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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是决策、管理的科学，是党、，国家和人民认识国

蝻i决定国策的重要依据。玉溪市(县)的统计工作，在

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与业

务建设，及时地，准确地完成了国家和地方的各项统计调

查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

．期，统计工作为各级党政领导提供了认识国情，国力，了

解经济发展状况，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大政方针，制定政

策，搞好计划管理的依据，并发挥了服务和监督的职能作

用。

我国统计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发展紧密相联的，也是与党和国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加强科学决策的要求分不开的。玉溪市的统计工

作，从无到有，从不系统到系统、周密、完备，再到现

代化科学管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统

计工作是随着社会主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家

计戈{】管理的加强而加强的。特剐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

期，统计工作更担负着繁难而艰巨的任务，工业、农业、

商业、文教，卫生和其他各条战线情况迅速变化，面貌

日新月异，信息剧增，都要统计工作准确及时地予以反

映，以便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玉溪市统计志》力图客观忠实地记述新中国建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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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来我市统计工作的发辰状况，探索统计工作发展竹

规律和经验，为今后统计工作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我，

认为这是编纂得较好的一部专业志书。我深信，《玉溪下

统计志》的编印，将鼓舞全市统计人员更好地尽忠职守；

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地完成统计任务，提高统计水平，充

分发挥服务和监督的职能作用，为我市的经济发展，为社

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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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统计是认识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社会主

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计监督

是统计的基本任务。 ÷ ‘，

．v
．1。

-4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经济管理的加强，玉溪市的统计工作也

从无到有，从零星分散到全谣统一，基本形成了全面、科

学的社会主义统计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不仅较好地完

成了国家各项调查统计任务，而且紧密围绕党委的中心工

作，积极搜集和整理大量统计资料，为党政领导研究和制

定政策，编制和检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尤其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计工作进入了兴旺发达的好时

期，较为充分地发挥了统计服务与监督的职能作用。．

玉溪市统计事业的发展，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三起

两落的曲折过程。 ，‘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戈fJ时期，面临大规模

：的经济建设，需要掌握很多基础情况，但国民党政权没有

留下什么系统资料，因而党政领导及时地建立健全了统计

机构，配备了统计人员，同时，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逐步建

立了各业统计制度，使其成为经常了解国民经济发展变化

豹重要手段，政府统计部门还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党对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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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搜集、整理了一些资料，开展专项调查和普查，为党委、

政府指导对私改造工作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重要资’

料，这一时期，全市的统计工作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太跃进期间，在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生产竞赛运动中，

上级统计部门提出为政治斗争生产斗争服务的口号，要求

政府统计部门承担当地党政领导需要的各项生产进度统计

任务。玉溪市统计局(科)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在高指

标，浮夸风的影响下，一些主要统计数字严重失实，统计

工作处于很不正常的状况，受到了较大的削弱。

，196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

强统计工作的决定》；为接受过去出现浮夸、隐瞒的教

训，党中央决定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统计系

统，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实行“一垂三统弦(即。垂直领．

导，各级统计部门的编制，干部和经费由国家统计系统统．

一管理，分级负责)。1963年3月国务院又发布了．：统计

工作试行条例》。通过认真贯彻文件精神，在思想，组．

织、业务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统计工作出现了第二

个兴旺时期。

“文化大革命一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

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一统计工作也不例外，机构被撤销，统

计力量大削减，正常的统计制度被破坏，很多统计资料残一

缺不金；统计工作受到第二次大削弱。 ， “‘

j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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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工作，玉溪市的统计工作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广大

统计人员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精神

’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政治方向，兢兢业业，辛勤工

作，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从本市、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

出发，改革统计方法，适应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需要，把

国家统计调查任务和地方党政领导，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的

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搜集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整理

和分析，提供了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玉溪市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十年改革的巨大成果，对各级领导

决策和指导工作，鼓舞广大群众的生产，工作热情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对各行各业的计划执行情况和宏观监测也起

到了一定的检查监督作用，使全市的统计事业出现了第三

·个兴旺发达的好时期。

38年来，玉溪市统计事业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紧密相联的，是坚决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使统计工作逐步走上法制轨道的结果，

是党委和政府加强经济管理，重视和支持统计工作，以及

全市统计干部坚持统计改革的结果。当前，随着现代化建

设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统计工作面临着各级党

政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要求量剧增，质量要求越

来越高与统计力量薄弱，统计法制不够健全，监督不力，技

术手段落后等方面的突出矛盾。为了充分发挥统计服务与

监督的职能作用，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时间是命令，准

确是生命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要深化统计改革，提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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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适应我市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r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述了玉溪市统计事业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建国后各个时

期工作的经验教训，这对玉溪市统计事业的承先启后，服

务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益的。 ．

’

㈠t 《玉溪市统计志》的编纂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

关怀，得到了市志办和地区统计处的指导和热情帮助，以

及全市统计人员的积极支持，为志书提供了宝贵意见和资

料。本志的完成是编纂组全体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晶。在此

谨向关怀、指导、帮助本志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 由于能力和水平的限制，错、漏难免，敬请给予指

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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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

一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

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记述的内容是建国后1950～1988年玉溪市统

。计事业曲折复杂的历史进{呈，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出现的新局面。

三、本志从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亨，横排纵写。

结构主要为章，节两个层次。全志分7章33节，共25万

字。

四，本志各章记述，除《大事记》为编年体外，其他

各章均采用以类系事，以时间为纬的记述方法。

五，文字记述，均用语体文，并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

化字。

六、表述体裁为志，记，图、表、录兼用的综合体

裁。

七、本志的公元纪年及数字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各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以历史资料的统计

范围、计算方法为准，以保持史料原貌。附录1952--一198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以1988年行政区划为

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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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地处滇中腹地、距省会昆明98公里。唐设县0

先后称温富州，新兴州、体纳县，民国初年改称玉溪，，搬j

沿至今。解放后为玉溪地、市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i一是

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总面积1004平、j争公

里。1988年末全市辖＆个乡、6个镇，60个办事处，13个

村公所，州城镇设8个街道办事处，7S1爷农业生产合．作

社。总人口31．15万人，其中城市人口5：12万入。民族I有

汉族，彝族、回族，白族、哈尼族，’傣族。‘’牡族等26种。’

少数民族人口37967人，占总人口的12：19％。：‘ {

玉溪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生态环境良好。农业生产

以精耕细作著称，盛产粮食、烤烟、油料、蔬菜、‘肥猪b

从五十年代开始，玉溪先后兴建水利i程1224件，成为全

国十个水利先进县之一。1988年粮食总产量达9928．7万公

斤，比1949年的4054万公斤增1．45倍，’烤烟质地优良，有

-“云烟之乡纾的美称，年产二千多万公斤，是全国主要产

区之一’油料优质高产，。低芥酸油菜产量屠垒省榜首，冬

早蔬菜运销北京，长春等十多个大中城市i。；’肥猪1988年

出栏10．6万头，比1952年增童．8倍。1988年j全市农业·总

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达9343万元，‘比1952年增加

8倍，ehl978年增91．4％(按可比价计算)：i，t。，I’一。

玉溪是昆明连接滇东南韵重要门户和交遍枢纽：。：楚滇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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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物资集散地，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全市经济获得了全

面飞跃的发展，工业发展更快。目前以“两烟’’、 “两

建"为特色，逐步建立起拥有食品、轻纺、化工，机械、

冶金为主的工业体系。1988年，全市烤烟总产量1272万公

斤，比1949年增长14．2倍，比1978年增长2．3倍，烤烟收

入4=427万元，按农业人口计人均175．4元，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提高。随着烤烟生产的发展，

玉溪卷烟厂适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更新改造原有主机，

较好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严格质量管理。1988年卷

烟产量达107．76万箱，比1978年增长2．9倍，产品畅销省

内外和远销国外。1988年全市村及村以上市属企业100个，

市属工业总产值2．45亿元，比1978年增8倍(按可比价计

算>，包括中央，省，地属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12．33亿

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和经济

效益多年来同步增长，外向型经济开始起步，销往国外的

产品已有40多种。
’

i：玉溪市农村是能工巧匠荟萃之地，被誉为“土木工程

之乡"一。，十年来，农村以“先搞建筑，再办建材， ‘两

建’配套，积累资金、提高效益、发展经济拶的方针为指

导，给玉溪“两建"为骨干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契

机。1988年，全市农村已有9个建筑公司，从业人员22580

人，他们遍及全省11个地州，48个市县，建筑业纯收入达

4195万元。建材有水泥、砖瓦，钢窗等企业118个，从业人

员4521入，建材工业总产值2652万元，收入37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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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两烟矽，“两建妒骨干产业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

发展。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7．39亿元，比1978年增·长

4．6倍．，lO年改革平均递增18．8％(按可忱价讳算，’j下同)，

超过了十-属三中全会前26年平均递增7．3％的速度。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5641元。t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的工农业总产

值13．27亿元，比1978年增长3．8倍，·剔除中央、省、地属

企业外，市属工农业总产值达3．38亿元，．比1978年增长

，2．06倍。lO年改革平均递增11二8％，比三中全会前26年递

增6．1％的速度快了将近一倍。一：。一 j： ，÷?，t。一

玉溪市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城乡

结合，二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成为新兴的开放城

市。 j．。 j’ ，，+：
’

i
j! 。。

玉溪市的统计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

展而发展。38年来，从开始建立，逐步向科学化、现代化

发展，组织机构涟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

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_．．， ， ： !’ ，。一1

． 一1949年前，玉溪县历任政府都没有设置政府综合统计

机构，只是根据资政的需要，各业务部门临时收集调查一

些有关的统计资料。 -’
． ，。、 ．；j 。．‘一’

㈡：据《云南行政实财致》载：玉溪县曾成立清丈处，民
国21年"-'23年(1932年"--'1934年)对全县耕地面积进行清

丈统计总计为202562亩，比原有面积增)／194318亩。这次清

丈统计较为准确，：后来多沿用此项材料。另据档册所载；

玉溪县教育部门对民国34年-'--37年(1945,'y1948年)·全县

受过高等教育，．高，初中的毕业、肄业男，女生人数进行

’8 ·



了调查。至于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统计资料，经查都

没有档案· ．一

‘

。，⋯1950年玉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即开展统计工作。

，1950年01952年征粮，土改工作期间，曾抽调各方力量，，

开展了一些统计调查工作，收集整理了人口、耕地的基础

资料和农民购买力等典型调查资料，为各级领导决策，制

定计划提供依据． ，

．．1953年全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社会主

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根据政务院1953年1月

≮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玉溪县统计

科(以下简称县统计科)于1953年3月成立，配备专职干

部3人。各业务主管部门和区，乡也逐渐配备专职和兼职

统计人员开展工作。县统计科针对当时干部少，又不具备

专业培训条件的情况，采取边工作边学习的办法，努力提

高统计干部的思想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1953---,1957年，

主要抓了以下工作。一、宣传贯彻统计工作要坚持实事求

是、艰苦奋斗的作风。统计干部在对待统计数字问题上，

要求如实反映情况，反对弄虚作假，在统计调查方法上，

坚持从实际出发，方法灵活多样。二．认真贯彻统计工作

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服务，为计划服务，为地

方党政机关服务的方针。县统计科坚持以农业统计调查为

主，结合农业生产和县委各时期的中心工作，认真完成国

家规定的定期报表，在布置报表或典型调查时，把上级和

县领导的要求，任务尽量统一起来，尽力满足县委、县政

府的需要。三，加强报表的集中统一管理。1953年结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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