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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

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本制度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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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反映规模（限额）以下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基本情况、生产经营

状况、固定资产投资、创新、研发等发展情况。

（二）调查范围：抽中的规模以下工业、资质外建筑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

餐饮业、规模以下服务业和 2021 年新注册小微样本法人单位，规模以下工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个体经营户、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

位、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具体调查范围是抽中的企业、

样本村（居委会）中非目录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建筑业企业按照法人单位注册地原则进

行统计；其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经营地在地原则进行统计。

（三）调查内容及表式：

1.企业调查内容：（1）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分类标识、组织机构代码、单位详细名称、单位负

责人、联系方式、主要业务活动、行业代码、单位所在地、区划代码、邮政编码和开业（成立）时间等；

（2）企业经营情况：包括资产总计、营业收入等；（3）企业问卷：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招工情况、

融资情况等；（4）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包括企业从事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活动情况；（5）研究开发情况：

包括企业从事研究开发相关活动情况；（6）创新情况：包括企业创新相关情况。

2.产业活动单位调查内容：（1）样本村（居委会）基本情况：包括村（居委会）名称、邮政编码和

区划代码；（2）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非住宿和餐饮业

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业主姓名、联系方式、

主要业务活动和行业代码。

3.个体经营户调查内容：（1）样本村（居委会）基本情况：包括村（居委会）名称、邮政编码和区

划代码；（2）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业主姓名、联系方式、主要业务活动和行业代码。

4.调查频率为季度、年度调查。

（四）调查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

或统计机构录入基层表数据。

（五）基本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具体抽样方法见附录。

（六）抽样精度：在 95％的置信度下，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 10％以内。

（七）职责分工：国家统计局设管司负责牵头制定调查制度，审批各专业司提出的元数据内容和报

表定制需求；各相关专业司负责提出基层表元数据、报表定制需求、审核规则、综合表式以及汇总要求，

根据四经普等名录库做好样本初步抽取，完成数据采集平台功能、表式等测试、确认工作，开展本专业

业务培训、调查单位催报、初步审核；普查中心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完成调查单位抽样框名录准备、样

本抽取等工作；数管中心牵头完成“四下”单位统一数据采集平台定制并下发。各省级统计局负责组织

实施、指导本地区县级统计局样本抽取、制定实施方案、工作布置、业务培训、工作总结等。

（八）数据发布：本制度为试行制度，试行期间数据不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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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方式

报送单位

网上填报

开始时间

报送单位

网上填报

截止时间

设区市统计机构

审核验收上报

截止时间

（一）基层年报表式

111 表

“四下”企

业基本情

况

年报

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

工业企业、资质外建筑业

企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

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宿

和餐饮业企业、规模以下

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 免报 — — —

116 表

“四下”企

业固定资

产投资情

况

年报

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

工业企业、资质外建筑业

企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

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宿

和餐饮业企业、规模以下

服务业企业和 2021 年新

注册小微样本企业

同上

联网直报单位

通过国家统计

局联网直报平

台上报数据，非

联网直报单位

由调查员或统

计机构录入基

层表数据

12 月 1日

（批零住餐

业 12 月 25

日）0时

12 月 20 日

（批零住餐

业次年1月 7

日）12 时

12 月 22 日（批零

住餐业次年 1 月 7

日）12时。2021年

新注册小微样本企

业 2022 年 1 月 19

日12时

117 表

“四下”企

业研究开

发活动及

相关情况

年报

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

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

位

同上

通过国家统计

局联网直报平

台上报数据

12月1日0时 12月20日12时12 月 22 日 12 时

118 表

“四下”企

业创新情

况

年报

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

业法人单位

同上

联网直报单位

通过国家统计

局联网直报平

台上报数据，非

联网直报单位

由调查员或统

计机构录入基

层表数据

同上 同上 同上

B124 表

工业个体

经营户抽

样调查表

年报
样本村（居委会）所有个

体经营户

个体工业

样本村（居

委会）

通过国家统计

局联网直报平

台上报数据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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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方式

报送单位

网上填报

开始时间

报送单位

网上填报

截止时间

设区市统计机构

审核验收上报

截止时间

（二）基层定报表式

211 表

“四下”企

业基本情

况

季报

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

工业企业、资质外建筑

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

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

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

联网直报单位

通过国家统计

局联网直报平

台上报数据，非

联网直报单位

由调查员或统

计机构录入基

层表数据

季度末月 1

日（批零住

餐业季度末

月 25 日）0

时

季度末月20日

（批零住餐业

一季度季后 8

日，二、四季

度季后 7日，

三季度季后 10

日）12 时

季度末月 22 日

（批零住餐业一

季度季后 9日，

二、四季度季后 8

日，三季度季后

11 日）12 时

214 表

“四下”企

业财务状

况

季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220 表

“四下”企

业调查问

卷

季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B221 表

规模以下

工业非目

录企业核

查表

季报 样本村（居委会）

样本村

（居委

会）

通过国家统计

局联网直报平

台上报数据

2、5、8、11

月 1日 0时

2、5、8、11 月

20 日 12时

2、5、8、11月

20 日 12时

E224 表

批零住餐

业单位经

营情况表

季报

辖区内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

业、个体经营户；限额

以下住宿和餐饮业法人

企业、个体经营户；非

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附营的限额以下批发和

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

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

位附营的限额以下住宿

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企

业、产业

活动单

位、个体

经营户

联网直报单位

通过国家统计

局联网直报平

台上报数据，非

联网直报单位

由调查员或统

计机构录入基

层表数据

季度末月 25

日 0 时

一季度季后 8

日，二、四季

度季后 7日，

三季度季后 10

日 12 时

一季度季后 9日，

二、四季度季后 8

日，三季度季后

11 日 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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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一）基层年报表式

“四下”企业基本情况

表 号：１ １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1〕117 号

２０ 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２ 年 ６ 月

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102 单位详细名称

103

行业类别（GB/T 4754-2017）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1 2 3

行业代码□□□□

104

报表类别□

B1 规模以下工业 C1资质外建筑业 E1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S1 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

F1 规模以下服务业

105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区划代码 □□□□□□□□□□□□ 城乡代码□□□

106

单位注册地及区划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区划代码 □□□□□□□□□□□□ 城乡代码□□□

20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02
成立时间（所有单位填写） 年 月

开业时间（仅限企业填写） 年 月

203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邮政编码 □□□□□□

205

登记注册类型 □□□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10 国有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10 中外合资经营
120 集体 160 股份有限公司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130 股份合作 171 私营独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 330 外资企业
141 国有联营 172 私营合伙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 集体联营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90 其他外商投资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49 其他联营 190 其他
151 国有独资公司

206 企业控股情况 □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 港澳台商控股 5 外商控股 9 其他

208 运营状态□ 1正常运营 2停业(歇业) 3 筹建 4当年关闭 5 当年破产 6当年注销 7当年撤（吊）销 9其他

207

是否完成报表，未完成报表的原因 □□（仅服务业企业填报）

01 营业且全部填报 11营业但拒绝回答 20 无法联系且不明原因 22 停产 24 重复 26转行

02 营业且部分填报 12无法联系但存在 21 无法联系但消亡 23 筹建 25 消亡 27不属于调查范围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

宿和餐饮业企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

2.本表主要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机构在调查开始前由2021年第 4季度定报各专业单位基本情况数据统

一导入数据采集处理软件中，生成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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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表 号：１ １ ６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国统字〔2021〕117 号

尚未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２ 年 ６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万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投资完成额

本期 上年同期

甲 乙 1 2

固定资产投资额 107

1.建筑工程 108

2.安装工程 109

3.设备工器具购置 110

4.其他费用 112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工业、资质外建筑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规

模以下服务业和 2021 年新注册小微样本企业。

2.报送日期及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数据。规模以下工业、资质外建筑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调查时期为 1-11 月，

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 0 时；填报截止时间为 12 月 20 日 12 时；设区市验收

截止时间为 12 月 22 日 12 时。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调查时期

为 1-12 月，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5 日 0 时；填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7日

12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 1月 7日 12 时。2021 年新注册小微样本企业调查时期为 1-12

月，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9 日 12 时。

3.表中各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4.审核关系：107=108+109+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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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

表 号： １ １ ７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1〕11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２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研究开发人员合计 人 1 三、当年形成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和设备 千元 7

二、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千元 2 四、当年专利申请数 件 8

其中：1.人员人工费用 千元 3 其中：发明专利 件 9

2.直接投入费用 千元 4 五、来自政府部门的研究开发经费 千元 10

3.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千元 5 六、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千元 11

4.其他费用 千元 6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开展

形式

项目当年

成果形式

项目技术

经济目标

项目研究开发人员

（人）

项目经费支出

（千元）

丁 戊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 — — — —

1

…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网上填报，填报开始时间为2021年12月1日0时；填报截止时间为12月20日12时；设区

市验收截止时间为12月22日12时。

3.本表“项目来源”按《研究开发项目来源分类目录》填报；

“项目开展形式”按《研究开发项目开展形式分类目录》填报；

“项目当年成果形式”按《研究开发项目成果形式分类目录》填报；

“项目技术经济目标”按《研究开发项目技术经济目标分类目录》填报。

4.审核关系：

(1) 2=3+4+5+6 (2)2≥∑(17) (3)若 1>0，则 3>0 (4)若 3>0，则 1>0 (5)8≥9

(6)若 1>0，则∑(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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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企业创新情况

（企业负责人填写）
表 号： １ １ ８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1〕11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２ 年 ６ 月

企业是否为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企业□①是 □②否

企业是否为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①是 □②否

问题（均可多选） 代码 选项（回答项）

2021 年，贵企业开展了哪些创新活动

如①和②都未选，但选了③或④或⑤，请跳转

至问题 06；如选⑥，请跳转至问题 08

01

□①向市场推出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或服务

□②采用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生产工艺、技术手段或技术保障

□③实现了全新的组织管理模式或组织结构

□④实施了全新的营销渠道、促销方式、产品包装或定价方法

□⑤其他创新活动，包括正在进行或中止的创新活动（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没有创新活动

贵企业创新的资金来源是 02

□①自有资金

□②众筹（如实物众筹、股权众筹等）

□③风险投资（如天使投资等）

□④银行贷款 □⑤政府资金

□⑥民间借贷 □⑦接受委托资金

□⑧其他来源（请注明）______________

贵企业创新的技术来源是

如未选②，请跳转至问题 05
03

□①独立研发 □②合作开发 □③购买技术

□④委托开发 □⑤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贵企业的合作开发伙伴是 04
□①高校 □②科研院所 □③客户或供应商

□④其他企业 □⑤其他合作对象（请注明）_______________

贵企业在创新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有 05
□①资金不足 □②人才短缺 □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④适用技术短缺 □⑤市场环境不佳 □⑥其他（请注明）______

贵企业享受了哪些创新相关政策 06

□①税费减免 □②金融服务 □③人才保障

□④知识产权保护 □⑤政府采购 □⑥平台支撑

□⑦其他政策（请注明）____________ □⑧未享受

贵企业认为影响创新政策落实的原因是
07

□①不知道有相关政策 □②不满足享受政策的条件

□③政策吸引力不足 □④政策办理手续繁琐

□⑤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⑥其他原因（请注明）______________

贵企业在未来是否有创新发展规划 08 □①有规划 □②没有规划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数据。调查单位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 0 时；填报截止时间为 12

月 20 日 12 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 12 月 22 日 1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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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表

表 号： Ｂ １ ２ ４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21〕117 号
２０ 年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２ 年 6 月

一、样本村（居委会）基本情况

村(居委会)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

区划代码：□□□□□□—□□□—□□□

二、样本村（居委会）内个体经营户情况

序号
单位
名称

业主
姓名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含区号

和分机）

主要业务
活动

行业
代码

平均用工人
数

（人）

从业人员
工资总额
（千元）

营业收入
（千元）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1 2 3

分
单
位
逐
个
填
写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填报范围：本表由个体工业样本村（居委会）填报。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时期为 1-11 月。样本村（居委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填报开始时

间为2021年12月1日0时；填报截止时间为12月20日12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12月22日

12时。

3.行业代码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小类填报。

4.序号从 001 开始依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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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定报表式

“四下”企业基本情况
表 号：２ １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1〕117 号

２０ 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３ 年 １ 月

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102 单位详细名称

103
行业类别（GB/T 4754-2017）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1 2 3

行业代码□□□□

104
报表类别□
B1 规模以下工业 C1 资质外建筑业 E1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S1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
F1 规模以下服务业

105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区划代码 □□□□□□□□□□□□ 城乡代码□□□

106

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是否与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一致： □ 1是，2否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区划代码 □□□□□□□□□□□□ 城乡代码□□□

20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02
成立时间（所有单位填写） 年 月

开业时间（仅限企业填写） 年 月

203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邮政编码 □□□□□□

205

登记注册类型 □□□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10 国有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10 中外合资经营
120 集体 160 股份有限公司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130 股份合作 171 私营独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 330 外资企业
141 国有联营 172 私营合伙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 集体联营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90 其他外商投资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49 其他联营 190 其他
151 国有独资公司

206 企业控股情况 □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 港澳台商控股 5 外商控股 9 其他

208 运营状态□ 1 正常运营 2停业(歇业) 3 筹建 4当年关闭 5当年破产 6当年注销 7 当年撤（吊）销 9其他

207

是否完成报表，未完成报表的原因□□（仅服务业企业填报）

01 营业且全部填报 11 营业但拒绝回答 20 无法联系且不明原因 22停产 24 重复 26 转行

02 营业且部分填报 12 无法联系但存在 21 无法联系但消亡 23筹建 25 消亡 27 不属于调查范围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工业、资质外建筑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规

模以下服务业企业。

2.报送日期及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数据。规模以下工业、资质外建筑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

季度末月 1 日 0 时；填报截止时间为季度末月 20 日 12 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季度末月

22 日 12 时。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

25 日 0 时；填报截止时间一季度季后 8日，二、四季度季后 7 日，三季度季后 10 日 12时；

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一季度季后 9日，二、四季度季后 8日，三季度季后 11 日 12 时。

3.调查单位不能修改本表中“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03 行业代码”、“104 报表类别”、“105”中“区划代码”

“城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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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企业财务状况

表 号：２ １ ４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文 号：国统字〔2021〕11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１－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３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资产总计 千元 01

应收账款 千元 02

负债合计 千元 03

营业收入 千元 04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批零住餐单位仅第四季度填报）

平均用工人数

千元

千元

千元

人

05

06

07

08

补充资料：

工业生产电力消费（工业单位填报） 千瓦时（度） B01

自年初开始本年新签合同总额（建筑业单位填报） 千元 C01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

宿和餐饮业企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

2.报送日期及方式：报告期为 1-2 月、1-5 月、1-8 月、1-11 月。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

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录入基层表数据。规模以下工业、资质外

建筑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月 1 日 0时；填报截止时间为季

度末月 20 日 12 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季度末月 22 日 12时。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月 25 日 0 时；填报截止时间一季度

季后 8 日，二、四季度季后 7 日，三季度季后 10 日 12 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一季度季

后 9日，二、四季度季后 8日，三季度季后 11 日 12 时。

3.价值量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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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企业调查问卷

表 号：２ ２ ０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文 号：国统字〔2021〕11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１－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３ 年 １ 月

问题 代码 选项

通用问题

本报告期企业经营情况比上报告期 01 1.明显好□ 2.稍好□ 3.差不多□ 4.稍差□ 5.明显差□

预计下报告期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同

比增速）比本报告期会
02

1.明显加快□ 2.有所加快□ 3.基本持平□ 4.有所放慢□

5.明显放慢□

本报告期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可多

选，最多选 3 项）
03

1.市场需求不足□ 2.招工难□ 3.融资难□ 4.用工成本上升快□

5.资金紧张□ 6.原材料成本高□ 7.市场竞争激烈□ 8.市场萎缩□

9.工程太少很难揽到活（建筑业单位可选）□

a.被拖欠的工程款严重（建筑业单位可选）□

b.其他（请注明）________

本报告期企业用工需求比上报告期 04
1.明显增加□ 2.有所增加□ 3.基本持平□

4.有所减少□ 5.明显减少□

本报告期企业招工情况 05

1.有招工需求，并招到全部所需员工□

2.有招工需求，招到大部分所需员工□

3.有招工需求，招到少部分所需员工□

4.有招工需求，没能招到所需员工□

5.无招工需求□

本报告期企业流动资金情况 06
1.很紧张（缺口 20%以上）□ 2.紧张（缺口 1-20%）□

3.基本正常□ 4.资金宽裕□

本报告期资金紧张（03 问题选 5 的填
报），主要原因是 (可多选，最多选 3
项)

07
1.融资成本高□ 2.融资难□ 3.存货资金占用较多□
4.货款回笼慢□ 5.工资等刚性支出较多□ 6.扩大再生产、基建投资□
7.投资金融性资产□ 8.其他(请注明)

本报告期企业向银行贷款情况 08
1.有贷款需求，并全部贷到□ 2.有贷款需求，大部分贷到□
3.有贷款需求，少部分贷到□ 4.有贷款需求，没能贷到□
5.无贷款需求（依靠自有资金）□

本报告期企业享受到的政策优惠
(多选)

09

1.国家财政资金支持□ 2.地方财政资金支持□
3.税收政策优惠（包括减半征收所得税、免征金融机构借款合同印花税、免
征增值税政策）□ 4.开拓市场的政策支持□ 5.社会保险的政策扶持□
6.银行贷款优惠□ 7.“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 8.简政放权□
9.创新支持□ 10.其他（请注明）______

本报告期企业享受到的创新支持（09

问题选 9 的填报，多选）
10

1.降费□ 2.降息□ 3.“互联网+”扶持政策□

4.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政策□ 5.其他优惠政策□

工业单位补充填报问题

本报告期企业产品订货量 B01 1.高于正常水平□ 2.处于正常水平□ 3.低于正常水平□

本报告期企业产成品库存数量 B02 1.高于正常水平□ 2.处于正常水平□ 3.低于正常水平□

本报告期企业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 B03 1.高于正常水平□ 2.处于正常水平□ 3.低于正常水平□

本报告期企业发生的银行贷款年利

息及费用率
B04

1.本报告期发生银行贷款，年利息及费用率为________%，其中，年利息率

为_____%。银行贷款为_______千元。□

2.本报告期未发生银行贷款 □

本报告期企业发生的民间借款月利

息率
B05

1.本报告期发生民间借款，月利息率为________%□

2.本报告期未发生民间借款 □

本报告期企业主要投资方向（可多

选，最多选 3项。若选“6.无投资”，

则不应选其他项）

B06
1.开发新产品 □ 2.设备升级改造□ 3.扩大生产规模□

4.跨行业转型投资□ 5.其他投资(请注明) _____ 6.无投资□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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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宿

和餐饮业企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

2.报送日期及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数据。规模以下工业、资质外建筑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报告期为 1-2 月、1-5

月、1-8 月、1-11 月，报送单位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月 1日 0时；填报截止时间为季

度末月 20 日 12 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季度末月 22 日 12 时。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报告期为 1-3 月、1-6 月、1-9 月、1-12 月，报送单位网上填报

开始时间为季度末月 25 日 0时；填报截止时间为一季度季后 8日，二、四季度季后 7日，

三季度季后 10 日 12 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一季度季后 9 日，二、四季度季后 8日，三

季度季后 11 日 1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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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下工业非目录企业核查表

表 号：Ｂ ２ ２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1〕117 号
２０ 年 １－ 月 第 张表 共 张表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３ 年 １ 月

一、样本村（居委会）基本情况

村(居委会)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区划代码：□□□□□□—□□□—□□□ 邮政编码：□□□□□□

二、目录企业（包含在目录企业抽样框中、在样本村（居委会）地域范围内的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三、非目录企业（不在目录企业抽样框中、存在于样本村（居委会）地域范围内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2

3

4

5

四、核查人情况及核查日期

姓名 联系电话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填报范围：本表由工业非目录企业样本村（居委会）填报。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时期为 1-2 月、1-5 月、1-8 月、1-11 月。样本村（居委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

台上报数据，调查单位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报送。样本村（居委会）网上填报开始

时间为 2、5、8、11 月 1日 0时；填报和设区市统计机构验收截止时间为 2、5、8、11 月 20

日 12时。

3.本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根据抽中的样本村（居委会）和目录企业抽样框资料整理得到。

4.本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由调查员网上填报，要求调查员核查样本村（居委会）范围内是否存在第二部分列出

的企业名单之外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如有，则在第三部分填报这些企业的“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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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零住餐单位经营情况表

表 号：Ｅ ２ ２ ４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1〕117 号

２０ 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3 年 １ 月

一、基本情况

个体户（产业活动单位）填报：
样本单位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样本单位名称：
业主姓名：
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或手机）：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统计机构填报）

法人企业填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

二、经营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季度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平均用工人数（法人企业免填） 人 01

商品销售额（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填报） 千元 02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千元 03

其中：零售额 千元 04

营业额（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填报） 千元 05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营业额 千元 06

其中：餐费收入 千元 07

商品销售额 千元 08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填报范围：辖区内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个

体经营户；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非住宿和餐饮业

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单位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

录入基层表数据。报送单位网上填报开始时间为季度末月 25 日 0时；填报截止时间为一季度

季后 8 日，二、四季度季后 7 日，三季度季后 10 日 12 时；设区市验收截止时间为一季度季

后 9 日，二、四季度季后 8 日，三季度季后 11 日 12 时。

3.样本单位代码由 18 位组成，前 12 位为区划代码，第 13-14 位为行业大类码，第 15-18 位为样本顺序码。

4.价值量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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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四下”企业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

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 18 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组成，第 1位为

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 2 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 3-8 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 9-17 位为组织

机构代码、第 18 位为校验码。

第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2 外交；3 司法

行政；4 文化；5 民政；6 旅游；7 宗教；8 工会；9 工商；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 农业；Y 其

他。

第 2 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机构编制：1 机关，2事业单位，3 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其他；

2外交：1 外国常驻新闻机构，9其他；

3 司法行政：1 律师执业机构，2 公证处，3 基层法律服务所，4 司法鉴定机构，5 仲裁委员会，9

其他；

4文化：1 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其他；

5民政：1 社会团体，2民办非企业单位，3 基金会，9其他；

6旅游：1 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 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 其他；

7宗教：1 宗教活动场所，2宗教院校，9 其他；

8工会：1 基层工会，9其他；

9工商：1 企业，2个体工商户，3 农民专业合作社；

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 军队事业单位，9其他；

N农业：1 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 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其他；

Y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 1表示。

第 3-8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

码》〔GB/T 2260〕）。

第 9-17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

第 18 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照》

（证书）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免填本项。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如有原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

证》，可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没有证书的，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其中本部产

业活动单位，可使用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 9-16 位，加“B”组成，或使用法人单位原组织机构

代码号第 1-8 位，加“B”组成。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机关、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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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

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

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

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指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本项分两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主要业务活动，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一至三种主要业务活动名称，

并按其重要程度或增加值所占比重，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如果无法用增加值确定单位的主要活动，按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相关规定填写。填写时，按照“动词+（修饰性定语）名词”

或“（修饰性定语）名词+动词”的形式填写，动词用于描述业务活动的类型，名词用于描述商品或服务

的名称，如“铝矿采掘”“纯棉服装加工”“市政道路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五金制品批

发”“普通小学教育”等。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名称。

第二部分：行业代码，填报单位免填。由所在地统计机构根据各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对照《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报表类别 指调查单位需要填报某一行业报表的类别，包括农业、规模以上工业、规模以下工业、

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投资和其他。调查单位

通过报表类别来确定需要填报的报表内容。此项由国家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处的详细地址、区划代码、城乡代码等。本栏

分三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处的详细地址。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在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

以及具体街（路）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第二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按 2021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

乡划分代码》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第三部分：城乡代码，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在地区的城乡代码，按 2021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

乡划分代码》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后期处理生成，填报单位免填。

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指单位在审批登记部门登记注册的地址、区划代码和城乡代码。本栏

分为四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单位注册地详细地址是否与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一致。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第二部分：单位注册的详细地址，单位注册地与经营地不一致的单位需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注

册地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

委会以及具体街（路）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第三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注册地的区划代码，按 2021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

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第四部分：城乡代码，指单位注册地的城乡代码，按 2021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

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后期处理生成，填报单位免填。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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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按

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

照》）填写，机关法定代表人填写单位主要负责人。产业活动单位填写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成立时间 指单位登记注册成立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具体年月。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解放前成立的单位填写最早开工或成立的年月；解放后成立的单位填写批准成立或登记注册成立

的时间，如实际开业时间早于注册成立时间，填写最早开业年月。

2.机关、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1）新设立的单位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2）恢复设

立的单位（指中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填以前设立的时间；（3）机构改革中，

因合并或分立新设的单位，其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继续存在的单位，填原成立时间，改革后有些单

位虽然名称有变化，但其基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要填写最早成立时间。

3.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如管辖区域基本未改变，其成立时间按原成立时间填写；

否则，按新成立时间填写。

4.改制企业的成立时间按原成立时间填写。

5.企业分立、合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合并或分立而新设的企业，其成立时间按市场监管部门重

新登记后的成立时间填写；另一种是合并或分立后继续存在的企业，填写原企业的成立时间。

开业时间 指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后，经过一系列筹建工作，正式开始投入运营的具体年

月。除筹建企业外，所有企业均填写本项。

联系方式 包括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电话和邮政编码等能够与单位取得联系的信息。所有单

位均填写本项。

电话号码以填写固定电话号码为主，对于确实没有固定电话号码的单位，可以填写主要负责人的移

动电话号码。

登记注册类型 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依据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及其他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依据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比照《关于划分企业登记

注册类型的规定》确定。

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单位）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1.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

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2.集体企业：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

册的经济组织。

3.股份合作企业：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

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4.联营企业：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

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

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集体联营企业：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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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其他联营企业：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5.有限责任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

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

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

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

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7.私营企业：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

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以及《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填表时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8.其他内资企业：指上述第（1）条至第（7）条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9.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10.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

和亏损的企业。

11.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指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

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12.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

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

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13.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参照原《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

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港、澳、台商投资合伙企业等。

1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15.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

亏损的企业。

16.外资企业：指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由外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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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17.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

外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18.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依照原《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等。

在具体填报时应注意：

（1）各级机关，各级直属事业单位、各级机关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部门管理的群众团体，应

选填“110 国有”。

（2）各种社团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若经费来源清楚，则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

代码》确定；若经费来源不清楚的，应选填“190 其他”。

（3）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注册类型应选填“190 其他”。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应选填“120 集体”。

（5）如单位登记注册类型改变，但未重新办理变更登记，应按原登记注册类型填写。

港澳台商投资情况 港商投资、澳商投资和台商投资分别指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投资者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在中国内地进行各种直接投资的形式。本项限全部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填写。

暂未投资，是指单位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类型是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但是尚未有港、澳、台

商的资金投入。

企业控股情况 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

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

和其他六类。本项限企业法人单位填写。

1.国有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国有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国有协议控股。（3）投资双方各占 50%，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

的，一律按国有控股处理。

2.集体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集体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集体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集体协议控股。

3.私人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私人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私人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私人协议控股。

4.港澳台商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

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港澳台商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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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

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港澳台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

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港澳台商协议控股。

5.外商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外商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外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外商协议控股。

6.其他：除上述五类以外的企业控股情况。

运营状态 指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状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正常运营：指正常运转的单位，全年正常开业的企业（单位）和季节性生产开工三个月以上的企

业（单位）。包括部分投产的新建企业（单位），临时性停产和季节性停产的企业（单位）。

2.停业（歇业）：指由于某种原因已处于停止经营或活动的状态，待条件改变后将恢复经营或活动

的企业（单位）。

3.筹建：指已经在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正在进行经营或活动前筹建工作的企业（单位）。

如研究和论证建设、投产或经营方案，办理征地拆迁，订购设备材料，进行基建等。有些行业的企业，

由于行业管理或其他政策性管理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试营业才能正式开业，这些处于试营业状态

的单位也属于筹建。

4.当年关闭：指当年因某种原因终止经营或活动的企业（单位）。

5.当年破产：指当年依照《破产法》或相关法律、法规宣布破产的企业（单位）。

6.当年注销：指当年因歇业、宣告破产、自行解散或因其他原因终止活动，在行政登记管理部门主

动申请退出的企业（单位）。

7.当年撤（吊）销： 指当年被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吊销营业执照

（证书）行政处罚或撤销登记的企业（单位）。

8.其他：指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企业（单位）。

统计负责人 此指标需在专职统计人员对本表填报内容进行确认后填写。纸质调查表需由专职统计

人员签字；电子调查表需经专职统计人员确认后，在指标中填写专职统计人员姓名。设立专职统计人员

的单位填写本项。

填表人 填写具体负责填报本调查表的人员姓名。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联系电话 以填写填表人移动电话为主，对于无移动电话的，可以填写填表人固定电话号码。所有

单位均填写本项。

报出日期 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填写此项。

“四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额 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

的费用的总称。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不包括：

（1）不属于固定资产的。

①流动资产。无论是否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相关，均不能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

②消耗品，如办公耗材（低值易耗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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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投资品，如股票（或股权）、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古玩字画、文艺作品等。

④消耗性生物资产，如农作物、花卉、存栏待售的牲畜（非种畜、役畜）等。

⑤发放给农户的货币补贴，如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等项目中的补贴。

⑥投资统计制度规定的其他不应纳入投资统计范围的内容。

（2）相关支出在会计上作为成本费用处理的建设活动。

一般包括大修理、养护、维护性质的工程，如设备维修、建筑物翻修和加固、单纯装饰装修、农田

水利工程（堤防、水库）维修、铁路大修、道路日常养护、景观维护等。这类建设活动未替换原有的固

定资产，也没有增加新的固定资产，属于生产范畴，不属于投资活动。

（3）会造成重复统计的。

一般包括单纯购置的旧建筑物和旧设备、临时性租赁租入（融资租赁除外）的固定资产、单位购置

的商品房（包括主管部门购置商品房转换为保障性住房）、单纯土地平整、土地一级开发、围海造地等。

这类建设项目虽然符合固定资产投资属性，但由于其相关支出已经在前期统计或将在后期建设时进行统

计，为避免重复统计，制度上规定的上述内容不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

下列内容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

（1）对现有固定资产进行投入再建设，改变其使用价值，调查单位在会计上进行资本化处理，且

达到投资项目报送起点的项目，可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如在现有道路基础上进行路面拓宽（如

4车道扩为 6车道）或升级（如低等级道路升级为高等级公路）。

（2）生产性生物资产，如种畜、役畜和各种经济林木；公益性生物资产，如防风固沙林、水土保

持林和水源涵养林；新建城市绿化或道路绿化项目中购置的苗木等，可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填入其

他费用或其他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纳统情况一览表

常 见 类 别
是否能纳入固定

资产投资统计范围

厂房、仓库、办公室、住宅、商店、学校、医院、俱乐部、食堂、招待所等房屋建设支出 √

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和医疗等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费用 √

各种生产设备、传导设备、动力设备、运输设备、生产工具、仪器仪表等的购置支出以及在

项目建设内容中用于支持设备运转的软件系统购置支出
√

项目管理人员的工资、贷款利息支出等 √

项目可研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招标费、环评费等前期费用 √

项目所属的专利权、采矿权支出、项目建设期利息支出 √

项目建设用地费用（不含土地收储） √

原有固定资产改扩建，如 4 车道扩为 6 车道或低等级道路升级为高等级公路 √

种畜、役畜和各种经济林木购置支出 √

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 √

新建城市绿化或道路绿化项目中购置的苗木 √

单纯土地平整、土地一级开发、围海造地等支出 ×

流动资产 ×

办公耗材等低值易耗品 ×

股票（或股权）、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古玩字画、文艺作品等投资品 ×

农作物、蔬菜、中药材、花卉、存栏待售的牲畜等消耗性生物资产 ×

发放给农户的货币补贴 ×

设备大修理、道路等基础设施养护维护工程、房屋建筑业维修工程、社区环境微改造工程 ×

单纯购置旧建筑物和旧设备 ×

经营租赁的固定资产的租金支出 ×

单位购置商品房支出 ×

建筑工程 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这部分投资额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

建筑工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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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房屋如厂房、仓库、办公室、住宅、商店、学校、医院、俱乐部、食堂、招待所。包括：

房屋的土建工程；列入房屋工程预算内的暖气、卫生、通风、照明、煤气等设备的价值及装设油饰工程；

列入建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管道（如蒸汽、压缩空气、石油、给排水等管道）、电力、电讯电缆导线等

的敷设工程。

（2）设备基础、支柱、操作平台、梯子、烟囱、凉水塔、水池、灰塔等建筑工程；炼焦炉、裂解

炉、蒸汽炉等各种窖炉的砌筑工程及金属结构工程。

（3）为施工而进行的建筑场地的布置、工程地质勘探，原有建筑物和障碍物的拆除，平整场地、

施工临时用水、电、汽、道路工程，以及完工后建筑场地的清理、环境绿化美化工作等。

（4）矿井的开凿，井巷掘进延伸，露天矿的剥离，石油、天然气钻井工程和铁路、公路、港口、

桥梁等工程。

（5）水利工程，如水库、堤坝、灌溉以及河道整治等工程。

（6）防空、地下建筑等特殊工程及其他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

安装工程包括：

（1）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和医疗、实验等各种需要安装设备的装配和安装，与设备相

连的工作台、梯子、栏杆等装设工程，附属于被安装设备的管线敷设工程，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腐、

保温、油漆等工作。

（2）为测定安装工程质量，对单个设备、系统设备进行单机试运、系统联动无负荷试运工作（投

料试运工作不包括在内）。

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价值。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额一般按预算价格计算。实行招标的工程，按中标价格计算。凡经建设单位与施

工单位双方协商同意的工程价差、量差，且经建设单位同意拨款的，应视同修改预算价格。建筑安装工

程应按修改后的预算价格计算投资完成额。对于某些工程已进入施工但施工预算尚未编出的，统计报表

可根据工程进度先按设计概算或套用相同的结构、类型工程的预算综合价格计算，待预算编出后再进行

调整。建设单位议价购料供应给施工单位，材料价差部分未转给施工单位的，建设单位应将这部分价差

包括在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中。

建筑工程及安装工程的填报依据为：①工程结算单或进度单：工程三方（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

签字盖章的工程结算单或进度单；②会计科目或支付凭证。

设备工器具购置 指报告期内购置或自制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

（1）设备：指各种生产设备、传导设备、动力设备、运输设备等。分为需要安装的设备和不需要

安装的设备两种。

需要安装的设备（简称“需安设备”）：是指必须将其整体或几个部位装配起来，安装在基础上或建

筑物支架上才能使用的设备。如轧钢机、发电机、蒸汽锅炉、变压器、塔、换热器、各种泵、机床等。

有的设备虽不要基础，但必须进行组装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如生产用电铲、塔吊、门吊、皮带

运输机等也作为需要安装的设备统计。

不需要安装的设备（简称“不需安设备”）：指不必固定在一定位置或支架上就可以使用的各种设备，

如电焊机、叉车、汽车、机车、飞机、船舶以及生产上流动使用的空压机、泵等。

（2）工具、器具：指具有独立用途的各种生产用具、工作工具和仪器。如生产和维修用的切削工

具、压延工具、铆焊工具、模压器、铸型、风镐等，检验、实验测量用的各种计量、分析、化验仪器，



“四下”单位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24 -

以及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包装容器等。

以融资租赁方式购置的设备，租金支出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由承租人填报，出租人不得填报。以

经营租赁方式购置的设备，租金支出不应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外购设备、工具、器具除设备本身的价格外，还应包括运杂费、仓库保管费、购买支持设备运行的

软件系统的费用等，但不包括软件系统的后续技术服务费。自制的设备、工具、器具，按实际发生的全

部支出计算。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额依据会计科目或支付凭证填报。

其他费用 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额以外

的费用，不指经营中财务上的其他费用。用于项目建设的贷款的利息支出，在项目建设期应纳入统

计，项目建成投产后不应纳入。

其他费用的价格一般按财务部门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

项目前期费用（如设计勘察费、土地购置费等）在项目正式开工动土时计入投资。

国内贷款利息按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利息计算投资完成额，并作为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处理。利用国

外资金或国家自有外汇购置的国外设备、工具、器具、材料以及支付的各种费用，按实际结算价格折合

人民币计算。

其他费用的分摊问题：若多个项目统一征地拆迁，土地费用按照项目实际用地面积占比分摊，不得

重复报送；若一笔贷款用于多个项目建设，且无法区分每个项目实际使用贷款数额，则利息支出按项目

工程进度占比分摊。

其他费用依据与项目相关的待摊支出、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费）等会计科目或支付凭证填报。

“四下”企业研发和创新情况

研究开发 根据企业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

性的有计划调查。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

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

研究开发人员合计 指报告期内企业参加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员合计。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

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账中人员人工费子科目里涉及的全部人员对应。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指报告期内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费用合计，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

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

研究开发费用及其他费用。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

出辅助账中研究开发费用对应。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中人员人工费用 指报告期内企业研究开发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究开发人员的劳务

费用等。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账中人员人

工费用对应。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中直接投入费用 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实施研究开发活动而实际发生的相关支出。

包括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

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仪器、设

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检测、维修等费用，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固

定资产租赁费等。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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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接投入费用对应。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中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指报告期内企业委托境内外其他机构进行研究开发

活动所发生的费用。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

账中委托研发费用对应。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中其他费用 指报告期内企业除上述费用之外与研究开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

他费用，包括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的检索、

论证、评审、鉴定、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会议费、差旅费、通讯费等。

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账中其他相关费

用对应。

当年形成用于研究开发的固定资产中仪器和设备 指报告期内企业形成用于研究开发的固定资产

中的仪器和设备原价。其中，设备包括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各类机器和设备、试验测量仪器、运输工具、

工装工具等。

当年专利申请数 指报告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

被受理后，按规定缴足申请费，符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条件的件数。

当年专利申请数中发明专利 指报告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发

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后，按规定缴足申请费，符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条件的件数。

来自政府部门的研究开发经费 指报告期内企业从政府有关部门获得的研究开发经费合计，包括科

技专项费、科研基建费、政府专项基金和补贴等。该指标应与有关会计科目计入的从政府有关部门获得

的研究开发经费对应。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指报告期内企业按有关政策和税法规定税前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

活动费用所得税，按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对尚未得到当年减免税额的企业，按上年实

际减免税额填报。

项目名称 按企业研究开发项目的立项计划书、项目任务书或项目合同书等有关立项资料中确定的

项目名称填写，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账中归集的

项目具体名称对应。

项目来源 按相应的分类填写代码，具体的分类及代码是：1.本企业自选项目；2.政府部门科技项

目；3.其他企业（单位）委托项目；4.境外项目；5.其他项目。

项目开展形式 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项目开展形式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码

是：10.自主完成；21.与境内研究机构合作；22.与境内高等学校合作；23.与境内其他企业或单位合作；

24.与境外机构合作；30.委托其他企业或单位；40.其他形式。

项目当年成果形式 按重要程度选择项目当年最主要的成果形式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的分

类与代码是：01.论文、专著或研究报告；02.新产品、新工艺等推广与示范活动；03.对已有产品、工

艺等进行一般性改进；04.对已有产品、工艺等实现突破性变革；05.软件著作权；06.应用软件；07.中

间件或新算法；08.基础软件；09.发明专利；10.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11.带有技术、工艺参

数的图纸、技术标准、操作规范、技术论证、咨询评价；12.自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样

品、配方、新装置；13.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或新工艺、新工法、新服务；14.其他。

项目技术经济目标 指项目立项时确定的技术经济目标。若一个项目有两个及以上的技术经济目

标，应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技术经济目标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码是：1.科学原理的探索、发现；

2．技术原理的研究；3.开发全新产品；4.增加产品功能或提高性能；5.提高劳动生产率；6.减少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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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7.节约原材料；8.减少环境污染；9.其他。

项目研究开发人员 指报告期内编入研究开发项目并实际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员。该指标应与企

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账中人员人工费子科目里参加该

项目人员对应。若研究开发人员同时参加两个及以上研究开发项目，可重复填报。

项目经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用于研究开发项目的实际经费支出，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

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

发费用及其他费用。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

账中项目有关费用对应。

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企业 指注册地在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的企业。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是指经各级政府批准设立并由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科技园区。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指经国家有关部门（主要为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的企业。

创新 指本企业推出了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或工艺，或采用了新的组织管理方式或营销方法。

此处的“新”是指它们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要求一定是新的。

创新活动 指为实现创新而进行的科学、技术、组织、商业等各种活动的总称。具体包括：开展了

产品（服务）或工艺（流程）创新活动，包括所有的研发活动，获得机器设备和软件，获取相关技术，

以及相关的培训、设计、市场推介、工装准备等；或实现了组织（管理）或营销创新。

产品或工艺创新活动不仅包括已成功的，也包括正在进行的和中止的；它本身可能具有新颖性，也

可能并不新颖却是实现创新所必需。

产品（服务）创新 指企业推出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或服务。产品（服务）创新的“新”

要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或特性上，包括技术规范、材料、组件、用户友好性等方面的重大改进。不

包括产品（服务）仅有外观变化或其他微小改变的情况，也不包括直接转销。此处的“新”是指该产品

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

这里的产品（服务）既包括货物，也包括服务。货物方面产品（服务）创新的例子有新能源汽车、

新功能手机、新面世的盒装或下载版软件等；服务方面产品（服务）创新的例子有新的保修服务如显著

延长的新产品保修期限、显著改进的咨询服务等。

工艺（流程）创新 指企业采用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生产方法、工艺设备或辅助性活动。工艺

（流程）创新的“新”要体现在技术、设备、软件或流程上；它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

企业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不包括单纯的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此处的辅助性活动指企业的采

购、物流、财务、信息化等活动。

生产工艺方面工艺（流程）创新的例子有采用新型自动化包装生产线替代人工包装、采用新型自动

控制系统调配交通工具等；辅助性活动方面工艺（流程）创新的例子有首次采用条形码追踪产品或原材

料走向、开发新的软件进行财务管理等。

组织（管理）创新 指企业采取了此前从未使用过的全新的组织管理方式，主要涉及企业的经营模

式、组织结构或外部关系等方面。不包括单纯的合并或收购。组织（管理）创新应是企业管理层战略决

策的结果。此处的“新”是指它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而言不一定是新的。

经营模式方面组织（管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信息共享制度、绩效奖

励手段等；组织结构方面组织（管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机构设置、职责划分、权限管理、决策方

式等；外部关系方面组织（管理）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商业联盟、新式合作、外包或分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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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创新 指企业采用了此前从未使用过的全新的营销概念或营销策略，主要涉及产品（服务）设

计或包装、产品（服务）推广、产品（服务）销售渠道、产品（服务）定价等方面。不包括季节性、周

期性变化和其他常规的营销方式变化。此处的“新”是指它对本企业而言必须是新的，但对于其他企业

或整个市场而言不一定是新的。

产品（服务）设计或包装方面营销创新的例子有对现有产品（服务）的创意设计、为特定消费群体

推出饮料新口味等；产品（服务）推广方面营销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新型广告媒体、全新品牌形象、

推出会员卡等；产品（服务）销售渠道方面营销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电子商务、直销、特许经营、独

家零售等；产品（服务）定价方面营销创新的例子有首次使用自动调价、折扣系统等。

“四下”企业财务状况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资源。包括企业拥有的土地、办公楼、厂房、机器、运输工具、存货等实物资产和现金、存款、应

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

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

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

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应收账款 指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收取的款

项。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负债合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包括银

行贷款、借款、应付账款、应付职工工资、应付职工福利费、应交税金等企业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根

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

负债。

营业收入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

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

数填报。

营业成本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实际成本。“营

业成本”应当与“营业收入”进行配比。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根据会计“利润

表”中“营业成本”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利润总额 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

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

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

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

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带薪缺勤，

利润分享计划，非货币性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报酬或补偿。其中，社

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应包括单位和个人负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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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应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如果企业没有劳务派遣人员或“应付职工薪酬”

会计科目核算范围已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但不设置明细科目单独核算，而是按类别拆分，分别

计入“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福利费等明细科目，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财务报告“应付职工薪酬列示”合计项本期增加额，或会计“应付

职工薪酬”科目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或“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内容

与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需按统计口径归并填报。如果企业“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的核算范围不包含

“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则应加“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后填报“应付职工薪酬”统计指标。“劳务派遣人

员薪酬”不含因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而支付的管理费用和其他用工成本。

无论用工单位是否直接支付劳动报酬，“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均由实际用工法人单位（派遣人员使

用方）填报，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人员派出方）不填报。劳务外包人员薪酬由劳务承包法人单位（外

包人员派出方）填报，劳务发包法人单位（外包人员使用方）不填报。

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企业平均实际拥有的、参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建筑业企业平

均用工人数，还包括分包本企业工程的非独立核算的零散的建筑业包工队（组）等的人员。

工业生产电力消费 指工业企业在生产区内从事工业直接生产和辅助生产活动所消费的总电量。主

要包括：

（1）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的电力；作为能源加工转换企业，还包括用作加工转换的

电力。

（2）生产工艺过程使用的电力。

（3）新技术研究、新产品试制、科学试验使用的电力。

（4）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中使用的电力。

（5）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用电等。

不包括企业建筑施工用电和生活区用电。

自年初开始本年新签合同总额 指建筑业企业自本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新签订的各种工程合同的

总价款。

工业个体经营户情况

个体工业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工业个体经营户平均实际拥有的、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

个体工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指报告期内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个体工业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包

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是业主、雇员以

及参加经营活动的其他人员的工资总额。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

代缴的房费、水费、电费、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

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未领取工资

的业主，按照雇员工资最高档计算，无雇员工资的按本地同行业雇员平均工资水平计算。

个体工业营业收入 指工业个体经营户全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取得的全部收入，即产品销售收入，

包括销售产成品及自制半成品收入和对外加工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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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零住餐单位经营情况

商品销售额 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商品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含增

值税）。在批发和零售业中，本指标反映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价。在住宿和餐饮业

中，本指标反映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出售商品和销售总额（含增值税），不包括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

产业活动单位的商品销售额。

商品销售包括：（1）售给个人和社会集团消费用的商品；（2）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

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包括售予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3）

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

商品销售不包括：（1）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品，如因机构变动移交给其他企业单位的商品、借

出的商品、归还受其他单位委托代保管的商品、付出的加工原料和赠送给其他单位的样品等；（2）促销

返券所销售的、不计入营业收入的商品；（3）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

费的业务；（4）未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商品预付卡销售，如加油卡；（5）汽车维修、电话卡销售等服务性

经济活动；（6）购货退回的商品；（7）商品损耗和损失；（8）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废旧物资；（9）期货交

易商品；（10）自来水供应企业、电力企业、天然气供应企业提供的水、电、气。

商品销售是指商品已经售出、商品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买方后，以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取货款的证据时

作为商品销售。（1）采取直接收款方式的，在实际收到货款或取得收款的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采取托

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式的，在发出商品并办妥托收手续时作为商品销售；采用分期收款方式的，

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作为商品销售；采用预收货款方式的，在商品发出时作为商品销售；（2）委托其

他单位代销商品，以收到代销单位的销售清单时作为商品销售。在交款提货的情况下，如货款已经收到，

只要账单和提货单已经交给买方，不论商品是否发出，都应作为商品销售；（3）出口商品销售，陆路以

取得承运货物收据或铁路联运运单、海运以取得出口装船提单、空运以取得运单并在银行办理了交单作

业作为商品销售。预收货款不通过银行交单的，取得以上提单、运单后作为商品销售。出口商品一律以

离岸价（FOB）计算商品销售，如按到岸价（CIF）对外成交的，应扣除商品离境后发生的由我方负担的

国外运费、保险费、佣金（不包括不易按商品认定的累计佣金）、银行财务费和对外理赔款等作为商品

销售；（4）自营进口商品销售，企业与境内用户签订合同实行货到结算的，在商品到达我国境内港口取

得船舶到港通知，企业向订货单位开出结算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合同规定对境内实行单向结算的，企

业凭境外账单向订货单位开出结算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已先期到达并存放在相应的仓储企业单位库存

的进口商品，企业凭出库单向用户开出结算凭证后作为商品销售。

零售额 指售给个人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

商品零售包括：（1）售给城乡居民和入境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各类生活消费品；（2）售给

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队和武警等机构的商品，以及以零售方式售给各类企业的商品。具体包括：

用于非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办公用品，如通讯设备、计算器具和设备、电讯网络设备、文印设备、音像视

听器材和设备、纸张、本册、文具及装订文印材料、家具、日用电器、针纺织品、清洁卫生用品、文体

用品、奖品、纪念品、礼品等；供内部人员乘坐的交通工具和燃料；用于办公设施修缮的各类配件、材

料、工具等；用于取暖和防暑降温的设备、燃料、材料及食品等；专用于教学的用品和设备；非专用的

劳动保护用品；不对外营业的内部食堂用的餐具、炊具、设备、清洁卫生工具和食品、燃料等；军队、

武警用于其人员生活的衣着品和个人用品；其他各类非生产性设备和用品。

商品零售不包括：（1）售给城乡居民已确知是用于生产、经营的商品；（2）售给各类农业生产者的

生产资料类商品，如农机、农药化肥、农膜、种子饲料等商品；（3）售给企业单位生产用具及生产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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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劳动保护用品；（4）专用于科研的用品和设备；（5）售给医疗机构的中、西药品、中药材和医疗设

备器材；（6）以投资为目的商品，如黄金、收藏品等。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

台）取得订单，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实物商品金额（含增值税），付款可以在网上进行，

也可以在网下进行。公共网络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营业额 指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收入（含增值

税），收入主要来源于提供客房、餐费服务、商品销售和其他服务，如商务服务。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

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餐费收入、商品销售收入等各项收入。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营业额 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取得订单实现的营业额（含增值税），

付款可以在网上进行，也可以在网下进行。公共网络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餐费收入 指本单位为顾客提供就餐服务取得的收入（含增值税）。包括：经烹饪、调制加工后出

售的各种食品，如主食、炒菜、凉拌菜等的收入。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

的餐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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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样设计

（一）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设计

基本抽样方法：企业子总体中有企业名录的部分采用一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没有企业名录的

企业和个体工业子总体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于目录企业部分，根据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企业名录库直接抽取样本企业；对于个体经营工业单位和未包括在企业名录库中的非目录

企业部分，在省一级直接抽取整群单位——村（居委会）作为样本，对整群样本内部的个体工业

单位和非目录企业全部调查。

抽样精度：在 95％的置信度下，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 10％以内。

调查总体划分

规模以下工业总体划分为两个子总体，即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子总体）和全部个体经

营工业单位（以下简称个体工业子总体）。

基本抽样方法

企业子总体中有企业名录的部分采用一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没有企业名录的企业和个体工业子总体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对于目录企业部分，根据各省企业名录库直接抽取样本企业。对于个体经营工业单位和未包括在企

业名录库中的非目录企业部分，在省一级直接抽取整群单位—村（居委会）作为样本，对整群样本内部

的个体工业单位和非目录企业全部调查。

调查目标

1.估计全国和各省规模以下工业总体、企业子总体和个体工业子总体的指标总量；

2.估计全国企业子总体分行业大类的指标总量。

以下说明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目录企业抽样设计；第二部分为个体工业抽样设计；第三部分

为非目录企业抽样设计；第四部分为总体总量和方差估计。

第一部分 目录企业抽样设计

本部分的应用范围是有名录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即企业子总体中的目录企业部分。

1.整理抽样框

目录企业抽样框的范围包括全部有名录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抽样框内容应包括企业的基本属性指

标和基本价值量指标。具体包括：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地址、行业分类、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等基

本属性指标，以及营业收入等基本价值量指标。

2.确定样本量

为了同时满足企业子总体以省为总体抽样精度的要求和以全国分行业大类为总体抽样精度的要求，

由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分别确定各省目录企业部分的最小样本量和样本的行业分布结构。

3.分层及样本量在各层之间的分配

（1）按行业大类分层

先将目录企业抽样框按照行业大类分成 41 个行业层，将已确定的样本量分配到各行业层中，若出

现某些行业层没有分配到样本，则在该层增加 2 到 4 个样本。

（2）行业层内部进一步分层

在完成按行业大类分层之后，如果分配给某行业层的样本量较大时，则需要在行业层内部进一步分

层，以提高估计量的精度。进一步分层的限制条件是，每个最终层内至少包含 4 个以上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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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抽取样本

采用“永久随机数”方法抽取样本。首先对抽样框中的每个单位赋予一个“永久随机数”，然后在

每一个最终层中将企业按照“永久随机数”从小到大排队，抽取 hn 个最小永久随机数的企业作为第h层

的样本。

5.确定权数

（1）基础权数

目录企业样本的基础权数是该样本企业被选概率的倒数。

（2）最终权数

根据检查是否存在无回答有效样本企业等情况对相应样本企业的基础权数进行调整，得到每个样本

企业的最终权数。

6.总量估计

（1）总量估计量

 iiLE ywŶ

其中， iw 为样本企业 i的最终权数； iy 是样本企业 i的指标 y的值。

（2）子域总量估计量

 d iiLEd ywŶ

其中，d 为要研究的子域（如行业等）， iw 为样本企业 i的最终权数； iy 是样本企业 i的指标 y的值。

第二部分 个体工业抽样设计

本部分的应用范围是全部个体经营工业单位，即个体工业子总体。

1.整理抽样框

个体工业一阶段整群抽样框，包括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所有的村（居委会）（以下简称

村），既包括有个体工业单位的村，也包括没有个体工业单位的村。抽样框的内容包括：村名称、区划

代码、村内个体工业单位数和营业收入等信息，对于没有个体工业单位的村来说，个体工业单位数和营

业收入为“0”。

2.确定样本量

各省级统计局根据精度要求，计算样本量。

3.分层及样本在各层之间的分配

各省级统计局将村（居委会）按照规模分层。可灵活掌握分层数量，采用累计平方根法确定分层界

限。按照规模较大层采取较大抽样比的原则，进行样本分配。

4.抽取样本

采用“永久随机数”方法抽取样本。首先对抽样框中每个单位赋予一个随机数，然后在每一个

最终层中将村（居委会）按照随机数大小排队，抽取 hn 个最小永久随机数的村（居委会）作为第 h层

的样本。

5.确定权数

（1）基础权数

样本村（居委会）的基础权数是该样本村（居委会）的被选概率的倒数，个体工业单位的基础权数

等于其所在村（居委会）的基础权数。

（2）最终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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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查是否存在无回答样本村（居委会）、是否存在无回答个体工业单位等情况，对相应个体工

业单位的基数权数进行调整，得到每个个体工业单位的最终权数。

6.总量估计

总量估计量为  iiG ywŶ 。式中， iw 为个体工业单位 i的最终权数； iy 是个体工业单位 i的指标

y的值。

第三部分 非目录企业抽样设计

不在企业名录库中的企业称为非目录企业。包括建立企业名录库时遗漏的企业和建立名录库后新生

的企业。

1.抽样方法

对非目录企业采用一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利用个体工业一阶段整群抽样的样本，对样本村（居委会）

范围内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进行核查，确认非目录企业样本。

2.确定非目录企业样本

首次使用《非目录企业核查表》时，由各省级统计局提供样本村（居委会）范围内的“目录企业”

名单给样本村（居委会）调查员。样本村（居委会）调查员，对比本村（居委会）所有规模以下工业企

业，找出本村（居委会）“目录企业”名单之外的、在本村（居委会）范围内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并

把这部分企业名单填在《非目录企业核查表》中的“非目录企业”栏内。

在同一目录企业抽样框条件下，第二次及以后执行《非目录企业核查表》采用累计核对法，即各省

级统计局提供给样本村（居委会）调查员的企业名单包括“目录企业”和本次调查之前核对出来的所有

“非目录企业”两部分，样本村（居委会）调查员根据这两部分企业名单，开展本次核对并填报《非目

录企业核查表》。

各省级统计局将村（居委会）调查员填报的“非目录企业”名单与目录企业抽样框内的企业再次进

行核对，从“非目录企业”名单中，剔除目录企业抽样框中已经存在的重复企业，剩下的“非目录企业”，

最终作为非目录企业样本。

3.确定权数

（1）基础权数

非目录企业的基础权数等于所在样本村（居委会）的基础权数。

（2）最终权数

根据检查是否存在无回答样本村（居委会）、是否存在无回答非目录企业等情况，对相应非目录企

业样本的基础权数进行调整，得到每个非目录企业样本的最终权数。

4.总量估计

总量估计量为  iiUE ywŶ 。式中， iw 为非目录企业 i的最终权数； iy 是非目录企业 i的指标 y

的值。

第四部分 总体总量和方差估计

1.企业子总体总量和方差估计

（1）总量估计量

UELEE YYY ˆˆˆ 

其中， LEŶ 表示目录企业的总量估计量， UEŶ 表示非目录企业的总量估计量。

（2）方差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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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LEE YvYvYv ˆˆˆ 

2.规模以下工业总体总量和方差估计

（1）总量估计量

GUELEGE YYYYYY ˆˆˆˆˆˆ 

其中， EŶ 表示企业子总体的总量估计量， GŶ 表示个体工业子总体的总量估计量， LEŶ 表示目录企

业的总量估计量， UEŶ 表示非目录企业的总量估计量。

（2）方差估计量

在估计规模以下工业总体总量的方差时，由于非目录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的样本是来源于同一个整

群样本，因此需要将非目录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作为一个整体，用一阶段整群抽样的方差估计量公式，

估计非目录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  GUE YY ˆˆ  的方差，则 Ŷ 的方差估计量为：

     GUELE YYvYvYv ˆˆˆˆ  。

（3）最大相对误差估计量

Y
Yvt

r ˆ
)ˆ(ˆ 

其中： 96.1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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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质外建筑业企业抽样调查设计

基本抽样方法：采用二阶抽样方法。以全国所有县级单位（市、区）为第一阶段抽样框，综合考虑

各地区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的分布状况，抽取一定数量的县级单位（市、区）作为第一阶段样本。以

第一阶段样本内的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建立第二阶段法人单位抽样框，抽取一部分法人单位作为第二

阶段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样本。

抽样精度：在 95%的概率保证程度下，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 10%以内。

1.整体思路

（1）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所有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

（2）基本抽样方法

采用二阶抽样方法。首先，以全国县级单位（市、区）为第一阶段抽样框，综合考虑各地区资质外小微

建筑业企业的分布状况，抽取一定数量的县级单位（市、区）作为第一阶段样本。然后，以第一阶段样本内

的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建立第二阶段法人单位抽样框，抽取一部分法人单位作为第二阶段资质外小微建筑

业企业样本。

（3）总量估计

估计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总体的指标总量。

（4）估计量精度要求

以全国为总体控制总体总量指标的抽样精度，要求在95%的概率保证程度下，从业人数、营业收入等指

标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10%以内，即 %10r 。

按照多阶抽样精度分解公式：
2 2

1

m

i
i

r r


 ，得出二阶抽样精度分解公式为：
2 2 2

1 2  r r r  ，其中 r为

总体总量指标估计值的最大相对误差即整体抽样精度， 1r 、 2r 分别为第一和第二阶段抽样精度。分别取

1r =6%， 2r =8%，即可满足 %10r 的精度要求。

2.抽样方法

2.1 第一阶段抽样

（1）抽样框

抽样框包括全国所有的县级单位（市、区）。抽样框的内容包括：县级单位（市、区）名称、区划代码、

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数量、营业收入等信息。本次调查使用的整群抽样框为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

料加工整理的县级单位（市、区）名录库。

（2）分层

按县级单位（市、区）的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数量分成若干个规模层（采用累计平方根法或经验确定

分层界限）。

（3）确定样本量及样本在各层中的分配。

① 确定样本量。

根据控制精度，利用一阶段样本量计算公式测算样本群数。结合实际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全国最终抽

取的县（市、区）样本群。

② 样本在各层中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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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规模层之间进行样本分配后，再对各省（区、市）进行样本量分配。

（4）抽取样本群。

在分省分规模层中，采用“永久随机数”方法抽取样本群。

2.2 第二阶段抽样

（1）建立第二阶段目录抽样框

在分省的样本群范围内，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资料为基础，建立第二阶段

目录抽样框。

（2）确定第二阶段样本量

利用简单随机抽样公式，按照精度要求计算样本量。为保证抽样精度，二级样本量适当扩大。

（3）抽取样本单位

在各样本群内采用“永久随机数”方法分别抽取样本单位。

3.加权

本部分的设计思路是：首先，根据抽取样本群和在样本群内抽取样本单位的概率决定样本群和样本单位

的基础权数。然后，用已知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对样本法人单位的基础权数进行加权调整，得到样

本法人单位的最终权数。

（1）基础权数

①第一阶段抽样基础权数，即为样本群的基础权数 Hww 1 ：考虑到一个县级单位（市、区）在抽样框

中只存在一次，并且位于层 H 中，它的被选概率就是 HHH Aap / 。它的基本权数就是

HHHH aApw /1  ，其中 HA 是第H 层的总群数， Ha 是第H 层的样本群数。

②第二阶段抽样基础权数，即样本群内样本单位的基础权数 2 jw w ：由于样本单位在第 j样本群中的

抽选概率为 j j jw b B ，因此，样本单位在第二阶段抽样框中基础权数为 j j jw B b ，其中 jB 是第 j样

本群中的单位总数， jb 是第 j样本群中的样本单位数。

③第 j样本群中第h个样本单位的基础权数 jhw ：样本单位的基础权数等于第一阶段抽样基础权数与第

二阶段抽样基础权数的乘积，即 1 2× ×jh H jw w w w w  。

（2）事后分层权数调整

分层规则为：首先按省（区、市）分层，然后按资质外小微建筑业企业的规模分层。

第一步，分别计算出各层样本单位基础权数和。第 s 层的样本单位基础权数和的计算公式为

s siw w ；

第二步，按照相同的分层规则对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整理得到的总体单位进行分层，计算出各层的

总体单位数。第 s 层的总体单位数为 sN ；

第三步，用各层的总体法人单位数与各层样本法人单位基础权数和之比计算各层的事后分层加权调整因

子。第 s 层的事后分层加权调整因子的计算公式为
s

s
s

Nsf
w

 ；

第四步，用每个样本单位的基础权数与事后分层加权调整因子之积计算得到每个样本单位的调整后权

数。第 s 层第 i个样本单位的调整后权数为： ×si si siw w sf  。

4.估计

思路：可利用样本群内总体单位数变化情况和实际掌握的基本单位名录库资料（或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资料）中的单位数估计调查试点的总体单位数；通过现场调查采集得到的样本单位经营情况数据估计总量指

标平均数；利用总体单位数估计量和总量指标平均数估计量的乘积估计总体总量指标；采用“泰勒级数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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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重复抽样法”等方法估计各个估计量的方差，并计算最大相对误差。

（1）单位数估计量

采用一阶段抽样的推算方法推算总体的单位数变动系数，再乘上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或基本单位

名录库资料）中的总体单位数，得到总体单位数的估计值。

①单位数变动系数估计量。

××
ˆ

j
jj j

jj j

j j
j

m
ww c

m
C

w w


 


 
其中， jw 为第 j个样本县的权数， jc 为第 j个样本县的单位数变动系数， jm 为本次调查的第 j个样

本县总体的单位数， jm为普查资料中第 j个样本县的单位数。

②单位数估计量。

ˆˆ ×N C N
其中，N 为普查资料中的总单位数。

（2）总体平均数估计量

总体指标 y的平均数估计量为：

ˆ i i

i

w y
Y

w








式中： iy 是总体第 i个样本单位指标 y的值。

（3）总体总量估计量

总体指标 y的总量估计量为：

ˆˆ ˆ×Y Y N
（4）总体方差估计量

理论上，分层二阶段目录抽样的方差估计量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阶段抽样方差估计量和第二阶段抽样方

差估计量。由于对样本法人单位的基础权数进行了多层次的权数调整，方差估计量很难采用公式的形式表达。

实践中，对于复杂抽样方法的方差估计，一般采用“泰勒级数逼近法”、“重复抽样法”等方法进行模拟估计。

（5）总体总量、方差、最大相对误差的估计量

总体指标 y的总量估计量为Ŷ ，总体指标 y的总量估计量的方差估计量为  ˆv Y ，总体指标 y的总量估

计量的最大相对误差估计量为：
ˆ( )ˆ ˆ

t v Y
r

Y


其中， 96.1t 。

关于资质外建筑业样本量确定的相关要求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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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单位抽样调查设计

基本抽样方法：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采用二阶段目录抽样方法，抽取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个体经营户和产业活动单位作为样本单位。抽选样本时，要综合考虑各行业限下企

业、个体经营户和产业活动单位的分布状况与实际可操作性，按照“两个集中”的原则，在确保调查精度的

前提下进行样本抽取。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所有未纳入限额
1
以上全面统计范围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法人企业和

个体经营户以及其他行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总体划分

将限额以下总体划分为批发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零售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住宿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餐饮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以及批零住餐产业活动单位总计五个限下子总体。

基本抽样方法

采用二阶段目录抽样方法。首先，以村级单位（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以下简称村级单位）为第一

阶段整群抽样框，综合考虑各种单位的分布状况，抽取一定数量的村级单位作为第一阶段整群样本。然后，

以第一阶段整群样本内的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限下产业活动单位分别建立第二阶段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抽

样框、第二阶段产业活动单位抽样框，按规模分层后抽取一部分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作为第二

阶段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样本、限下产业活动单位样本。

总量估计

1.分别估计四个行业限下总体的指标总量及方差；

2.分别估计四个行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限下子总体及其他行业附营的产业活动单位限下子总体的指标

总量及方差。

估计量精度要求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控制总体总量指标的抽样精度，要求在95%的概率保证程度下，总量估

计值的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10%以内。

第一部分 第一阶段整群抽样设计

本部分的设计思路是：以省内所有村级单位为初始整群抽样框，按城乡属性、限下企业、个体经营

户和产业活动单位规模（总单位数）等指标对抽样框分层进行样本分配，抽取第一阶段整群样本。

（一）整群抽样框

整群抽样框包括省内所有的村级单位，无论村级单位内是否有限额以下批零住餐业单位，都应包括

在抽样框中。抽样框的内容包括：村级单位名称、地址代码、城乡分类代码、批发业限下企业和个体经

营户数及从业人数、零售业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数及从业人数、住宿业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数及从

业人数、餐饮业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数及从业人数、限额以下批零住餐产业活动单位户数及从业人数

等信息。整群抽样框是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资料加工整理的村级单位名录库，待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结束，依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进行调整。

（二）分层

1限额标准：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住宿业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单位，批发和零售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住宿和餐饮业采用营业额代替。



“四下”单位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 39 -

按照村级单位的城乡分类代码和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规模（即总单位数）依次对

整群抽样框进行分层：

1.按城乡分类代码，将村级单位分成主城区、城乡结合区、镇中心区、其他镇区和乡村等 5 个城乡

层；

2.在各城乡层内部，按村级单位的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规模（即总单位数）分成

若干个规模层，一般 2 到 3 个即可。

划分规模层时，可以采用累计平方根法或经验确定分层界限。累计平方根法只提供确定分层界限的

依据，在具体分层时还要考虑各层的单位数、标准差和操作简便等因素，对累计平方根法确定分层界限

适当调整。其方法是：第一步按照一定的组限（一般较小）将抽样框分成若干组，并计算各组的频数；

第二步将各组的频数开方；第三步将开方后的平方根进行累计；第四步选择适当的层数，将平方根累计

总数除以层数，在平方根累计数列中选择与得到的商数与各层序号的乘积最接近的数作为各层的分层临

界点。

（三）确定样本量及样本在各层中的分配

1.确定样本量

根据各行业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的总量占总体总量的比重确定各行业限下企业和

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子总体应控制的精度，利用一阶段样本量计算公式分别测算各行业限下企业

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子总体需要的样本群数，结合实际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最终的样本群数

量。按单独测算的样本量的最大值即为最终整群样本量。

2.样本在各层中的分配

“城乡×规模”层之间，按奈曼最优分配原则进行样本分配。

（四）抽取样本群

采用“永久随机数”方法抽取样本群。首先，对整群抽样框中的每个群单位都赋予唯一的随机数，

然后在每一个层（即“城乡×规模”层）中将按照随机数从小到大顺序排队，抽取 Hn 个最小永久随机

数的群单位作为第H 层的样本群。

第二部分 第二阶段目录抽样设计

本部分的设计思路是：以样本群内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限额以下批零住餐产业活动单位分别建立第二阶段目录抽样框，对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和餐饮业法

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批零住餐产业活动单位分别进行分层随机抽样。

（一）建立第二阶段目录抽样框

在样本群范围内，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资料（或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为基础，剔

除已经纳入常规年定报限额以上全面统计范围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和个体

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建立第二阶段目录抽样框。

（二）确定第二阶段样本量

样本群内样本单位总数一般不超过 50 个。在每个样本群内，按子总体的总体单位数多少不等比例

确定样本单位数。

（三）按单位规模分层及样本分配

在样本群内，如果某个子总体总体单位数超过 30 个（即大于等于 31 个），则按该子总体的单位规

模（商品销售额或营业额、从业人数等）进行分层。总体单位数在 31～60 之间的分 2 层；总体单位数

在 61～150 之间分 3 层；总体单位数超过 150（即大于等于 151）的分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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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规模层时，可以采用累计平方根法或经验确定分层界限。累计平方根法只提供了确定分层界限

的依据，在具体分层时还要考虑各层的单位数、标准差和操作简便等因素，对累计平方根法确定分层界

限适当调整。其方法是：第一步按照一定的组限（一般较小）将抽样框分成若干组，并计算各组的频数；

第二步将各组的频数开方；第三步将开方后的平方根进行累计；第四步选择适当的层数，将平方根累计

总数除以层数，在平方根累计数列中选择与得到的商数与各层序号的乘积最接近的数作为各层的分层临

界点。

在样本群内各规模层之间采用奈曼最优分配原则进行样本分配。

（四）抽取样本单位

在样本群各规模层内采用“永久随机数”方法分别抽取各子总体的样本单位。首先，对样本群各子总

体第二阶段目录抽样框中的每个单位都赋予唯一的随机数，然后在每一个规模层中将按照随机数从小到大

顺序排队，抽取 kjhm 个最小永久随机数的单位作为第 j样本群中第 k 个子总体第h规模层的样本单位。

第三部分 加权

本部分的设计思路是：首先，根据抽取样本群和在样本群内抽取样本单位的概率决定样本群和样本

单位的基础权数。然后，用已知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资料（或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中

的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的总体分布信息，对样本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样本产业活动单

位的基础权数进行事后分层加权调整，得到样本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及样本产业活动单位的最终权数。

（一）基础权数

1.第一阶段抽样基础权数，即为样本群的基础权数 Hww 1 ：考虑到一个村级单位在抽样框中只存

在一次，并且位于层H 中，它的被选概率就是 HHH Aap / 。它的基本权数就是 HHHH aApw /1  ，

其中 HA 是第H 层的总群数， Ha 是第H 层的样本群数。

2.第二阶段抽样基础权数，即样本群内样本单位的基础权数 kjhww 2 ：由于样本单位在第 j样本群

中第 k个子总体第h规模层的抽选概率为 kjhkjhkjh Bbp  ，因此，样本单位在第二阶段抽样框中第h
层的基础权数为 kjh kjh kjhw B b ，其中 kjhB 是第 j样本群中第 k个子总体第h规模层的单位总数， kjhb 是

第 j样本群中第 k个子总体第h规模层的样本单位数。

3.第 j样本群中第 k个子总体第h规模层第 i个样本单位的基础权数 kjhiw ：样本单位的基础权数等于

第一阶段抽样基础权数与第二阶段抽样基础权数的乘积，即 kjhHkjhi wwwww ×× 21  。

（二）事后分层权数调整

为了校正各个子总体的样本加权分布，按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资料（或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资料）中的已知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的总体分布信息进行对各个子总体的样本

单位的基础权数进行事后分层权数调整，得到每个样本单位的最终权数。具体方法是：

第一步，分别按照一定的分层规则将第 k个子总体的样本单位分成若干层，计算出各层样本单位基

础权数和。第 k个子总体第 s 层的样本单位基础权数和的计算公式为  ksiks ww ；

分层规则为：首先按城乡区域分层，然后按限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或者限下产业活动单位的规模分

层。

第二步，按照相同的分层规则对用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资料（或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

整理得到的第 k个子总体的总体单位进行分层，计算出各层的总体单位数。第 k个子总体第 s 层的总体

单位数为 ksN ；

第三步，用各层的总体单位数与各层样本单位基础权数和之比计算各层的事后分层加权调整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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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k个子总体第 s 层的事后分层加权调整因子的计算公式为
ks

ks
ks w

N
sf  ；

第四步，用每个样本单位的基础权数与事后分层加权调整因子之积计算得到每个样本单位的调整后

权数。第 k个子总体第 s 层第 i个样本单位的调整后权数为： ×ksi ksi ksw w sf  。

第四部分 估计

本部分的设计思路是：在完成数据采集后，利用样本群内总体单位数变化情况和实际掌握的清查、

普查或基本单位名录库资料中的各子总体单位数
2
，估计调查的各子总体总体单位数；利用通过调查的样

本单位经营情况数据估计各子总体总量指标平均数；利用总体单位数估计量和总量指标平均数估计量的

乘积估计各子总体总量指标；采用“泰勒级数逼近法”、“重复抽样法”等方法估计各个估计量的方差，

并计算最大相对误差。

限下子总体的单位数、总体平均数、总体总量和方差估计量

1.单位数估计量

采用一阶段整群抽样的推算方法推算各个子总体的单位数变动系数，再乘上清查、普查或基本单位

名录库资料中的各子总体单位数，得到各子总体单位数的估计值。

（1）单位数变动系数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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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w 为第 j个样本村的权数， jkc 为第 j个样本村第 k个子总体的单位数变动系数， jkm 为本

次调查的第 j个样本村第 k个子总体的单位数， jkm 为清查、普查或基本单位名录库资料中第 j个样本

村第 k个子总体的单位数。

（2）单位数估计量

kkk NCN ×ˆˆ 

其中， kN 为清查、普查或基本单位名录库资料中第 k个子总体的总单位数。

2.子总体平均数估计量

第 k个子总体指标 y的平均数估计量为：









ki

kiki
k w

yw
Ŷ

式中： kiy 是第 k个子总体第 i个样本单位指标 y的值。

第 k个子总体指标 y子域 d 的平均数估计量为：









d ki

d kiki
kd w

yw
Ŷ ，此处求和用于限制子域 d 里的第 k个子总体的有效回答样本单位。

3.子总体总量估计量

第 k个子总体指标 y的总量估计量为：

kkk NYY ˆ×ˆˆ 

4.子总体方差估计量

2非经济普查年份，样本村需报送样本群内单位数调查表，仅一季度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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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分层二阶段目录抽样的方差估计量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阶段抽样方差估计量和第二阶段抽

样方差估计量。由于对样本企业的基础权数进行了多层次的权数调整，方差估计量很难采用公式的形式

表达。实践中，对于复杂抽样方法的方差估计，一般采用“泰勒级数逼近法”、“重复抽样法”等方法进

行模拟估计。

5.行业总体总量、方差、最大相对误差的估计量

用下标q代表行业，则第q个行业的总体指标商品销售额（营业额） y的总量估计量为：

下上 qqq YYY ˆˆ 

其中，
上qY 是第q个行业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总体指标商品销售额（营业额）y的总量， 下qŶ

是第q个行业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总体指标商品销售额（营业额） y的总量估计值。

第q个行业的总体指标商品销售额（营业额） y的总量估计量的方差估计量为：

       下下上 qqqq YvYvYvYv ˆˆˆ 

第q个行业的总体指标商品销售额（营业额） y的总量估计量的最大相对误差估计量为：

q

q
q Y

Yvt
r ˆ

)ˆ(
ˆ 

其中， 96.1t 。

q取值 1～4 分别代表批发业企业和个体、零售业企业和个体、住宿业企业和个体和餐饮业企业和

个体。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下部分总体总量、方差、最大相对误差的估计量

用下标 m 代表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则总体指标零售额（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x 的

总量估计量为：

2 2 2

1 1 1

ˆ ˆ
m

m m m
X X X

  

    m下m上

m 取值 1～2 分别代表企业和个体户、产业活动单位。

其中， X
m上是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的总体指标零售额（餐费收入+商品销售

额）x 的总量， X̂ m下是限额以下企业、个体经营户和产业活动的总体指标零售额（餐费收入+商品销售

额）x的总量估计值。

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业活动单位总体指标零售额（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x 的总量估计量的方差

估计量为：

       ˆ ˆ ˆ
lv X v X v X v X  l下 l下l上

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总体指标零售额（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x 的总量估计量的最大相对误差估计量

为：

ˆ( )
ˆ ˆ

q
q

q

t v X
r

X


其中， 96.1t 。

q取值 1～4 分别代表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和餐饮业。

产业活动单位总体指标零售额（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 y的总量估计量的最大相对误差估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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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
ˆ ˆ

l
l

l

t v X
r

X


其中， 96.1t 。

各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参照此方案设计以市、县为总体的抽样方案，采用永久随机数抽样方法可

以实现下级对上级样本的自动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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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模以下服务业抽样调查设计

第一部分 抽样方法

（一）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下的服务业样本企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

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服务业样本企业。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教育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

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样本企业。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二）估计量的精度要求

以全国为总体控制分行业和分省主要指标估计量的精度。要求在 95％的概率保证程度下，行业总体、

省（区、市）总体主要指标估计量的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 10％左右。

（三）整理抽样框

抽样框根据在 2018 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资料基础上维护更新至 2019 年年报的名录库进行整理。

（四）分层

为提高抽样精度，按照行政区划代码、行业代码和企业规模，依次对抽样框进行分层。首先按照省

（区、市）代码，将全国抽样框划分为 31 个省（区、市）层；然后在省（区、市）层内按照行业大类

代码将企业划分成 32 个（行业分类标准 2017）“省*行业”层；最后在“省*行业”层内，用累积平方根

法根据企业规模进一步划分规模层，即为最终层。“省*行业”层内的规模层一般不超过 5 个。

（五）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对省层内的每个行业分别计算所需样本量，然后采用 Y-幂分配法将样本量分配到各个规模层。具体

方法如下：

在“省*行业”层内，Y 是层内企业营业收入的均值。设 hN 是其中第 h个规模层的企业数，
h

hP
N
N



是该规模层中企业数占“省*行业”层内企业总数的比例， hY 是第 h 个规模层中企业营业收入的平均值，

hS 是该层中企业营业收入的标准差。设 n 为“省*行业”层的样本总量， hn 为分配到其中第 h个规模层

的样本量，则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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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的取值在 0 和 1 之间， piCV 是根据方案中估计量精度的要求，采用幂指数法分配到“省*行

业”层的变异系数。

（六）抽取样本

使用永久随机数技术抽取样本。方法是：首先对抽样框中每个单位赋予一个唯一的永久随机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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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本时，在每一个最终层中按照永久随机数从小到大排序，然后抽取 hn 个永久随机数最小的单位作为

第 h 层的样本单位。

第二部分 推算方法

（一）样本企业加权

1.基础权数

基础权数根据最终层内每个企业的入样概率进行计算，具体方法为 h
h

h

W N
n

 。

2.样本企业转行的处理

（1）如果样本企业转到调查范围以外的行业，则该样本企业为“不属于调查范围”的企业，当做

无效样本进行处理，不调整权数。

（2）如果样本企业转入调查范围内的另一个行业，则它属于有效回答样本，要进行权数调整。加

入该样本企业是从一个最终层 A 跳到另一个最终层 B。这时需在样本库中将该企业与最终层 B 合并。合

并前，转行企业的权数改为 1，剩余权数分配给层 A中其他有效样本企业。合并后，修改层 B 的企业数

和样本企业数，重新计算基础权数。

（3）无法联系且不明原因的样本企业的加权处理

这部分样本在实际调查中无法联系，不清楚其是否为有效样本。在权数调整阶段，根据已知有效

样本企业和无效样本企业的比例，估计此类样本企业中有效样本企业和无效样本企业的个数，然后将有

效样本企业按照有效无回答样本企业进行处理。具体计算方法为：

设 1S 为有效样本， 2S 为无法联系且不明原因的样本， 3S 为无效样本，则 2S 中有效企业比例为：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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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效样本企业，即 1S 中样本的权数调整为 i iw fw   ，其中 f 为加权调整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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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 2S 中的样本企业视为无效样本企业，其权数调整为 (1 )i i NRiw w f 

（4）有效无回答样本企业情况

将有效无回答样本企业的权数全部调给有效回答样本企业，然后将有效无回答样本企业的权数调为

0。调整前后层内样本企业的权数之和不变。具体方法为：层内有效回答样本企业的权数调整为

i
i C

i
i RC

w

w
w w 



  



其中 w 是基础权数，C是 h层中有效样本企业的集合，RC 是 h 层中有效回答样本企业的集合。

3.离群值检测和处理

（1）离群值检测。使用Hidiroglou-Berthelot方法检测离群值。根据样本企业的加权营业收入x=y*w

检测离群值。设 1 2 3, ,Q Q Q 分别是加权营业收入的第一、二、三个四分位数，则将加权营业收入在区间

2 2,[ ]L L U UQ c d Q c d  以外的样本企业确定为离群值，其中 2 1Ld Q Q  ， 3 2Ud Q Q  ， ,L Uc c 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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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数。检测系数可以根据经验自行调整，服务业小微企业抽样调查中一般取值为 10-20。

（2）离群值处理。对于非录入误差的离群值，将离群值的权数调整为 1，剩余权数分配给层内其他

有效回答企业。然后将层内的所有离群值单独列为一层。

4.新增企业的处理

首先，利用维护至报告期年份的名录库，计算出分省分行业的企业单位数，然后与所用抽样框中分

省分行业的企业单位数进行对比，计算出分省分行业单位数的净增速 d。最后，利用净增速 d 调整有效

回答企业的权数。具体方法如下：设 1S 为有效样本， 2S 为无法联系且不明原因的样本， 3S 为无效样本，

则调整后有效回答样本的权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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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量和方差的估计

1.总量的估计

总体总量的估计公式为

ˆ
i iY w y

第 k 个行业或省总体总量的估计公式为

k̂ ki kiY w y
2.方差的估计

总量方差的一般估计公式为

2 21ˆ( ) h
h h

h

fV Y N s
n




但是经过多次权数调整以后，方差估计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一般采用复杂样本的方差估计方法进行

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