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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_L．

口

社会经济统计是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而I产生和发展的。古代奴隶

社会由于赋税、徭役、征兵的需要，就开始了对人口、财产和军事的计数

活动。大约产生于战国时代的著述《尚书》中的《禹贡》篇，把九州的土地

一一记录，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较早的一种统计。

秦汉以后，在历代的正史及官书里面，有关农田、户口、赋税、国事

等项统计数字，“史不绝书”，已把人口与生产统计视为强国之根本。但

这些统计资料仅散见于历代官书，虽有“统计”之实，而无“统计”之名。

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于宪政编查馆内始正式设统计局，而后全

国各地陆续建立了统计机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计事

业得到迅速发展。

盛世修志，这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当今正值国家政治上安定团结、

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大好时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编纂《吉林市

志·统计志》，这是统计事业的大事。这对吉林市统计事业的发展起到受

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作用o

本《统计志》作为专业志，它以政府统计事业发展为主线，根据“详

今略古”和“存真求实"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占用丰富翔实

的历史资料，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吉林市统计工作的历史、现状和发

展变化情况。全书共31万字，分6篇38章58节。包括概述、大事记、统

计机构、统计报表与指标体系、统计调查、统计建设、统计成果、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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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析等主要内容，此外并附录吉林市统计局重要文件索引、吉林市统计

学会章程和吉林市宏观经济主要指标。

本《统计志》是以述、记、志、图、表、录并用，不仅记述了吉林市统

计事业发展过程及其统计报表指标体系，对全面了解统计工作、研究

统计改革和统计建设具有重要使用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统计是社

会信息的重要方面，是反映经济的晴雨表。通过志书记述的大量统计

调查资料和数据，反映了吉林市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兴衰起伏，成功与

失误，为开发经济、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可资征信的史料。该志书具有资

料性强、著述性强、时代性强、地域性强、实用性强的特点。

修志是项浩繁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

分。虽然修志古已有之，但编修统计专业志还是首举。既无经验又无样

板，但经修志人员艰辛努力，终见端倪。本志由于受档案材料的局限，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历史资料被毁，因此对某个时期或某个

方面统计工作的记述，尚有疏漏之处，加之作者水平所限，舛误自所难

免，敬请有关部门及学者专家多提宝贵意见。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

市地方志办公室、市统计局有关科室和个人给修志工作大力协作和支

持，在此一并致谢。

吉林市《统计志》编纂委员会

1 992年10月



凡 例

凡 例

一、《吉林市志·统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存

真求实的原则，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统计工作为重点，实事求

是地记述吉林市统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时代特色，为求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吉林市志·统计志》记述时间，上限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下限至1985年。

三、《吉林市志·统计志》采用记、述、志、图、表、录体例。“以类系

事”，横排竖写，以志为主体，按篇、章、节、目的层次结构进行记述。在

有关章节中辅以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列

篇目外，还设6篇、38章、58节。

四、《吉林市志·统计志》纪年采用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

辛亥革命前，采用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辛亥革命后，一律

采用公元纪年。

五、《吉林市志·统计志》采用规范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文风

严谨，朴实简洁，通俗易懂。

六、《吉林市志·统计志》有关条目中记述的各时期经济与社会发



2 凡 例

展数据，采用历史资料当时的统计口径范围、计算方法。附录：“1949—

1985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数据，均以1985年吉林市行政划区为准

(包括永吉、舒兰、磐石、桦甸、蛟河五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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