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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素闻武进市经济繁荣，人文郁盛。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武

进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1991年跃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县(市)前列，1994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二十世纪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到了1．95万元，已初步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社会文明、政通人和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农村。与此同时，武进市的统计工作也取得显著的成绩，市统计局

在1996年、2000年连续两次获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可喜可贺。

“经济兴，则统计兴"，物质基础是做好统计工作的重要条件，这是毋

庸置疑的。而信息是科学决策的依据，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明于记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所以， “统计兴，

则经济兴"的道理，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因此，从一定程度上

讲，一部《武进统计志》，不仅描绘了武进统计工作者的奋斗历程，而且镌

镂了武进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建立的辉煌业绩，同时也记录了当地领导顺应潮

流、锐意开拓、重视统计、科学决策的时代风范。全志通贯古今，内容翔

实，诚“一业之全史’’。

全国统计工作的基础在县乡基层，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基层统计机

构虽然历经数次调整，但广大基层统计工作者都能在艰苦环境中，克服困

难，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保证了全国统计工作的有序进行和不断发展。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基层统计工作者通过自已的实践，为建立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计新体系作出了许多有益探索，积累了新鲜经

验。编写地方统计志，知往鉴来，有利于夯实统计工作的基础。武进市统计

局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令人欣慰。

值此为序之机，我谨向为我国统计事业的兴盛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广大基

层统计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开创我国统计工作的新

局面而共同奋斗!

国家统计局局长 私
2 0 0 1年8月9日



凡 例

1、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载武进市(

县)统计工作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2、本志结构按“横排门类，纵叙史实"的体例，一般设章、节、目三个

层次。目及细目区分为一、二、三⋯⋯，f一)、 (二)、 (三)⋯⋯，1．2．

3．······。

3、本志采用述、论、图、表、录并用体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4、本志记述区域，按现行(1999年)行政区划。1949年建国后几次划出

部分，其有关史实，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

5、本志上限因事而异，适当追溯。下限一般止于1999年，彩页、概述、

大事记及人物章、附录等下限适当延伸。根据“详今明古’’原则，着重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统计工作。

6、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使用朝代纪年，注明相应的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7、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在此之前，使用的计量单位，照实记载，必要时用括号注

明其换算值。

8、本志所列统计数据，均为当时执行的统计口径，如有换算另作说明。

9、本志统计数字，除习惯用语外，均用阿拉伯数字。

10、本志记述中的“武进县’’和“武进市’’等称谓，时间上以1995年8月

26日撤县建市为界；“县统计局"、“市统计局"等相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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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概 述

武进市位于江苏省南部，沪宁铁路中段，北枕长江，南濒太湖，环抱常州市区，素

有“渔米之乡”之称。全市现辖30个镇，总面积1582．4平方千米，总人口119．91万人，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233．92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18．7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211元。

武进历史悠久，早在5000年前，武进境内就有人类定居，劳动生息。历代武进儿女

以其智慧和勤劳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镌刻辉煌， 《武进统计志》将武进统计人的一份业

绩奉献于此，以诏告后人：统计活动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需要在总结中提高，在改革中发展。

(一)

史有统计，年代久远，武进统计史可追溯至唐代。据清光绪五年(1879年)《武进

阳湖县志》载，武进从唐朝开始，就有钱粮户口田赋等数据统计。晋太康至宋崇宁年

间，都是以郡(府、州)为单位统计，至元代始有武进县单独的人口统计数字。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记载常住户，晋陵县有35150户，257018人；武进县为

21728户，109010人。其他田赋、地租、贡品等也均有统计记载。

明洪武年间记载，武进县按田亩稽征夏税、秋粮、马草等。其中，洪武廿四年

(1391年)攒造黄册实征官民田地山滩塘荡等项计1124012亩，永乐十年(1412年)为

1505394亩。从宣德十年(1435年)至万历卅一年(1603年)，田亩数维持在1723333

亩。

清政府为了统治的需要，对人口、田亩的统计是很重视的。清顺治二年(1645

年)，武进县各则不等田地共一百七十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亩三分三厘四丝四忽九微

(1723357．33449亩)，其记载之详可见一斑。顺治六年，奉文对平田、沙田、高低

田、极高低田、山荡田进行过丈量。康熙初年，武进地界对上滩、中滩、下滩、四滩田

亩进行实际丈量，“统计各滩除以多抵少外，较原额真数多1439亩有奇，课银除以增抵

减外，较原额亏二两四钱五分三厘有奇。”雍正四年(1726年)奉文分县后，田亩均5

年丈量一次，乾隆元年(1736年)始，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光绪五年(1879

年)，武进、阳湖两县35个乡有平田1207839．98亩，沙田219098．81亩，高低田136654．93

亩，极高低田30179．97亩，山滩126698．80亩，上、中、下滩田18706．82亩，四滩田

16546．35亩，芦洲42537．005亩，桑枣、里社基地等6614．59亩，合计1804877．255亩。

我们的前人对统计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今人。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陈玉瑾纂《武

进县志》序中称： “钱粮户口，上关国课，下系民生，既载我朝定典，仍列前代，以便

核消长而稽损益。”提倡“一事物之微，实有关风化，使善者兴而不善者戒。”强调

“一树榆、百本徭、五十本葱、一畦韭不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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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国初年，武进县未设统计机构，但有人兼做统计工作，搜集整理有关统计

调查资料。民国14年(1925年)至18年，国民政府明确规定县府二科兼办统计事项。其

间，民国17年， 《武进工商调查录》载，民国16年武进县手工业共有44个行业，4743

户，职130908人，年销产品2634万元，。民国20年，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主计处，下设

统计局，负责办理统计事宜。据民国21年统计，武进全县有资本在4000元以上的棉织厂

18家，纱厂5家，面粉厂1家；资本在2000元以上的机器厂16家；有梳蓖作坊50余家，年

产木梳25万把，蓖箕30万张。根据民国21年《统计法》及随后的《统计法实施细则》，

武进于民国37年设立统计室，专司统计职能。当年印有《武进统计》资料一册。时县长

骆东藩在前言中称， “县政设施至为繁赜，必须分门别类先之以调查，继之以统计，后

根据此项统计，加以分析比较始能明了其实际概况。”

(二)

民国38年(1949年)4月23日，武进县解放，百废待兴，人民新政权需要掌握和了

解各方面情况，统计工作相应摆上位置。建国初，有关数据由县府秘书室负责搜集整

理。1949年10月，武进县人民政府由秘书室编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统计资料”，时

县长俞遁章亲自为“统计资料一写编后，称。秘书室把各科局的资料汇总起来⋯⋯对了

解五个月的工作有帮助。”1953年，武进县人民政府统计科正式成立，标志着人民政权

统计工作的正式起动。自此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武进县的统计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

的发展历程。

第一，统计的地位在机构变动中逐步确立

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名称和归属在“文化大革命”前有过多次调整。1954年底，

县政府统计科更名为。计划统计科”．经过近两年的运转，于1956年10月，计划统计科

分设为“计划科”和。统计科”。时隔一年，县统计科在1957年11月撤销，统计职能并

入县经济委员会。1957年时，全县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8亿元(当年价)，与此相适

应，县级统计机构没有单设。1958年进入“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都想大干快上。是

年，武进县和常州市联合召开庆祝夏熟丰收和争取秋熟丰收誓师大会，会上“打擂比

武”，竞夸海口：搿亩产万斤一。这一时期，一方面统计的职能作用突现，统计工作人

员日夜轮班，特设一部专线电话向各乡催生产进度报表，每天一期上报；另一方面，受

浮夸、冒进等“左”倾错误影响，任意修改、主观臆定统计数字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

统计数字严重失实。1959年，县强化经济工作的计划性，随县经济委员会的撤消，统计

职能划归计委。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发布，县人民

委员会在年底作出决定，单独设置统计机构，建立“武进县人民委员会统计科”。“大

跃进”以来的统计数据在这一年基本调整到位。1964年，改统计科为统计局，武进统计

作为一个独立工作部门的地位至此已基本确立。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计机构与其他

相关机构一样，其职能统由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行使，同该机构的地位没有直接关

系。

第二，统计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中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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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县每年都要召开统计工作会议，有的年份如1953年、1956年要开2～3

次，会议主要是贯彻执行省统计机构布置的各类统计年、定报任务；组织统计人员学习

国家和江苏省有关统计工作的各项制度规定，特别是统计报表、指标涵义、搜集和填报

资料的方法等业务知识。五六十年代，武进县以农业生产为主，统计调查主要按照全

国、全省的统一部署组织实施，还组织一些地方性小型普查和专项调查。

根据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统计工作的重要性逐步显现。1953年初，县政府统计科

配备统计人员5名。到1956年，进一步加强基层统计工作，在区、乡镇全部成立统计小

组，并明确兼职统计人员。

及时有效地提供统计资料是建国初期统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继1949年编印武进

县第一份统计资料以后，1953年8月开始，分年编印全县基本情况统计资料。1956年，

县党政领导为及时掌握农村合作化情况，要求将“农业合作化简速月报”改为旬报。这

是依靠统计机构提供的信息指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例证。

1962年年底成立武进县人民委员会统计科后，统计工作进一步受到重视。1963年

末，以武进县人民委员会名义召开农业年报会议，贯彻《统计工作试行条例》，县委书

记钱梦梧到会讲话，这是建国以来史料记载中首次由政府召开的统计工作会议。半年以

后，1964年6月1日，武进县人民委员会统计科更名为“武进县人民委员会统计局”。武

进的统计工作基本定型。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统计机构撤消，人员下放，统计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三)

1976年lO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统计事业进入顺利发展阶段， 统计工作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

第一，不断加强统计工作的力量

1981年4月3日，县革命委员会决定，重建县统计局。同年6月，启用“武进县统计

局”印章。9月，江苏省编制委员会发文核定武进县统计局编制14人。1984年，县政府

办公室转发县统计局《关于在机构改革中保持统计队伍稳定统计工作正常进行的报

告》，同年5月，县政府发出《关于设置区、乡、镇专职统计员的通知》。县统计局相应

制定《区、乡镇专职统计人员的职责和评比办法》及《武进县统计局岗位责任制和考核

奖惩办法》。1995年7月，撤县建市，武进市政府对统计工作高度重视，1997年的党政

机构改革，统计局行政编制增加N20个。乡镇政府中仍单独设置统计机构，专职统计人

员按照经济规模配置。2000年时，乡镇统计机构普遍配备3～5名专职统计人员，湖塘镇

专职统计人员达N7名。

在加强统计人员配置的同时，市(县)人民政府在统计事业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

1987年统计事业经费上划时，统计局人员编制19人，年拨事业费4．5万元，人年均0．24万

元，1999年，统计局人员编制20人，年拨事业费9．28万元，人年均0．46万元。实际

1999年行政事业等经费总开支计达155．89万元，缺口部分均是由市(县)人民政府给予

补足。特别是1995年以来的统计信息工程建设，累计投入资金高达200余万元，均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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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财政拨款。经费的落实，有效保障了武进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订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简称《统计

法》)，是全国统计工作走向法治的大事。1983年底《统计法》颁布当月，县统计局在

县各种统计年报会议上宣讲《统计法》，听讲人数达730名。1986年，县统计局发出

《关于对剑湖乡上报1985年工业总产值数字检查核实情况的报告》。就该乡虚报产值问

题，建议对直接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这是武进县(市)统计机关在《统计法》颁布以

来首次作出的统计行政处罚意见。

1988年，统计局设置首批统计检查员。90年代开始，每年都要进行以贯彻执行《统

计法》为主要内容的统计法制教育。此期间，完成“二五”统计普法和“三五’’统计普

法教育，对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者和统计干部进行了数次统计法制轮训或函授培

训。在统计数据质量检查方面，初期的检查，主要是核实数据，处罚还不是主要的手

段。执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违反《统计法》的主要表现是相互攀比、行政干预导致虚

报产值；1992年以后开始在乡镇企业中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1994年全面推开乡

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之后，改制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同企业利益相联系，企业违反

《统计法》的主要表现是通过以物易物、现金交易、到外地开票等方法瞒报销售收入。

为加强对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武进市编制委员会于1997年批准，将市统计局“基层统

计科”更名为“武进市统计检查所”，配全民事业编制8名，经费由市财政列支。自建立

“武进市统计检查所”以后，统计局有了检查贯彻执行《统计法》情况的职能机构，全

市有了一支查办统计违法案件的专门队伍。这支队伍在确保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统计数

据基本符合客观实际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1996年5月， 《统计法》重新修订并颁布，统计执法程序等更趋完善。全市统计检

查员由原来3名增加到76名。从1998年开始，按照常州市统计局关于开展统计监审的要

求，每年度制定监审计划，由武进市统计局按季度向有关单位或企业下达统计监审通知

书。在统计监审中发现有违反《统计法》的行为，便报请立案查处。自检查所成立以

来，每年检查40％左右乡镇和部门，检查的企业每年超过100家。统计机关在树立“法

威一中进一步建立起了统计权威。

第三，组织实施统计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

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武进统计改革主要围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展开，

突出的主题是把统计局建设成本地区经济社会信息主体和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武进统计

改革从制度方法到领导管理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主要是实行四个转变：从单纯的统

计业务型向统计行政管理型转变；从“封闭式’’的主要为计划经济服务向“开放式”的

主要为市场经济服务转变；从单纯的数字统计型向经济核算型转变；从反映经济的滞后

型向预测经济的超前型转变。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后，统计一方面努力做好经

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工作，另一方面，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统

计自身的“两个根本性转变”。逐步形成武进的特色，主要取得以下各项成果：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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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技兴统的观点，实施带动战略，在统计手段现代化上求突破。1986年7月，武

进县级机关第一台M24微机在统计局正式投入使用；1994年5月，武进第一家电脑培训

中心在统计局成立；1998年，政府部门计算机局域网在统计局率先开通。至《武进统计

志》成稿时，武进统计广域网已运行两年，市、镇两级政府统计人员全部用电脑处理和

传输统计数据。由于计算机在统计领域的广泛应用，统计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坚持创新的观点，勇于实践，在统计制度方法改革上求突破。1984年9月，全国统计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大办“开放式”统计、实行“五个转变”为核心内容的统计改革的

指导方针。1992年，国家统计局强调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重要思

想武器，并于1993年具体提出改革旧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改革旧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武

进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探索统计制度方法改革，首先是80年代末试行农产量抽样调查

制度，吸收外地经验，充分利用国家调查点的基础，将国家级调查同地方性调查有机地

结合起来，建起县一级的调查点，江苏省统计局给予充分肯定。1993年，在乡镇推广农

产量抽样调查，早于全省两年实行乡乡以测定产，并在常州地区推广。为了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新形势，1997年，参照外地的做法，对小型工业企业、特别是个体私营工业

企业试行“统计到村，分析到厂”的统计方法，并在小河镇试点后，在全市范围推开。

武进是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改革开放后，靠层层上报的方法抓全抓实统计数据难

度越来越大。1998年，经过充分准备，于5月份开始，对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工业

企业进行抽样调查。1998年，针对多年来统计年、定报数据的差异问题，统计局大胆冲

破年报制度的束缚，论证了用12月份的工业月报数代替年报数的可行性。1999年，在贯

彻朱镕基总理关于统计工作“快、精、准”方针中，将月报代年报的研究结果向政府作

了汇报，政府给予了肯定。统计局于6月发出《关于工业统计年、定报数据定案方法的通

知》，从当年统计年报时实施。实施结果证实，不但大大提高了年报工作效率，更重要

的是强化了月度统计的精确性。

坚持服务的观点，突出抓好分析，在统计监测评价上求突破。从1964年开始，30多

年间，统计局先后编印《1949～1958武进县十年历史资料》、《1949～1963武进县

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49"一1983武进在前进》、《1949"一1988武进四十年》、

《1949""1998武进五十年》等重要统计资料书。从1984年开始，每年编印．《武进统计年

鉴》。1994年，中共武进县委提出加速现代化建设，统计局组织编写《现代化指南》一

书，分发各乡镇。历次全国性普查，基本都有资料汇编。建国后，共编印成书20余种3

万余册。在统计分析方面，从1955年写简单的数据说明，到1979年系统编写计划经济情

况简报，以后发展到将统计分析列入统计人员履行统计岗位职责的重要内容。从1981年

开始，每年给统计人员下达撰写统计分析的任务，并列入考核。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

开始重视统计预警预测，并加强了对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评价。1996年1月，市政府根

据统计局研究制订的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专门发了文件，从此统计局分

月、季、年公布分乡镇、市属工业系统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评价结果。

在重视统计分析的同时，统计研究工作相应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989年11月，武

进县统计学会成立，每年开展大的活动至少一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升统计人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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