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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党中央多次强调．发挥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批判继承旧方志的基础上。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修好地方志．在这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杭州市第一本统计

志编纂成书．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统计是伴随着生产活动和国家管理

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在社会经

济、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中得到非常广泛的运用，起着FI益重要的

作用．解放前．杭州市的统计工作极为薄弱。所遗留的史料寥寥无

几．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创

建了杭州市的社会主义统计工作，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推进了统计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

进程。为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统计信息，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展了重要的作用．在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

中．尽管遇到一些挫折。走过一些弯路，但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

的，有不少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可

靠的事实资料，记述了解放前后杭州市统计事业的发展及兴衰起伏

变化，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来统计工作的成就和经验．编

纂成《杭州统计志》一书．这本书的刊出，能有助于广大统计工作

者了解杭州市统计工作的历史及其曲折发展的历程．从中吸取经验

教训。探索工作规律性。加快改革步伐，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统计工作中作出更大的成绩．同时。也希望能有助于各级领

导和从事其它工作的同志进一步了解统计工作，更加关心统计工

作．促进统计事业的发展．

由于编者经验缺乏。水平有限，加上史实资料不多，疏失之处

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正． ． 缩 若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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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杭州统计志》是一本综合性的统计专志．全面、系统、

真实地记载了杭州市统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杭

州市自建国以来统计工作的发展和变化．

二、本书遵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侧重近代。的

原则。上限除。综述。部分追溯到1907年或更早外．其它均从杭州

市解放后开始记述：下限为1994年．部分重要史实记述到1995

年．

三、本书采用述、志、记、表，录诸体．分正文和附录两部

分。正文按条目式结构编纂．设。综述。、。统计组织机构。、。专业统

计?、。统计调查。、。统计管理’、。统计服务。、。统计监督、法制。、。统

计信息自动化。、。大事记。等九个条目．附录选辑了杭州市统计工作

的部分重要文件．全书约20万字． ．

四、历史上的区划名称。均按当时用法，。市4的概念以各个时

期行政区划为准．
‘

．

五、纪年一律使用公元，历史朝代及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

份．

六、本书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市图书馆、档案馆和杭州

市统计局档案室以及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提供．均经筛选，核实和

考证．资料翔实可靠．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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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述一、坏 迎

统计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

发展的．我国统计工作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发育于近代，中

兴于当代．现在．统计已是国家实行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的一项

重要基础工作．是各级领导和人民了解国情国力、决定国策、制

订计划的重要依据．在国家宏观控制和监督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 。

解放前一 ‘

．

‘

中国古代统计，始于商代(约前17世纪初至前ll世纪)，到

了周代(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已有全国规模的人口统计．杭

州建置于隋代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杭州的统计事业也随之萌

发．以人口、土地、田粮、赋税为主的统计史料。大量的散见于

宋、明、清等历代杭州志书中．南宋《乾道临安志》，是杭州最早

的志书．据该志载。隋废钱塘郡．割吴兴、吴郡之地，置杭州治．

时有15380户；唐代贞观年间(627—637年)，全州共有30571

户。153729入．这是杭州人口统计的最早的文字资料。也反映了

当时政府收入以户调为主。因此．户籍成为当时的基本册籍．至南

宋时期，人口统计已有主户和客户之划分．咸淳年问(1265一1274

年)，杭州人烟稠密。总人口达120 1余万．赋税统计，也从田赋扩

展到行业税收．据《浙江史地纪要》载。南宋初年。国库收入约四

千万缗。其大宗财源列为盐税、滔税、茶税和海关税四种．各项税

收所占比重。盐税占50％、酒税占36％_茶税占7％、海关税占

5％．这些统计资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京城杭州的社会经济之

繁荣．至明代．统计无论就其计量项目，还是在制度方法上．皆有

较大变化．人口统计有军户、民户、匠户．灶户(制盐户)之等

级：土地统计则有官田、民田、湖田、山地之类别。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建立十年一次的人口调查制度．据《成化杭州府志》

载。明初置户帖。命各府县以时清理境内户口。每十年撰造黄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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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更定而上于户部f至明成化八年(1472年)．杭州已共造黄册

九次．黄册所列。旧管新收 开除、实在’四项，为。四柱式’报告

册最初的发明．也是中国近代统计簿记格式的创始．延至清代，为

适应当时征赋的需要，人口统计有大小丁口、年龄性别之分。还增

加出生、死亡的调查项目．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杭州已有

分县乡民数和市民数之统计．这在当时全国来看也是少见的．清同

治三年(1864年)。设保甲巡防局．编查户口．有关水利、运输、

农作物种类的统计也开始进行．古代统计，虽有统计之实，却无统

计之名。而且．在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中．发展非常缓慢。也没有

形成系统的统计理论。统计工作仅处于萌芽状态．近代统计理论．

是1903年由国外传人中国的． ’

杭州的近代统计。发端于晚清．延续于民国。新生于解放．解

放前的近代统计．大致可分为晚清至民国前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这

两个阶段．
’

．．

晚清至民国前期(1907--1926年) ．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清廷预备立宪。决定将考

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于馆内设统计局．饬各省设立调查局，

并由各省督抚饬令司道及府州县各衙门添设统计处．据此。’浙省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中旬开办调查局，始设于杭城督院
。

署内。．不久，迁至藩署--I'1内．委候补道章樾为调查局总办，并制

订颁发办事细则．十一月下旬。浙省巡抚增韫札饬各司道克速组织

统计处．同年十二月，杭州府奉令设统计处，置编纂员、调查员、

书记员共7人j专司汇核全府法制和调查统计等事宜．统计处受调

查局指导．至清宜统元年(1909年)六月。杭府统辖的仁和、钱

塘、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新城(后改新登)、于潜、昌化等

九县，以及当时属绍兴府的萧山县、属严州府的桐庐、建德、淳安

三县均已陆续设立统计处，无一例外．自上而下形成。一贯之系

，统’．杭府及所辖各县统计处，以向筹备立宪提供有关统计资料为

主要任务，也对全府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一些初步的调

查统计．并对以前名称繁杂、册报参差的情况。采取。划一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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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统计、统一编制．宣统三年(19l 1年)九月．因革命运

动发展迅速，请廷面临崩溃。各地统计机构纷纷停办．致使宣统二，

年(1910年)开始进行的规模较大的人口调查。也因此提前草草

收场，统计数字失实者居多．此时。尽管官办统计机构昙花一现．

但不少业务部门的统计工作，如警务、海关、盐务、邮政等统计仍

在继续．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年)+1月．杭州府撤销．合

并仁和、钱塘两县为杭县，所辖范围小，仅在县总务科兼办一些统

计业务．规模大一些的农产、林产、矿产等实业调查。则由省有关

厅局直接派员进行．民国元年开始进行的人口清查，由于组织不

力。到民国9年(1920年)才公布统计资料．该统计数字是根据

海关、邮局、教会及警察厅的各种调查．取其折中之数而定．数据

质量自然可疑，但与清末的入口统计数相比，还是较贴近实际．总

之，民国前期(1912一1926年)。由于军阀割据．战事迭起，、社会

经济日趋萎退。整个统计工作，’虽有其名．却无其实．有关资料也

所剩无几． ．

‘

J'
●

· 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1949年4月)

这一时期。统计事业曾一度有所发展．

1、统计机构设置情况．民国16年(1927年)5月．’杭州正式

设市，市政厅总务科内设编纂股。汇编全市统计资料．同年．8月，

市政府增设工商科’(后改第四科)。负责全市社会事业、工商业及

户口、物价等调查统计工作．民国17年(1928年)9月。撤销总

务科。改设秘书处。其一股分管市政统计．第四科(即原工商科)

．改为社会科．．任吴俅为科长．办理有关社会及农工商业的调查统计

’工作。该科人员编制最多时，设科长、科员、事务员、调查员等达

12人．其他各科、局也配置兼职统计人员．国民党为实现所谓。超

然4主计。建立统领岁计、会计。统计。三计÷的主计制度。于民国

22年(1933年)颁布。地方行政机关统计组织暂行准则。．据此．

市政府于民国23年(1934年)4月成立统计委员会．作为向主计。

机构过渡的临时统计组织．并订定办事细则．统计委员会以参事为

委员长，各科科长为委员，设办事员6人．办事员由各科主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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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兼任．民国26年(1937年)12月至民国34年(1945年)8

月，杭州沦陷，国民党市政府撤离．日伪统治时期．统计范围甚

小．抗日战争结束后。民国35年(1946年)11月．国民党省委员

会通过。战后社会概况调查方案’．民国36年(1947年)6月，市

政府设立由市府秘书长和民政，社会、·地政、田粮，军事等五科及

财政、教育、工务、卫生、警察等五局的科、局长组成的调查委员

会．并设秘书1人、干事2人．民国35年(1946年)12月31

日。行政院770次会议修正通过。杭州市政府组织规程。．据。规

程’，市政府增设统计室．下置两股．一股办理社会资料统计；二

股办理土地、矿业、农林渔牧，工商交通财政t金融、物价及其他

有关经济材料之登记调查及审核编制等工作．统计室置统计主任1

人、佐理员4人、办事员2人，雇员1人．任金珧为统计主任．此

外，在警察局也专设统计员1人．民国36年(1947年)．12月，省

政府会议通过。县政府组织规程’．据此，萧山、余杭、杭县等一、

二等县设统计室。置统计主任；其他三、四、五等县则设统计员．

此时，虽设置了统计机构。规定了统计职能，但因国民党政府已处

于穷途末路。很少组织系统的统计调查。统计机构形似摆设．至

1948年初。市政府干脆撤销统计室。使国民党政府竭力推祟的所

谓。超然’主计，一蹶不振．

2，统计工作开展情况．国民党统治时期，杭州的统计工作曾

于三十年代左右活跃一时．此时的统计工作侧重于通过各类调查搜

集统计资料。自民国17年(1928年)起，相继在《市攻周刊》、

《市政月刊》和《市政季刊》等政府刊物中。专辟调查统计栏目．

率先公布的教育统计，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反映教育状况。对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私塾等进行较为详细的调查统计，并大多附有统计

图表．户口调查于民国16年(1927年)6月开始进行。至9月结

．束．采取拟订调查住户j铺户、公共处所、寺庙、．寄居外国人及编

钉门牌等方法．同时，在各区警署内添设户籍警，专司编制旬、月

报表和变动户口清册．工商科(后改社会科)自1928年起多次进

行社会经济调查，并持续数年编制出版《杭州市社会经济概要》。



其内容大致分农业、工业、商业、劳资纠纷、茧丝绸、户口、粮

食、社会病态、灾害和杂项等十大类．其中对茧市、茶市，米市等
杭州特种商业的调查统计较为详实．手工业调查统计也颇具特色。

统计项目分出口产品、出‘口数量、主要原料、出口税、进口税、工

人数、每日平均工资等．物价指数及生活费指数也开始编制．公务

统计也趋简化．但一次性调查仍依赖于省有关部门组织进行．民国

19年(1930年)11月开始。省设计会先后在建德、富阳等县进行

经济调查．、民国，21年(1932年)1月起迄次年7月。省经济所采

取直接和间接的方法。对杭州市社会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全面调查。

内容分lO类、79纲、249目．调查结果编为《杭州市经济调查》．

之后，其中大部分调查统计资料又汇编到《浙江实业志》中．此次

调查，虽得到市各有关机关团体及各业公会的支持，但由于不为社

会民众所重视，加之调查难度也相当大，不少调查材料的真实性受

到主观估计推测的影响，有的统计资料仅为转录照抄面已．另一次

较大规模的调查。是于民国36年(1947年)下半年进行的战后社

会概况调查．其内容分26类104种．除农工商、水利等项由市调

查，有关人文、教育、卫生、司法等项则由省调查．由于这次调查

省市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统一，调查时间又较短．更因为国民党政
权已摇摇欲堕。不少部门敷衍塞责现象严重，有的甚至故意捏造，

致使调查结果不准确，也很不完整．这些资料虽总汇编人民国37

年(1948年)7月出版的《浙江经济年监》．但其参考价值的含量

较低．尤其是所编的物价、职工生活费指数，由于所用商品种类

少。代表性差。调查时登录的价格已不能反映当时通货膨胀和物价

飞涨的真实变动情况．要据以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状

况，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旧社会统计资料或统计技术留下的遗

产甚少．
’

7

解放后——

新中国的成立，为统计工作的历史性巨变，奠定了坚实的社

会、经济基础．
’

杭州市统计工作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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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发展和国家计划管理工作的加强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四

十多年来，全市统计工作经历着一个从局部到全面、从分散到统

一、从不健全到逐步充实和健全的发展过程．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一1952年)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杭州市开始创建社会主义统计工作。

‘1950年7月，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立资料统

计科．当时．全国统计工作处在初创阶段，还未建立经常性的统计

工作制度，主要任务是收集本市有关财经方面的各项资料。进行统

计汇编；对工业、基本建设、商业等国营经济部门的统计工作进行

督促和联系．至于大量的私营工商企业和个体经济的统计工作．基

本上由市工商局和工商联承担．这一时期．在市委、市致府的领导

下。组织有关方面力量进行了一些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1950年4

月对国营、公私合营以及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矿企业进行统一的全

国普查(即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接着。同年又对全市工商业进

行大登记．1951年10月．对杭州市公营．公私合营工厂作了调

查．1952年10月进行了工农业总产值(当时称生产总值)和劳动

就业两项重要调查．同年还对杭州市私营十人以下、小型工业基本

情况和城镇个体手工业进行了调查．并先后建立了工商业、农业、

基本建设等统计报表制度，搜集和整理了一些必要的统计资料．这

些统计资料，反映了恢复时期国民经济的基本情况。为党和政府指

导与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和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重

要依据．从而。为全市统计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第·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一1957年)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

础，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国进行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杭州市统计工作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逐步得到加强．1953

年1月，在市财委内设立计划统计科．同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颁发了《关于充实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同年2月市政府

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决定》的指示。决定成立杭州市人民政府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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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t隶属市府并受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这一指示明确统计处

?为本市统计核算工作的领导机构。并负有对本市各部门统计工作

进行组织指导的责任’．同时具体规定：。本市所有工业、‘市政建

设、贸易、财政、文教、卫生、。农业和社会情况等基本统计工作．

均由本府统计处负责领导。以保证完成国家统计局所规定的各项任

务和向本府了解本市情况所需要的调查统计资料’．1953年10

月．市政府为加强本市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工作。经浙江省人民政府

批准．成立杭州市计划统计局．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人，增加到

32入。其中统计人员16人．并草拟了《全市统计工作纲要》。其

基本任务是：(1)整理人口、工商户、职工人数、资金、总产值、

营业款等基本资料；(2)贯彻中央和省颁发的各种定期统计报表制

度；(3)开展工商普查．·人口普查和手工业抽样调查：(4)建立

区：乡统计组织。培训在职统计干部．1954年在业务部门的协同

配合下，组织进行了各项专门调查工作．主要是公私合营工业、十

人以上私营工业、十人以下私营工业和个体工业调查，私营商业主

要行业调查，社会购买力调查，零售交易量调查．农作物面积、产

量调查，房屋建筑面积调查，基本建设劳动调查．工程技术人员调

查．人口增长率调查等．这些调查工作的完成．补充了定期报表的

不足。特别是进一步掌握了分散落后的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及

农业的基本情况资料。为全面安排计划和规划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的

改造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统计资料．1955年1月汇编了《1952年一

1954年杭州市财政经济情况统计资料》．同年7月．市人民委员会

决定设立杭州市统计局，配备了相应的统计干部．各业务部门和基

层企事业单位的统计机构及人员。也有了进一步加强与充实。初步

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政府统计系统，并开始贯彻国家统一制发的各项

统计报表制度和计算方法．建立了综合、工业、农业、基本建设、

交通运输、物资供应、贸易物价、财政金融、劳动工资和社会统计

等各项统计制度．初步制订了。杭州市制订及审批调查统计报表的

暂行办法。、。杭州市统一统计数字试行办法。、。杭州市索取与供应统

计资料办法’．并和各部门共同贯彻了。国营、合作社营及公私合营

二7一



工业企业变动情况报告及统计资料处理办法’、。基本建设单位异动

情况报告办法。及。私营工业变动情况定期报告。、。私营商业变动情

况定期报告’等制度，对制止乱发统计报表。统一统计数字的管理

起了重要作用．定期向各级党政领导提供观察经济动态。计划执行

情况、研究政策及采取措施等大量统计资料，并利用年报资料．“向

市党代会发布了。1955年本市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公报。。使统

计工作在管理国家、决定政策、编制和检查计划等方面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1956年1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精简统计报

表的报告》，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为了克服本市各机关工作中的官

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报表多乱现象。市统计局颂发了。杭州市精

简报表实施办法’．这一时期．市统计局还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规

模较大的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如1955年私营工业及个体手工业

重点行业调查。私营商业及饮食业普查，物资库存普查及职工调

查，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清产发息快速调查。同年4月开始建立

了职工家计调查．1957年进行了社会商品购买力调查。并完成了

国民收入的试算工作．较系统地整理汇编了《1949一1956年统计

历史资料》．初步加强了调查和统计分析工作．这些统计资料，为

各级党政领导和计划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

例关系、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现的过程，起了重要的参考作

用．

。一五1时期，市统计局前后召开了两次全市统计工作会议．

1955年6月召开了杭州市第一届统计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

和全省第四届统计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对过渡时期统计工

作的重要意义与作用的认识，统计报表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均有不同

程度提高．1956年4月召开了第二届全市统计工作会议。检查了

本市1955年的统计工作。确定了1 956年的统计任务，并批判了统

计工作的右倾保守和脱离实际的倾向。确定改变统计工作的落后状

况．在全国第五届统计工作总的方针鼓舞下，广大统计工作人员充

满信心，努力把全市统计工作做得多、快、好、省，为统计工作的

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同年11月，市统计局还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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