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工业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因统计制度规定的口径调整、剔除重复数据、企业改革剥离、四经普单位清查等因素影响 ,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和工业产品产量报告期数据与上年所公布的同指标数据不可

比。

按照国家统计方法制度规定，1998年独立核算工业统计范围由原乡及乡以上调整为全部国有及年

销售收入500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即新口径）。2007年起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

入为5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2011年起为年主营业务收入为2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同时 ，统计分类中的原经济组织类型分组相应地调整为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组。

工业  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具体包括：

1.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如采矿、晒盐、森林采伐等（但不包括禽兽捕猎和水产捕捞）；2.对农副产品的加

工、再加工，如粮油加工、食品加工、轧花、缆丝、纺织、制革等；3.对采掘品的加工、再加工，如炼

铁、炼钢、化工生产、石油加工、机器制造、木材加工等，以及电力、自来水、煤气的生产和供应等；

4.对工业品的修理、翻新，如机器设备的修理，交通运输工具（包括小卧车）的修理等。1984年以前农

村的村及村以下办工业归属农业，1984年以后划归工业。

工业统计调查单位工业统计调查单位分为两类：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和工业活动单位。

1. 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是指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应同时具备 

以下条件：（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承担民事责任；（2）独立拥有和使

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3）独立核算盈亏，并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2. 工业活动单位是指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工业生产活动的经济单位。它包括独立 

核算工业企业按主营业务活动（即工业生产活动）划分的主营业务活动单位和非工业企业所属的工业生 

产活动单位（即原非独立核算工业生产单位）。工业活动单位，一般应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

具有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工业活动；（2）单独组织工业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3）

单独核算收入和支出。

轻工业  主要是指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业部门 。如：食品、纺织、皮革、造纸、日用化工、文教艺

术体育用品工业等。

轻工业主要指提供生活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包括：①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如棉、毛、麻、丝的纺

织及缝纫，皮革及其制品，纸浆及造纸，食品制造等工业；②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如日用金属、日用

化工、日用玻璃、日用陶瓷、化学纤维及其织品、火柴、生活用木制品等工业。轻工业产品大部门是生

产消费品，一部分作为原料和半成品用于生产，如化学纤维、工业用布、纸张、盐等。

重工业  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按其生产性质和产品用

途，可以分为下列三类：1.采掘（伐）工业 ,是指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包括石油开采、煤炭开采、金属矿

开 采、非金属矿开采和木材采伐等工业；2.原材料工业，指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基本材料、动力和燃

料的工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加工、炼焦及焦炭化学、化工原料、水泥、人造板以及电力、石油和煤炭加

工业等工业；3.加工工业，是指对工业原材料进行再加工制造的工业。包括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

设备制造工业、金属结构、水泥制品等工业，以及为农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工业。

根据上述划分原则，修理业中以重工业产品为修理作业对象的划为重工业，反之划为轻工业。

工业增加值  指工业行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产品销售率  该指标反映工业产品已实现销售的程度，是分析工业产销衔接情况、研究工业产品

满足社会需求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产品销售率=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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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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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成本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

费、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

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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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应缴纳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

税、环境保护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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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税总额  指企业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和利润总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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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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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流动负债指企业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需要偿还的债务合计，其中包括短期

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等项目。

2. 长期负债指企业在一年以上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生产周期以上需要偿还的债务合计 ,其中包括长

期借款、应付债务、长期应付款项等。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是指报告期内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人数。

应交增值税  按照税法规定，以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计算公式：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

+出口退税+简易计税

进项税额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购入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而支付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

税额。

销项税额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应收取的增值税额。

成本费用利润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利润与成本费用之比，是反映工业生产成本及费用投入

的经济效益指标，同时也是反映降低成本的经济效益的指标。计算公式：

  

（

工业成本费用利用率（%）＝
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总额
×100%

总资产贡献率 该指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 ,是

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计算公式为：

  

总资产贡献率 （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12

累计月数
×

税金总额为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与应交增值税之和；平均资产总额为期初期末资产总计的算术平

均值。

资产负债率 该指标既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也反映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从事经营活

动的能力。

计算公式为：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 资产总计 100%

综合能源消费量  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各行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该指标是观察

能源消费水平、构成和增长速度的总量指标。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电

力，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的利用。能源消费总量分为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加工

转换损失量和能源损失量三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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