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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下工业调查工作介绍

（一） 基本介绍

（二） 抽样原理和方法

（三） 注意事项



（一）基本介绍
调查范围：规模以下工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下工业个体经营户。具体调
查范围是抽中的企业、样本村（居委会）中非目录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规下工业法人单位
（抽中的企业、非目录企业）

规下工业个体经营户

规下工业（总体）

规下工业（总体）： 



 调查对象：

企业

个体

目录企业

非目录企业

从经普数据整理的抽样框抽取样本企业

在样本村比对经普遗漏和新增的企业

调查样本村的个体工业户

（一）基本介绍



（二）抽样原理和方法

1. 目录企业用“企业抽样框”抽选 

    针对目录企业抽样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根据各省企业名录库直接抽取样本企业。

目录企业抽样设置 经普的企业数据 经过行业、规模、营
业状态筛选，整理

国家按满足省和全国分行业大
类代表性需要，测算样本量，
行业分层、分配样本并抽取



2. 个体工业单位和非目录企业用“地域抽样框”抽选

    针对没有企业名录的企业和个体工业子总体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

    在省一级直接抽取整群样本——村(居委会) ；

    对整群样本内部的个体工业单位和非目录企业全部调查。

（二）抽样原理和方法

整理抽样框：个体工
业一阶段整群抽样框

个体工业抽样：确定样本量、将村（居
委会）按规模分层并分配样本

非目录企业抽样：核查样本村内非目录
企业，确认非目录企业样本



目录企业
抽样框

目录企业
样本

规模以下工业企
业总体情况

地域（整群）
抽样框

样本村
（非目录企业样本） 企业增加

企业正常经营
企业消亡

并合

3. 双重抽样框设计

样本企业抽样与样本村抽样两者结合反映规下工业企业总体情况

非目录企业查找不到位，新增企业反映不准，会导致总体不准。

（二）抽样原理和方法



       在规下工业抽样统计中，抽取的“原始样本企业”（规下工业中称为“目

录企业”）确定后五年内不再变更或退出，即使企业关停或搬迁，仍然需要报送

报表（如企业已无法上报，由统计部门代为上报）。

       为了增加样本量的活性，还需要抽取整群单位村（居委会）作为“样本

村”，“样本村”内如有新增规下工业企业可新增入库，样本村中的规模以下工

业企业（规下工业中称为“非目录企业”）的报表报送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三）注意事项



二、填报时间及要求

（一）填报时间

（二）B221表上报要求

（三）B211、B214 、B220表上报要求

（四）B124表上报要求



（一）填报时间

表样 月份 开始填报 截止填报 市级验收截止

非目录企业核查 B221表 2、5、8、11月 1日0时 20日12时 20日前

样本企业上报 B211、B214、B220表 3、6、9、12月 1日0时 20日12时 23日12时

个体经营户上报 B124表 12月 1日0时 20日12时 23日12时



（二）B221表上报要求
  1. 非目录企业核查

填报内容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根据抽中的样本村（居委会）
和目录企业抽样框资料整理得到。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由调查员网上填报，要求调
查员核查样本村（居委会）范围内是否存在第二
部分列出的企业名单之外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如有，则在第三部分填报这些企业的“企业名
称”、“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报送方式 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

调查时期 1-2月、1-5月、1-8月、1-11月

填报范围 由工业非目录企业样本村（居委会）填报



每季度对样本村内所有规下工业企业进行实地核查。

专人负责1

国家下发“非目录核查企业名单”，上报“核查结
果”。区级复核查，上报复核结果。

按清单核查
2

经核实确定的新增非目录企业，及时布置报表，进
行培训。

报表布置3

（二）B221表上报要求
  2. 填报要求



通过下发名录核对，在81个样本村调查非目录企业样本。

1. 确定非目录企业依据

调查员对比样本村规下工业抽样框企业名单及在库企业名单，如名单上没有的，

就是非目录企业样本，填入B221表第三部分，准备纳入调查。

2. 非目录企业样本核对方法

（1）国家统计局从基本单位名录、规上转规下等信息中先匹配出样本村新增企

业名单，再逐级下发到样本村核实企业营业状态，符合条件的填入B221。

（2）各区可以通过相关部门自行查找出符合条件的新增企业样本，填入表中。



一、样本村资料（不用填）

二、样本村中经普企业名单（不用填）
企业a
企业b

三、非目录企业（填不在二的）
企业c（填写本季符合）

四、核查人情况及核查日期（填）

一、样本村资料（不用填）

二、样本村中经普企业名单（不用填）
企业a
企业b

三、非目录企业（填不在二的）
企业c（灰色，上季度已有）
企业d（追加填写本季符合）

四、核查人情况及核查日期（填）

（一季度，2月份） （二季度，5月份）

（二）B221表上报要求
  3. 填报示例



注意：
1.只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7位作为组织机构代码填写。
填写时0和O容易混淆，1和I容易混淆，应当注意。
2.省统计局会将上报的企业提交到普查样本信息管理平台审核，若填报信息与管理平台的不一致，则无
法作为新增企业。
3.

4. 根据核查结果填写同方平台B221表



企业填报主要业务活动、企业地址、电话等信息
（灰色部分企业无需填报）

（三）B211表-“四下”企业基本情况



每季度由统计机构填写 “企业填报情况”：

“0”：已填报

“1”：正常营业、但调查表没有填报企业数据

“2”：关闭（包括企业注销、吊销、破产等）

“3”：被合并

“4”：停产

“5”：转产（指该企业转为从事非工业生产活动）

“6”：升规模（指该企业成长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注意：填报情况不能为空值



注意：

1. 上年同期数由系统自动摘取上年填报数据，新增企

业需填报上年同期数

2. 填入数值为累计数，单位是“千元”、“千瓦时”

3. 资产总计、负债合计选取“资产负债表”中对应项

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4. 营业收入选取“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

年累计数填报

（三）B214表-“四下”企业经营情况



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问卷即可

（三）B220表-“四下”企业调查问卷



01 样本村内个体单位

02 年报-12月1日开网填报，20日上报截止

03 样本村调查人员上报，联网直报平台

04

填报对象

填报指标

报送方式

调查时期

单位名称及行业代码、人数、工资等

（四）B124表-个体工业调查表





三、营业收入增速计算流程

注意：

1. 计算平台增速时记得加入“权数”计算；国家统计局一般在上报期截止后25日内会确定“调整后权数”。

2. 平台中国家样本的“调整后权数”为超规、离群降权后；

3. 平台增速汇总公式= 国样增速*0.7+省样*0.3

1 导出数据

分国家样本、省样本导
出B211、214表，匹
配企业本同期营业收入

2 剔除升规

剔除“企业填报情况”为
6（升规模）的企业

3 超规/ 离群降权

1）本期或同期营业收入超
过2000万的企业，调整后
权数降为1
2）三倍离群企业，调整后
权数降为1

4 增速计算

本同期营业收入*调
整后权数



术语解释:“权数”

企业“权数”是影响力的体现

       由于规下工业统计采用抽样调查统计的方式，每个抽中的样本企业均被赋

予一个“权数”，“权数”用于推算规下工业总体情况。一般情况下企业“权

数”≥1，当“权数”大于1时，表示每个样本企业的影响力都被不同程度放大

（企业权数由国家统计局确定。比如某家企业权数为50，表示该企业扩大了50

倍，其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力都被扩大了50倍）。



术语解释:“超规降权”

样本企业营业收入“超规降权”

    “超规降权”是通过样本推断总体营业收入增速中的一个计算步骤，表示企

业营业收入超过了规模即被降权。其计算方式为：当规下工业企业当年营业收

入超过2000万元时，被认为超出了规下工业的统计范围，应计入规上工业，此

时该规下工业企业权数被降为1（权数被降低到1，则影响力被降至最低，无论

该样本表现有多么优秀，其对总体的估计已基本没有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



术语解释:“离群降权”

样本企业营业收入“离群降权”

    “离群降权”同样是在通过样本推断总体营业收入增速时的一个计算步骤，该

步骤计算较为复杂，需要运用到较为专业的统计学原理，简单来说就是把加入权

数计算后本同期营业收入差额偏离全省均值一定范围（三倍标准差）的样本企业

降权为1。其目的是去除样本的奇异值，减少奇异值对样本总体估计时的影响

（类似于体育评分中的去掉最高分、最低分）。该规则会减少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的规下工业样本企业对总体的正向拉动作用，同时也会减少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

规下工业企业对总体的负向拉动作用。



三倍离群降权计算方法：

1. 计算标准差

      = 每家企业加权本期营业收入-加权同期营业收入

      =                                                  （n指全省规下工业样本个数）

2. 判断每家企业是否离群——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则判断该企业为离群企业

 （1）      >3×                 （2）     < -3×

3. 离群企业的权数统一调整为1



                              
三倍离群降权注意事项：

       由于n指全省规下工业样本个数，即为三倍离群降权的均值和标准差是全省样

本企业加入权数计算后营业收入本同期差额的均值和标准差，因此要确定我市三

倍离群企业，需要知道全省样本企业的加入权数计算后本同期差额的均值和标准

差，而该两个指标属于严控知晓范围系数，省统计局一般并不通告各市。

      目前解决方法为：各区请严格审核本辖区内加入权数计算后营业收入本同期

差额过大的样本企业，重点核查加入权数计算后营业收入本同期差额增长100%

以上企业，列出相应疑似离群企业清单，给予特别关注。



 时间安排：省里10号至20号下发查询，国家20号左右发查询。

 审核内容举例：

 1. 已上报但企业填报原因为空

四、数据审核相关事项



 审核内容举例：

 2. 本期有数，同期为0；本期数（营收、营业成本等）小于上期



 审核内容举例：

 3. 营收增速过高或过低



 审核内容举例：

 4. 人均应付职工薪酬过高或过低，特别是月均薪酬小于深圳最低工资水平

2200元/人，需核实是否漏统加班工资、福利费等；

 5. 电力消费过高或者过低，需核实是否单位错误；

 6. 从业人员同比增加/减少，或者电力消费同比增加/减少，而营业收入同比

减少/增加（同比增速方向相反）的，需重点核实；

 7. 从业人员同比增速很高/很低，或者电力消费同比增速很高/很低，而营业

收同比增速很低/很高（增速同向但不同速），需要核实原因；



 审核内容举例：

 8.  企业在统计报表中填写的澄清说明需要查阅是否合理；

 9.  收取各区营业收入排名靠前企业的纳税申报表，与统计报表数据核对，

存在差异的，需要向企业了解差异原因；

 10. 企业数据填报有误，需返表修改的，要督促企业及时修改，并在规定时

间内重新上报。



四、数据审核相关事项

各区重点审核方向：

1. 营业收入本年累计超过2000万的企业。

2. 加入权数计算后营业收入本同期差额增速波动超过100%的企业

3. 数据波动较大企业。

4. 零上报企业。

5. 其他市局下发的审核和查询。

 



五、常见问题
（一） 平台无法登陆、新增非目录企业下载国密证书失败： 

1. 检查网址是否正确（http://lwzb.gdstats.gov.cn/bjstat_web/login.do ）

2. 用户名、密码是否准确。忘记密码的可以重置密码（采集管理-单位账户管理-密码重置）街道、区级和

市级管理员均可重置密码

3. 更换浏览器。IE兼容模式、360浏览器极速模式或兼容模式

4. 检查电脑的浏览器设置。某些企业的电脑设置安全级比较高，很容易导致网页打开或者登录失败，在进

行所有操作之前要将企业的登录网址添加道浏览器的受信任站点里面。浏览器【菜单】-【工具】-

【Internet选项】-【安全】-【受信任站点】-【站点】-【输入登录网址，添加】

5. 检查电脑时间是否为当前时间。年月日都需准确，时区须选为东8区

6. 根据错误代码，咨询同方技术支持4008100166

7. 逐级上报，省局确认名录库、证书库是否有信息，是否需要重新制作证书



（二） 企业搬迁或经营状态发生变化

1. 企业搬迁

首先明确是目录企业还是非目录企业。

目录企业：不影响B211表的填报，无论企业搬迁到哪里（外省除外），企业照常填报B211表，在本市内

的变动，上报市局调整管理机构即可；市外调整，将企业代码和搬迁后地市报省局调整管理机构。

非目录企业：如果该企业是由一个样本村搬迁到另一个样本村，则要继续填报B211表，调整管理机构；

如果是从样本村搬迁到非样本村，企业不需要填报B211表，申请不分表调查，年底申请退出调查。

注意：市内搬迁，迁出地和迁入地双方需要对接核实，双方确定好报市局调整管理机构；迁到市外，区里

确认好是否是法人搬迁，如果是，提供联系人和地址，市局和对应的市核实，迁入地去核实是否是样本村。



（二） 企业搬迁或经营状态发生变化

2. 经营状态发生变化

确认企业关停或转产后，由统计机构以当期零数据代报，填报情况选择相应状态。

（停产企业统计机构需核实）

注意：关停或转产的企业若一季度有数，二季度关停或转产，填入数据为一季度的数据（因为每

个季度是填写1-本月的累计数）；停产企业统计机构需核实。



（三） 营业收入、资产总计、负债总计、利润总额的取数来源？

1. 营业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2. 资产总计：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3. 负债合计：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4. 利润总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注意事项：

1. 报表中的经济指标单位为“千元"，注意不要错填为"元"或"万元”，如果财务报表是以元为单

位的金额，就要除以一千，保留两位小数后填报。

2. 数据均为年初至报表期的累计数，不应小于上季度所填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