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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统计，是政府宏观调控与管理的重要方面，是监测经济、社会、科学技术

发展的指示器。是广大民众了解信息、运用信息、创业发展的重要窗口。衡

阳统计以其特有的功能，参与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衡阳的发

展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编纂衡阳首部《统计志》，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衡阳统计的过去和现

状，更好地促进统计事业的健康发展，对各级政府实施科学地决策与管理等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衡阳市统计局在编纂《衡阳市统计志》的过程中，坚持略古详今，实事求

是的原则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议的观点进行分析、编辑、整理，真实地记述了衡阳统计事业从无

到有的发展情况及机构多次撤建的背景原因，反映了衡阳统计事业的艰难

曲折历程，突出了统计在衡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部

集历史性、科学性、综合性为一体的著述。它是衡阳市统计事业发展的一项

新成果，填补了衡阳地方专业志书的一项空白，对建设和发展统计事业，继

承和发扬光大优良传统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有长期保存价值和使用价值，是

社会各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统计科研工作所必备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统计工作的地位和

作用将更加重要，统计的现代化建设将会出现广阔的前景，经过各级统计部

门和广大统计工作者的艰苦奋斗，衡阳统计工作一定会再创新的辉煌!

周克扬

2003年12月



凡 例

一、《衡阳市统计志》以记述衡阳境内统计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为主要内

容，在有关章节中辅以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

二、本志时间上限因事而异地追溯到统计事业在衡阳境内的起始发端，

下限至2003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1949年10月衡阳解放后，

尤其是1978年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衡阳统计事业的发展情况。

三、本志正文设篇、章、节、目，按横排竖写，以事分类，以时系事，事从类

出，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形式记述。并配以序言、凡

例、概述、大事记和附录。
、

’四、本志以记述政府统计部门为主，兼顾部门、行业、基层统计工作，力

求反映衡阳统计工作的全貌。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朝代纪年，并注明相应的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执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则照实

记录。

七、本志记述内容以统计史实为主，而在各历史时期形成的统计资料，

适当录用，概览历史经济状况。若查有不实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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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衡阳，因地处南岳衡山之南而得名。南岳七十二峰之首回雁峰座落市区。相传“北

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衡阳又有“雁城”之美称。

今衡阳市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河中游，地处东径111。32’1d’一113。26’32’，北纬26。

07’05”——27。28’24”，。东邻株洲市的株州县、攸县和安仁县；南界郴州市的永兴县和桂阳

县；西接永州市的祁阳县、东安县和邵阳市的邵东县；北连湘潭市的湘潭县和娄底市的双

峰县。南北长150公里，东西宽173公里，全市土地总面积为15310平方公里。

衡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与劳动生息。

其城池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年(954年，为公元年纪，下同)间。

衡阳，禹贡为荆州南境；春秋时属楚；秦时属长沙郡；汉初属长沙国，东汉时属荆州；

三国吴时分衡阳、湘东两郡，衡阳郡治于湘乡，湘东郡治于酃湖(今市郊酃湖乡)；晋初隶

湘州，旋复隶荆州；梁分湘广两州地，置衡州；隋始名衡阳县，置衡山郡；唐朝更衡山郡为

衡州郡；宋袭唐制，元朝分衡阳一部分另立新城县，属衡州路，明朝改为衡州府，属湖南布

政司；清乾隆21年(1747年)析衡阳之东南为清泉县，西北为衡阳县；民国始，衡阳、清泉

两县复并为一县，称衡阳县，隶属衡阳道尹；民国9年(1920年)，废道尹，衡阳县隶于省；

民国18年(1929年)，改县知事公署为县政府。民国30年(1941年)4月，经湖南省政府

196次常务会议决议“就衡阳县城十里以内地域，设衡阳市”；民国31年(1942年)成立衡

阳市；民国32年(1943年)衡阳县更名为衡阳市，隶属湖南省辖管理。

1949年10月8日，衡阳获得解放。同年10月12日成立衡阳专员公署，驻衡阳市，辖

衡阳市、衡阳县、衡山县、常宁县、耒阳县、攸县、茶陵县、安仁县和酃县。1950年1月，衡

阳市改为省辖市。1952年11月13日，衡阳专员公署与郴州、零陵专员公署合并，设湘南

行政公署，辖25个县。同年，衡阳市改由湘南行政公署领导。1954年6月，撤湘南行政

公署，置衡阳、郴州两专署。衡阳地区行政公署(以下简称衡阳地区)辖衡阳县、衡南县、

衡山县、常宁县、祁东县、祁阳县、零陵县、宁远县、道县、永明(今江永)县、东安县、江华县

等12个县。衡阳市复为省辖。1958年5月，衡阳市改由省和衡阳地区双重领导。1959

年12月，衡阳市改为衡阳地区代管。1981年1月，衡阳市复为省辖。1983年7月，衡阳

地区和衡阳市合并，称衡阳市，实行市带县体制。辖耒阳县、衡阳县、衡南县、衡山县、衡

东县、常宁县、祁东县等7个县及江东区、城南区、城北区、市郊区和南岳区5个区(2000

年，江东、城南、城北和市郊区分别更名为珠晖、雁峰、石鼓、蒸湘区)。1983年末，全市有

农村区公所59个；乡、镇433个，其中镇64个。全市总人口593．02万人，其中男性309．

73万人，女性283．29万人。1995年，农村实行撤区并乡建镇的机构调整，全市农村县辖

区公所全部撤销，乡、镇进行合并。到2002年末，全市有乡、镇185个，其中镇110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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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人口709．66万人。其中男性374．31万人，女性335．35万人。

衡阳境内的统计起源于古代。我们的祖先在衡阳境内居住与劳动生息时，为了自身

生活的需要，开始有了结绳等计数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进行统计活动的

是人口清查，逐步发展到社会经济统计。

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有户口和人数的简单统计。到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有

了工业、商业等统计。如清康熙初年(1662年)衡阳县有定额盐销量统计；清光绪22年

(1875年)常宁水口铅锌矿开办时有工人数量等统计。

民国时期，衡阳统计有所发展，在政府设立了统计机构，按照湖南省统一制定的公务

统计表式填报统计数字。公务统计报表分季节报表和年报表两种j涉及的范围较为广

泛，有农业、工业、交通、邮电、人口、职工人数、牙行、钱庄、物价、教育等内容。并开展了

一些专题调查和整理汇编统计资料。- 一

如民国6年(1917年)，有农家户数、田圃面积和从事农副业、手工业劳动的雇工人

数、待遇及矿产品与矿业职工人数及商会人数等统计报表。民国18年(1929年)，有分行

业的工场数量，营业资本和人数统计报表。民国21年(1932年)，有租佃制度统计报表，

分列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统计。民国24年(1935年)，有土地面积、土壤性质、人口、

农田亩数、职工人数、工场资本、商业；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牲畜、工业产品、钱庄、航

线(水运)等统计报表。民国25年(1936年)，开始填报农作物生产季报表，当年季报有

《夏季农作物生产表》。民国29年(1940年)，有宗教、学校数量、公路里程和车辆运输统

计表。民国31年(1942年)，有推广改良稻种和改良棉种种植统计表及干部培训、应征兵

额统计表。民国37年(1948年)，衡阳市向省里报送的公务统计报表有22个部分165个

报表。22个部分为：土地、人口、政治组织、农业、粮食、垦殖、水利、林业、渔业、畜牧、工

业、劳工、商业、合作事业、财政、县道、电信、教育、卫生、社会、救济、警卫等。165个统计

表分旬报、月报、季报和半年报共101个表，年报64个表。

在完成公务统计报表的同时，还开展了一些专题调查，主要有人El、耕地、农业物产

量等调查，并整理汇编了一些综合性统计资料。如《衡阳县经济概况》、《衡阳市政统计》、

《衡阳市政府统计简报》等。同时，还整理了一些统计资料编人上一级出版的刊物(或书)

中，如《中国实业志》中“湖南省”部分、《湘政统计》、《湖南省统计提要》、《湖南省地方统

计》等。

衡阳统计，在民国时期虽有所发展，但统计调查方法制度简单，资料零散，加之战乱

遗失，给我们留下的统计资料不多，部分统计数字也不够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当地党政的重视和支持下，衡阳的统计工作迅速发展，统

计机构不断加强，统计报表制度不断健全，统计资料分析、整理不断完善。虽然在“文化

大革命”时期统计工作受到严重破坏，但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计工作得到迅

速恢复和发展。解放50多年来，衡阳统计工作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

期，在此分别作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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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49年10月一1952年)

这一时期，衡阳地区和衡阳市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工业、

农业、财贸、基本建设等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计调查方案，对境内人口、土地、水利、

森林、工业、农业状况进行统计全面调查。

1950年j根据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布置，对境内的公营、公私合营及工业生产合

作社、工矿企业进行调查，亦称“第一次工业普查”。同时，向省上报了农作物产量、水利

建设情况统计表。1951年，向省上报的统计报表有基本建设和农业(国营农场部)、商业、

交通运输、工矿企业等统计报表。1952年，在完成统计报表的同时，对工农业产值进行调

查，城市手工业调查，劳动就业情况调查，承包企业基本情况和自营方式施工的建设单位

施工人数的调查等。

通过统计全面调查和专项调查，取得了全境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大量的统

计资料，为衡阳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依据，也为今后的统

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3年一1957年)

在这一时期，为适应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湖南省统计局的布置，以

加强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大力提高统计资料质量为中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统计工

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3年7月，湘南行政公署(后改称衡阳地区行政公署)在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计划

统计科，所辖衡阳市和各县都相应成立了统计机构。各业务主管部门亦在本系统内配备

了统计人员，并建立了正常的统计业务关系。从当年开始，全面实施国家和省统计局制

定的统计报表制度(包括统计表式、统计范围、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及统计标准)，填报工

业、农业、财贸、基本建设、劳动工资、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邮电等统计月报、季报和年

报。并开展了大量的重点和典型统计调查。如1953年第一次人El普查、私营工业及个

体手工业调查、公私合营及私营商业基本情况调查等。1954年进行私人手工业情况调

查、私人工业企业调查、黑色及有色金属库存调查、农村初级市场调查等。1955年对私营

商业、饮食业、物资库存、国营企业职工情况调查。1956年进行职工工资调查、公私合营

工业企业情况调查。1957年进行公私合营、合作及私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基本情况调

查、国营企业职工基本情况快速调查等。并编制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

划执行情况统计资料》。

这期间，衡阳的统计工作已逐步走上了正轨，比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衡阳人

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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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8年一1965年)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国家统计局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为生

产服务”，提倡“全民办统计”的方针。在此形势下，衡阳统计工作走着与全国大致相同的

曲折道路，批判统计系统保守主义、教条主义，提倡解放思想，片面强调统计工作为“政治

服务”、“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党政领导需要什么就统

计什么”。提倡“统计上山，隔山喊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反映“大跃进”的成果，增

加了大量统计报表和统计指标，统计报表不仅有年报、月报、旬报，还有统计日报，统计数

字浮夸虚报，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1959年，根据上级要求，衡阳境内统计工作掀起“更大跃进”的运动高潮，各级统计机

构认真贯彻当年5月和11月的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提“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加强

统计工作的党性”。此时，一些领导借12I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任意干预统计工作，篡

改、伪造统计数字，导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之风进一步盛行。

1960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统计工作由统计部门统一进行”等指示精神和

省统计局的安排，对统计工作实行统一归口。同时，认真贯彻省委关于反对“五多”(即会

议多、文件多、报表多、机关的人多、坐机关的时间多)的指示精神，开展清理统计报表，取

消不合理的报表，简化必要的报表，合并内容重复的报表，初步扭转了报表泛滥成灾的状

况。

1961年，在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衡阳境

内统计工作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根据当年8月份召开的整顿基层统计工作，加强

统计业务建设的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衡阳境内各级统计部门，对基层统计工作进行

了全面整顿。通过整顿，使“大跃进”时期普遍存在的统计纪律松驰，原始记录不全，统计

数字不实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1962年3月，国务院颁布《统计工作试行条例》，《条例》对统计工作的指导思想、性

质、任务、要求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各级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的职责与权利，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统计规章。同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出《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决定》对统计工作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统计工作中党

的领导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对统计工作实行“一垂三统”，即

“各级统计部门在业务工作方面受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各级统计部门的编制、干部和经

费，原则上由国家统计系统一管理”。衡阳地区及所辖衡阳市和各县统计机构认真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条例》和《决定》，统计工作的薄弱环节得到克服，统计骨干力量得到

充实，为建立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切实改进统计工作，提高统计工作质量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精简农村报表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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