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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项试点方案

为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项试点工

作，制定本方案。

一、试点目的

按照《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总体框架思路》《关于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专项试点相关工作设想》要求，测试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拟新增调查内容、新调查方法和新调查技术的科学性

和可行性，为制定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做准备。

二、试点内容和对象

（一）研究建立满足投入产出调查需求的企业（单位）电

子统计台账。

为确保经济普查与投入产出调查统筹工作的顺利进行，以

国家统计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电子统计台账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指导，建立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获取投入产出调查

单位的投入结构、材料购进和产品去向等数据。试点对象是按

照投入产出调查要求选取的县（市、区）部分从事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

（二）试行一套表单位分主要业务活动营业收入调查。

为摸清一套表单位混业经营情况，夯实投入产出表编制工

作基础，测试一套表法人单位按业务活动的主次顺序，填报主



－ 2 －

要业务活动营业收入，并使用结构化填报和智能赋码功能辅助

确定行业小类代码。试点对象是试点乡（镇、街道）全部一套

表单位。

（三）探索开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调查。

为加强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全面反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

模结构，测试部分行业一套表单位填报“是否从事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相关活动”指标，以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

和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要素驱

动等分项营业收入。试点对象是试点乡（镇、街道）属于《数

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范围内标星号行业的一套表单位。

（四）试点开展规模以下工业单位能源生产和生石灰生产

调查。

为掌握规模以下工业能源生产、生石灰生产情况，为能源

生产统计和碳排放统计核算提供相关数据支撑，测试规模以下

工业法人单位填报“是否生产能源产品（如原煤、天然气、火

力发电等）”、“原煤生产量（吨）”、“是否生产生石灰”、

“生石灰生产量（吨）”4 个指标。试点对象是试点乡（镇、街

道）全部规模以下工业法人单位。

（五）试点开展限额以下批零住餐单位商品零售类值和网

上零售情况调查。

为研究消费领域商品分类消费情况，进一步加强以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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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引领的新型消费统计监测，测试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

法人单位填报“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和商品分类零售

额，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填报“通过公共网络实现

的餐费收入”等指标。试点对象是试点乡（镇、街道）选中的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六）研究解决产业园区统计相关问题。

为解决产业园区普查组织方式和数据处理问题，测试统一

的园区代码编制规则的可行性；探索产业园区普查组织实施方

式和业务流程，研究地方统计部门与园区管理部门在普查组织

实施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协调机制；按照单位所属园区详细名

称和园区代码指标处理数据，分别满足地方统计部门和园区管

理部门的数据汇总需求。试点对象是试点地区选中的产业园区

及园区内单位。

（七）探索优化单位清查方式，试行手机采集、电子证照

扫码、自主填报、行业智能赋码。

为查全、查准、查实普查对象，全面覆盖各种经营业态单

位，试点优化调整单位清查方式。组织相关部门审核清理其提

供的单位信息，测试将建筑物信息采集作为独立阶段，使用多

种方式进行补充调查，最后开展针对性的查疑补漏。

探索应用手机采集、电子证照扫码、自主填报、行业智能

赋码等新技术。测试普查员通过支持 PAD 和手机的移动采集 APP

采集清查数据；测试普查员利用移动采集 APP 扫描电子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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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二维码，验证单位身份，获取相关登记信息；测试非一套表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扫码或手机短信验证方

式，验证身份并登录系统，通过手机或电脑自主填报清查表和

调查表；利用数据处理软件的主要业务活动结构化填报和行业

智能赋码功能，辅助主要业务活动填报和行业编码。

试点对象是试点乡（镇、街道）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以及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

三、试点地区及分工

（一）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安

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 14 个省（区、

市）。

试点省（区、市）应选择国民经济行业较为齐全、具有代

表性的2—3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原则上选择3个

有代表性的乡（镇、街道）开展试点。北京、辽宁、江苏、广

东、四川、陕西选择若干产业园区开展产业园区试点。试点省

（区、市）需将试点县（市、区）、乡（镇、街道）和产业园

区名单报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筹备办）备案。试点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报筹备

办批准后适当调整试点实施范围。

（二）任务分工。

北京、辽宁、江苏、广东、四川、陕西分别承担不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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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试点。其中，北京负责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金融，信息传输，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辽

宁负责建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江苏负责工业，建

筑，金融，房地产，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广东负

责工业，交通运输，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卫生和社会工作；四川负责农林牧渔服务业，信息传输，教育，

文化、体育和娱乐，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卫

生和社会工作；陕西负责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教育，

文化、体育和娱乐。河北、上海、山东、湖南、广西自主选择

部分行业开展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试点。

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广东、四川、陕西承担一套表

单位分主要业务活动营业收入调查试点；北京、天津、辽宁、

上海、江苏、江西、广东、四川、陕西承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统计调查试点；河北、广东、四川、陕西承担能源生产和生石

灰生产调查试点；北京、天津、辽宁、江苏、山东、湖南、广

东、四川、陕西承担商品零售类值和网上零售情况调查试点；

北京、辽宁、江苏、广东、四川、陕西承担产业园区统计试点；

全部试点省（区、市）均承担单位清查试点，测试手机采集、

自主填报等新技术应用。



－ 6 －

试点主要任务及分工表

主要任务
任务分工

试点地区 国家统计局相关单位

一、研究建立满足投入产出调查需

要的企业（单位）电子统计台账

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
核算司、数管中心

二、试行一套表单位分主要业务活

动营业收入调查

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广东、四川、

陕西

调查中心、设管司、

工业司、投资司、贸

经司、数管中心

三、探索开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

计调查

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江西、

广东、四川、陕西

设管司、工业司、投

资司、贸经司、调查

中心

四、试点开展规模以下工业单位能

源生产和生石灰生产调查
河北、广东、四川、陕西 能源司

五、试点开展限额以下批零住餐单

位商品零售类值和网上零售情况调

查

北京、天津、辽宁、江苏、山东、湖南、

广东、四川、陕西
贸经司

六、研究解决产业园区统计相关问

题
北京、辽宁、江苏、广东、四川、陕西

设管司、普查中心、

数管中心

七、探索优化单位清查方式，试行

手机采集、电子证照扫码、自主填

报、行业智能赋码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陕西

普查中心、数管中心、

工业司、投资司、贸

经司、社科文司、

调查中心

四、试点业务流程

（一）研究建立满足投入产出调查需求的企业（单位）电

子统计台账。

1.确定试点单位。按照投入产出调查试点范围要求，选取

代表性强、财务制度完善、信息化程度高的单位作为投入产出

调查试点单位。试点县（市、区）在负责的行业门类中各选取

一定数量单位，形成投入产出调查专项试点法人单位名录。

2.布置电子台账。试点省（区、市）统计局向试点单位布

置电子表格格式的投入产出电子统计台账（附件 5）。有条件的

地区要开发可与试点单位财务会计信息对接转换的台账软件，

提供调查单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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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录电子台账。试点单位根据财务会计核算资料，在电

子台账中记录2022年6—7月投入产出调查资料。

4.上报试点数据。试点单位将已记录好的投入产出调查电

子统计台账，通过台账与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接口上报数据。

（二）试行一套表单位分主要业务活动营业收入调查。

试点单位在“一套表单位主要业务活动营业收入”（703-1

表）中，按业务活动的主次顺序，根据软件提示填写业务活动

名称，选择业务活动所属的行业小类代码，填报营业收入。工

业企业只填写非工业业务活动情况。试点地区统计局加强对行

业小类代码选择的指导。

（三）探索开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调查。

1.填写标识。试点地区属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

分类（2021）》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范围内标星号行业的一套

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703-2

表）中填写“是否从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关活动”标识。

2.填报营业收入。“是否从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关活动”

标注为“是”的单位，填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及其分项营业收

入指标。

（四）试点开展规模以下工业单位能源生产和生石灰生产

调查。

试点单位在“单位清查表”（721 表）中填报“是否生产能

源产品（如原煤、天然气、火力发电等）”、“原煤生产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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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生产生石灰”、“生石灰生产量（吨）”4 个指标。

（五）试点开展限额以下批零住餐单位商品零售类值和网

上零售情况调查。

1.确定试点单位。在每个试点乡（镇、街道）选择限额以

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各 20 家左右法人单位。

2.填报试点报表。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试点单位，通过

自主填报等形式，在“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经营情况”（711-9 表）中填报“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

和商品分类零售额等指标。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试点单位，

在“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711-9

表）中填报“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等指标。

（六）研究解决产业园区统计相关问题。

1.选定试点园区。试点县（市、区）选择 2 个国家级或省

级产业园区作为试点园区，若无足够国家或省级产业园区，可

选择地市级园区。根据《园区代码编制规则（试行）》（附件 3），

编制园区代码。试点园区应尽量覆盖试点乡（镇、街道）。

2.建立试点园区单位名录。试点地区建立包含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内的试点园区单位名录。

3.填报相关指标。在填报单位清查表时，在试点园区单位

名录中的单位，系统自动代入园区名称和代码；不在园区名录

中的单位，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填报所属园区名称。

4.处理园区数据。试点地区组织利用试点软件进行园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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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测试能否满足地方统计部门和园区管理部门的数据处

理和汇总需求。

（七）探索优化单位清查方式，试行手机采集、电子证照

扫码、自主填报、行业智能赋码。

1.编制单位底册。试点地区组织本地市场监管、民政、编

办等部门，审核行政登记资料，清理已注销单位，标注经营状

态异常的单位；协调税务部门提供税务登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名录，以及纳税额、营业收入等纳税记录。统计部门依据部门

提供的资料和基本单位名录库，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关键字

段，根据合并规则比对生成单位底册，并依据纳税额、营业收

入等信息标注活跃单位。

2.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信息采集。普查区划分参照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模式开展，在原有普查区界线的基础上，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建筑物信息采集采取两种模式：第一种是

将建筑物信息采集作为独立阶段，在入户清查前完成，普查员

使用移动采集APP，实地采集普查区内全部建筑物的具体位置和

详细地址；第二种是将建筑物信息采集与入户清查同时进行。

试点地区分别在不同的乡（镇、街道）使用两种模式，并进行

比较。

3.“地毯式”清查。普查员使用预先加载普查区地图（含

普查区界线和建筑物信息）和单位底册的移动采集APP，在负责

的普查区内进行“地毯式”单位清查。具体做法是：逐个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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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地开展清查，建筑物内发现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填报

“单位清查表”（721表），个体经营户填报“个体经营户清查

表”（722表）。

试点地区选择部分普查区，测试用自主填报替代“地毯式”

清查，即通过公告、电话等形式，要求普查区内全部单位和个

体经营户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扫码、手机短信验证等方式登录自

主填报平台，自主填报单位清查表（721表）或个体经营户清查

表（722表），清查阶段其他流程不变。

4.补充调查。针对底册中存在、“地毯式”清查未能找到

的单位，由县级试点机构统一组织，通过公告督促、电话联系、

部门协查等方式进行催报，设立集中填报登记点，要求未填报

清查表的单位登记情况。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单位，应由普

查员上门核实并填表；对于无固定场所、但有纳税记录的单位，

允许将注册地视同其实际经营地，应同时提交有单位负责人签

字（盖章）的证明材料和在注册地纳税的证明材料。

5.查疑补漏。由县级试点机构统一组织，对补充调查后底

册中仍未填报的活跃单位，进行针对性查疑补漏，要求全部活

跃单位必须在底册中填报核查情况，无经营活动的单位需填写

情况说明。有条件的地区，可组织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全程

参与补充调查和查疑补漏工作。

6.电子证照扫码。普查员利用移动采集 APP 中的电子证照

扫码功能，扫描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电子营业执照中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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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单位身份，获取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等登记

信息。试点地区探索通过扫描民政、编办等部门核发的单位证

书的二维码，获取单位登记信息的可行性。

7.行业智能赋码。在单位清查阶段测试主要业务活动结构

化填报和行业智能赋码。即在填报主要业务活动时，根据数据

处理软件的提示，先输入调查对象主要产品或者服务对应的名

词，再选择动词，自动生成完整的主要业务活动及对应的行业

代码。对于非结构化的主要业务活动，由县级试点机构组织利

用软件的行业智能赋码功能，辅助确定行业代码。

五、组织实施及进度安排

（一）组建机构。国家统计局五经普筹备办全面负责本次

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成立试点工作小组，蔺涛同志任组长，

曾玉平同志任常务副组长，筹备办各工作组组长、集中办主要

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为相关单位分管领导，集中办负责具体

工作。试点省（区、市）统计局成立试点工作组，制定试点实

施方案，落实试点工作人员，负责本省（区、市）试点工作的

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试点县（市、区）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

担任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试点领导小组或工作小组，

动员组织有关力量扎实做好试点各项工作。（2022年6月）

（二）软件开发。筹备办根据专项试点数据处理需求，在

利旧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区划分与绘图、单位清查、普查

登记数据处理（含移动终端数据采集）三个系统的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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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软件的升级改造，满足试点需要。（2022年6月底前）

（三）试点培训。筹备办和试点省（区、市）统计局组织

开展对试点工作人员的业务和程序培训。（2022年6月—7月）

（四）前期准备。试点地区依据部门提供的资料和基本单

位名录库，合并生成单位底册；完成普查区划分，生成普查区

电子地图；准备移动采集设备，安装数据采集APP，加载底册和

普查区地图；完成选取分行业投入产出调查单位等前期工作。

建筑物信息采集依据选择的工作模式在此阶段或单位清查阶段

完成。（2022年6月—7月）

（五）单位清查。试点地区组织普查员利用移动采集设备

在试点地区实地开展“地毯式”清查或自主填报，统一组织开

展补充调查和查疑补漏。（2022年7月—8月）

（六）数据采集。试点地区按照试点方案要求，根据清查

结果对部分单位开展调查登记工作，采集数据。投入产出调查

试点单位记录投入产出电子台账，报送投入产出调查表。（2022

年7月—8月）

（七）数据处理。试点县（市、区）统计局对单位清查和

数据采集阶段取得的试点数据进行初步审核。试点省（区、市）

统计局统一组织协调数据处理工作。试点省（区、市）统计局

普查中心会同有关处负责单位清查审核验收及汇总；核算处会

同有关处对投入产出调查数据进行审核验收及汇总；服务业处

会同有关处对一套表单位分主要业务活动营业收入调查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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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核验收及汇总；能源处会同工业处对规模以下工业单位能

源生产和生石灰生产调查数据进行审核验收及汇总；贸经处对

限额以下批零住餐单位商品零售类值和网上零售情况调查数据

进行审核验收及汇总。筹备办统一组织协调相关单位按业务范

围负责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调查、产业园区统计等数据处理和汇

总分析工作。（2022年8月—9月）

（八）试点总结。试点省（区、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

各相关单位按照所列试点研究问题和试点实施情况，对试点工

作进行总结，提出意见建议。筹备办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2022年9月底前）

六、试点研究的问题

（一）投入产出调查电子台账。

1.研究建立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的可行性，探索能

否满足投入产出核算需求。

2.研究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与试点单位信息管理系

统间的关系，探索试点单位的台账填报方式。

3.研究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与专项试点数据采集处

理软件之间的数据衔接方式。

4.探索在投入产出调查材料消耗填报过程中，应用批量智

能赋码功能的可行性。

5.研究投入产出调查方案的科学性。

（二）单位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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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市场监管、民政、编办等部门在向普查机构提供单

位行政登记资料前，对本部门数据审核、清理注销单位、标注

经营状态异常单位的可行性；协调税务部门提供纳税额、营业

收入等单位具体纳税记录的可行性。

7.研究建筑物信息采集是必须作为独立阶段开展，还是可

以与清查入户登记同时进行。

8.研究对“地毯式”清查难以发现的单位，如何用其他方

式查找；对无固定经营场所、集群登记、一址多照等情况，提

供统一的处理规定。

9.研究利用纳税额、营业收入等信息进行查疑补漏的效果。

10.分析自主填报的填报率和数据质量，评估大规模开展自

主填报的可行性，以及现有技术手段能否有效验证调查对象身

份。

11.研究企业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的实际效果。

12.研究主要业务活动结构化填报和行业智能赋码辅助判

断单位所属行业的有效性。

（三）专业统计。

13.研究一套表单位填报分主要业务活动营业收入的可行

性，评估数据质量。

14.研究调查单位填报从事数字经济活动标识和相关营业

收入的可行性。

15.研究编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品目录的必要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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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研究规模以下工业单位填报能源生产和生石灰生产情

况的可行性。

17.研究限额以下批零住餐企业填报商品零售类值及网上

零售相关指标的可行性。

18.研究园区代码编制规则应用的可行性，探索园区普查组

织实施方式和业务流程，研究园区数据处理方式。

19.研究调查表设计的科学性、规范性。

七、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将在摸清二、三产

业家底的基础上，聚焦高质量、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进程和重

点领域统计改革，与投入产出调查一并组织实施，对普查方案

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开展专项试点是保证普查方案设计科学

可行的重要措施，各相关单位和试点地区要充分认识专项试点

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全力以赴，确保试点目标顺利实现。

（二）周密部署。各试点地区要依据国家统计局专项试点

方案及相关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试点实施方案，明确试

点任务、细化工作责任、优化工作流程、统筹进度安排，周密

部署、精心组织各项试点工作。在确保完成全省试点任务的前

提下，统筹安排各试点乡（镇、街道）的试点工作。

（三）落实责任。筹备办全面负责专项试点工作。方案设

计与试点组牵头、筹备办集中办具体负责，做好试点组织实施

工作；投入产出调查组做好电子统计台账填报指导等工作；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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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协调组协助做好试点工作；数据处理组做好软件开发、技术

保障等工作；宣传组做好试点地区宣传动员的指导协调工作。

各相关单位和试点地区统计局根据试点要求，认真做好职责范

围内各项工作。

（四）做好预案。各试点地区要统筹疫情防控和专项试点

工作，严格落实当地政府、社区疫情防控要求，灵活采用线下、

线上方式开展方案研讨、工作部署和业务培训等工作。在试点

时期内，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适当调整试点任务进度安

排，优先在疫情缓解窗口期安排线下试点任务，有条不紊推进

各项试点工作。

附件：1.试点表式

2.主要指标解释和填报要求

3.园区代码编制规则（试行）

4.投入产出调查单位调查表（另行下发）

5.投入产出调查单位电子统计台账（另行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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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试点表式

表号 表 名 统计范围 数据时期和时点

721 表 单位清查表

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其中，第 11

项由河北、广东、四川、陕西非一套表工业法人单

位填报。

时期指标为2022年1
月 1日至 2022 年 6
月 30日，时点指标
为2022年6月30日。

722 表 个体经营户清查表 辖区内全部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 同上

703-1表
一套表单位主要业务活动营业
收入

辖区内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
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
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

同上

703-2表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

辖区内属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范围内标星号行业的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
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
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
人单位。

同上

711-9表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餐饮业经营情况

辖区内选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
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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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单位清查表
表 号： ７ 2 １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 统 字 〔 2 0 2 2 〕 6 5 号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２ 年 １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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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单位类型□
1法人单位
2 产业活动单位（本部） （有分支机构的法人单位去除下设分支机构后剩余的部分，如总部、本店、本所等）
3 产业活动单位（分支机构） （法人单位下设的分支机构，如分公司、分厂、分店、支所等）

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由普查机构填写统计用临时代码）
□□□□□□□□□□□□□□□□□□

03 单位详细名称：

04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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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请精确、具体地描述本单位目前从事主要业务活动所在地详细地址，街(路)、门

牌号例如：北京西路 12 号楼 710房间）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园区企业所属园区详细名称： 园区代码 □□□□□□□□□□□

普查机构填写：区划代码 □□□□□□□□□□□□ 普查小区代码 □□□

07

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建筑业单位必填，其他单位如与单位所在地及区划一致的免填）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普查机构填写：区划代码 □□□□□□□□□□□□

08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非本地号码的，请填写长途区号）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09

行业类别 （请先输入主要产品或者服务对应的名词，如“轮胎”，再选择相应的动词，如“制造”，程序将自

动生成完整的主要业务活动“轮胎制造”及对应的行业代码“2911”。从事多种活动的，请按重要

程度或者增加值比重依次填写 1-3 种活动）
主要业务活动 1 ；2 ；3

普查机构填写：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10
机构类型 □□
10 企业 20 事业单位 30 机关 40 社会团体 51 民办非企业单位 52 基金会
53 居委会 54 村委会 55 农民专业合作社 5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0 其他组织机构

11
是否生产能源产品（如原煤、天然气、火力发电等）□（有填 1，无填 0）（如选 1）原煤生产量： 吨
是否生产生石灰 □（有填 1，无填 0）（如选 1）生石灰生产量： 吨
（原煤、生石灰生产量填报 2022 年 1 月 1日至 6月 30 日产量数据）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２０２２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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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其中，第 11 项由河北、广东、四川、陕西非一套表工业法
人单位填报。

2.本表中部分信息根据普查机构掌握的底册信息导入，部分信息通过电子证照扫码方式生成，调查单位根据实际
情况核实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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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个体经营户清查表
表 号： ７ 2 ２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 统 字 〔 2 0 2 2 〕 6 5 号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２ 年 １ ２ 月

01 个体经营户名称：

02
有无营业执照？ □（有填 1，无填 0）

如果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03 个体经营户经营者姓名：

04 联系电话（手机）： □□□□□□□□□□□

05

个体经营户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普查机构填写：区划代码 □□□□□□□□□□□□ 普查小区代码 □□□

06

行业类别（请先输入主要产品或者服务对应的名词，如“饮料”，再选择相应的动词，如“批发”，程序将自动生

成完整的主要业务活动“饮料批发”及对应的行业代码“512”）

主要业务活动

普查机构填写：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

07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其中：女性 人

（指 2022 年 6 月 30 日参加经营活动的所有人员，包括业主、雇员以及参加经营活动的其他人员，如家庭成员、帮

手和学徒）

个体经营户受访人（签字）： 填表日期：２０２２ 年 月 日

说明：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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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一套表单位主要业务活动营业收入

表 号：７ ０ ３ - 1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 字 〔 2 0 2 2 〕 6 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２ 年 １ ２ 月

单位详细名称： 计量单位： 千 元

指标名称
行业代码

（GB/T 4754-2017）
代码 本年 1-6 月

甲 乙 丙 1

营业收入（工业企业仅填写非工业活动营业收入总计） ---- 01

其中：按业务活动营业收入从大到小填报

业务活动 1： □□□□ 02

业务活动 2： □□□□ 03

业务活动 3： □□□□ 04

业务活动 4： □□□□ 05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２０２２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

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2.业务活动名称填报：描述需精确、具体，例如汽车零配件零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云计算服务、第三方医学

检验机构服务等。

3.审核关系：01≥02+03+04+05…≥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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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

表 号：７ ０ ３ － ２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 字 〔 2 0 2 2 〕 6 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２ 年 １ ２ 月

单位详细名称： 计量单位： 千 元

是否从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关活动 □（是填 1，否填 0）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情况

（选１的法人单位填写）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1-6 月 上年 1-6 月

甲 乙 1 2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 610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 611

数字产品服务 612

数字技术应用 613

数字要素驱动 61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２０２２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属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标星号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

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

位。

2.本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及其分项的界定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填报时请参见该分类

标准。

3.审核关系：(1) 610=611+612+613+614

(2)若“是否从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关活动”填“1”，则 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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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
表 号： ７ １ １ － ９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 0 2 2 〕6 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2 ２ 年 １ ２ 月

单位详细名称： 计量单位： 千 元

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情况(仅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1-6 月

甲 乙

商品购进额 01

商品销售额 02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03

其中：零售额 04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 05

期末商品库存额 06

服务营业额 07

零售额(按商品分类填报) — ——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0401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0402

金银珠宝类 0403

化妆品及日用品类 0404

文化办公用品及体育娱乐用品类 0405

书报杂志、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0406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0407

中西药品类 0408

通讯器材类 0409

家具类 0410

五金电料、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0411

石油及制品类 0412

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0413

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仅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1-6 月

甲 乙

营业额 08

其中：客房收入 09

餐费收入 10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 1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２０２２年 月 日

说明：1.填报范围：辖区内选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2.审核关系：(1)02≥03 (2)02≥04 (3)04≥05 (4)03≥05

(5)04=0401+0402+…+0412+0413 (6)08≥09+10 (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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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要指标解释和填报要求

单位类型 具体分为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按照《普查单位划分

具体处理规定》进行填报，统计上视同法人单位选填“法人单位”。

有分支机构的法人单位由两类产业活动单位组成，包括本部和分支机构。本部指有分支机构

的法人单位中起领导和核心作用的产业活动单位，一般是去除下设分支机构后剩余的部分，如总

部、本店、本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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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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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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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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由统计部门根据《统计单位临时代码编码规则》赋予统

计用临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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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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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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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的企业（单位）或撤销登记的企业（单位）。

9.其他：指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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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区划代码等。本栏分三部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808.htm


－ 26 －

分填写：

第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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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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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园区企业所属园区情况，属于试点园区的单位填写本项。园区是指依据国家经济

社会的发展目标与任务分工，通过公共管理赋予的、集中统一规划且具有一定经济社会功能的区

域。包括各级政府（部门）机构批准设立的具有相对固定管辖区域的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

科技园区、物流园区、文化产业园区、农业示范区等各类园区。园区企业所属园区详细名称指经

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园区全称。列入园区单位名录的填报单位，该指标自动编写；未列入园

区单位名录的填报单位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园区代码指按照《园区代码编制规则（试行）》自动

编写的代码，填报单位免填。

单位注册地址区划及详细地址 指单位在审批登记部门登记注册的地址及区划代码。本栏分

为两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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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单位注册的详细地址，建筑业单位必须填写本项；其他行业单位注册地与经营地

不一致的需填写本项，地址相同的可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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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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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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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类型 分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委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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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机构。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企业：包括（1）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法人；

（2）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3）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或经营单位，个人

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分支机构；（4）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符合产

业活动单位条件的企业法人的组成部分。

2.事业单位：包括（1）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取得法人资格的单位；（2）事业法人单位的本部及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3.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政党机关、政协组

织和其他机关法人；机关法人单位的本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分支机构、国家行政机关分支或派

出机构、监察机关分支机构、人民法院分支机构、人民检察院分支机构等。

（1）国家权力机关：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和办事机构。

（2）国家行政机关：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以及地区行政行署。

（3）国家监察机关：指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

（4）国家司法机关：指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5）政党机关：指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所属办事机构、各民主党派各级机关和办事机构。

（6）政协组织：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4.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

社会组织。包括（1）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各类社会团

体；（2）由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3）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免

于登记的社会团体。

5.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

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指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

记，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6.基金会：指民政部、省级、地级或市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颁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的基金会。

7.居民委员会：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设立的社区（居委会）。

8.村民委员会：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

府批准，设立的村民委员会。

9.农民专业合作社：指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包括（1）经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人，领取新版《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法人；（2）经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核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

1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耕地、河道、灌溉设施等生产资料集体所

有，合作经营、民主管理、服务村民的经济组织，主要是由原人民公社（现乡、镇）、生产大队

（现村）、生产队（现村民组）建制经过改革、改造、改组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经济联合

http://baike.baidu.com/view/8110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30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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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社、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社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立需经县级及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颁发登记证书或证明书。

11.其他组织机构：指除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符合法人和产业活动单

位条件的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各类寺庙等。

是否生产能源产品 指是否生产原煤、天然气、火力发电等产品，选填“是”的单位应继续

填写原煤生产量。仅限部分试点地区非一套表工业法人单位填写本项。

原煤 指煤矿生产的、经过验收符合质量标准的原煤。即：从毛煤中选出规定粒度的矸石（包

括黄铁矿等杂物）并且绝对干燥灰分在 40%以下的原煤。绝对干燥灰分虽在 40%以上，但经有关

部门批准开采，并有消费需求的劣质煤，亦应计入原煤产量。原煤分为无烟煤、烟煤、褐煤，在

烟煤中又分为炼焦烟煤和一般烟煤两种。原煤不包括石煤、泥煤（泥炭）和伴随原煤生产过程而

采出的煤矸石。

原煤产量的计量 煤炭必须加工拣选，实行选后计量，即拣出粒度大于 50毫米以上矸石后，

经验收合格的，方可计算原煤产量。凡有选煤厂的矿井，出井的煤必须经过选矸后，才能计量。

没有选煤厂的矿井，也应采用简易方法拣选，扣除矸石后，计算原煤产量。

原煤产量的计算应当以矿井主井口所采用的提升方式来定，但应扣除由井口提出毛煤到原煤

筒仓（储煤场）之前拣出的粒度大于 50毫米的矸石。

对已经验收的原煤产量，因存放日久或保管不善等其他原因而导致变质（如自燃或风化）的

煤炭不算废品，产量亦不扣除。

是否生产生石灰 指是否生产生石灰，选填“是”的单位应继续填写生石灰生产量。仅限部

分试点地区非一套表工业法人单位填写本项。

生石灰 以石灰石、白云石等为原料，经过高温煅烧后所得到的以氧化钙（CaO）为主要成

分的产品。

生石灰生产量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并符合质量要求的生石灰数量，包括商品量和自用

量两部分。企业生产的全部生石灰产量，不论是要销售的商品量（产成品）还是本企业的自用量

（中间产品），均应统计生产量。

单位负责人 此指标需在单位负责人对本表填报内容进行确认后填写。所有单位均填写本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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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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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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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 纸质调查表为填报结束并加盖公章的日期，电子调查表由系统自动生成此项。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

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

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从业人员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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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2）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如：建筑业整建制使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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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

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具体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

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为四部分：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要素驱动业。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包括该分类中属于 01 大类的有关国民经济行业；数字

产品服务业包括该分类中属于 02 大类的有关国民经济行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包括该分类中属于

03 大类的有关国民经济行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包括该分类中属于 04 大类的有关国民经济行业。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 指从事属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关经济活动产生的营业收入。

数字产品制造营业收入 指从事属于数字产品制造业有关经济活动产生的营业收入。

数字产品服务营业收入 指从事属于数字产品服务业有关经济活动产生的营业收入。

数字技术应用营业收入 指从事属于数字技术应用业有关经济活动产生的营业收入。

数字要素驱动营业收入 指从事属于数字要素驱动业有关经济活动产生的营业收入。

商品购进额 指从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包括从国外直接进口）作为转卖或加工后

转卖的商品金额（含增值税）。本指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从国内外市场上购进商品的总价。

商品购进包括：（1）从工农业生产者、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出版社或报社的出

版发行部门和其他服务业等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购进的商品；（2）从机关、社会团体购进

的商品；（3）从海关、市场管理部门购进的缉私和没收的商品；（4）从居民收购的废旧商品等。

不包括：（1）企业为本单位自身经营用，不是作为转卖而购进的商品，如材料物资、包装

物、低值易耗品、办公用品等；（2）未通过买卖行为而收入的商品，如接受其他部门移交的商

品、借入的商品、收入代其他单位保管的商品、其他单位赠送的样品、加工回收的成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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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退回和买方拒付

货款的商品；（5）商品溢余；（6）期货交易商品。

购进的各种商品，不论是否进入本单位仓库，凡是通过本企业结算货款的，都包括在内。从

国内购进的商品，以进货全价计算商品购进，包括原始进价（或农副产品收购价）和购入环节缴

纳的各项税金（包括增值税），企业购进商品发生的购进折扣、退回和折让，及购进商品发生的

经确认的索赔收入，冲减商品购进金额。进口商品的国外进价按到岸价格（CIF）、折合成人民

币计算，如果对外合同以离岸价格（FOB）成交，商品离开对方口岸后，应由我方企业负担的各

项费用也包括在商品购进的金额内，但不包括到达我国口岸后发生的各项费用，收入的进口佣金

冲减购进金额，不包括不易按商品认定的佣金金额。企业委托其他单位代理进口的商品，其购进

金额为实际支付给代理单位的全部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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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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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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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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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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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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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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额 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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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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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商品库存额 对于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指报告期末取得所有权的全部

商品金额（含增值税）；对于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指报告期末实际在库且归属法人具有

所有权的全部商品金额（含增值税）。这个指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的商品库存情况，以及对市场

商品供应的保证程度。

库存商品包括：（1）存放在本单位（如门市部、批发站、采购站、经营处）的仓库、货

场、货柜和货架中的商品；（2）挑选、整理、包装中的商品；（3）已记入购进而尚未运到

本单位的商品，即发货单或银行承兑凭证已到而货未到的商品；（4）寄放他处的商品，如因

购货方拒绝付款而暂时存在购货方的商品；（5）委托其他单位代销（未作销售或调出）尚未

售出的商品；（6）代其他单位购进尚未交付的商品。

库存商品不包括：（1）所有权不属于本单位的商品，如商品已作销售但买方尚未取走的商

品，代替他人保管、运输、加工的商品，代其他单位销售（未做购进或调入）而未售出的商品；

（2）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商品（包括本单位所属加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加工生产尚未收回成品的

商品）；（3）外贸企业代理其他单位从国外进口，尚未付给订货单位的商品；（4）代国家储备

部门保管的商品。

库存商品金额可以采用进价或售价进行核算。采用进价核算的商品，应按商品进货原则（或

实际采购成本）计算期末库存；采用售价核算的商品，应按商品的售价计算期末库存。购入的商

品，在商品到达验收入库后计算期末库存（对已记入购进尚未运到的商品，也可计算期末库存）；

对于月终尚未开出承兑商业汇票的入库商品，按应付给供货单位的价款暂估计算期末库存；年度

终了，凡已转入库存和已作销售的进口商品，属于国外以离岸价格成交、有应付未付国外运保费

的，应先估计期末库存，委托其他单位代销的商品包括在期末库存中；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商品，

在发出商品时作减少期末库存，当加工商品收回时增加期末库存（包括商品进货原价、加工费用、

加工税金等）。

服务营业额 指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含增值税），包

括贸易经纪代理服务、拍卖服务、汽车维修和装饰服务、各种商务服务和商品代理、互联网交易

平台服务、场地和商品租赁、充电服务等。

商品分类 指根据商品的主要用途和性质所进行的分类。通过对商品分类统计，反映市场对

各类商品的需求情况。

（1）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包括粮油食品、饮料及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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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食品指供人们食用的各种食品、如粮油、肉禽蛋、水产品、干鲜蔬果、食糖、糖果糕点、

豆制品、滋补食品、食盐、调味品、罐头食品、奶及奶制品及其他食品加工制品等。

饮料指供人们食用的各种饮料，包括液体型饮料，如汽水、果菜汁、矿泉水等；冷冻饮品；

固体饮料；茶叶、咖啡、可可和其他饮料。

烟酒指酒和烟草加工品。酒，包括白酒、啤酒、黄酒、果露酒等。烟草加工品，包括卷烟、

雪茄烟、烟丝、莫合烟、鼻烟等烟草加工品，不包括烤烟、晒烟等烟草加工原料（统计在“其他

未列明商品类”）。

（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包括服装、鞋帽、针织品和纺织品的集合。

服装指以棉布、棉化纤混纺布、化纤布、麻布、呢绒、绸缎、裘皮、化纤针织面料等为原料

缝制的各种男、女、成人、儿童的单、夹、棉、皮等各种服装（包括内衣裤、外衣裤、衬衣、衬

裤、胸罩、裙子等），包括以毛线、丝线、麻线和各种混纺线编织的各种服装，如毛衣、毛衫、

毛裤。

鞋帽指各种材料制作的靴子、凉鞋、便鞋、拖鞋、运动鞋、旅游鞋、春秋鞋等鞋子和各种面

料、各种款式的男、女、童、婴儿帽子。

针纺织品指各种针织品和纺织品。针织品指纯棉、纯化纤、化纤与棉（包括短涤纶）混纺的

针棉织品、毛毯、线毯、地毯、毛巾、毛线、毛织物等纯纺、纯化纤、混纺针织品及化纤针织面

料；纺织品指布（包括棉布、棉花化纤混纺布、化纤布等外棉棉布、玻璃纤维布、再生纤维布、

野杂纤维布、土纺布、无纺布、漆布等），呢绒（包括涤纶混纺物），绸缎，麻布，纱类（包括

棉纱、等外棉棉纱、玻璃纤维纱、再生纤维纱、野条纤维纱、废纱、土纱、麻绒等纺织品）。针

纺织品包括除服装外的制成品，如床上用品、袜子、针纺织手套、窗帘等。

（3）金银珠宝类 包括以金、银、铂等金属及钻石、宝（玉）石、翡翠、珍珠、水晶、象

牙、骨角等为原料，经加工和连接组合、镶嵌等方法，制成的各种图案造型的首饰、饰品、工艺

品等。

（4）化妆品及日用品类 包括化妆品及各种日用品。

化妆品指洁肤护肤美容用品、洁发护发美发用品、药物美容美体用品和其他化妆用品。洁肤

护肤美容用品包括洁面乳、霜、香脂、乳液、润肤油、爽身粉、香粉（粉饼）、胭脂、唇膏、眼

影、眉笔、指甲油、各种化妆盒、假发等。洁发护发美发用品包括洗发香波、洗发膏、洗发精、

浴液、剃须膏、发油、发露、发腊、发宝、营养发水、护发素、发胶、摩丝、各种染发剂等。药

物美容美体用品包括花露水、腋下香、香水、防秃生发水、浓眉露、止痒水（粉）、祛斑霜、粉

刺露、防晒剂、痒子粉（水）、减肥霜等。

日用品指日用金属制品、日用搪瓷制品、日用塑料制品、天然皮革和人造皮革制品、玻璃器

皿、日用百货、燃气灶具、儿童玩具、日用化工产品、照明器具、日用杂品、钟表眼镜及配件、

各种工艺品、烟花炮竹、人力或助动车类及配件等。 其中，日用金属制品，包括精铝、铸铝、

铝合金家用器皿，不锈钢制餐具，家用厨房用具及其他不锈钢制器皿等，不包括工业建筑的通用

金属器皿；日用搪瓷制品，包括单瓷、双瓷的面盆、口杯及其他搪瓷制品等，不包括工业建筑的

通用搪瓷制品；日用百货，包括如缝纫机、保温瓶、雨衣、理发用具、剃须刀具、火柴、打火机、

电池、腰带、刀、剪、锁、钳、卫生纸、卫生巾等；日用化工产品，包括洗涤用品、杀虫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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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等；燃气灶具，包括燃气热水器、各种灶具等；照明器具，包括各种灯具、灯泡、灯管、手电

筒等；日用杂品，包括铁锅、笼屉、瓷碗、碟等餐具和炊事用具，竹、木、藤、柳编制品，炉子、

烟筒和取暖设备等；钟，包括各种机械、石英电子的闹钟、挂钟、座钟等，表包括各种机械、石

英电子手表、怀表、秒表、其他表、钟表零配件等，眼镜包括成品眼镜、眼镜架、眼镜片、眼镜

毛坯、眼镜零配件等；各种工艺品，包括雕塑工艺品、人造花卉工艺品、天然植物工艺品、纤维

编织工艺品、刺绣工艺品、抽纱工艺品等。其中，雕塑工艺品包括玉雕、牙雕、金属工艺品、漆

器工艺品、画类工艺品等，天然植物工艺品、纤维编织工艺品包括竹编工艺品、藤编工艺品、草

编工艺品等；人力或助动车类及配件，包括自行车、助动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三轮车、残

疾人座车（无论是否装有发动机）、婴儿推车和手推车等及配件。

（5）文化办公用品及体育娱乐用品类 包括学习和办公用品、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体育

用品、健身器材、游艺器材、棋牌、乐器、照相器材及用品等。

学习和办公用品指学习和办公用的文具、本册、打字机、油印机、速印机、复印机、投影机、

碎纸机、计算器、快译通、电子笔记本、算盘、普通测绘仪器、印刷材料以及教学用的设备、器

材、标本、模型等。

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指大、中、小、微型、便携式电子计算机（包括多媒体计算机和平板电

脑）和计算机的辅助设备，如服务器、打印机、一体机、扫描仪、不间断电源、多媒体配件、专

用设备和零配件，计算机用键盘、鼠标、网卡、内存条、外置设备（显卡、声卡、光驱、刻录机

等）、移动存储设备（移动硬盘、U盘、空白光盘、磁带等），网络产品，如路由器、上网卡、

交换机、网络盒子、网络配件等，打印机用纸、色带、墨盒、硒鼓等。

体育用品指球类、球类器材、体操运动器材、举重运动器材、田径运动器材、水上运动器材、

冰雪运动器材、射击、射箭、击剑器材、场地器材、航空、航海模型材料、运动保护用具、钓鱼

用具等。

健身器材指各种用于达到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目的器材，包括侧重于肌肉训练的，如扩

胸机、举重床、自重式健力器、哑铃组合架、坐式后拉器、卧式后屈腿训练器等；包括侧重于身

体素质训练的，如跑步机、健步器、骑马机、滑雪器、健骑机等以及集消除疲劳、减肥健身为一

体的各种按摩机（非电动）、健腹器等。

游艺器材指游戏机、插卡式电脑学习机、儿童运动游艺器材等。

棋牌指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克郎棋、军棋、跳棋、扑克牌、麻将牌等。

乐器指中西乐器、电子乐器、乐器辅助用品及配件，如钢琴、提琴、手风琴、吉他等。

照相器材及用品指摄影用品、暗房用品、修相用品和其他照相器材。摄影用品，包括照相机、

座机、外拍机、胶卷胶片、相纸、放大机、照相镜头、摄像灯具、照相零配件及其他摄影用品；

暗房用品，包括上光机、反拍机、翻版机、冲片机等；修相用品，包括修相油、上光用品、修底

版用具等；洗相药品，包括显影液、定影液等。

（6）书报杂志、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包括书报杂志、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等。

书报杂志指各种以纸介质形态出版发行的中外文的书籍、工具书、课本、教材、图片、报纸

和杂志等。

电子出版物指以数字方式将图文音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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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并可复制发行的大

众传播媒介，其媒体形态包括软磁盘（FD）、只读光盘（CD-ROM）、交互式光盘（CD-Ｉ）、

照片光盘（PHOTO-ROM）、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集成电路卡（IC CARD）及其他

媒体形态。

音像制品指各种磁、光、电介质的录音、录像的磁带、光盘（CD、LD、VCD、DVD）等，

包括各种空白的录音带、录像带，不包括空白光盘（统计在“文化办公用品及体育娱乐用品类”）。

（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包括洗涤电器、制冷电器、清洁电器、小家电、家用厨房电

器具、家用保健电器和各类音像器材等。

洗涤电器指洗衣机、甩干机等。

制冷电器指电冰箱、电冰柜、房间空调器等。

清洁电器指吸尘器、加湿器、空气净化器等。

小家电指电熨斗、电风扇、电淋浴器（包括浴霸）、节能热水器等。

家用厨房电器具指食品加工机、抽排油烟机、微波炉、电饭煲、电烤箱、洗碗机、消毒柜等。

家用保健电器指电取暖器、电动按摩器等。

音像器材指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收音机、幻灯机、组合音响、影碟机（LD、

CD、VCD、DVD等）、专业音响器材、专业声像器材以及配件等，不包括照相器材及用具（统

计在“文化办公用品及体育娱乐用品类”）。

（8）中西药品类 包括人用各种西药、中草药及中成药以及各种小型医疗用品、敷料，不

包括医疗用的各种大型设备，如CT机、核磁共振器等和兽用的各种药品、医疗器材（统计在“其

他未列明商品类”）。

其中，西药指以化学物质为原料根据药典或处方生产的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体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化学药品制剂、放射性

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但不包括化学试剂（统计在“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中草药及中成药指以天然的活性物质群为原料，根据中医药典或处方生产或配置，用于预防、

治疗人体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

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指在自然界中天然生长或人工种植、养殖、采掘的可用于加工中

药饮片和中成药的物质，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等；中药饮片指以中药材（包括各种药用植

物、动物、矿物）为原料用于预防、治疗人体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

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中成药指以中药材（包括各种药用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料根据药

典或处方生产的用于预防、治疗人体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

法和用量的制剂，包括各种剂型（丸、散、膏、丹、胶、药酒、露、冲剂及改良剂型）的中成药。

（9）通讯器材类 包括有线、无线通讯使用的各种器材和设备，如电话机（普通电话机、

无绳电话机、移动电话、小灵通等）、对讲机、寻呼机、传真机等以及配套产品。

（10）家具类 包括用木材、金属、塑料、藤、竹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供人们生活、学习、

工作、休息用的各种普通家具和具有特定用途的专用家具，如家用就寝、就餐、起居、书房使用

的床、柜、箱、架、沙发、桌、椅、凳、茶几、屏风，以及成套或组合家具和医院、学校、图书

馆、旅游、办公等专用的办公桌椅、文件柜、书柜等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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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五金电料、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包括五金电料和建筑及装潢材料。

五金电料指五金工具、电工工具、工具配件、水暖器材、各种专用工具、五金杂品等，以及

木瓦工具、电工电讯器材及配件等各类商品，如各种榔头、钳子、扳手、锉刀、泥刀、自来水管、

各种水龙头、暖气片、阀门、螺丝、螺母、水表、电表、插座、插头、开关、电线、铁丝、镇流

器、灯架、灯罩等。

建筑及装潢材料指非金属矿采选成品、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各种办公或家庭用

的室内装饰材料等。

非金属矿采选成品包括土砂石矿品、耐火土石开采及其初加工品、工艺美术品用非金属矿、

石棉、工业原料用云母、石墨、石膏、工业原料滑石、滑石粉、金刚石、水晶、冰洲石、次土、

膨润士及其初加工品、长石、叶腊石、蛭石、硅线石、凹凸奉石、海泡石、浮石、沸石、珍珠岩、

霞石正方岩、刚玉、硅藻石、硅石灰石等；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包括水泥、无熟料水泥、水泥熟料、水泥混凝土制品、水泥

预制构件、纤维增强水泥制品、砖、瓦、建筑砌砖、石灰、轻质建筑材料、建筑用石材加工品、

建筑防水材料、建筑保温材料、建筑用玻璃制品、平板玻璃、压延玻璃、磨砂玻璃、喷花玻璃、

中空玻璃、热反射玻璃、吸热玻璃、玻璃砖、泡沫玻璃、工业技术玻璃、特种玻璃、玻璃纤维及

其制品，石英玻璃及其制品、光学玻璃、玻璃仪器、绝缘玻璃、玻璃保温容器（不包括日用玻璃

保温容器，统计在“日用品类”）、普通陶瓷制品（不包括陶瓷餐具，统计在“日用品类”）、工业

陶瓷、高压绝缘子、低压绝缘子耐火材料制品、玻璃窑专用耐火材料、石墨及碳素制品、碳化纤

维、石墨热交换器。石棉制品、云母制品、磨料和磨具、铸石、化学石膏、人造水晶、合成云母、

人造金刚石、晶体材料、晶体镀膜材料等；

办公和家庭用的室内装饰材料包括地板、地板革、墙纸、墙布、涂料、乳胶漆及各种装饰用

具等，但不包括家具（统计在“家具类”）、清洁电器和家用厨房电器具（统计在“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

（12）石油及制品类 包括原油、炼厂气体、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工业燃料、溶剂

油、润滑油、石蜡、地腊、专用腊、凡士林、洗涤剂原料、石油腊类、石油沥青、标准油、白色

油、软麻油、原料油、润滑脂、石油酸、石油皂、液化石油气等。

（13）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包括以上未涵盖的商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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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房收入 指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住宿服务取得的收入（含增值税）。不

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客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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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 指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取得订单实现的餐费

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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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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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园区代码编制规则

（试行）

一、目的

为满足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中园区汇总数据的需要，制定

本规则。

二、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依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与任务分工，

通过公共管理赋予的、集中统一规划且具有一定经济社会功能

的区域。包括各级政府（部门）机构批准设立的具有相对固定

管辖区域的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物流园区、

文化产业园区、农业示范区等各类园区。

三、编制原则

（一）唯一性原则。每一个园区仅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

只唯一表示一个园区。

（二）系统性原则。园区编码结构能够正确反映园区各信

息要素、属性的体系结构。代码结构层次统一、清晰合理。

（三）可扩展性原则。园区编码结构在设计上综合考量，

留有适当的后备容量，并考虑扩展后的代码与原代码间的一致

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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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码结构和编码方法

（一）代码结构

园区代码为 11 位代码，其结构为：

×××××× × ××××

(数字)分园顺序码

(数字)顺序码

(数字)级别码

(数字)地址码

园区代码分为四段：

第一段为第 1 位至第 6 位，是该园区管理机构所在地的县

级统计用区划代码。

第二段为第 7 位，是该园区的级别代码。

第三段为第 8、9 位，是该园区的顺序代码。

第四段为第 10、11 位，是该园区下属分园的顺序代码。

（二）编码方法

1.地址码的编码方法。

园区地址码按照其管理机构所属地域的现行统计用区划代

码编制。

2.级别码的编码方法。

园区级别码按照批准其成立的机构的级别编制：国务院及

国家各部门批准设立的园区为国家级，编为 1；省级政府及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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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批准设立的园区为省级，编为 2；地市级政府及地市级各

部门批准设立的园区为地市级，编为 3。

3.顺序码的编码方法。

地址码和级别码都相同的园区按照01～99由小到大的顺序

编制。

4.分园顺序码的编码方法。

分园是指归该园区管理且有独立管理机构的下属分部园

区，其顺序码按照 01～99 由小到大的顺序编制，园区没有分园，

则分园顺序码编制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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