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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单位基本情况 

2021 年 

100 是否为“视同法人单位”？如是，请勾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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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活动 
1                                  2                                 3                            .

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 

104 

报表类别    □ 
A 农业        B 规模以上工业       B1 规模以下工业         C 建筑业          E 批发和零售业  
S 住宿和餐饮业   X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F 规模以上服务业    H 投资        U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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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单位需填写本项，其它单位的注册地与 105 单位所在地一致的，免填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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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1 单位规模    □        1 大型          2 中型          3 小型           4 微型 

192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其中：女性              人 

193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营业收入                 千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资产总计            千元 

20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02-1 成立时间（所有单位填报）            年          月 

202-2 开业时间（仅限企业填报）            年          月 

203 

联系方式 
长途区号    □□□□□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传真号码    □□□□□□□□-□□□□□□ 
邮政编码    □□□□□□ 

电子邮箱                                      . 
 
 
网    址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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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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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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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16 
港澳台商投资情况（限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填报）（可多选）  
1 港商投资□   2 澳商投资□   3 台商投资□    4 暂未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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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隶属关系    □□    10 中央    11 地方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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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执行会计标准类别    □ 
1 企业会计准则制度        2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4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9 其他 

210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   □                                                                            
1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2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        9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 

213 

企业集团情况(限企业集团母公司及成员企业填写)  本企业是 □  
  1 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  
  2 成员企业——请填直接上级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C01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编码       □□□□ 

X01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资质等级   □    1 一级     2 二级     3 三级     4 四级     5 暂定     9 其他 

ES1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单位经营形式□   

1 独立门店      2 连锁总店（总部）     3 连锁直营店     4 连锁加盟店     9 其他   
连锁品牌（商标或商号名称）：                   （经营形式选 2、3、4的单位填报） 

E02 

零售业态（可多选，不超过 3个）    □□□□    □□□□     □□□□ 
有店铺零售 
1010 食杂店   1020 便利店   1030 折扣店   1040 超市           1050 大型超市   1060 仓储会员店 
1070 百货店   1080 专业店   1090 专卖店   1100 家居建材商店   1110 购物中心   1120 厂家直销中心 

无店铺零售   
2010 电视购物  2020 邮购    2030 网上商店   2040 自动售货亭    2050 电话购物    2090 其他 

S02 住宿业单位星级评定情况      □      1 一星     2 二星    3 三星    4 四星    5 五星    9 其他 

F01 服务业单位拥有的主要品牌（商标）名称 1                      2                    3                         

单位组织结构情况 

214 

本法人（视同法人）单位是否有上一级法人（视同法人）  □  1.是   2.否     
如为 1，请填写上一级法人（视同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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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级法人（视同法人）单位详细名称                          

212 
本法人（视同法人）单位是否有下属产业活动单位（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分公司、分部、分厂、分店等） □  
 1.是   2.否 

经济功能区信息 

300 

①所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代码：    □□□□□□□□□□  所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名称：                        .  

②所在产业集聚区代码：          □□□□□□□□□□  所在产业集聚区名称：                              .  

③所在专业产业园区代码：        □□□□□□□□□□  所在专业产业园区名称：                            .  

④所在商务中心区代码：          □□□□□□□□□□  所在商务中心区名称：                              . 

⑤所在特色商业区代码：          □□□□□□□□□□  所在特色商业区名称：                              .  

⑥所在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代码：□□□□□□□□□□  所在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名称：                    .  

⑦所在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代码：  □□□□□□□□□□  所在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名称：                      .

是否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  1.是   0.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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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202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甲 乙 丙 1 2 甲 乙 丙 1 2 

一、从业人员 — —     按职业类型分 — —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人 76   

      其中：女性 人 01   专业技术人员 人 77   

  按人员类型分 — 0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人 78   

在岗职工 人 —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人 79   

劳务派遣人员 人 05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人 80   

其他从业人员 人 06   二、工资总额 — —   

按职业类型分 — 07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千元 12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人 —   按人员类型分 — —   

专业技术人员 人 71   在岗职工 千元 1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人 72   劳务派遣人员 千元 18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人 73   其他从业人员 千元 19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人 74   按职业类型分 — —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人 75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千元 81   

按人员类型分 — 08   专业技术人员 千元 82   

在岗职工 人 —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千元 83   

劳务派遣人员 人 09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千元 84   

其他从业人员 人 10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千元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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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 状 况 

(非成本费用调查单位填报) 
202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年初存货 千元 101  三、损益及分配 — —  

其中：产成品 千元 102  营业收入 千元 301  

二、期末资产负债 — —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302  

流动资产合计 千元 201  营业成本 千元 307  

    其中：应收账款 千元 202  税金及附加 千元 309  

          存货 千元 205  销售费用 千元 312  

            其中：产成品 千元 206  管理费用 千元 313  

长期股权投资 千元 243  研发费用 千元 331  

固定资产原价 千元 209  财务费用 千元 317  

    其中：房屋和构筑物 千元 231  其中：利息费用 千元 319  

          机器设备 千元 232  利息收入 千元 318  

累计折旧 千元 210  资产减值损失 千元 320  

其中：本年折旧 千元 211  其他收益 千元 330  

固定资产净额 千元 25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记) 千元 322  

在建工程 千元 21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记) 千元 321  

无形资产 千元 24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记) 千元 335  

    其中：土地使用权 千元 247  营业利润 千元 323  

资产总计 千元 213  营业外收入 千元 325  

流动负债合计 千元 214  营业外支出 千元 326  

其中：应付账款 千元 215  利润总额 千元 327  

负债合计 千元 217  所得税费用 千元 3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千元 218  四、人工成本及增值税 — —  

其中：实收资本 千元 219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千元 401  

国家资本 千元 220  应交增值税 千元 402  

集体资本 千元 221  五、其他资料 — —  

法人资本 千元 222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千元 601  

个人资本 千元 223  平均用工人数 人 606  

港澳台资本 千元 224  期末用工人数 人 609  

外商资本 千元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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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成本费用 

(成本费用调查单位填报) 
202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年初存货 千元 101  研发费用 千元 331  

其中：产成品 千元 102  财务费用 千元 317  

二、期末资产负债 — —  其中：利息费用 千元 319  

流动资产合计 千元 201  利息收入 千元 318  

其中：应收账款 千元 202  资产减值损失 千元 320  

          存货 千元 205  其他收益 千元 330  

其中：产成品 千元 20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记) 千元 322  

长期股权投资 千元 24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记) 千元 321  

固定资产原价 千元 209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记) 千元 335  

    其中：房屋和构筑物 千元 231  营业利润 千元 323  

          机器设备     千元 232  营业外收入 千元 325  

累计折旧 千元 210  营业外支出 千元 326  

其中：本年折旧 千元 211  利润总额 千元 327  

固定资产净额 千元 252  所得税费用 千元 328  

在建工程 千元 212  五、人工成本、其他费用及增值税 — —  

无形资产 千元 246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千元 401  

    其中：土地使用权 千元 247      其中：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千元 405  

资产总计 千元 213            福利费 千元 406  

流动负债合计 千元 214            社保费 千元 407  

其中：应付账款 千元 215            住房公积金 千元 408  

负债合计 千元 217            工会经费 千元 3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千元 218            职工教育经费 千元 884  

其中：实收资本 千元 219            劳务派遣人员薪酬 千元 409  

国家资本 千元 220            其他职工薪酬 千元 410  

集体资本 千元 221  其他属于劳动者报酬的部分 千元 411  

法人资本 千元 222  上交政府的各项非税费用 千元 882  

个人资本 千元 223  水电费 千元 412  

港澳台资本 千元 224      其中：上缴的各项税费 千元 413  

外商资本 千元 225  差旅费 千元 414  

三、制造成本 千元 801  应交增值税 千元 402  

其中：直接材料消耗 千元 802  销项税额 千元 404  

生产部门人员薪酬 千元 901  进项税额 千元 403  

四、损益及分配 — —  六、其他资料 — —  

营业收入 千元 301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千元 601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302  平均用工人数 人 606  

营业成本 千元 307  期末用工人数 人 609  

税金及附加 千元 309      

销售费用 千元 312      

管理费用 千元 313      

其中：上交管理费 千元 872      

董事会费 千元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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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 
2021 年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品代码  年初生产能力 年末生产能力  产品产量 

甲  乙  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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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 

 2021 年  计量单位：千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上年 

甲 乙 1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 610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611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产值    

…    

高端装备制造业 612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产值    

…    

新材料产业 613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产值    

…    

生物产业 614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产值    

…    

新能源汽车 615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产值    

…    

新能源产业 616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产值    

…    

节能环保产业 617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产值    

…    

数字创意产业 618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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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应用情况 

2021 年 

 

一、信息化情况 

01 截止年底贵企业使用的计算机          台。 

02 贵企业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员工          人，上年同期         人。 

03 贵企业是否有局域网(LAN)    □        1 是       2 否 

04 
贵企业在以下哪些方面采用了信息化管理(可多选)？ 
1 财务管理      □    2 购销存管理    □   3 生产制造管理   □      4 物流配送管理   □ 
5 客户关系管理  □    6 人力资源管理  □   7 产品研发管理   □      8 其他 □   9 无 □ 

05 贵企业全年信息化投入为         万元，上年同期         万元。 

06 

贵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使用了以下哪些信息通信技术（ICT）？（可多选） 
01 电子数据交换（EDI）             □ 02 射频识别（RFID）技术 □  03 云计算服务   □    
04 物联网及其他智能设备的互联网连接  □ 05 人工智能技术         □  06 大数据分析   □         
07 增材层制造（3D 打印）              □ 08 区块链技术           □  09 开源技术     □   10 其他 □ 

07 

贵企业通过互联网开展过以下哪些活动(可多选)？ 
01 收发电子邮件      □       02 了解商品和服务的信息                            □ 
03 从政府机构获取信息□       04 与政府机构互动（不包括从政府机构获取信息）      □ 
05 使用网上银行      □       06 使用其他金融服务（网上交易股票、基金、保险等）  □ 
07 提供客户服务      □       08 拨打互联网电话或召开视频会议                    □ 
09 在线提供产品      □       10 发布信息或即时消息                              □ 
11 员工培训          □       12 对外或者对内招聘  □                     13 其他□ 

08 
 贵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用了以下哪些工业互联网模式（限工业企业填写）（可多选）？ 
  1 智能化制造   □        2 网络化协同   □       3 服务化延伸 □  
 4 个性化定制   □        5 数字化管理   □       6 无         □ 

09 截止年底贵企业拥有的网站数量有         个。 

10 
贵企业采取哪些形式对本企业进行宣传和推广 (可多选)？ 
1 自有网站□    2 互联网广告□    3 搜索引擎□    4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5 电子邮件□ 
6 社交网站或即时通讯社交工具□    7 其他互联网宣传推广□                 8 无    □ 

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指标名称 代码 商品（万元） 服务（万元） 

  本年 上年同期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电子商务销售金额（包含增值税） 
   其中：B2B  
        B2C 
其中：面向境外的电子商务销售金额 

电子商务采购金额（包含增值税） 
其中：面向境外的电子商务采购金额 

11
12
13
14
15
16

 

17 
贵企业是否拥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1 是 2 否（如选“2否”停止调查） 
其中有电子商务交易额的平台数量：       个，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情况: 

序号 平台详细名称 平台网址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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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景气状况 
2022 年 1 季度 

99 企业当前生产状态：①正常生产 □     ②半停产（临时停产） □     ③永久停产 □     ④关闭破产  □ 

一、景气状况判断 

01 您对本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良好  □             ②一般  □             ③不佳    □ 

02  您对下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预测    ①乐观  □             ②一般  □             ③不乐观  □ 

03  本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①良好  □             ②一般  □             ③不佳    □ 

04  预计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①乐观  □             ②一般  □             ③不乐观  □ 

二、生产能力利用情况 

05 本季度企业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大约是               % 

06 

本季度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与上季度相比（如选①，在问题07的①-⑦选项中进行选择，如选②，跳过问题07，如选③，

在问题07的⑧-⑯选项中进行选择） 

①提高                      □      ②不变                    □     ③下降                    □ 

07 

 

本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市场需求大、订单增加      □      ②技术改造、生产效率提升  □     ③产品竞争优势增强        □ 

④劳动力供应改善            □      ⑤资金状况改善            □     ⑥产能减少                □ 

⑦其他（请注明）            □ 

⑧产品需求减少、订单不足    □      ⑨产品竞争力不足          □     ⑩设备检修、调试或搬迁    □ 

⑪劳动力供应不足            □      ⑫资金紧张                □     ⑬季节性减产              □   

⑭原材料供应不足            □      ⑮产能增加                □     ⑯其他（请注明）          □ 

三、企业资金和成本情况 

08 本季度资金周转情况             ①资金紧张      □      ②基本正常      □      ③资金充裕      □ 

09 本季度企业应收账款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10 企业融资成本比上季度           ①上升  □      ②持平  □      ③下降  □      ④无融资需求   □ 

11 
企业融资难易程度（如选③④⑤，跳过问题 13）     

①很困难   □      ②比较困难   □      ③一般   □       ④比较容易   □       ⑤无融资需求   □ 

12 

如果本季度融资较困难，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银行贷款门槛过高、手续繁杂、条件苛刻        □         ②有效抵押资产不足                    □ 

③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         ④所在行业属限贷行业                  □ 

⑤利率水平过高、企业承受力不足                □         ⑥股权、债权市场融资渠道不畅          □ 

⑦企业资产负债率高、银行审贷困难              □         ⑧企业资信等级不够                    □ 

⑨其他（请注明）                              □  

13 本季度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比上季度        ①上升  □            ②基本持平  □            ③下降  □ 

14 

本季度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压力（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原材料成本     □     ②用工成本    □     ③物流成本  □     ④能耗成本  □     ⑤环保成本  □ 

⑥税费成本       □     ⑦融资成本    □     ⑧制度性成本□     ⑨其他（请注明）               □ 

四、企业订单、用工及投资情况 

15 

本季度企业接到的产品订货量 (没有订货的估计产品需求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其中：产品出口订货量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④产品无出口 □ 

16 

本季度用工需求比上季度（如选①，在问题 17 的①-⑤选项中进行选择，如选②，跳过问题 17，如选③，在问题 17 的

⑥-⑩选项中进行选择） 

①上升                      □     ②基本持平                 □     ③下降                      □ 

17 

企业用工需求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2项） 

①生产任务或订单增加        □     ②企业规模扩大             □     ③员工流失率高              □     

④季节性用工                □     ⑤其他（请注明）           □ 

⑥生产任务不足              □     ⑦用工成本上升             □     ⑧自动化程度提高            □ 

⑨产能减少                  □     ⑩其他（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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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 

与上季度相比，报告期企业用工人数变化及原因 

A 增加（请列出企业用工增加的前两位原因：）第一位原因   □     第二位原因（选填） □ 

①企业发展向好，生产订单或者业务增加      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订单或者业务量增加 

③临时性或者季节性的用工需要              ④为应对人员流失，提前储备 

⑤用工方式调整（请注明具体情况）          ⑥其他（请注明）  

  B 减少（请列出企业用工减少的前两位原因）：第一位原因   □     第二位原因（选填） □ 

①企业经营收缩，生产任务或者业务量不足    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订单或者业务量减少 

③临时性或者季节性的用工减少              ④技术升级，生产或经营效率提高 

⑤经营正常，未及时对减员岗位进行招录补充  ⑥用工方式调整（请注明具体情况）                   

⑦其他（请注明）                               

19 
普通员工（如普通工人、销售人员、普通服务人员等）的平均月底薪上涨给企业经营形成的压力                   

①明显增大                  □     ②有一定压力，但能消化     □     ③压力较小或没有压力        □ 

20 

目前企业用工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可多选，最多选 2项）   

①招工难                    □     ②员工流失率较高           □     ③员工工资上涨压力较大      □ 

④“五险一金”缴存比例高    □     ⑤其他（请注明）           □     ⑥无困难                    □ 

21 预计下季度企业用工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22 下季度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五、中美经贸摩擦影响 

23 
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是否直接或间接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如选③，跳过问题 25，26，27）    

①受直接影响                □     ②受间接影响               □    ③不受影响                   □ 

24 

本季度企业订单比去年同期 

①订单下滑 50%以上          □     ②订单下滑 30%-50%          □    ③订单下滑 10%-30%           □ 

④订单下滑 10%以内          □     ⑤订单未受影响             □    ⑥订单有所增加               □ 

25 

中美经贸摩擦对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影响（可多选，最多选 3 项） 

①订单下滑，产能闲置        □     ②订单利润率下降           □    ③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 

④新市场开拓难度大，竞争加剧□     ⑤汇兑损失                 □    ⑥进口零部件供货不足         □ 

⑦其他（请注明）            □ 

26 

当前，贵企业是否已经或打算将生产线转移至境外？ 

①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生产       □         ②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生产     □   

③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   □         ④正在或打算转移生产线                   □ 

⑤暂不考虑转移                               □         ⑥不清楚                                 □ 

六、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27 

下列政策对贵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效果如何？ （如选①②，跳过问题 29） 

 
①效果明显 ②有一定效果 ③没有效果 

④不清楚或 

不享受该政策 

“放管服”改革     

创新支持     

减税降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清理拖欠账款     

“一带一路”建设     

稳外贸稳外资系列政策     
 

28 

如果政策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什么？（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政策执行

力度不够 

②宣传力度不

够,企业不知晓

③申请程

序繁杂 

④政策吸引

力不足 

⑤不具备享受

该政策资格 
⑥其他

“放管服”改革       

创新支持       

减税降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清理拖欠账款       

“一带一路”建设       

稳外贸稳外资系列政策       
 

29 贵企业还关心哪方面的政策，或对现有政策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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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景气状况 
2022 年 2 季度 

99 企业当前生产状态：①正常生产 □     ②半停产（临时停产） □     ③永久停产 □     ④关闭破产  □ 

一、景气状况判断 

01 您对本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良好  □             ②一般  □             ③不佳    □ 

02  您对下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预测    ①乐观  □             ②一般  □             ③不乐观  □ 

03  本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①良好  □             ②一般  □             ③不佳    □ 

04  预计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①乐观  □             ②一般  □             ③不乐观  □ 

二、生产能力利用情况 

05 本季度企业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大约是               % 

06 

本季度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与上季度相比（如选①，在问题07的①-⑦选项中进行选择，如选②，跳过问题07，如选③，

在问题07的⑧-⑯选项中进行选择） 

①提高                      □      ②不变                    □     ③下降                    □ 

07 

 

本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市场需求大、订单增加      □      ②技术改造、生产效率提升  □     ③产品竞争优势增强        □ 

④劳动力供应改善            □      ⑤资金状况改善            □     ⑥产能减少                □ 

⑦其他（请注明）            □ 

⑧产品需求减少、订单不足    □      ⑨产品竞争力不足          □     ⑩设备检修、调试或搬迁    □ 

⑪劳动力供应不足            □      ⑫资金紧张                □     ⑬季节性减产              □   

⑭原材料供应不足            □      ⑮产能增加                □     ⑯其他（请注明）          □ 

三、企业资金和成本情况 

08 本季度资金周转情况             ①资金紧张      □      ②基本正常      □      ③资金充裕      □ 

09 本季度企业应收账款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10 企业融资成本比上季度           ①上升  □      ②持平  □      ③下降  □      ④无融资需求   □ 

11 
企业融资难易程度（如选③④⑤，跳过问题 13）     

①很困难   □      ②比较困难   □      ③一般   □       ④比较容易   □       ⑤无融资需求   □ 

12 

如果本季度融资较困难，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银行贷款门槛过高、手续繁杂、条件苛刻        □         ②有效抵押资产不足                    □ 

③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         ④所在行业属限贷行业                  □ 

⑤利率水平过高、企业承受力不足                □         ⑥股权、债权市场融资渠道不畅          □ 

⑦企业资产负债率高、银行审贷困难              □         ⑧企业资信等级不够                    □ 

⑨其他（请注明）                              □  

13 本季度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比上季度        ①上升  □            ②基本持平  □            ③下降  □ 

14 

本季度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压力（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原材料成本     □     ②用工成本    □     ③物流成本  □     ④能耗成本  □     ⑤环保成本  □ 

⑥税费成本       □     ⑦融资成本    □     ⑧制度性成本□     ⑨其他（请注明）               □ 

四、企业订单、用工及投资情况 

15 

本季度企业接到的产品订货量 (没有订货的估计产品需求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其中：产品出口订货量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④产品无出口 □ 

16 

本季度用工需求比上季度（如选①，在问题 17 的①-⑤选项中进行选择，如选②，跳过问题 17，如选③，在问题 17 的

⑥-⑩选项中进行选择） 

①上升                      □     ②基本持平                 □     ③下降                      □ 

17 

企业用工需求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2项） 

①生产任务或订单增加        □     ②企业规模扩大             □     ③员工流失率高              □     

④季节性用工                □     ⑤其他（请注明）           □ 

⑥生产任务不足              □     ⑦用工成本上升             □     ⑧自动化程度提高            □ 

⑨产能减少                  □     ⑩其他（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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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 

与上季度相比，报告期企业用工人数变化及原因 

A 增加（请列出企业用工增加的前两位原因：）第一位原因   □     第二位原因（选填） □ 

①企业发展向好，生产订单或者业务增加      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订单或者业务量增加 

③临时性或者季节性的用工需要              ④为应对人员流失，提前储备 

⑤用工方式调整（请注明具体情况）          ⑥其他（请注明）  

  B 减少（请列出企业用工减少的前两位原因）：第一位原因   □     第二位原因（选填） □ 

①企业经营收缩，生产任务或者业务量不足    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订单或者业务量减少 

③临时性或者季节性的用工减少              ④技术升级，生产或经营效率提高 

⑤经营正常，未及时对减员岗位进行招录补充  ⑥用工方式调整（请注明具体情况）                   

⑦其他（请注明）                               

19 
普通员工（如普通工人、销售人员、普通服务人员等）的平均月底薪上涨给企业经营形成的压力                    

①明显增大                  □     ②有一定压力，但能消化     □     ③压力较小或没有压力        □ 

20 

目前企业用工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可多选，最多选 2项）   

①招工难                    □     ②员工流失率较高           □     ③员工工资上涨压力较大      □ 

④“五险一金”缴存比例高    □     ⑤其他（请注明）           □     ⑥无困难                    □ 

21 预计下季度企业用工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22 下季度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五、中美经贸摩擦影响 

23 
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是否直接或间接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如选③，跳过问题 25，26，27）    

①受直接影响                □     ②受间接影响               □    ③不受影响                   □ 

24 

本季度企业订单比去年同期 

①订单下滑 50%以上          □     ②订单下滑 30%-50%          □    ③订单下滑 10%-30%           □ 

④订单下滑 10%以内          □     ⑤订单未受影响             □    ⑥订单有所增加               □ 

25 

中美经贸摩擦对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影响（可多选，最多选 3 项） 

①订单下滑，产能闲置        □     ②订单利润率下降           □    ③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 

④新市场开拓难度大，竞争加剧□     ⑤汇兑损失                 □    ⑥进口零部件供货不足         □ 

⑦其他（请注明）            □ 

26 

当前，贵企业是否已经或打算将生产线转移至境外？ 

①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生产       □         ②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生产     □   

③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   □         ④正在或打算转移生产线                   □ 

⑤暂不考虑转移                               □         ⑥不清楚                                 □ 

六、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27 

下列政策对贵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效果如何？ （如选①②，跳过问题 29） 

 
①效果明显 ②有一定效果 ③没有效果 

④不清楚或 

不享受该政策 

“放管服”改革     

创新支持     

减税降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清理拖欠账款     

“一带一路”建设     

稳外贸稳外资系列政策     
 

28 

如果政策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什么？（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政策执行

力度不够 

②宣传力度不

够,企业不知晓

③申请程

序繁杂 

④政策吸引

力不足 

⑤不具备享受

该政策资格 
⑥其他

“放管服”改革       

创新支持       

减税降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清理拖欠账款       

“一带一路”建设       

稳外贸稳外资系列政策       
 

29 贵企业还关心哪方面的政策，或对现有政策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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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景气状况 
2022 年 3 季度 

99 企业当前生产状态：①正常生产 □     ②半停产（临时停产） □     ③永久停产 □     ④关闭破产  □ 

一、景气状况判断 

01 您对本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良好  □             ②一般  □             ③不佳    □ 

02  您对下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预测    ①乐观  □             ②一般  □             ③不乐观  □ 

03  本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①良好  □             ②一般  □             ③不佳    □ 

04  预计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①乐观  □             ②一般  □             ③不乐观  □ 

二、生产能力利用情况 

05 本季度企业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大约是               % 

06 

本季度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与上季度相比（如选①，在问题07的①-⑦选项中进行选择，如选②，跳过问题07，如选③，

在问题07的⑧-⑯选项中进行选择） 

①提高                      □      ②不变                    □     ③下降                    □ 

07 

 

本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市场需求大、订单增加      □      ②技术改造、生产效率提升  □     ③产品竞争优势增强        □ 

④劳动力供应改善            □      ⑤资金状况改善            □     ⑥产能减少                □ 

⑦其他（请注明）            □ 

⑧产品需求减少、订单不足    □      ⑨产品竞争力不足          □     ⑩设备检修、调试或搬迁    □ 

⑪劳动力供应不足            □      ⑫资金紧张                □     ⑬季节性减产              □   

⑭原材料供应不足            □      ⑮产能增加                □     ⑯其他（请注明）          □ 

三、企业资金和成本情况 

08 本季度资金周转情况             ①资金紧张      □      ②基本正常      □      ③资金充裕      □ 

09 本季度企业应收账款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10 企业融资成本比上季度           ①上升  □      ②持平  □      ③下降  □      ④无融资需求   □ 

11 
企业融资难易程度（如选③④⑤，跳过问题 13）     

①很困难   □      ②比较困难   □      ③一般   □       ④比较容易   □       ⑤无融资需求   □ 

12 

如果本季度融资较困难，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银行贷款门槛过高、手续繁杂、条件苛刻        □         ②有效抵押资产不足                    □ 

③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         ④所在行业属限贷行业                  □ 

⑤利率水平过高、企业承受力不足                □         ⑥股权、债权市场融资渠道不畅          □ 

⑦企业资产负债率高、银行审贷困难              □         ⑧企业资信等级不够                    □ 

⑨其他（请注明）                              □  

13 本季度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比上季度        ①上升  □            ②基本持平  □            ③下降  □ 

14 

本季度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压力（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原材料成本     □     ②用工成本    □     ③物流成本  □     ④能耗成本  □     ⑤环保成本  □ 

⑥税费成本       □     ⑦融资成本    □     ⑧制度性成本□     ⑨其他（请注明）               □ 

四、企业订单、用工及投资情况 

15 

本季度企业接到的产品订货量 (没有订货的估计产品需求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其中：产品出口订货量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④产品无出口 □ 

16 

本季度用工需求比上季度（如选①，在问题 17 的①-⑤选项中进行选择，如选②，跳过问题 17，如选③，在问题 17 的

⑥-⑩选项中进行选择） 

①上升                      □     ②基本持平                 □     ③下降                      □ 

17 

企业用工需求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2项） 

①生产任务或订单增加        □     ②企业规模扩大             □     ③员工流失率高              □     

④季节性用工                □     ⑤其他（请注明）           □ 

⑥生产任务不足              □     ⑦用工成本上升             □     ⑧自动化程度提高            □ 

⑨产能减少                  □     ⑩其他（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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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 

与上季度相比，报告期企业用工人数变化及原因 

A 增加（请列出企业用工增加的前两位原因：）第一位原因   □     第二位原因（选填） □ 

①企业发展向好，生产订单或者业务增加      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订单或者业务量增加 

③临时性或者季节性的用工需要              ④为应对人员流失，提前储备 

⑤用工方式调整（请注明具体情况）          ⑥其他（请注明）  

  B 减少（请列出企业用工减少的前两位原因）：第一位原因   □     第二位原因（选填） □ 

①企业经营收缩，生产任务或者业务量不足    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订单或者业务量减少 

③临时性或者季节性的用工减少              ④技术升级，生产或经营效率提高 

⑤经营正常，未及时对减员岗位进行招录补充  ⑥用工方式调整（请注明具体情况）                   

⑦其他（请注明）                               

19 
普通员工（如普通工人、销售人员、普通服务人员等）的平均月底薪上涨给企业经营形成的压力                    

①明显增大                  □     ②有一定压力，但能消化     □     ③压力较小或没有压力        □ 

20 

目前企业用工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可多选，最多选 2项）   

①招工难                    □     ②员工流失率较高           □     ③员工工资上涨压力较大      □ 

④“五险一金”缴存比例高    □     ⑤其他（请注明）           □     ⑥无困难                    □ 

21 预计下季度企业用工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22 下季度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五、中美经贸摩擦影响 

23 
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是否直接或间接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如选③，跳过问题 25，26，27）    

①受直接影响                □     ②受间接影响               □    ③不受影响                   □ 

24 

本季度企业订单比去年同期 

①订单下滑 50%以上          □     ②订单下滑 30%-50%          □    ③订单下滑 10%-30%           □ 

④订单下滑 10%以内          □     ⑤订单未受影响             □    ⑥订单有所增加               □ 

25 

中美经贸摩擦对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影响（可多选，最多选 3 项） 

①订单下滑，产能闲置        □     ②订单利润率下降           □    ③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 

④新市场开拓难度大，竞争加剧□     ⑤汇兑损失                 □    ⑥进口零部件供货不足         □ 

⑦其他（请注明）            □ 

26 

当前，贵企业是否已经或打算将生产线转移至境外？ 

①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生产       □         ②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生产     □   

③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   □         ④正在或打算转移生产线                   □ 

⑤暂不考虑转移                               □         ⑥不清楚                                 □ 

六、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27 

下列政策对贵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效果如何？ （如选①②，跳过问题 29） 

 
①效果明显 ②有一定效果 ③没有效果 

④不清楚或 

不享受该政策 

“放管服”改革     

创新支持     

减税降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清理拖欠账款     

“一带一路”建设     

稳外贸稳外资系列政策     
 

28 

如果政策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什么？（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政策执行

力度不够 

②宣传力度不

够,企业不知晓

③申请程

序繁杂 

④政策吸引

力不足 

⑤不具备享受

该政策资格 
⑥其他

“放管服”改革       

创新支持       

减税降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清理拖欠账款       

“一带一路”建设       

稳外贸稳外资系列政策       
 

29 贵企业还关心哪方面的政策，或对现有政策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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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景气状况 
2022 年 4 季度 

99 企业当前生产状态：①正常生产 □     ②半停产（临时停产） □     ③永久停产 □     ④关闭破产  □ 

一、景气状况判断 

01 您对本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良好  □             ②一般  □             ③不佳    □ 

02  您对下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预测    ①乐观  □             ②一般  □             ③不乐观  □ 

03  本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①良好  □             ②一般  □             ③不佳    □ 

04  预计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            ①乐观  □             ②一般  □             ③不乐观  □ 

二、生产能力利用情况 

05 本季度企业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大约是               % 

06 

本季度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与上季度相比（如选①，在问题07的①-⑦选项中进行选择，如选②，跳过问题07，如选③，

在问题07的⑧-⑯选项中进行选择） 

①提高                      □      ②不变                    □     ③下降                    □ 

07 

 

本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市场需求大、订单增加      □      ②技术改造、生产效率提升  □     ③产品竞争优势增强        □ 

④劳动力供应改善            □      ⑤资金状况改善            □     ⑥产能减少                □ 

⑦其他（请注明）            □ 

⑧产品需求减少、订单不足    □      ⑨产品竞争力不足          □     ⑩设备检修、调试或搬迁    □ 

⑪劳动力供应不足            □      ⑫资金紧张                □     ⑬季节性减产              □   

⑭原材料供应不足            □      ⑮产能增加                □     ⑯其他（请注明）          □ 

三、企业资金和成本情况 

08 本季度资金周转情况             ①资金紧张      □      ②基本正常      □      ③资金充裕      □ 

09 本季度企业应收账款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10 企业融资成本比上季度           ①上升  □      ②持平  □      ③下降  □      ④无融资需求   □ 

11 
企业融资难易程度（如选③④⑤，跳过问题 13）     

①很困难   □      ②比较困难   □      ③一般   □       ④比较容易   □       ⑤无融资需求   □ 

12 

如果本季度融资较困难，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银行贷款门槛过高、手续繁杂、条件苛刻        □         ②有效抵押资产不足                    □ 

③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         ④所在行业属限贷行业                  □ 

⑤利率水平过高、企业承受力不足                □         ⑥股权、债权市场融资渠道不畅          □ 

⑦企业资产负债率高、银行审贷困难              □         ⑧企业资信等级不够                    □ 

⑨其他（请注明）                              □  

13 本季度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比上季度        ①上升  □            ②基本持平  □            ③下降  □ 

14 

本季度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压力（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原材料成本     □     ②用工成本    □     ③物流成本  □     ④能耗成本  □     ⑤环保成本  □ 

⑥税费成本       □     ⑦融资成本    □     ⑧制度性成本□     ⑨其他（请注明）               □ 

四、企业订单、用工及投资情况 

15 

本季度企业接到的产品订货量 (没有订货的估计产品需求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其中：产品出口订货量    ①高于正常水平 □   ②处于正常水平 □   ③低于正常水平 □   ④产品无出口 □ 

16 

本季度用工需求比上季度（如选①，在问题 17 的①-⑤选项中进行选择，如选②，跳过问题 17，如选③，在问题 17 的

⑥-⑩选项中进行选择） 

①上升                      □     ②基本持平                 □     ③下降                      □ 

17 

企业用工需求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 2项） 

①生产任务或订单增加        □     ②企业规模扩大             □     ③员工流失率高              □     

④季节性用工                □     ⑤其他（请注明）           □ 

⑥生产任务不足              □     ⑦用工成本上升             □     ⑧自动化程度提高            □ 

⑨产能减少                  □     ⑩其他（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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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 

与上季度相比，报告期企业用工人数变化及原因 

A 增加（请列出企业用工增加的前两位原因：）第一位原因   □     第二位原因（选填） □ 

①企业发展向好，生产订单或者业务增加      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订单或者业务量增加 

③临时性或者季节性的用工需要              ④为应对人员流失，提前储备 

⑤用工方式调整（请注明具体情况）          ⑥其他（请注明）  

  B 减少（请列出企业用工减少的前两位原因）：第一位原因   □     第二位原因（选填） □ 

①企业经营收缩，生产任务或者业务量不足    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订单或者业务量减少 

③临时性或者季节性的用工减少              ④技术升级，生产或经营效率提高 

⑤经营正常，未及时对减员岗位进行招录补充  ⑥用工方式调整（请注明具体情况）                   

⑦其他（请注明）                               

19 
普通员工（如普通工人、销售人员、普通服务人员等）的平均月底薪上涨给企业经营形成的压力                    

①明显增大                  □     ②有一定压力，但能消化     □     ③压力较小或没有压力        □ 

20 

目前企业用工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可多选，最多选 2项）   

①招工难                    □     ②员工流失率较高           □     ③员工工资上涨压力较大      □ 

④“五险一金”缴存比例高    □     ⑤其他（请注明）           □     ⑥无困难                    □ 

21 预计下季度企业用工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22 下季度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五、中美经贸摩擦影响 

23 
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是否直接或间接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如选③，跳过问题 25，26，27）    

①受直接影响                □     ②受间接影响               □    ③不受影响                   □ 

24 

本季度企业订单比去年同期 

①订单下滑 50%以上          □     ②订单下滑 30%-50%          □    ③订单下滑 10%-30%           □ 

④订单下滑 10%以内          □     ⑤订单未受影响             □    ⑥订单有所增加               □ 

25 

中美经贸摩擦对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影响（可多选，最多选 3 项） 

①订单下滑，产能闲置        □     ②订单利润率下降           □    ③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 

④新市场开拓难度大，竞争加剧□     ⑤汇兑损失                 □    ⑥进口零部件供货不足         □ 

⑦其他（请注明）            □ 

26 

当前，贵企业是否已经或打算将生产线转移至境外？ 

①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生产       □         ②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生产     □   

③已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   □         ④正在或打算转移生产线                   □ 

⑤暂不考虑转移                               □         ⑥不清楚                                 □ 

六、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27 

下列政策对贵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效果如何？ （如选①②，跳过问题 29） 

 
①效果明显 ②有一定效果 ③没有效果 

④不清楚或 

不享受该政策 

“放管服”改革     

创新支持     

减税降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清理拖欠账款     

“一带一路”建设     

稳外贸稳外资系列政策     
 

28 

如果政策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什么？（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政策执行

力度不够 

②宣传力度不

够,企业不知晓

③申请程

序繁杂 

④政策吸引

力不足 

⑤不具备享受

该政策资格 
⑥其他

“放管服”改革       

创新支持       

减税降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清理拖欠账款       

“一带一路”建设       

稳外贸稳外资系列政策       
 

29 贵企业还关心哪方面的政策，或对现有政策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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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业

人
员

及
工

资
总

额
 

20
22

年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代
码
 

一
季
度
 

二
季
度
 

三
季
度
 

本
年
 

上
年
同
期
 

本
年
 

上
年
同
期
 

本
年
 

上
年
同
期
 

本
季

 
1—

本
季

本
季

 
1—

本
季

本
季

 
1—

本
季

本
季

 
1—

本
季

本
季

 
1—

本
季

本
季

 
1—

本
季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从
业

人
员
期
末
人
数
 

人
 

01
 

 
 

 
 

 
 

 
 

 
 

 
 

其
中
：
女
性
 

人
 

02
 

 
 

 
 

 
 

 
 

 
 

 
 

其
中
：
劳
务
派
遣
人
员
 

人
 

06
 

 
 

 
 

 
 

 
 

 
 

 
 

从
业

人
员
平
均
人
数
 

人
 

08
 

 
 

 
 

 
 

 
 

 
 

 
 

其
中
：
劳
务
派
遣
人
员
 

人
 

10
 

 
 

 
 

 
 

 
 

 
 

 
 

从
业

人
员
工
资
总
额
 

千
元
 

12
 

 
 

 
 

 
 

 
 

 
 

 
 

其
中
：
劳
务
派
遣
人
员
 

千
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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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产
销

总
值

及
主

要
产

品
产

量
 

20
22

年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代 码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一
、

工
业

总
产

值
(当

年
价
格

) 
千

元
 

01
 

 
 

 
 

 
 

 
 

 

工
业

销
售

产
值

(当
年

价
格
) 

千
元

 
03

 
 

 
 

 
 

 
 

 
 

其
中

：
出

口
交

货
值

 
千

元
 

04
 

 
 

 
 

 
 

 
 

 

二
、

工
业

总
产

值
(
当

年
价

格
)
按

工
业
行
业
小
类
分
 

—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三
、
主
要
工
业
产
品
产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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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产
销

总
值

及
主

要
产

品
产

量
 

20
22

年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代
码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本
月

 
1—

本
月
 

一
、

工
业

总
产

值
(当

年
价
格

) 
千

元
 

01
 

 
 

 
 

 
 

 
 

 
 

 

工
业

销
售

产
值

(当
年

价
格
) 

千
元

 
03

 
 

 
 

 
 

 
 

 
 

 
 

其
中

：
出

口
交

货
值

 
千

元
 

04
 

 
 

 
 

 
 

 
 

 
 

 

二
、
工

业
总

产
值

(当
年

价
格
)按

工

业
行
业
小
类
分
 

—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三
、

主
要
工
业
产
品
产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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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

 状
 况

 

20
22

年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代
码

1—
2
月

1—
3
月

1—
4
月

1—
5
月

1-
6
月
 

1
—

7
月

1
—

8
月

1
—

9
月

1
—

10
月

1—
11

月
1
—

12
月
 

一
、
期
末
资
产
负
债
 

—
 

—
 

—
 

—
 

—
 

—
 

—
 

—
 

—
 

—
 

—
 

—
 

—
 

流
动
资
产
合
计
 

千
元

 
2
01
 

 
 

 
 

 
 

 
 

 
 

 

其
中
：
应
收
账
款
 

千
元

 
2
02
 

 
 

 
 

 
 

 
 

 
 

 

 
  
  
  
  
 存

货
 

千
元

 
2
05
 

 
 

 
 

 
 

 
 

 
 

 

其
中
：
产
成
品
 

千
元

 
2
06
 

 
 

 
 

 
 

 
 

 
 

 

固
定
资
产
原
价
 

千
元

 
2
09
 

 
 

 
 

 
 

 
 

 
 

 

资
产
总
计
 

千
元

 
2
13
 

 
 

 
 

 
 

 
 

 
 

 

负
债
合
计
 

千
元

 
2
17
 

 
 

 
 

 
 

 
 

 
 

 

二
、
损
益
及
分
配
 

—
 

—
 

 
 

 
 

 
 

 
 

 
 

 

营
业
收
入
 

千
元

 
3
01
 

 
 

 
 

 
 

 
 

 
 

 

营
业
成
本
 

千
元

 
3
07
 

 
 

 
 

 
 

 
 

 
 

 

税
金
及
附
加
 

千
元

 
3
09
 

 
 

 
 

 
 

 
 

 
 

 

销
售
费
用
 

千
元

 
3
12
 

 
 

 
 

 
 

 
 

 
 

 

管
理
费
用
 

千
元

 
3
13
 

 
 

 
 

 
 

 
 

 
 

 

研
发
费
用
 

千
元

 
3
31
 

 
 

 
 

 
 

 
 

 
 

 

财
务
费
用
 

千
元

 
3
17
 

 
 

 
 

 
 

 
 

 
 

 

资
产
减
值
损
失
 

千
元
 

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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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代
码

1
—

2
月

1
—

3
月

1
—

4
月

1
—

5
月

1
-6

月
1
—

7
月

1
—

8
月

1
—

9
月

1
—

10
月

1
—

11
月
 
1
—

12
月
 

信
用
减
值
损
失
 

千
元
 

33
3 

 
 

 
 

 
 

 
 

 
 

 

其
他
收
益
 

千
元
 

33
0 

 
 

 
 

 
 

 
 

 
 

 

投
资

收
益

(损
失

以
“

-”
号
记

) 
千
元
 

32
2 

 
 

 
 

 
 

 
 

 
 

 

净
敞

口
套

期
收

益
(损

失
以
 

“
-”

号
记
) 

千
元

 
3
34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收
益

(损
失
以

 
“
-”

号
记
) 

千
元
 

32
1 

 
 

 
 

 
 

 
 

 
 

 

资
产

处
置

收
益

（
损

失
以

‘
-’

 
号
记
）
 

千
元

 
3
35
 

 
 

 
 

 
 

 
 

 
 

 

营
业
利
润
 

千
元
 

32
3 

 
 

 
 

 
 

 
 

 
 

 

营
业
外
收
入
 

千
元

 
3
25
 

 
 

 
 

 
 

 
 

 
 

 

营
业
外
支
出
 

千
元
 

32
6 

 
 

 
 

 
 

 
 

 
 

 

利
润
总
额
 

千
元

 
3
27
 

 
 

 
 

 
 

 
 

 
 

 

三
、
应
交
增
值
税
 

千
元
 

40
2 

 
 

 
 

 
 

 
 

 
 

 

四
、
平
均
用
工
人
数
 

人
 

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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