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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按照统计上相关单位划分规定标准进行界定。 
 

大、中、小、微型企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

法（2017）》，以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两项指标为依据，将工

业企业划分为大、中、小、微型。划分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 
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

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

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

的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战略性新兴

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

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

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 9 大领域。第 9 领域

“相关服务业”中没有工业行业，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

含前 8 大领域。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 

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即 R&D 经费支出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的制造业行业。根据《高技

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具体包括：医药制造，航

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

化学品制造业等 6 大类。 

 
装备制造业 

为全国统一标准。包括制造业中 8 个行业大类，具体为：

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

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

制造业等。 

 
消费品制造业 

为全国统一标准。包括制造业中 13 个行业大类，具体

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业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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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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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应归为流动资

产：（1）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耗用，主

要包括存货、应收账款等；（2）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3）
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变现；（4）自资产

负债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

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存货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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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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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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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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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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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税总额 

指利润总额、税金及附加及本期应交增值税之和。 

 

应交增值税 

指按照税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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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企业本期

应负担的增值税，有两种计算方法，可选其一，一旦确定，

原则上不得更改：  
方法一：应交增值税（本期累计发生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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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二：根据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

用）》主表，各期附表 4“税额抵减情况表”按照下述公式计

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本期累计发生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退税额）+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

应纳税额+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应纳

税额减征额-加计抵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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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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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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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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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0%
工业销售产值

产品销售率（ ）
工业总产值（现价）  

 

总资产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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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 ）

总资产 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 -利息收入）

资产总额

费用

贡献率

 

    公式中：税金总额为税金及附加与应交增值税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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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资产总额

（ ）
 

 
流动资产周转率 

指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次数，反映投入工业

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计算公式为： 

= 营业收入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公式中：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为期初和期末的流动资

产之和的算术平均值。 
 

营业收入利润率 

该指标是评价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指标，反映企业业务

的获利能力。计算公式为： 

% 100%= （ ）
利润总额

营业收入利润率
营业收入

 

 

成本费用利润率 

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

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计算公式为： 

% 100%= （ ）
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总额

 

公式中：成本费用总额为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和研发费用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