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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活动基本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

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表

制度的要求，结合北京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样本单位基本情况，经营情况，主要经济指

标情况和能源消费情况等。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对象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活动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中属于“Ｈ批发

和零售业，Ｉ住宿和餐饮业”两个行业门类的活动，具体包括“６３批发业，６５零售业，６６住宿业，６７餐饮业”

四个行业大类的活动。

法人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２）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定合同；（３）会计上独

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个体经营户是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经核准登记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活动的个体劳动

者。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具体指：

（１）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批发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批发业

个体经营户；

（２）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下的零售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下的零售业个

体经营户；

（３）住宿业：星级饭店以外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万元以下的住宿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２００万元以

下的住宿业个体经营户；

（４）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万元以下的餐饮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２００万元以下的餐饮业个

体经营户。

各表统计范围详见“二、报表目录”。

（四）统计原则

１．本报表制度严格执行“经营地”统计原则，即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实际经营地（办公地）

向当地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

２．能源统计执行“谁消费谁统计”的原则。即“谁”实际消费了能源，不论其支出费用与否，就由“谁”

统计其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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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报表制

度规定的时间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上

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位

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４．上报内容必须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５．报送方式：由各区县统计机构确定。

６．依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商品购销存总额指标按含“增值税”的现价数据填报，主要经济指标按不

含“增值税”的数据填报。

７．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商业经济调查总队／商业和投资建筑业调查处

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２４６

电子邮箱：ｓｄｄ＿ｂｊ＠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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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一）年报

Ｅ１０１－５表

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

饮业样本单

位基本情况

年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５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２０１１年 ２月
２８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５

Ｅ１０３－３表

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

饮业样本法

人单位主要

经济指标

年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 ６

Ｅ１０５－１表

限额以下批

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

业企业和个

体户能源消

费情况

年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１年１月
３１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 ７

（二）定报

Ｅ２０２－９表
批发和零售

业样本单位

调查表

月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当月 ２５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季 后 ４ 日
１２∶００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８

Ｅ２０２－１０表
住宿业样本

单位调查表
月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住宿业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

抽中的限额以下

住宿业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当月 ２５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季 后 ４ 日
１２∶００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９

Ｅ２０２－１１表
餐饮业样本

单位调查表
月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餐饮业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

抽中的限额以下

餐饮业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当月 ２５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季 后 ４ 日
１２∶００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１０

Ｅ２０３－３表

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

饮业样本法

人单位主要

经济指标

２、５、
８、１１月
月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５、８、１１月
月后 ２０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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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一）年报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样本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Ｅ １ ０ １ － ５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０１样本单位代码及名称 ０２样本单位详细地址 ０３通讯号码

１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
２样本单位详细名称

３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区（县）

乡（镇）

村（居）委会

街（村）、门牌号

区划代码

□□□□□□－□□□－□□□

电话号码 □□□□□□□□

分机号 □□□□□□

传真号码 □□□□□□□□

分机号 □□□□□□

邮政编码 □□□□□□

０４样本单位所属行业 ０５样本单位所在地区 ０６登记注册类型 ０７主要指标

６３批发业
６５零售业
６６住宿业
６７餐饮业

□□

１１０城区
１２０镇区
２００乡村

□□□

１１０国有企业
１２０集体企业
１３０股份合作企业
１４０联营企业
１５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私营企业
１９０其他内资企业
２００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３００外商投资企业
４００个体经营户

□□□

年末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８批发和零售业主要经营类别（单选，按销售额比例最大者归类）
（批发和零售业填此栏）

０９住宿业主要经营类别（单
选）（住宿业填此栏）

１０餐饮业主要经营
类别（单选）（餐

饮业填此栏）

０１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０２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０３化妆品类
０４金银珠宝类
０５日用品类
０６五金、电料类
０７体育、娱乐用品类
０８书报杂志类
０９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１０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１１中西药品类
１２文化办公用品类
１３家具类
１４通讯器材类
１５煤炭及制品类
１６木材及制品类
１７石油及制品类
１８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１９金属材料类
２０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２１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２２汽车类
２３种子饲料类
２４棉麻类
２５其他类

□□

０１旅游饭店
０２一般旅馆
０３其他住宿

□□

０１正餐
０２快餐
０３饮料及冷饮
０４其他餐饮

□□

１１年商品销售额 千元

（限批发和零售业填报）

１２年营业额 千元

（限住宿和餐饮业填报）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个体经营户免填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４．主要审核关系：
年末从业人员数（０７）＞０

—５—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统计报表制度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样本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表　　号：Ｅ １ ０ ３ － ３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是否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 １是　０否 ２０１０年 计量单位： 千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甲 乙 １ 甲 乙 １

资产总计 ０２９

固定资产合计 ０１９

固定资产折旧 ０２３

营业收入 ４９０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０４３

主营业务成本 ０４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９７

　其中：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０５０

营业费用 ０４９

管理费用 ０５４

　其中：税金 ０５５

财务费用 ０６２

营业利润 ０６４

利润总额 ０６９

应交所得税 ０７０

职工工资 ０７６

职工福利费 ０７８

应交增值税 ０８０

社会保险费 ０９４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 ０７５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３４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填报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主要审核关系：
（１）４９０≥０４３
（２）４９７≥０５０
（３）０５４≥０５５
（４）当０６９＞０时，０６９＞０７０
（５）０７６＞０
（６）３４０≥０

—６—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统计报表制度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和个体户

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Ｅ １ ０ ５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行业类别：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消费量

甲 乙 丙 １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千克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煤油 升 ０７

外购热力费用 元 ０８

煤气 立方米 １０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１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行业类别：批发业填“６３”，零售业填“６５”，住宿业填“６６”，餐饮业填“６７”。
４．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４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７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１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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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报

批发和零售业样本单位调查表

表　　号：Ｅ ２ ０ ２ － ９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２０１１年　　月 计量单位： 元

指标名称 代　码 本月１－２０日

甲 乙 １

商品购进总额 ０１

商品销售总额 ０２

　批发额 ０３

　零售额 ０４

期末商品库存总额 ０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个体经营户免填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４．主要审核关系：
０２＝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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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业样本单位调查表

表　　号：Ｅ ２ ０ ２ － １ ０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２０１１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１－２０日

甲 乙 丙 １

接待住宿者人数 人次 ０１

　国内住宿者 人次 ０２

　入境住宿者 人次 ０３

营业额 元 ０４

　客房收入 元 ０５

　餐费收入 元 ０６

　商品销售额 元 ０７

　其他收入 元 ０８

期末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９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住宿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个体经营户免填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４．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０３
（２）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
（３）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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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样本单位调查表

表　　号：Ｅ ２ ０ ２ － １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２０１１年　　月 计量单位： 元

指标名称 代　码 本月１－２０日

甲 乙 １

营业额 ０１

　其中：餐费收入 ０２

商品销售额 ０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餐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个体经营户免填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４．主要审核关系：
０１≥０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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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样本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表　　号：Ｅ ２ ０ ３ － ３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是否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 １是　０否 ２０１１年１－　　月 计量单位：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１－本月 指标名称 代码 １－本月

甲 乙 １ 甲 乙 １

资产总计 ０２９

固定资产折旧 ０２３

营业收入 ４９０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０４３

主营业务成本 ０４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９７

　其中：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０５０

税金（管理费用中） ０５５

营业利润 ０６４

利润总额 ０６９

应交所得税 ０７０

职工工资 ０７６

职工福利费 ０７８

社会保险费 ０９４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 ０７５

应交增值税 ０８０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３４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主要审核关系：
（１）４９０≥０４３
（２）４９７≥０５０
（３）当０６９＞０时，０６９＞０７０
（４）０７６＞０
（５）３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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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录

指标解释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样本单位基本情况》（Ｅ１０１－５表）

　　填报范围　本表由被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商品交易市场以外的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个体经营户填报。

样本单位代码及名称（０１）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单位标识代码一共１７位，前１２位为区划代码，第１３－１５位为样本顺序码，第１６

位为企业（活动单位）与个体的区分码（企业为“１”，个体为“２”），第１７位为域码（批发业为“１”，零售业

为“２”，住宿业为“３”，餐饮业为“４”）。单位标识代码由所在区县统计部门统一编写，基层单位免填。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详细名称。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

称，应与加盖的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

样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按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法人代码证书》或《法人单位分支机构代码证书》上

的代码填写。未领取国家统一代码或不属于国家统一代码赋码范围的法人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一律使用

由各级统计部门赋予的临时代码。此项指标属于法人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填写指标，个体经营户免填。

样本单位详细地址（０２）　指样本单位所在的区（县）、乡（镇）、村（居）委会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

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区划代码由所在地统计部门统一填写，样本单位免填。

通讯号码（０３）　包括电话号码、传真号码以及邮政编码。填写时，将号码以左顶齐方式从左向右填

写在方框内。

样本单位所属行业（０４）　指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经营单位进行分类。

样本单位所在地区（０５）　按其所处地区填写。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委会和其他区域。

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

他区域。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３０００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乡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区域。

登记注册类型（０６）　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

年末从业人员数（０７）　指在本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数。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

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以及在各单位中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

员和第二职业者。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但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个体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包括经营者

和雇用人员。

批发和零售业主要经营类别（０８）　根据样本单位主要经营商品的性质和用途进行分类。此项指标

为唯一选择，若该单位经营商品类别较多，可按销售额比例最大者进行归类。此项指标限批发和零售业

单位填报。

住宿业主要经营类别（０９）　根据样本单位主要经营活动的性质进行分类。此项指标限住宿业单位填报。

餐饮业主要经营类别（１０）　根据样本单位主要经营活动的性质进行分类。此项指标限餐饮业单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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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品销售额（１１）　指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包括对

国（境）外直接出口）商品的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该指标限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填报。

年营业额（１２）　指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各项经营业务收入，包括客房收入、餐费收

入、商品销售额（含增值税）和其他收入。该指标限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填报。

《批发和零售业样本单位调查表》（Ｅ２０２－９表）

有关批发和零售业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的所有价值量指标均应包含增值税。

商品购进总额　指从本企业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购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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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指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从国内外市场上购进商品的总价。

商品购进总额具体包括：

（１）从工农业生产者、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出版社或报社的出版发行部门和其他

服务业企业购进的商品；

（２）从机关团体、事业等单位购进的商品；

（３）从海关、市场管理部门购进的缉私和没收的商品；

（４）收购居民的废旧商品等；

（５）从国（境）外直接进口的商品。

商品购进总额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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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收回的成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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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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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包括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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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购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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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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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销售总额　指对本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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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量。

商品销售包括：

（１）售予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用的商品；

（２）售予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服务业、公用事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

品金额，包括售予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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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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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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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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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购货退回的商品；

（４）商品损耗和损失；

（５）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废旧物资。

商品销售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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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时

作为商品销售。具体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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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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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运单并向银行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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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发生的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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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结算的，企业凭境外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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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额　指售给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金额。具体包括：

（１）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等行业用于生产的各种机器设备、工具、原料、材料、燃料、建筑材料，售给

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售给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于业务活动的设备、车辆和燃料等；

（２）售给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研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用于生产经

营、勘察设计、科研试验等业务经营使用的商品，售给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使用的各种设备、工

具、原材料、燃料、仓储运输用的商品；

（３）售给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各种营业用品，如售给理发业的理发工具、毛巾等，日用品修理业

的设备、工具、材料、零配件等，售给民政部门救灾用的商品等；

（４）售给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用的商品；售给餐饮业用于烹饪、调制加工后出售的商品和转卖的商

品；售给服务业转卖的商品；

（５）出口的商品。

零售额　指售给城乡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商品零售包

括：（１）售给城乡居民的各种生活消费品；售给入境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各类商品。（２）售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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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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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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内部人员乘用的交通工具和燃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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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医疗机构的中、西药品、中药材和

医疗设备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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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予城乡居民已确知是用于生产、经营的商品；售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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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予企业单位生产用具及生产上专用的劳动保护用品。

期末商品库存总额　对于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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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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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业样本单位调查表》（Ｅ２０２－１０表）

接待住宿者人数（０１）　指住宿业单位接待的住宿人数（住宿者在住宿设施至少停留一夜，最长不超

过１２个月）。不论其住宿夜数多少，每接待一位住宿者只统计一人次。接待入境住宿者包括台湾同胞、

澳门同胞、香港同胞、外国人。

营业额（０４）　指住宿业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各项经营业务的收入，包括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商品

销售额（含增值税）和其他收入。

客房收入（０５）　指住宿业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因出租客房或公寓而取得的收入（包括公寓收入、不

含写字间收入）。

餐费收入（０６）　指住宿业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因为顾客提供就餐服务取得的收入。包括经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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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加工后出售的各种食品，如主食、炒菜、凉拌菜等的收入。

商品销售额（０７）　指该单位销售商品取得的收入（含增值税）。包括商品部（小卖部）出售的各种商

品收入。

其他收入（０８）　指营业额中除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含增值税）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

娱乐、健身和商务服务等。

期末从业人员数（０９）　指报告期末拥有的从业人员数。

《餐饮业样本单位调查表》（Ｅ２０２－１１表）

营业额（０１）　指餐饮业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收入。

包括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含增值税）和其他收入。

餐费收入（０２）　指餐饮业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因为顾客提供就餐服务取得的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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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销售额（０３）　指餐饮业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伴随服务而出售商品所取得的收入（含增值税）。

包括商品部（小卖部）出售的各种商品收入。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样本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Ｅ１０３－３表、Ｅ２０３－３表）

　　资产总计（０２９）　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

资产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

资产和其他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固定资产合计（０１９）　指单位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

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并且使

用年限超过２年的，也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固定资产折旧（０２３）　指对固定资产由于磨损和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的补偿，一般

根据固定资产原价（选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的企业，为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和确定的折旧率计算。

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固定资产折旧”或“折旧”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

营业收入（４９０）　指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转让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

中所形成的总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计算填列。

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３）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取得的收入总额。此项目应根据会计的“主营业务收

入”、“商品销售收入”等科目的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

该科目，则以营业收入发生额代替填列。

主营业务成本（０４８）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发生的实际成本。此项目应根据会计的“主营业务成

本”、“商品销售成本”等科目的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

该科目，则以营业成本发生额代替填列。

营业税金及附加（４９７）　指企业与营业收入有关的，应由各项经营业务分担的税金及附加。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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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０５０）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

税、土地增值税、教育费附加。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本年累计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项科目，则以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代替填列。

营业费用（０４９）　指企业在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专设销售机

构的各项经费。根据“利润表”中对应项目填列。

管理费用（０５４）　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董事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

项费用，根据“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填列。

税金（０５５）　指企业按照规定交纳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根据会计“管理费

用明细表”或“业务及管理费明细表”中有关项目归纳填列。

财务费用（０６２）　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支出、利息收入、汇兑净

损失（已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填列。

营业利润（０６４）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即主营业务收入减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

务税金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减去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后的金额。本指标根据会计“利润表”

中对应指标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同样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直接填列。

利润总额（０６９）　指企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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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的亏盈总额，包括营业利润、补贴收入、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的对应

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应交所得税（０７０）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应从生产经营等活动的所得中交纳的税金。根据会计“利润

表”中的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职工工资（０７６）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全部工资，它反映企业本期累计应付

的工资总额，而不是会计“应付工资”科目的余额，包括应由个人缴纳，而由企业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根据会计“应付工资”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或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

细表中“工资”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如果外籍及港澳台方人员工资未计入“应付工资”科目，则应从相

关成本、费用科目中摘取并计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职工

薪酬”项下“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或直接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工

资、奖金、津贴和补贴”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

职工福利费（０７８）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支的各项福利费用。根据企业成本、费

用明细表中“职工福利费”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报。

应交增值税（０８０）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从事货物销售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增加货物价值的

活动本期应交纳的税金。指企业在报告期应交增值税额。计算公式为：

本年应交增值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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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交增值税不含期初未抵扣税额，根据企业会计“应交增值税明细表”计算填列。

社会保险费（０９４）　指企业在报告期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向社会保障部门和保险公司为职工个人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具体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年金）、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生育险、

失业险、工伤险以及其他人身险。根据会计成本、费用中的相关项目计算填报。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０７５）　指企业在报告期为职工交纳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支付的职工住房补

贴。不包括一次性住房补贴。支付给外籍及港澳台方人员的住房费用和补贴也包括在内。根据会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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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费用中相关项目计算填列。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３４０）　指报告期内单位每月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人数。从业人员指在报告期内

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由单位正

式任命的人员，如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等；以及在单位的计划和控制下，虽未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或

未由其正式任命，但为其提供与职工类似服务的人员，如劳务用工合同人员。计算方法为：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报告期内各月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之和／报告期内月数

其中：月平均人数＝月初从业人员数＋月末从业人员数２

年平均人数＝１月平均人数＋２月平均人数＋…＋１２月平均人数１２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和个体户能源消费情况》（Ｅ１０５－１表）

　　能源消费统计原则

（１）谁消费、谁统计。即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由哪个单位消费，就由哪个单位统计其消费量。

（２）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

“谁消费、谁统计”在实际中的应用

“谁消费、谁统计”是能源统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谁”实际消费了能源，不论其支出费用与否，就

由“谁”统计。“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对于不直接和能源供应部门（电力公司、燃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结算能源费用，而是和第三方（能源

提供方）结算能源费用的单位：（１）若能源使用方无独立计量的仪表（电表、水表、燃气表），无法实现分户

计量，则能源提供方填报的能源消费数据中要包括使用方的数量，能源使用方免报电、水、天然气的消费

量，但应填报其余品种的消费量；若能源提供方能够向能源使用方提供各种能源消费的实物量或能源品

种的单价，则能源使用方可以以此数据作为填报的依据。（２）若能源使用方有独立计量的仪表（电表、水

表、燃气表），可以实现分户计量，使用方应按计量仪表数据填报消费量。（３）若能源提供方将用于公共服

务（如公共电梯、照明、排污、采暖、制冷等）的能源消费量（实物量）按一定比例分摊给能源使用方，使用方

上报的消费量应包含分摊部分，能源提供方填报的消费量要扣除能源使用方的消费量。

“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在实际中的应用

当能源提供

方不是能源

供应部门

几种情况 能源提供方 能源使用方

能源使用方
无计量仪表

无法分户计量 包含使用方消费量
统计未独立计量以外
的能源消费量

能提供实物量 扣除使用方消费量 应统计

能源使用方
有独立计量仪表

能分户计量 扣除使用方消费量 应统计

公共服务部分
分摊给使用方

－ 已分摊给使用方
的量应扣除

包含分摊的消费量

　　“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在实际中的应用

根据“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的原则，调查单位应依据计量仪表或其他能源消费量的原始

记录，按自然月（２８－３１天）、自然年（３６０－３６５天）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帐；因各种原因不能按自然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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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帐的单位，可参照下列方法取得能源消费量数据建立能源统计台帐；依据能源统计

台帐填报统计报表。

电力、天然气、水

依据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基础数据，计算报告期的消费量。若调查单位收到交费单据较晚，不能满

足上报时间要求的，在本月与上月消费量平稳情况下，可以用上月缴费单据代替本月。计算消费量的累

计天数和报告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致。一个季度为９０－９２天，年度为３６０－３６５天。

汽油、柴油

购买加油ＩＣ卡的调查单位，应每月主动到成品油供应单位索要含有实物量的“加油 ＩＣ卡对账单”，

并根据“加油ＩＣ卡对账单”数据登记统计台帐，依据台帐填报统计数据。若调查单位收到成品油供应单

位的加油量清单较晚，不能满足上报时间要求的，在本月与上月消费量平稳情况下，可以用上月数据代替

本月。但计算消费量的累计天数和报告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致。一个季度为９０－９２天，年度为３６０－

３６５天。不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要根据油料的实际消费量做好统计台帐，根据台帐数据填报。

能源消费量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在经营活动中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数量，包括调查单位的各

种耗能设备、照明、采暖制冷、车辆、炊事等消耗的能源。

不包括：调查单位所属的法人单位的用能；

调查单位为居民住宅区（包括所属家属区）或其他单位转供的各种能源；

调查单位对外销售的能源。

电力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用电的数量。电的消费量以千瓦时（度）计算，可以通过电

表取得；也可根据电力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若不具备以上条件，也可以通过电费除以电价计算出电

的消费量。

利用《北京电力公司用电客户电费交费单》计算电力消费量：电力消费电量＝尖峰结算电量＋峰段结

算电量＋平段结算电量＋谷段结算电量

使用电力ＩＣ卡的规模（限额）以下单位，可用报告期购电量作为消费量。

煤炭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各种煤及煤制品的数量。不包括焦炭、下脚煤和石

煤。煤炭是洗精煤、其他洗煤以及烟煤、无烟煤、褐煤、泥煤、型煤（蜂窝煤、煤球、煤饼）等的统称。用煤单

位应按照实际消费称重记录填报，如缺少称重记录，可通过下式计算获得：消费量＝年初库存＋购入量 －

对外销售量（或拨出量）－期末库存。

规模（限额）以下单位若不具备上述条件，可用报告期购入煤炭量作为消费量。

煤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煤气的数量。煤气是由煤、焦炭、半焦等固体燃料

与燃料油等液体燃料经干馏或气化等过程所得的可燃气体，包括焦炉煤气和其他煤气。煤气一般是通过

管道供应，消费量以立方米计算，其消费量可以通过燃气表取得，也可根据燃气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

得。

天然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天然气的数量。天然气是指地层内自然存在的

以碳氢化合物为主体的可燃性气体，包括气田气、油田气和煤田气。天然气一般是通过管道供应，消费量

以立方米计算，其消费量可以通过燃气表取得，也可根据燃气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使用天然气 ＩＣ

卡的规模（限额）以下单位若不具备上述条件，可用报告期购气量作为消费量。

液化石油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的数量。液化石油气亦称液化

气或压缩汽油，是炼油精制过程中产生并回收的气体在常温下经加压而成的液态产品。主要成分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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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丁烷、丙烯、丁烯。主要用途是做石油化工原料，脱硫后可直接做燃料。

液化石油气的消费以千克（公斤）计量。液化石油气分罐装和管道供应两种。罐装：１大罐（餐饮业

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管道供应的液化石油气应将读表

数立方米换算成重量单位填报。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汽油、煤油、柴油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各种油料的数量。汽油、柴油主要是

车、船消耗。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可登录油料供应部门的服务热线或网站取得报告期“加油ＩＣ卡对帐

单”得到油料实际消费量。不使用加油 ＩＣ卡的单位，要根据油料的实际消费量做好统计台帐，根据台帐

数据填报。

规模（限额）以下单位若不具备上述条件，可用报告期购油量作为消费量。

汽车销售赠送油卡的问题　商业调查单位销售汽车时，随车加入的油料视同在调查单位生产经营中

的消耗，应计入调查单位的消费量。但作为促销手段，赠送的油卡不能计入调查单位的消费量。

外购热力费用　指报告期内各调查单位使用热力应向供热单位缴纳的采暖等热力消费的费用（不包

括调查单位自备锅炉的燃料费用）。该指标可以从财务帐相关科目中取得，是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

消费的热力费用（不是实际支付的费用），若财务帐中“热力费用”包含报告期以前拖欠而在本期补缴或为

下一个采暖期预交的部分，应予扣除；若实际有消费，应交而未交热力费用，按应交数填报；若调查单位预

交本采暖期的采暖费用，采暖期结束后才与供应部门结算，按预交的整个采暖期费用填报；填报年报时，

若财务帐中“热力费用”是一个采暖期（１１月１５日－次年３月１５日）发生的费用并且采暖面积和采暖价

格没有变化，可直接采用，不必按日历时间再做计算；若调查单位能源统计台帐已将热力费用分劈到各

期，也可按照台帐数据填报。填报定期报表时，须将一个采暖季的外购热力费用按采暖日分劈到各采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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