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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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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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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和企业景气调查。

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包括采购（供应）经理或主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对企业生产、订货、产成品库

存、原材料采购、购进价格、主要原材料库存、生产经营人员、供应商配送、采购方式等情况的判断，以及企

业采购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内容。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包括企业采购（供应）经理或主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对企业业务总量、新订

单、存货、投入价格、企业员工、供应商配送、业务活动预期等情况的判断，以及企业在生产经营和采购过

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内容。

企业景气调查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家对本行业景气状况的判断、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判断，企

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和对企业生产经营问题的判断与建议等内容。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统计对象为指定行业中抽选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及其采购（供应）经理、主管采购

（供应）的总经理或负责人（如厂长、总经理等）。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

法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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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２）独立拥有（或授权使用）资产或者经费，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３）具有包括资产负债

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需要编制账户。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分。

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１）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２）相对独

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３）能提供收入、支出等相关资料。

（三）统计范围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的统计范围为指定行业中选中的样本单位及其采购（供应）经理或

主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

企业景气调查的统计范围为选中的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如厂长、总经理等）。

２０１１年统计年报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标准，２０１２年定报执行《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标准。

各表具体统计范围详见“三、报表目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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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报表制度

规定的时间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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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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统计负责人、联系人、填表人、所在部门、职务、职务级别、

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５．除明确规定某些行业企业免回答外，问卷中各选项均须如实填写。属于未发生的，要在上报问卷

中的未填报项中加以说明。

６．报送方式：通过指定网址（采购经理调查登录 ｈｔｔｐ：／／ｅｓｏ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企业景气调查登录北京统

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ｓ．ｇｏｖ．ｃｎ）填报统计数据。各网报单位一律免报纸介质报表，但须按

规定留存填报内容和填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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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特别说明

本报表制度在执行国家统计局《采购经理调查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需求进行了补充，增加了

企业景气调查问卷，并适当增加了采购经理调查样本量，调查频率未做调整。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统计监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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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５４７１７０　８３５４７３２０　８３５４７３２１　８３５４７３２２

电子邮箱：ｔｊｊｃｃ＠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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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度修订要求，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本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

如下：

一、《企业景气调查统计报表制度》更名为《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二、《企业基本情况》（Ｎ１３１表）取消“是否为国家重点企业”和“是否为国家试点企业集团成员”２个

指标；“登记注册类型”指标选项中增加“２９０其他港澳台商投资”和“３９０其他外商投资”选项，“单位规

模”指标选项中增加“微型”选项；“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调整为“单位负责人”，“２０１１年期末从业

人员”调整为“２０１１年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以下部分请企业家填写”调整为“以下部分请采购经理（企业

家）填写”，“企业家签名”调整为“采购经理（企业家）签名”，“联系电话”调整为“手机”。

三、《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Ｎ２４１表）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Ｎ２４２表）“法人单位名

称”调整为“单位详细名称”，“组织机构（法人单位）代码”调整为“组织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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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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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一）年报基层表

Ｎ１３１表 企业基本情况 年报

选中的工业（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

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法人单

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及其采

购（供应）经理、主管采购

（供应）的总经理或负责人

（如厂长、总经理等）

选中的样本单位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
日前网上填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
日 １６∶３０时
前

７

（二）定报基层表

Ｎ２４１表
制造业采购经理

调查问卷
月报

选中的制造业样本单位及

其采购（供应）经理或主管

采购（供应）的总经理

选中的样本单位

月末 ２５日前
网上直报国家

统计局，网址：

ｈｔｔｐ：／／ｅｓｏ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９

Ｎ２４２表
非制造业采购经

理调查问卷
月报

选中的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样本单位

及其采购（供应）经理或主

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

选中的样本单位

月末２５日前网
上直报国家统

计局，网址：ｈｔ
ｔｐ：／／ｅｓｏ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１１

Ｎ２３１表
工业企业景气调

查问卷
季报

选中的工业（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样本

单位及其负责人

选中的样本单位
季末 １６日前
网上填报

— １３

Ｎ２３２表
建筑业企业景气

调查问卷
季报

选中的建筑业样本单位及

其负责人
选中的样本单位

季末 １６日前
网上填报

— １６

Ｎ２３３表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企业景

气调查问卷

季报
选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
选中的样本单位

季末 １６日前
网上填报

— １９

Ｎ２３４表
批发和零售业企

业景气调查问卷
季报

选中的批发和零售业样本

单位及其负责人
选中的样本单位

季末 １６日前
网上填报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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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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Ｎ２３５表
房地产业企业景

气调查问卷
季报

选中的房地产业样本单位

及其负责人
选中的样本单位

季末 １６日前
网上填报

— ２４

Ｎ２３６表
社会服务业企业

景气调查问卷
季报

选中的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样本单位及其

负责人

选中的样本单位
季末 １６日前
网上填报

— ２７

Ｎ２３７表

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企业景气调查

问卷

季报

选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样本单位

及其负责人

选中的样本单位
季末 １６日前
网上填报

— ３０

Ｎ２３８表
住宿和餐饮业企

业景气调查问卷
季报

选中的住宿和餐饮业样本

单位及其负责人
选中的样本单位

季末 １６日前
网上填报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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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表式

（一）年报基层表

企业基本情况

表　　号：Ｎ １ ３ １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１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６月 底 止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３单位负责人 ０４联系电话

０５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街道（乡、镇） 号

０６区划代码

０７邮政编码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１０登记注册类型
内资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国有 １９０其他
１２０集体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３０股份合作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１４１国有联营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１４２集体联营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９其他联营 ２９０其他港澳台商投资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外商投资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１７１私营独资 ３３０外资企业
１７２私营合伙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９０其他外商投资

０８是否有出口业务 ①是 ②否

０９是否为上市公司 ①是 ②否

１１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 ①是 ②否

１２单位规模

①大型 ②中型 ③小型 ④微型

１３行业代码

１４２０１１年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不保留小数）　　　　 ２０１１年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１５主要业务活动（填写营业收入份额最大的三项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营业收入所占份额不保留小数）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 行业代码 营业收入所占份额约为（％）

以下部分请采购经理（企业家）填写

采购经理（企业家）签名： 职务： 手机：

１６您对２０１２年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２０１２年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的看法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　佳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职务：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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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及其采购（供应）经理、负责采购（供应）的总经理或负

责人（如厂长、总经理等）。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１－１５项由企业统计人员填写，１６、１７项由采购（供应）经理、主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或负责人（如厂长、总
经理等）填写。

—８—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二）定报基层表

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４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１］８２号
２０１２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１ 月

Ａ单位详细名称 Ｂ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１生产量：贵企业本月主要产品的生产量比上月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２产品订货：贵企业本月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货数量比上月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２１出口订货：贵企业本月用于出口的产品订货数量比上月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没有出口

０３现有订货：贵企业目前存有但尚未交付客户的产品订货数量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不好评估

０４产成品库存：贵企业目前主要产品的产成品库存数量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５采购量：贵企业本月主要原材料（含零部件）的采购数量比上月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５１进口：贵企业本月主要原材料（含零部件）的进口数量比上月

增长 基本持平 减少 没有进口

０６购进价格：贵企业本月主要原材料（含零部件）的平均购进价格比上月

上升 变化不大 下降

０６１在本月购进的主要原材料中，价格上升或下降的有哪些？（请按常用名称列示）

·价格上升：

·价格下降：

０７主要原材料库存：贵企业目前主要原材料（含零部件）的库存数量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８生产经营人员：贵企业目前主要生产经营人员的数量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９供应商配送时间：贵企业本月主要供应商的交货时间比上月

放慢 差别不大 加快

０９１下列各类原材料一般需要提前多少天订货？（不包括套期保值与投机商品）

·国内采购的生产用原材料　 随用随买 ３０天 ６０天 ９０天 ６个月 １年

·进口的生产用原材料　　　 随用随买 ３０天 ６０天 ９０天　 ６个月　 １年　 没有进口

·生产或维修用零部件　 　　 随用随买 ３０天 ６０天 ９０天　 ６个月　 １年

·生产用固定资产　　　 　　 随用随买 ３０天 ６０天　 ９０天　 ６个月　 １年　 没有订货

０９２在企业主要原材料中，本月出现供应短缺的有哪些？（请按常用名称列示）：

１０贵企业目前在原材料采购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或困难是什么？您有何评价或建议？

采购经理： 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９—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制造业样本单位及其采购（供应）经理或主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末２５日前网上直报国家统计局，网址：ｈｔｔｐ：／／ｅｓｏ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３．本表由制造业企业采购（供应）经理或主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主要产品的确认：根据企业产品产量比重或主要经营活动进行确认，通常是指产量比重较大或企业通常认可的
一种或若干种主要产品；

（２）主要原材料的确认：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消耗量较大或经常使用的一种或若干种原材料，包括能源、中间
产品、半成品和零部件；

（３）主要原材料名称列示：在列示价格上升或下降、供应短缺的主要原材料名称时，一般使用通用名称，不使用专用
名称；

（４）原材料提前订货时间：是指企业所使用的各类原材料（分为国内采购的生产用原材料、进口的生产用原材料、
生产或维修用零部件、生产用固定资产）需求提前多长时间（大约数）进行订货，不包括套期保值或投机用的原

材料；

（５）选项的界限：“基本持平”、“变化不大”或“差别不大”选项的界限主要由企业采购经理根据自己平时的经验进
行判断。一般情况下，价格变化幅度在±２％以内可以视为“变化不大”，而其他指标变化幅度在 ±５％以内可
以视为“基本持平”或“差别不大”；

（６）对比期的确定：对于流量问题（时期指标，如生产量、采购量等），对比期为上个月；对于存量问题（时点指标，如
库存量、人员等），对比期为一个月前。

—０１—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４ ２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１］８２号
２０１２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１ 月

Ａ单位详细名称 Ｂ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１业务总量：贵企业本月完成的业务总量比上月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２新订单（客户需求）：贵企业本月来自客户的新订单（业务需求量）比上月（不考虑是否完成）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２１国（境）外新订单：贵企业本月来自国（境）外客户的新订单（业务需求量）比上月（不考虑是否完成）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没有

０３未完成订单（业务）：贵企业目前尚未完成的来自客户的订单（业务量）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不好估计或没有

０４存货：贵企业目前用于生产经营的存货数量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没有

０５投入价格：贵企业本月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主要投入（包括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商品，工资、奖金，贷款利息、租
金等）的价格水平比上月

上升 变化不大 下降

０５１请分别列出本月主要投入中价格上升或下降的项目（请按常用名称列示）

◆ 价格上升：

◆ 价格下降：

０６收费价格：贵企业本月提供的主要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或收费）价格水平比上月

上升 变化不大 下降

０７企业员工：贵企业目前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员数量（含临时工、合同工）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８供应商配送时间：贵企业本月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交付时间比上月

放慢 差别不大 加快 没有

０９业务活动预期：贵企业在未来６个月内业务活动整体水平预计

上升 变化不大 下降

１０贵企业本月生产经营中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出现短缺的有哪些？（请按常用名称列示）

１１贵企业目前在生产经营和采购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或困难是什么？您有何评价或建议？

填表人姓名： 职务： 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１１—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样本单位及其采购

（供应）经理或主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末２５日前网上直报国家统计局，网址：ｈｔｔｐ：／／ｅｓｏ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３．本表由非制造业企业采购（供应）经理或主管采购（供应）的总经理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列示项：在填写０５１和１０项的“主要投入中价格上升或下降的项目”、“生产经营中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时，
一般使用常用名称，不使用专用名称；

（２）选项的界限：对“基本持平”、“变化不大”、“差别不大”选项的界限由非制造业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
断。一般情况下，价格变化幅度在±２％以内可视为“变化不大”，而其他指标变化幅度在±５％以内可视为“基
本持平”或“差别不大”；

（３）对比期的确定：对于流量问题（时期指标，如客户需求等），对比期为上个月；对于存量问题（时点指标，如存货、
从业人员等），对比期为一个月前。

—２１—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工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１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生产成本

１９本期本企业生产成本比上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２０下期本企业生产成本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生产总量

２１本期本企业生产总量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２下期本企业生产总量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产品订货（没有订货的估计产品需求情况）

２３本期本企业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货量（需求量）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４下期本企业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货量（需求量）预计 ①增加 ②不变 ③减少

其中：出口订货（有出口订货的企业填报）

２５本期本企业来自国（境）外的订货量 ①增加 ②一般／不常有 ③减少
２６下期本企业来自国（境）外的订货量预计 ①增加 ②不变／不常有 ③减少

产品销售

２７本期本企业产品销售量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８下期本企业产品销售量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产品销售价格

２９本期本企业产品平均销售价格比上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３０下期本企业产品平均销售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产成品库存

３１本期本企业产成品库存 ①理想 ②一般／不常有 ③不理想
３２下期本企业产成品库存预计 ①下降 ②不变／不常有 ③上　升

盈利（亏损）变化

３３本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３４下期本企业盈利状况预计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流动资金

３５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６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１—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企业融资

３７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３８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货款拖欠

３９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４０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设备能力利用（填百分数）
４１本期本企业设备能力利用率是 ％
４２下期本企业设备能力利用率预计 ％

劳动力需求

４３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４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５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６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科技创新

４７本期本企业科技创新投入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８下期本企业科技创新投入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主要原材料及能源购进价格

４９本期本企业主要原材料及能源的购进价格比上期 ①下降 ②不变 ③上升
５０下期本企业主要原材料及能源的购进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不变 ③上升
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

５１本期主要原材料及能源的供应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５２下期主要原材料及能源的供应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５３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５４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５５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５６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５７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５８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４１—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生产总量（２１、２２）时应注意：生产总量增加，产品销售（２７、２８）减少，通常情况下产成品库存（３１、３２）应相应
增加，反之亦然；

（２）填报产成品库存（３１、３２）时应注意：产成品库存和货款拖欠（３９、４０）增加，通常情况下流动资金（３５、３６）会紧张，
反之亦然；

（３）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３３、３４）时应注意：“正常水平”的界限由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断；
（４）填报设备能力利用（４１、４２）时必须是整数且大于等于１０％，如确实小于１０％，请在“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
与建议”中注明原因；

（５）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５３、５４）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生产总量和产品销售量同时减少
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高于正常水平、生产总量和产品销售量

同时增加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５１—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建筑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２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工程合同

１９本期本企业新签订的工程合同数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１９－１本期本企业新签订的工程合同数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０下期本企业新签订的工程合同数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０－１下期本企业新签订的工程合同数预计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其中：国（境）外工程合同（有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填报）

２１本期本企业来自国（境）外的工程合同数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１－１本期本企业来自国（境）外的工程合同数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２下期本企业来自国（境）外的工程合同数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２－１下期本企业来自国（境）外的工程合同数预计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建筑工程量

２３本期本企业完成建筑产品实物工程量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３－１本期本企业完成建筑产品实物工程量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４下期本企业完成建筑产品实物工程量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４－１下期本企业完成建筑产品实物工程量预计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新开工工程量

２５本期本企业新开工工程量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５－１本期本企业新开工工程量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６下期本企业新开工工程量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６－１下期本企业新开工工程量预计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技术设备能力（包括企业技术力量、设备数量与质量）

２７本期本企业技术设备能力相对施工工程要求是 ①充足 ②一般 ③不足

２８下期本企业技术设备能力相对施工工程要求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不足
工程进度

２９本期本企业工程施工进度 ①较快 ②一般 ③较慢

３０下期本企业工程施工进度预计将 ①加快 ②一般 ③放慢
工程结算收入

３１本期本企业工程结算收入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３２下期本企业工程结算收入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６１—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建筑材料购进价格

３３本期建筑材料购进价格比上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３４下期建筑材料购进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工程结算成本

３５本期本企业工程结算成本比上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３６下期本企业工程结算成本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盈利（亏损）变化

３７本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３８下期本企业盈利状况预计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流动资金

３９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４０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融资

４１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４２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工程款拖欠

４３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工程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４４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工程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劳动力需求

４５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６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７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８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４９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５０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５１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５２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５３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５４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７１—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建筑业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３７、３８）时应注意：“正常水平”的界限由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断；
（２）填报工程款拖欠（４３、４４）时应注意：工程款拖欠增加，通常情况下企业流动资金（３９、４０）会紧张，反之亦然；
（３）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４９、５０）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和工程结算收入减少的企业，原
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高于正常水平和工程结算收入增加的企业，原

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８１—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３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业务预订（没有业务预订的估计业务需求情况）

１９本期本企业业务预订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０下期本企业业务预订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业务量

２１本期本企业业务量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２下期本企业业务量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业务收费价格

２３本期本企业业务收费价格比上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２４下期本企业业务收费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业务成本

２５本期本企业业务成本比上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２６下期本企业业务成本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盈利（亏损）变化

２７本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２８下期本企业盈利状况预计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流动资金

２９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０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融资

３１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３２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货款拖欠

３３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３４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劳动力需求

３５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３６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９１—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７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３８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３９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０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１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４２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４３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４４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业务成本（２５、２６）时应注意：业务成本上升，业务收费价格（２３、２４）下降，通常情况下盈利（亏损）变化（２７、
２８）会低于正常水平，反之亦然；

（２）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２７、２８）时应注意：“正常水平”的界限由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断；
（３）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３９、４０）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和业务量减少的企业，原则上不
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高于正常水平和业务量增加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

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０２—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４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购货合同（没有购货合同的填写购货意向）

１９本期本企业与供货商签订的购货合同 ①较多 ②一般 ③较少

２０下期本企业与供货商签订的购货合同预计 ①较多 ②一般 ③较少

商品购进价格

２１本期本企业商品购进价格比上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２２下期本企业商品购进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商品销售

２３本期本企业商品销售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４下期本企业商品销售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其中：出口（有出口业务的企业填报）

２５本期本企业出口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不常有 ③减少

２６下期本企业出口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不常有 ③减少

商品销售价格

２７本期本企业商品平均销售价格比上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２８下期本企业商品平均销售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商品库存

２９本期本企业商品库存 ①低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高于正常水平

３０下期本企业商品库存预计 ①低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高于正常水平

经营费用

３１本期本企业经营费用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３２下期本企业经营费用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竞争能力

３３本期本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 ①较强 ②一般 ③较差

３４下期本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预计 ①增强 ②不变 ③下降

盈利（亏损）变化

３５本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３６下期本企业盈利状况预计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１２—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流动资金

３７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８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融资

３９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４０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货款拖欠

４１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４２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劳动力需求

４３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４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５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６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４７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８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９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５０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５１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５２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２２—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批发和零售业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购货合同（１９、２０）时应注意：购货合同增加，商品销售（２３、２４）减少，通常情况下商品库存（２９、３０）会高于
正常水平，反之亦然；

（２）填报商品库存（２９、３０）时应注意：商品库存高于正常水平，同时货款拖欠（４１、４２）增加，通常情况下流动资金
（３７、３８）会紧张，反之亦然；

（３）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３５、３６）时应注意：“正常水平”的界限由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断；
（４）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４７、４８）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购货合同和商品销售同时减少
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高于正常水平、购货合同和商品销售

同时增加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３２—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房地产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５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土地购置

１８－１本期本企业土地购置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１８－２下期本企业土地购置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土地开发

１９本期本企业完成土地开发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０下期本企业完成土地开发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完成投资

２１本期本企业完成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２下期本企业完成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新开工情况

２３本期本企业新开工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４下期本企业新开工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房屋竣工

２５本期本企业房屋竣工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６下期本企业房屋竣工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商品房预售

２７本期本企业商品房预售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８下期本企业商品房预售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商品房销售

２９本期本企业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３０下期本企业商品房销售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商品房销售价格

３１本期本企业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比上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３２下期本企业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待售商品房

３３本期本企业待售商品房面积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３４下期本企业待售商品房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４２—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盈利（亏损）变化

３５本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３６下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流动资金

３７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８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融资

３９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４０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货款拖欠

４１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４２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劳动力需求

４３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４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５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６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４７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８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９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５０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５１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５２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５２—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房地产业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商品房销售（２９、３０）时应注意：商品房销售增加，通常情况下待售商品房（３３、３４）会减少，反之亦然；
（２）填报商品房销售价格（３１、３２）时应注意：商品房销售价格上升，商品房销售（２９、３０）增加，通常情况下盈利（亏
损）变化（３５、３６）会高于正常水平，反之亦然；

（３）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３５、３６）时应注意：“正常水平”的界限由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断；
（４）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４７、４８）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完成投资和商品房销售同时减
少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高于正常水平、完成投资和商品房

销售同时增加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６２—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社会服务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６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服务预订（没有服务预订的估计业务需求情况）

１９本期本企业服务（业务）预订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０下期本企业服务（业务）预订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竞争能力

２１本期本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 ①较强 ②一般 ③较差

２２下期本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预计 ①增强 ②不变 ③下降

旅游客源（限旅行社填报）

２３本期本企业接待游客人数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４下期本企业接待游客人数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收费（服务）价格

２５本期本企业业务收费（服务）价格比上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２６下期本企业业务收费（服务）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业务量

２７本期本企业业务量（提供服务）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７－１本期本企业业务量（提供服务）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８下期本企业业务量（提供服务）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８－１下期本企业业务量（提供服务）预计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营业成本

２９本期本企业营业成本比上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３０下期本企业营业成本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盈利（亏损）变化

３１本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３２下期本企业盈利状况预计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７２—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流动资金

３３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４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融资

３５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３６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货款拖欠

３７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３８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劳动力需求

３９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０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１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２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４３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４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５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４６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４７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４８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８２—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样本单位及其负
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营业成本（２９、３０）时应注意：营业成本下降，收费（服务）价格（２５、２６）上升，通常情况下盈利（亏损）变化
（３１、３２）会高于正常水平，反之亦然；

（２）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３１、３２）时应注意：“正常水平”的界限由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断；
（３）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４３、４４）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服务预订和业务量同时减少的
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高于正常水平、服务预订和业务量同时

增加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９２—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７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产品销售（提供服务）

１９本期本企业产品销售（提供服务）量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０下期本企业产品销售（提供服务）量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产品订货（没有订货的估计业务预订或需求情况）

２１本期本企业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货（需求） ①较多 ②一般 ③较少

２２下期本企业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货（需求）预计 ①较多 ②一般 ③较少

竞争能力

２３本期本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 ①较强 ②一般 ③较差

２４下期本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预计 ①增强 ②不变 ③下降

销售（收费）价格

２５本期本企业产品销售（服务收费）价格比上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２６下期本企业产品销售（服务收费）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营业收入

２７本期本企业营业收入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７－１本期本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８下期本企业营业收入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８－１下期本企业营业收入预计比上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营业成本

２９本期本企业营业成本比上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３０下期本企业营业成本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盈利（亏损）变化

３１本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３２下期本企业盈利状况预计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０３—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流动资金

３３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４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融资

３５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３６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货款拖欠

３７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３８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劳动力需求

３９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０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１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２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４３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４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５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４６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４７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４８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１３—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营业成本（２９、３０）时应注意：营业成本下降，销售（收费）价格（２５、２６）上升，通常情况下盈利（亏损）变化
（３１、３２）会高于正常水平，反之亦然；

（２）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３１、３２）时应注意：“正常水平”的界限由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断；
（３）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４３、４４）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产品销售和营业收入同时减少
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高于正常水平、产品销售和营业收入

同时增加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２３—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８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２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业务预订（没有业务预订的估计业务需求情况）

１９本期本企业业务预订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０下期本企业业务预订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业务量

２１本期来本企业住宿或就餐人数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２下期来本企业住宿或就餐人数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竞争能力

２３本期本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 ①较强 ②一般 ③较差

２４下期本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能力预计 ①增强 ②不变 ③下降

客房出租（限住宿业填报）

２５本期本企业客房入住率 ①８０％以上 ②５０－８０％ ③５０％以下

２６下期本企业客房入住率预计 ①８０％以上 ②５０－８０％ ③５０％以下

收费（服务）价格

２７本期本企业收费（服务）价格比上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２８下期本企业收费（服务）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营业收入

２９本期本企业营业收入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３０下期本企业营业收入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营业成本

３１本期本企业营业成本比上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３２下期本企业营业成本预计比本期 ①下降 ②持平 ③上升

盈利（亏损）变化

３３本期本企业盈利状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３４下期本企业盈利状况预计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３３—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流动资金

３５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６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融资

３７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３８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货款拖欠

３９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４０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劳动力需求

４１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２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３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４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４５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６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７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４８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４９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５０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４３— 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住宿和餐饮业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营业成本（３１、３２）时应注意：营业成本下降，收费（服务）价格（２７、２８）上升，通常情况下盈利（亏损）变化
（３３、３４）会高于正常水平，反之亦然；

（２）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３３、３４）时应注意：“正常水平”的界限由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判断；
（３）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４５、４６）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业务量和营业收入同时减少的
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高于正常水平、业务量和营业收入同时

增加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５３—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五、附　录
（一）指标解释

１．《企业基本情况》（Ｎ１３１表）

　　单位详细名称（０１）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

的名称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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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０２）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
１９９７），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发的
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８位无属性的
数字（或规定字母）和１位校验码组成。

在填写时，要按照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写。

单位负责人（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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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产业活动单位填写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０４）　指企业对外联系使用的电话号码。在填报法人单位的联系电话时，还应包括企业所
在地的区号。

详细地址（０５）　指邮政部门认可的企业所在地地址。应包括街道（乡、镇）、村名称和门牌号码，不要
填写通讯信箱号码。

区划代码（０６）　指企业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北京市区划代码如下表：

区　　县 代码 区　　县 代码 区　　县 代码 区　　县 代码

东 城 区 １１０１０１ 海 淀 区 １１０１０８ 昌 平 区 １１０１１４ 延 庆 县 １１０２２９

西 城 区 １１０１０２ 门头沟区 １１０１０９ 大 兴 区 １１０１１５

朝 阳 区 １１０１０５ 房 山 区 １１０１１１ 怀 柔 区 １１０１１６

丰 台 区 １１０１０６ 通 州 区 １１０１１２ 平 谷 区 １１０１１７

石景山区 １１０１０７ 顺 义 区 １１０１１３ 密 云 县 １１０２２８

　　邮政编码（０７）　指企业对外邮寄信函所使用的邮政编码。
是否有出口业务（０８）　指经过洽谈，收到国外（客户）正式的订单（需求），并按订单安排生产计划。
上市公司（０９）　指经国家证监会或境外相关部门批准后，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市场上流通的企业。
登记注册类型（１０）　企业法人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注册的类型填写。如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发生变化，但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企业应根据变化后的

实际情况填写。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各种：

１１０国有　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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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１２０集体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

经济组织。

１３０股份合作　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１４０联营　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
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称为联营企业。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

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１４１国有联营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１４２集体联营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１４９其他联营　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１５０有限责任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
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

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
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

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１７０私营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

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１７１私营独资　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

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指按《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

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填表时

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１７２私营合伙　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
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
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０其他　指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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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设立的由港澳
台地区投资者在内地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
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０其他港澳台商投资　指在中国境内参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和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港澳台商投资合伙企业。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

业。

３３０外资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由外国
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外资

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
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０其他外商投资　指在中国境内依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和《外
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１１）　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５０％的国有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
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５０％，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

所占比例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国有协

议控股；投资双方各占５０％，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的，一律按国有

控股处理。

单位规模（１２）　指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
【２０１１】７５号，简称《办法》）划分的企业规模。该《办法》以企业法人或单位作为企业规模的划分对象，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三项指标为划分依据。单位规模根据统计年报数据每年划分一次，规模一

经确定，年度内不进行调整。

行业代码（１３）　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规定的企业所属行业的行业代码。

行业代码由企业填写，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根据企业经济活动性质进行核查。企业可从北京统计信

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制度＆标准”→“统计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栏目下查询行业

代码。

主营业务收入（１４－１）　指企业从事某种主要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根据
各行业企业所从事主要业务活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工业企业指产品销售收入，建筑业企业指工程结

算收入，交通运输业企业指主营业务收入，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指商品销售收入，房地产业企业指房地产经

营收入，其他行业企业指经营（营业）收入。企业在填报主营业务收入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

有关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上年累计数填写。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１４－２）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期末实有人员数。从业人员
期末人数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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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主要业务活动（１５）　指企业获得营业收入份额最大的三项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及其在企业全

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行业代码根据企业的主要业务活动名称进行填写。

采购经理（企业家）对全年景气状况的看法由采购经理（企业家）对２０１２年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和本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进行预期。

２．《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Ｎ２４１表）

生产量（０１）　指企业报告期内生产的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主要产品的实物数量。

产品订货（０２）　指企业根据报告期内正式签定的订、供货合同计算出的主要产品的订货数量。对于

自建销售网点的企业，订货量要包括各销售网点向企业生产总部申请的要货量；对于由代销商负责销售

产品的企业，以双方商定的本期将要向代售商发送的下一期供货量为本期订货量；对于采取来料加工或

提出技术要求进行定制产品生产的企业，以最初签定加工合同的时间作为当期订货量填报。

出口订货（０２１）　指企业报告期内主要产品订货数量中用于出口的部分。

现有订货（０３）　指企业报告期末累计现存的产品订货数量，也就是说到报告期末止企业仍未兑现的
订货数量，即所有订货量扣除已执行完的订货数量和中途取消的订货合同的订货量，还有多少没有执行

的订货数量。

产成品库存（０４）　指企业报告期末已经生产并验收入库但尚未售出的主要产品的产成品库存的实
物数量。

采购量（０５）　指企业报告期内购进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零部件）的实物数量。

进口（０５１）　指企业报告期内进口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零部件）的实物数量。
购进价格（０６）　指企业报告期内购进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零部件）价格的简单平均水平。

主要原材料库存（０７）　指企业报告期末已经购进并登记入库但尚未使用的主要原材料的实物数量。

生产经营人员（０８）　指企业报告期末主要生产经营人员的数量。
供应商配送时间（０９）　指企业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的交货时间。

３．《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Ｎ２４２表）

业务总量（０１）　指企业报告期内完成的业务活动的总量。企业可根据客户数、销售量、工程量或完

成投资等实物量进行综合评价。

新订单（客户需求）（０２）　指企业报告期内签定的服务、生产订货合同或收到的其它形式的需求总

量。不考虑本月是否能完成。客户需求和业务同时发生，没有新订单的企业，按照实际发生的业务量情

况填报。

国（境）外新订单（０２１）　指企业报告期内与国（境）外的企业签定的服务、生产订货合同或收到的其

它形式的需求总量。

未完成订单（业务）（０３）　指企业报告期末尚未完成的业务量。各行业可根据行业特点选取对应的
指标反映未完成订单（业务）的变化情况。例如：建筑业参照工程进度计划完成情况；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参照业务预订完成情况；批发和零售业参照购货合同完成情况等。

存货（０４）　指企业报告期末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者为了出售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
产品，或者将在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消耗的材料或物资等，包括商品、产成品、在产品、半成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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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

投入价格（０５）　指企业报告期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主要投入（包括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商品，工
资、奖金，贷款利息、租金等）的价格水平。

收费价格（０６）　指企业报告期内提供的主要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或收费）价格水平。
企业员工（０７）　指企业报告期末在本企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实有人员数，包括临时工和合同

工。

供应商配送时间（０８）　指企业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交付商品（或服务）的时间。
业务活动预期（０９）　指对本企业未来６个月内业务活动整体水平的预测。

４．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１－Ｎ２３８表）

Ⅰ．通用指标
企业名称及代码部分

单位详细名称（０１）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

的名称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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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０２）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
１９９７），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发的
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８位无属性的
数字（或规定字母）和１位校验码组成。

在填写时，要按照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写。

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部分

对当前和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指企业家对本企业所在行业当前和下期总体运行状况
的看法，具体分为“乐观”、“一般”、“不乐观”三种。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部分

盈利（亏损）变化　指企业盈利（亏损）的变化情况。盈利企业填写企业利润总额的变化情况（增加、
不变或减少），亏损企业则填写亏损额的变化情况（减少、不变或增加）。

流动资金　指企业流动资金的满足程度（充足、一般或紧张）。流动资金是指企业可以在一年内或者
超过一年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合计。

企业融资　指企业从外部获取资金（包括贷款、债券、权益性投资、融资租赁等）的难易程度。
货款拖欠　指企业应收未收到的到期货款的增减变化情况。
劳动力需求　指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减变化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　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减变化情况。固定资产投资是指企业建造、购置安装、改

建、扩建、技术改造时所支出的全部货币总额。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指对企业生产经营总体情况的概括，实际上是根据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指标
及其他相关指标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作出的总体判断。

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　反映企业对各类人员的需求情况。
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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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企业生产

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企业家对本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的判断、下一步打算以及

企业家的建议与意见。

未填报项说明

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反映企业家对问卷中未填项目的情况说明。

Ⅱ．《工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１表）

生产成本　指工业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时所发生的成本支出。
生产总量　指工业企业生产的、并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产品数量。
产品订货　指工业企业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购数量，没有产品订货的企业估计产品需求情况。产品订

货的判断是与企业在正常情况（或一般情况）下得到的产品订货数量相比较的结果。

出口订货　指工业企业取得的用于出口国（境）外的产品订货数量。
产品销售　指工业企业实际销售的、由本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数量。
产品销售价格　指工业企业主要产品在销售中实际发生的价格的平均数。
产成品库存　指工业企业生产的并经质量检验合格的、已办理入库手续但尚未销售出去的本期末实

际产成品库存量。产成品库存的判断是与企业在正常情况（一般情况）下的库存数量相比较的结果。

设备能力利用　指工业企业的设备能力利用率（填写百分数），即工业企业对各种生产设备或生产能
力的综合利用程度。

科技创新　指工业企业用于科技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支出。
主要原材料及能源购进价格　指工业企业所购进的主要原材料及能源的综合价格水平。
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　指工业企业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及能源的供应状况。

Ⅲ．《建筑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２表）

工程合同　指建筑业企业新签订的建筑工程合同数量。
国（境）外工程合同　指建筑业企业与其他企业（单位）签订的在国（境）外施工的建筑工程合同数

量。仅要求有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企业填报。

建筑工程量　指建筑业企业完成的、以物理或自然计量单位表示的各种工程数量。
新开工工程量　指建筑业企业新开工的、以物理或自然单位计量的各种工程数量。
技术设备能力　指建筑业企业的技术力量、设备数量和质量相对于正在施工的各项工程而言，其满

足程度是充分、一般还是不足。

工程进度　指建筑业企业正在施工的工程进展情况。工程进度的判断是与企业在相同情况下同类
工程正常施工进度相比较的结果。

工程结算收入　指建筑业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款结算收入。
建筑材料购进价格　指建筑业企业购买建筑材料时建筑材料实际价格的综合平均水平。
工程结算成本　指建筑业企业已办理工程价款结算的已完工程的实际成本。

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３表）

业务预订　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从企业外部取得的交通运输、仓储或邮政业务的预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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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没有业务预订的估计业务需求情况。

业务量　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从事客货运输、仓储或邮政活动的业务总量。其中交通运
输业企业指客运量、货运量，仓储业企业指货物储存和中转运输活动量，邮政业企业指为社会提供邮政服

务的数量。

业务收费价格　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从事交通运输、仓储或邮政业务时收取费用的价格，
如客运的票价、货运的运价、邮政的邮资等。

业务成本　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在进行经营活动中所支出的各种成本费用之和，包括消
耗的燃料、支付的修理费及支付给职工的工资等。

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４表）

购货合同　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与供货商签定的商品购买合同的数量。没有购货合同的填写购货
意向。

商品购进价格　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从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购进的商品价格的综合平均水平。
商品销售　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对本企业以外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出售（含出口）的商品数量。
出口　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出口商品的数量。仅要求有进出口业务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填报。
商品销售价格　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销售商品时实际成交的商品价格的综合平均水平。
商品库存　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已取得所有权的全部商品，包括存放在仓库、门市部和寄存在外库

的商品，委托其他单位代管、代销的商品，陈列展览的商品等。

经营费用　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在商品购进、销售、库存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经营费用，如运输费、保
险费、商品损耗等。

竞争能力　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与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的
强弱及其变化情况。

Ⅵ．《房地产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５表）

土地购置　指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总面积。包括划拨、协议出让、招拍挂出让、转让
和其他等方式获得使用权的土地面积。

土地开发　指房地产业企业对土地进行开发并已完成七通一平等前期开发工程，具备进行房屋建筑
物施工或出让条件的土地面积。

完成投资　指房地产业企业完成的用于房屋建设工程和土地开发工程的投资量。
新开工情况　指房地产业企业新开工的房屋面积。
房屋竣工　指房地产业企业完成的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入住和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

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

商品房预售　指房地产业企业尚未竣工交付使用，但已签订预售合同的正在建设的商品房屋面积。
商品房销售　指房地产业企业实际售出的商品房建筑面积。
商品房销售价格　指房地产业企业销售商品房的实际价格水平。
待售商品房　指房地产业企业已竣工的商品房屋建筑面积中，尚未销售或出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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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社会服务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６表）

服务预订　指社会服务业企业从企业外部取得的各种服务（如租赁、商务服务、居民服务等）的预订
数量。没有服务预订的估计业务需求情况。

竞争能力　指社会服务业企业与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的强
弱及其变化情况。

旅游客源　指旅行社接待的游客人数。仅要求旅行社填报。
收费（服务）价格　指社会服务业企业提供服务，即从事业务活动时所收取的服务费用的价格。
业务量　指社会服务业企业提供服务，即从事业务活动的数量。
营业成本　指社会服务业企业在提供服务，即从事业务活动时所发生的各项营业费用和支出之和。

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７表）

产品销售（提供服务）　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销售产品、技术或提供服务的数量。
产品订货　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购数量，没有产品订货的企

业估计本企业产品需求情况。产品订货的判断是与企业在正常情况（一般情况）下的服务预订情况相比

较的结果。

竞争能力　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与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竞争力的强弱及其变化情况。

销售（收费）价格　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在销售产品或从事业务活动时所收取的
服务费用的价格。

营业收入　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在销售产品或从事业务活动时所获得的收入总
额。

营业成本　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在销售产品或从事业务活动时所发生的各项营
业费用和支出之和。

Ⅸ．《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８表）

业务预订　指住宿和餐饮业企业从企业外部取得的客房预订、就餐预订的数量。没有业务预订的估
计业务需求情况。

业务量　指来本企业投宿或就餐人数的增减变化情况。
竞争能力　指住宿和餐饮业企业与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的

强弱及其变化情况。

客房出租　指住宿业企业出租的客房占其全部客房的平均比例。仅要求住宿业企业填报。
收费（服务）价格　指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在从事住宿或餐饮活动时所收取的服务费用的价格。
营业收入　指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在从事住宿或餐饮活动时所获得的收入总额。
营业成本　指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在从事住宿或餐饮活动时所发生的各项营业费用和支出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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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分类目录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２００００ ５００≤Ｙ＜２００００ ５０≤Ｙ＜５００ Ｙ＜５０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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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Ｙ＜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Ｙ＜６０００ Ｙ＜３００

资产总额（Ｚ） 万元 Ｚ≥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Ｚ＜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Ｚ＜５０００ Ｚ＜３００

批发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２００ ２０≤Ｘ＜２００ ５≤Ｘ＜２０ Ｘ＜５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Ｙ＜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Ｙ＜５０００ Ｙ＜１０００

零售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３００ ５０≤Ｘ＜３００ １０≤Ｘ＜５０ Ｘ＜１０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２００００ ５００≤Ｙ＜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Ｙ＜５００ Ｙ＜１００

交通运输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１０００ ３００≤Ｘ＜１０００ ２０≤Ｘ＜３００ Ｘ＜２０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Ｙ＜３０００ Ｙ＜２００

仓储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２００ １００≤Ｘ＜２００ ２０≤Ｘ＜１００ Ｘ＜２０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Ｙ＜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Ｙ＜１０００ Ｙ＜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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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Ｙ＜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Ｙ＜２０００ Ｙ＜１００

住宿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３００ １００≤Ｘ＜３００ １０≤Ｘ＜１００ Ｘ＜１０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Ｙ＜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Ｙ＜２０００ Ｙ＜１００

餐饮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３００ １００≤Ｘ＜３００ １０≤Ｘ＜１００ Ｘ＜１０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Ｙ＜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Ｙ＜２０００ Ｙ＜１００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２０００ １００≤Ｘ＜２０００ １０≤Ｘ＜１００ Ｘ＜１０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Ｙ＜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Ｙ＜１０００ Ｙ＜１００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３００ １００≤Ｘ＜３００ １０≤Ｘ＜１００ Ｘ＜１０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Ｙ＜１００００ ５０≤Ｙ＜１０００ Ｙ＜５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Ｙ＜１０００ Ｙ＜１００

资产总额（Ｚ） 万元 Ｚ≥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Ｚ＜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Ｚ＜５０００ Ｚ＜２０００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１０００ ３００≤Ｘ＜１０００ １００≤Ｘ＜３００ Ｘ＜１００

营业收入（Ｙ） 万元 Ｙ≥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Ｙ＜５０００ ５００≤Ｙ＜１０００ Ｙ＜５０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３００ １００≤Ｘ＜３００ １０≤Ｘ＜１００ Ｘ＜１０

资产总额（Ｚ） 万元 Ｚ≥１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Ｚ＜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Ｚ＜８０００ Ｚ＜１００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Ｘ） 人 Ｘ≥３００ １００≤Ｘ＜３００ １０≤Ｘ＜１００ Ｘ＜１０

说明：

１．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２．本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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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

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３．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１）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

员数代替。（２）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

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

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３）资产总额，采用资

产总计代替。

—５４—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