数或人丁数，由于从唐代开始有县户口记载，且多数年份缺载，故

本志以辖县数均分，求出各县户口数或人丁数，然后得出今苏州地域内各辖县当时的户口

数。又鉴于历代全国各府户口与总人口比例有很大差异，故采用本府上下年度和第二行政

机构数比例计算出人口数，或采用全国户、口比例换算。

十、本志资料来源，古代和近代选用《苏州府志》及各县县志，并与历代正史地理志核

实。古籍不同版本中一个年度有不同数据时，本志采用其中一个数据，必要时注明另一个

数据。当代人口、经济数据一律以苏州市统计局编制的《汇编》、《年鉴》及档案资料，按

1983年辖县调整后1989年的行政区划数据。

十一、本志中所用资料一律以文字记载为准，包括油印本、个人珍藏的笔记等。一般

不注明出处。志书最后列出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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