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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川省统计志是详尽的记录、客观的叙述四川统计工作历史的一本新书。本

书记叙内容．分解放前后两部分：解放前从1875年英国在宜昌设海关，重庆为

口子，建立进出口贸易统计为起点写起。但因解放前的历史资料不多，保留下

来的更少，所以，写得较简单。1949午解放战争未息，实际上是从1950年西南

财委对市场物品价格进行调查升始。记叙统计机构，则是从1950年9月到12月

在川北、川西、川东、川南行署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立统计室开始写起。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置统计机构的时间上，在政府机构中较之其他机构的

建立还是比较早的。

本书解放后部分除总的记述外，主要是通过各个时期统计工作的发展变化

及其背菁来反映统计工作的运行轨迹，没有任何的评析，只是力求回顾四川四

十年统计工作，借以让人们读阅之后，有真实感，从哲理上得到启示，从历史

上引起联想，对未来起资鉴作用。

建立统计机构之后的统计工作，直到1989年这四十年，已有分章、节的叙

述，这里不再赘述，只从我担任十年局长接触到的前三十多年的一些事的感受

和在任职中的体会，讲点肤浅认识。

第一，统计是如实反映经济社会的工具，也是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还可

以说，它在不断地认识四川，又在不断地从诸多方面反映四川情况。因此，实

事求是最重要，多年的历史证明：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真实的情况，

真理始终会从实践中得到检验。

第二，统计重时效，重准确，并重全面和历史的分析。大包大揽，不如准

确及时，那怕是九次正确也抵偿不了一次趋势差错。准确就是生命力所在，及

时自然会出效益。

第三，统计也用于社会和科技，但主要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统计用于经

济就是为了认识经济的内在规律。及时地跟上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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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明经济运行的新韵点、新问题，预测未霖．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也只有

用统计分析经济，统计的作用才会乏大。 、

第四、统计人员思想敏捷、捉摸力强、习于推断。做好团结工作很重要。团

结，会对搞好统计工作产生力量，反之统计￡作搞不好。

第五，必须创造为统计工作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如办公室、宿舍、计算

机、印刷、交通、通讯等。统计工作上的困难不容易解决，只能有计划地一件

一件的办。切忌统计机构的撤销和合并．才能建成自动化信息系统。

四川统计志，它的前期在杨东翻同．￡主持下作了许多工作，进行资料查阅

整理。这本书是在省局志编领事小组领导下，由t呈利仁同志负责，组织各专业

和志编办公室的同志写出来的，他们查阅了全部资料、文件和一些记录，走访

了许多老同姜，查找了一些能资证的实物、图片，所有这些考『；是他们辛勤劳动

的结果。有了这本书，后来的人要查阅有关资料，想了解四川的统计工作方便

多了。

该书也难免有遗漏和记述不详之处，甚至会有处理不当的地方，万望谅解，

并请指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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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统计工作概述

中国统计源远流长，据考证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当时由于

赋税、徭役、征兵的需要，开始了人口、壮丁、土地、牲畜、财赋等统计。周

朝规定。帮中之版，土地之啬，以周之入出百物⋯⋯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

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之山村⋯ji之数，⋯⋯’’唐皇庭内设有司计、典计、掌

计等记数的诸官职。据此历史上有人概括为。肇于禹贡，备于周礼，推阐于秦

汉．至唐而盛。’’作为具有巴蜀古文化的四川，其统计也有悠久的历史，《四川

通志》有所记载。然而古代的计数、记数均未冠以统计之名。以名实相符的统

计，被称之谓近代统计，在四川则是自清朝才开始推行的。咸#九年(公元

1859)，清帝国创办。海关册’’。1875年英帝国在宜昌设立海关，重庆为子口，开

始建立进、出口贸易统计。到光绪32年(公元1906)，清廷宪政编查馆内设立

了统计局，以统率全国统计1二作。两年后，清廷的民政、陆军、邮电、农、工、

商等部门及大理院都先后设立了统计处．接受统计局的指导。清廷又规定各府、

厅、州、县均要设立统计处，在调查统计方面受统计局的指导。到清乇朝覆灭

前夕，即宣统年问，在其《宪政治：B馆奏摺》中提出：“⋯⋯臣馆遵设统计局奏

定办事章程，并由各部院分设统计处，各省分设调查局，搜集各种事项汇齐办

理，见以先后奏明成立，并据民政等衙门咨送表册到馆。⋯⋯”这年(1906)四

川都督府政务处设立了统计局，并制定了《统计通章》，其中第十三条规定：

“令各府、州、厅、县设置缔汁课⋯⋯。"统计局本身分科办理民政、财政、司

法、教育、军政、实业、交通、外交等统计，并有较详细之规定。但由于军事

动乱，社会秩序不安定，四川的统计工作并未走上轨道，清王朝即行覆灭。

民国2年(1913)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按其。废道改政”计划实行‘‘军

民分治”，从民国8年(1919)行防区制起到民国22年(1933)红军入川前，长

达15年四川战乱不止，地方势力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省级政汉的仅力难以行

使。在此环境中的统计工作也无法开展，统计机构名存实亡。民国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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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根据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国民政府设立中心计政机关(包括统计、

会计、岁计)，主计处遂行成立。到民国24年(1935)四川省政府改组，设民

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和秘书处，保安处。遵照省府合署办公组织通

则之规定，秘书处内设统计室，各厅设统计股，到民国25年(1936)1月秘书

处的统计室正式成立·接着各厅的统计股也陆续建成。李景清任统计室主任，使

统计工作逐步开展。
’

机构设置
’

●

省府统计室建立，．完全是仿照中央模式，即与综核室同时成立，设主任一

人兼管两室事务。其中统计室的职责为：1．主办全省统计资料的调查、整理、

保管及刊行事务；2．承主席、秘书长之命，办理统计人员的训练、考核、选调

等事务；3．指导各机关主办统计人员之业务活动。到民国27年(1938)5月综

核室撤销，统计室主任专办统计事务。依照省府合署办公细则规定，全省统计

行政与统计工作，都应该集中在统计室办理，为此还制定了《四川省各机关办

理统计规程》，统计室还拟订出：’《四川省政府统计行政及统计调查工作之统一

与集中办法》和《四川省各机关统计机构调整法》．分别经省府261次和272次

省务会议通过，并发往各机关遵照执行。虽有这些规定，但贯彻起来仍困难重

重，不仅省府统计室感到工作难以开展，各机关之统计机构也苦于繁重的查报，

难以应付。其根本原因是机构不健全，特别是县级统计机构未形成体系。

此时省府秘书处统计室对各厅、处的统计组织和统计人员作了如下记载：

(一)民政厅秘书室统计股原由秘书室第二股兼办，民国30年(1941)1月

开始由第四科第三股专办，设股长1人，科员2人，雇员1人。
’

(二)财政厅秘书室统计股始属于第三科，后改属第一科，民国26年

(1937)改由厅长办公室第一组兼办统计，民国27年(1938)6月，在秘书处下

设统计股，专办统计工作，设股长1人，科员5人，办事员1人，雇员4人。

(三)教育厅秘书室统计股始在秘书室内设员兼办，民国27年(1938)10

月改设统计研究委员会，设常任委员1人办理统计工作，民国28年(1939)5

月教育科学馆成立，统计工作由该馆第二组兼办，原有统计人员全部调入，由

该组主任指导监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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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厅秘书室统计股始在秘书室内设统计股，由股长1人，科员4人，

办事员1人组成。民国26年(1937)因举办农情报告增加人员，设股长1人，

科员15人，计算员30人。民国28年(1939)夏，农情报告工作归并于四川省

农业改进所办理，人员稍减，到民国30年(1941)2月设有股长1人，统计员

2人，科员、办事员8人。 ·

(五)保安处统计股始在第三科成立统计股，专办统计事项。民国26年

(1937)10月改属办公室，民国27年(1938)7月又改属第二科，同年10月再

改属办公室，民国29年(1 940)12月仍归第三科领导，设股长1人，科员5人，

办事员1人。 ．

除五个厅、处之外，省府直属单位和附属各机关也因实际需要或设统计科、

股，或由某部门兼办，如四川高等法院即设有统计科，审查发交各县政府填报

民刑案件的各种报表。四川省会监察局也设有统计股，负责填报各项报表，并

将各项有统计价值的资料逐日登记。另外，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也办理生命、疾

病等统计事项．四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编制社会经济概况和从事统计调查，四

川省公路局办理土地呈报统计和土地分类调查统计，四川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搞

长期市况调查。在这些单位都设有不同等级的统计机构或设一定数量的统计人

员负责办理统计工作。

民国29年(1940)8月，四川省政府奉行政院令筹设省府统计处，根据第

426次省务会议决议，改组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为省府统计处，于民国30年

(1941)4月1日正式成立，统计长仍由原国民政府主计处委任的代理统计长李

景清担任。

根据省政府统计处组织规程第四条之规定，统计处分设三科，一、二、三

科的科长分别由刘历策、刘儒、罗仲和担任。每科设科员5至10人，还规定需

要时得呈请聘任专员1至2人，又因助理计算编写等工作的需要，得设雇员15

至24人。
”

省政府统计处成立后拟订的内部机构设置及职责划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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