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篇 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一章 人 口

第一节 人口数量与分布

人口数量

1995 年银海区全区总人口 13.2 万，其中农业人口 10.96 万，非农业人口 2.24 万。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总人口（包括外出人口，不包括外来人口）12.55 万人；普查登

记人口（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14.12 万，其中农业人口 11.67 万，非农业人口 2.45

万。

1995~2002 年银海区人口情况表

单位:人

年 度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总人口 132000 134300 137900 139200 140800 141200 145800 146900

非哝业人口 22400 22800 24100 23800 23300 24500 25200 25700

农业人口 109600 111500 113800 115400 117500 116700 120600 121200

人口分布

银海区全区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渔村。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 5 个镇的总人口分别

为：福成镇 7.57 万人，高德镇 1.27 万人，西塘镇 2.46 万人，咸田镇 1.09 万人，侨港镇 1.73

万人。福成镇占全区普查登记总人口的 53.61%。全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334 人，其中福

成镇 281 人，高德镇 222 人，西塘镇 396 人，咸田镇 515 人，侨港镇 8650 人。

第二节 人 口 构 成

性别构成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银海区全区普查登记总人口 14.12 万（包括外来人口，不包

括外出人口），其中男性人口 7.45 万，女性人口 6.67 万，性别比为 111.70。性别比逐年增大，

主要是人们“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没有根除，竞相生育男孩，使性别比失调。

1995~2002 年银海区人口性别构成及性别比例情况表

年 度
总人口 性别比

合 计 男 女 (女=100)

1995 132000 68600 63400 108.2

1996 134300 69900 64400 108.5



年 度
总人口 性别比

合 计 男 女 (女=100)

1997 137900 70900 67000 105.8

1998 139200 71200 68000 104.7

1999 140800 72300 68500 105.5

2000 141200 74500 66700 111.7

2001 145800 76900 68900 111.6

2002 146900 78100 68800 113.5

年龄构成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0~14 岁的人口 40109 人，占普查登记人口的 28.41%；

15~64 岁的人口 91584 人，占普查登记人口的 64.86%；65 岁以上的人口 9455 人，占普查登记

人口的 6.70%。

2000 年银海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状况表

单位:人

年龄别 小计 男 女

0 岁 1692 953 739

1~4 岁 6895 3861 3034

5~9 岁 13303 7173 6130

10~14 岁 18219 9541 8678

15~19 岁 13122 7204 5918

20~24 岁 11735 6333 5402

25~29 岁 12575 6480 6095

30~34 岁 13584 7026 6558

35~39 岁 11801 6239 5562

40~44 岁 8004 4335 3669

45~49 岁 6603 3436 3157

50~54 岁 5526 2936 2590

55~59 岁 4511 2402 2109

60~64 岁 4133 2184 1949

65~69 岁 3221 1659 1562

70~74 岁 2486 1234 1252

75~79 岁 1712 800 912

80~84 岁 1126 454 672

85~89 岁 621 246 375

90~94 岁 216 76 140

95~99 岁 66 22 44

100 岁以上 7 3 4



文化构成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记，6岁及以上人口为 130300 人，其中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占

6岁及以上人口比率为：大专以上（包括大学肄业和在校生）1500 人，占 1.15%；高中 13200

人，占 10.13%；初中 48400 人，占 37.15%；小学 53100 人，占 40.75%；扫盲班 700 人，占 0.54%；

未上过学 13400 人，占 10.28%。

行业职业构成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记，银海区在业人口 7.49 万，占总人口 14.12 万的 53.05%。

2000 年银海区在业人口行业构成表

行 业 类 别
在 业

人 口
行 业 类 别

在业

人口

农林牧渔业 54460 房地产业 210

采掘业 670 社会服务业 2140

制造业 4970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46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90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1650

建筑业 590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0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10 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760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1970 其他行业 640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6060 合 计 74900

金融、保险业 110

2000 年银海区在业人口职业构成表

行 业 类 别

在业

人口

合计

国家机关、党政

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

员

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农林牧渔水

利业生产人

员

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74900 690 2550 78 10320 54630 5870 762

第三节 人口变动

自然变动

随着计划生育的逐步普及，银海区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渐渐转向低出生、

低死亡、低自然增长。



1995~2002 年银海区人口自然变动情表

单位:人

年度 出生人数 出生率(‰) 死亡人数 死亡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1995 1362 10.73 508 4.00 6.73

1996 1152 9.19 542 4.32 4.86

1997 1107 8.91 402 3.24 5.67

1998 1106 8.9 491 3.95 4.95

1999 980 7.84 390 3.12 4.72

2000 1079 8.55 426 3.38 5.17

2001 1029 8.12 402 3.17 4.95

2002 931 7.38 361 2.86 4.52

机械变动

历年都有外省或外县（区）的人口迁入银海区。主要属工作调动、大中专毕业分配、企事

业招工、军人转业退伍和通婚、退休退职和移民等。银海区人口迁出原因主要有招工、工作调

动、考取大中专院校、通婚、离退休返回原籍等。

1995~2002 年银海区人口迁移表

单位:人

年份 迁入数 迁出数 净迁移

1995 721 613 108

1996 681 524 157

1997 818 543 275

1998 732 519 213

1999 812 688 124

2000 758 518 240

2001 813 627 186

2002 839 670 169

第二章 计划生育

1984 年，郊区政府恢复成立。设计划生育办公室，配专职计生工作人员 4人，负责高德、

西塘、咸田 3个乡和涠洲、地角、新港 3个镇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各乡镇设计生专干 1

人。是年，郊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刚刚起步，全区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 32.54‰和

23.5‰。而此时期区委、区政府领导的精力基本上都放在计生工作上。每年春秋两季都开展声

势浩大的计生大清理突击月活动，几乎动用全体机关干部，集中所有车辆，大搞人海战术，组



成区镇二级计生工作队，深入到各镇各村，逐家逐户查找计生工作对象，苦口婆心地做其思想

工作，落实计生“四项手术”（结扎、放环等）和催收计生罚款。

1989 年 1 月，广西首部计生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以下称《广西计

生条例》）正式实施，从此，计划生育工作管理上把经常性工作与突击月活动结合起来。进入

21 世纪以后，银海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至 2002 年，银海区人口出生率为

7.38‰。自然增长率为 4.52‰，持续保持低生育水平。

第一节 机 构

1984 年 9 月北海市郊区恢复成立前，北海市银海区（郊区）境内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北海

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1984 年 9 月设置郊区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4名。1988

年 6 月郊区计划生育办公室更名为郊区计划生育委员会，配备专职计生干部 4 人。1993 年 5

月成立郊区计生稽查队，配备队员 9 人，由郊区计生委直接管理。1995 年初，撤销郊区，成

立银海区。设银海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定编 7人，实有工作人员 7人。原郊区计生稽查队更名

为银海区计生稽查队。1997 年 12 月，设银海区计划生育服务站（临时事业机构），配备工作

人员 4名。1998 年 12 月银海区计生稽查队撤销。2002 年 1 月，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区计

划生育局，定编 4 人，实有工作人员 7人。同年 12 月，区计生服务站撤销，其相关职能并入

区计生局。镇级设立计划生育服务所（管理站），各村（居）委会配备有专职计生专干，村（居）

民小组配备有人口管理员。区、镇、村（居）三级均建立有计划生育协会。2002 年末，区、

镇、村三级专职计生工作人员 87 人，其中区 7人，镇 33 人，村 47 人。村（居）民小组人口

管理员 640 人。

银海区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现场

历任银海区（郊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局（计生委、计生办）局长（主任）：唐耀彩、曾文

声、陈美英、唐德华、杨明凤、江波。



第二节 宣 传 教 育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和中期，计生宣传教育工作重点是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

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和各个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

提倡“每对夫妇不超过两个孩子”，动员已有两个以上孩子的育龄妇女进行放环或结扎。1989

年 1 月，广西首部地方计生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简称《广西计生条例》）实

施始至整个 90 年代，计生宣传教育工作重点是围绕宣传《广西计生条例》来开展，宣传“准

生一胎、控制二胎、杜绝多胎”和“一孩要放环、二孩要结扎、多孩结扎加罚款”等计生政策。

同时，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教育，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人口形势、优生

优育、避孕节育等科知识和婚育新风，提倡“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后传人”等婚育新风

尚。80 年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区、镇、村三级的计生宣传教育工作曾一度结合计划生育“大

理”、“大突击”行动，将清理出来的未有兑现计生政策的计生对象强行集中在各级人学校办学

习班，办班时间少则 1天，多则 3天以上，直至兑现计生政策。对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等科学知

识和婚育新风的宣传，主要利用区、镇、村（居）三级人口与计生基础知识教育学校集中办班

来宣传。办班培训的对象是已婚育龄群众。按青春期、新婚期、孕产期、育儿期、老年期 4

个生长期的不同，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人口国情、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婚育新风等知识的培

训与教育，每年至少集中培训 4期以上。此外，每年结合中国计生协会成立纪念日（“5·29”

会员日）、“世界人口日”（每年的 7月 l1 日）的宣传主题和一些重大节日开展定期的集中宣传

或宣传周、月活动。进入 21 世纪以后，计生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宣传依法生育，优生优育，

避孕节育，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各个时期的计生宣传教育工

作形式基本雷同，主要采取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对计生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

主要运用广播、电视、宣传车、黑板报（专栏）、横幅、标语（固定宣传牌）、展览、文艺演出、

知识竞赛（演讲）、发宣传品、设咨询点、办学习班等手段进行宣传，并且以集中宣传为主。

集中宣传一般每年开展 2~3 次，每次约 1个月。集中宣传声势大，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多，

并通常结合环扎和征收超生超孕费(2002 年 9 月 1 日以后改称社会抚养费)等工作进行。

1984~2002 年，累计设立固定宣传牌 370 多块，计生宣传经费每年投入均在 15 万元以上。

妇女们正在学习计划生育知识



第三节 生 育 调 节

1984 年全区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32.54‰和 23.5‰，至 90 年代末已分别降到

了 7.84‰和 4.72‰。2000 年以来，全区的低生育水平继续保持稳定，2002 年末，人口出生率

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7.38‰和 4.52‰。

1988 年 9 月《广西计生条例》颁布前，生育调节基本要求是：“准生一胎，控制二胎，杜

绝三胎”，夫妇双方或一方属城镇人口除特殊情况（第一个孩子残疾，长大不能成为劳动力的；

再婚夫妇一方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没有孩子的；多年不育，接养一个孩子自己又孕育的）可

批准生育第二个孩子外，其余均不安排二胎指标。夫妇双方是渔农业人口，第一个孩子满 4

周岁后，经批准的可生二胎，但杜绝三胎。要求生育二孩后落实放环或结扎等长效节育措施。

1988 年 9 月《广西计生条例》颁布后，实行按计划生育，禁止计划外生育。生育证实行

统一管理制度。非农业人口的夫妻（或女方属非农业人口的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

有计划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一）第一个孩子经地、市以上残疾鉴定小组确定为非遗传残疾，

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二）夫妻一方为二等甲级以上或者夫妻双方属二等乙级的残废军

人，以及其他人员因公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三）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四）夫妻一方为

烈士的独生子女的；（五）夫妻双方为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一

千万以下人口少数民族的。农业人口的夫妻（或女方属农业人口的夫妻）符合以上条件之一或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有计划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一）只生育一个女孩的；（二）男到

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多女户招婿，只安排其中一个）；（三）经当地县以上残疾鉴定小组确

诊，同胞兄弟中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四）定居在靠国境线五公里以内的乡村，并持有边

境居住证的。婚后八年不育，经当地县以上残疾小组确诊为不育症，收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

可以安排生育一个孩子。再婚夫妻一方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未生育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

凡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生育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4年。

2002 年 9 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要求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夫妻，只要在依法结婚

后至怀孕一个月内到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领取服务手册，即可自行安排生育时间。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夫妻，由本人提出申请，并经夫

妻双方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审查，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

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夫妻双方均是一千万人口以下少数民族的；第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

（地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确诊为非遗传性疾病致残，不能成长为

正常劳动力的；夫妻一方为二等甲级以上或者夫妻双方属二等乙级革命残废军人的；夫妻双方

均为独生子女的；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夫妻中女方属农业人口，

除符合以上条件外，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一）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二）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多女招婿，只安排其中一个）；（三）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并确诊，同胞兄弟中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四）

定居在靠边境线五公里以内的乡村，持有边境居民证且连续居住十年以上的，但女方属农业人

口的夫妻具有如下情形的除外：（一）是已脱离农业生产，在城镇连续工作、生活五年以上，

并有固定的住所和经济收入的；（二）持有二孩生育证尚未怀孕，自办理农转非户口之日起满

三年的。婚后不育，并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并确诊为

不育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并要求生育的，可以安排生育一个子女。符合要求生育

第二个子女的夫妻，生育间隔时间应当满 4周年，但女方年龄满 28 周岁以上的，不受生育间

隔时间限制。

第四节 奖励与保障

1997 年 12 月以前，对已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的夫妇，一次性发给奖金 50~100 元，

并从其领证之月起至小孩 14 周岁，每年发给保健费 40 元，从领证之月起至小孩 6周岁，每月

发给保育费 5元。奖金、保健费和保育费均由夫妇双方单位各付一半；一方是干部、职工或个

体工商户，另一方是城镇居民，农（渔）民的，由干部职工、个体工商户一方全付；夫妇双方

均为城镇居民或农（渔）民的，奖金、保健费和保育费由财政包干单位负责解决，个体工商户

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列支。

1997 年 12 月至 2002 年 8 月止，对符合晚婚年龄初婚的夫妇，除国家规定假期外，另增

加晚婚假 12 天，一方符合一方享受。晚婚的夫妇可以优先发放《生育证》，符合晚育年龄生育

第一胎的增加晚育假 14 天，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 7 天。对晚婚晚育者，婚假、产假、护理假

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年终全勤评奖和评选先进。符合政策生育第一个孩子并在产假期间领

取触生子女优待证》的夫妇，除另增加产假 20 天外，一次性发给奖金 100~200 元，凡终身只

生一个孩子的均可申领《独生子女优待证》，并从其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之月起至小孩 14

周岁止，每年发给保健费 100 元。奖金和保健费均由夫妇双方单位各付一半。一方是职工，另

一方是城镇居民、农（渔）民的，由职工一方全付；一方是个体工商户，另一方是城镇居民或

农（渔）民的，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列支；夫妇双方均为城镇居民或农（渔）民的，由当地镇

（乡）街道办从统筹费和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中解决。“三资”企业单位中的职工由单位支付。

农（渔）民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的独生子女可享受两个孩子宅基地和土地安置费。政府鼓

励农（渔）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办理养老保险，保险费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

2002 年 9 月 1 日起，对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以上初婚的职工，除国家规定的假期外，

另增加晚婚假 12 天；已婚女职工在 24 周岁以上生育第一胎的，增加产假 14 天，同时给予男

方护理假 10 天；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另增加产假 20 天。对晚婚晚育

者，婚假、产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不影响其应享受的福利及评奖评优。产假期间领取《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女职工，产假期满后抚育婴儿有困难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



同意，可享受 6 个月至 12 个月的哺乳假，哺乳假期间，按其工资标准 80%核发工资，不影响

晋级、工资调整和计算工龄。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每年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 120

元(2003 年 7 月后施行)至独生子女年满 18 周岁止。

终身只生一个子女或者婚后终身无孩的职工，退休时，提高退休金计发比例的 5%；符合

生育二孩条件，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职工，退休时，提高退休金计发比例的 10%，但退

休金不得超过其本人原工资总额。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按

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执行。对已申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城镇困难居民优先纳入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并提高 10%的生活保障金。

对独生子女，不论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均给予优先入托、入幼、入学。对农村户口

的独生女，中考还可享受加分的特殊照顾（一般加 10 分）。

第五节 管理与服务

管理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广西计生条例》颁布前，计划生育工作比较粗放，计生部门的管理

工作主要是发放生育指标和统计人口报表。

1989 年《广西计生条例》颁布实施至 1995 年，加大对违反政策法规生育的处罚力度，并

把开展计生大突击或大清理作为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任务的主要手段。整个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

集中在应付大突击（大清理）上。计生大突击（大清理）活动一般每年开展两次，春季和秋季

各一次，每次活动时间一个月。春、秋季计生大突击也分别称为春季计生集中宣传服务活动和

秋季计生集中宣传服务活动。计生大突击（大清理）的范围主要是：（一）生育一孩未放环、

生育二孩及二孩以上未结扎的对象；（二）无证怀孕和计划外怀孕的对象；（三）历年超生未兑

现计生政策、未交清超生超孕费的对象。大突击的政策依据主要是《广西计生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和当年的北海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在大突击（大清理）期间，区、镇、村

三级均成立计生集中宣传服务指挥部，并从各单位抽调人员、车辆参加集中宣传服务活动，声

势浩大。

1995 年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心逐步向以经常性工作为主转变；管理和考核机制不断

完善，实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区委、区政府横向与驻区单位及辖区各乡镇签

订计生工作目标管理责任状。最初目标管理考核指标主要有出生人口控制数、多孩控制数、计

划生育率、“四项手术”（即放环手术、结扎手术、人流手术、引产手术）数、征收计划外生育

费等项目，以后逐年有所调整完善。2002 年，计生目标管理主要考核指标有：出生人口控制

数、多孩控制数、计划生育率、统计合格率、长效避孕节育率、人均经费投入等。考核方法采

取季度抽查、半年考核、年终考核办法，结合平时工作情况，分半年和年终两次考核评估，按

综合评估结果评定等次，兑现奖惩。对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即人口出生数突破年度计划、计划



生育率低于类别指标、二孩计划生育率低于类别指标 6 个百分点、政策外多孩率超过 5%、人

口出生统计数据误差率大于 15%，或因计生工作方法不当而引发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并造成

严重后果的单位，实施“一票否决” （取消同年度评选人口与计划生育等先进和综合类先进

的资格）。因计划生育工作被“一票否决”的单位，其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一年内不能提

拔使用，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工作已变动的也不影响其责任的追究，同时追究同级和上一级

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主要领导的责任。计生部门对计生工作的管理也逐步由围着孕妇转、

制止多胎生育向孕前型管理、抓长效避孕和补救措施的落实转变，由依靠“人治”向依靠“法

治”转变。对生育证的审批和发放，尤其对二孩生育证的审批和发放更加严格。对育龄夫妇实

行簿卡管理和孕情跟踪管理，在村级建立“八簿一卡”，即户口簿、出生登记簿、妇检簿、手

术登记簿、手术回访簿、流动人口登记簿、初婚死亡登记簿、药具发放登记簿、已婚育龄妇女

卡。对符合条件生育的妇女认真做好产后、术后的随访、回访工作。1988 年《广西计生条例》

颁布至 2002 年，全区共审批发放生育证 14580 本，其中一孩生育证 10380 本，二孩生育证 4200

本，征收超生超孕费 1600 多万元。

服务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广西计生条例》颁布前，计划生育的服务工作几乎是空白。《广西

计生条例》颁布至 1995 年，计划生育服务工作集中在“突击月”期间开展。1995 年以后，服

务工作逐渐转移到以经常性优质服务为主上来。服务内容主要有避孕节育手术服务、避孕药具

发放服务和妇检康检服务。避孕节育手术服务项目主要有结扎（包括男扎和女扎），放（取）

环和其他手术。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项目也不断增多。环扎手

术主要在辖区各乡镇医院和计生技术服务站施行，其他一些技术性要求较高的手术主要在市内

各大医院和市计生技术服务中心施行。避孕药具发放服务工作由区、镇、村（居）三级计生技

术服务机构负责，各级技术服务机构均设有计生药具管理员，专门负责对药具的发放、管理和

技术咨询等。对驻区各单位所需的避孕药具实行计划安排，定期免费发放。对村（居）民实行

药具免费送上门和跟踪回访制度。避孕药具种类主要有：节育环、避孕药片（口服）、避孕针

（注射型）、避孕套、避孕药膜等。所有免费发放的避孕药具均由国家或自治区指定厂家定点

生产。妇检服务一般每季度一次，目的是查孕查环，对象是已婚育龄妇女。康检一般结合妇检

进行。



1984~2002 年银海区（郊区）计生技术服务情况表

年份 合计
男性
绝育

女性
绝育

放置富内
节育器

皮下
埋植

取环 其他

1984 1394 39 23 612 720

1985 1618 65 24 442 1087

1986 4572 574 402 1659 1937

1987 4194 151 267 1746 2030

1988 4118 79 210 1835 1994

1989 4335 128 234 2130 154 1689

1990 3334 276 494 1271 334 959

1991 4390 630 1601 941 516 702

1992 2282 157 426 731 177 791

1993 3536 300 890 1762 18 150 416

1994 6351 411 1341 2297 303 247 1752

1995 6164 452 1102 2564 48 71 1927

1996 4401 202 603 2013 3 19 1561

1997 2626 138 424 1440 1 41 582

1998 2362 113 438 1396 1 41 373

1999 1792 111 420 1087 46 128

2000 1451 117 308 857 95 74

2001 1411 131 245 907 57 71

2002 1162 124 188 766 40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