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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第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威海市第一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威海市统计局

2006 年 3月 20 日

为了全面掌握我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注 1]的发展规模、结构

和效益等情况，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及其数据库系统，为研究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奠定基础，我市于

2004 年进行了第一次经济普查。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04 年 12

月 31 日，时期资料为 2004 年度。普查对象是在我市境内从事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注 2]。

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就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

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

经过各级普查机构、各有关部门及全体普查人员一年多的共同努

力，全市经济普查的登记填报及数据审核汇总工作基本完成。威海市

第一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威海市统计局现向社会发布经济

普查公报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04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法人单位 15817 个。

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10669 个，机关、事业法人单位 1427 个，社会

团体法人单位 211 个，其他法人单位 3510 个。产业活动单位 19532

个，其中，第二产业 6941 个，第三产业 12578 个。个体经营户 78342

户，其中，第二产业 10082 户，第三产业 68260 户（详见表 1）。

表 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 位 数

(个)

比 重

(％)

一、法人单位 15817 100.0

企业法人 10669 67.5

机关、事业法人 1427 9.0

社会团体法人 211 1.3

其他法人 3510 22.2

二、产业活动单位 19532 100.0

第二产业 6941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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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 12578 64.4

三、个体经营户 78342 100.0

第二产业 10082 12.9

第三产业 68260 87.1

与 2001 年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的同口径数据比较，企业法

人单位数增加了 326 个，增长了 3.2％。其中，国有企业、国有联营

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共 347 个，减少 863 个，下降 71.3％；集体企

业、集体联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共 1481 个，减少 1188 个，下降

44.5％；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共 1642 个，增加 419 个，

增长 34.3％；私营企业 5685 个，增加 1619 个，增长 39.8％；其他

内资企业 342 个，增加 295 个，增长 551.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

外商投资企业 1158 个，增加 45 个，增长 4.0％（详见表 2）。

表 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注 3]

单位数(个) 比重(％)

合 计 10669 100.0

国有企业 333 3.1

集体企业 1152 10.8

股份合作企业 313 2.9

国有联营企业 6 0

集体联营企业 16 0.2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1 0

其他联营企业 13 0.1

国有独资公司 8 0.1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334 12.5

股份有限公司 308 2.9

私营企业 5685 53.3

其他内资企业 342 3.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3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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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 1021 9.6

在产业活动单位中，从事制造业的单位 6134 个，占 31.4％；批

发和零售业 2547 个，占 13.0％；教育 771 个，占 4.0％；公共管理

和社会组织 4611 个，占 23.6％。以上四个行业合计占 72％（详见表

3）。

表 3 产业活动单位的行业分布

单位数(个) 比重(%)

合 计 19532 100

一、农、林、牧、渔业 * 13 0.1

二、采矿业 198 1.0

三、制造业 6134 31.4

四、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1 0.2

五、建筑业 568 2.9

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9 1.0

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362 1.9

八、批发和零售业 2547 13.0

九、住宿和餐饮业 433 2.2

十、金融业 456 2.3

十一、房地产业 390 2.0

十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3 2.1

十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89 1.0

十四、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1 0.4

十五、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53 1.3

十六、教育 771 4.0

十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643 8.4

十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40 1.2

十九、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611 23.6

*此处的农、林、牧、渔业为第二、三产业法人兼营的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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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单位。

个体经营户较为集中的五个行业是：工业 9708 户，占个体经营

户总数的 12.4％；交通运输业 14701 户，占 18.8％；批发和零售业

38953 户，占 49.7％；住宿和餐饮业 4968 户，占 6.3％；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 8232 户，占 10.5％（详见表 4）。

表 4 个体经营户的行业分布

户数(户) 比重(%)

合 计 78342 100

工业* 9708 12.4

建筑业 374 0.5

交通运输业 14701 18.8

批发和零售业 38953 49.7

住宿和餐饮业 4968 6.3

房地产业 9 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4 0.2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8232 10.5

教育 117 0.2

卫生和社会福利业 676 0.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70 0.6

*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二、就业人员

2004 年末，全市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注 4]数为 1073086 人。

其中，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为 777331 人，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为

295755 人。在就业人员中，单位就业人员 893990 人，占 83.3％；个

体经营人员 179096 人，占 16.7％。

在单位就业人员中，制造业 602119 人，占 67.4％；建筑业 97025

人，占 10.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4372 人，占 4.9％；教育 3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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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 3.6％；批发和零售业 34783 人，占 3.9％（详见表 5）。

表 5 单位就业人员行业分布

就业人员

(人)

比重

(%)

合 计 893990 100.0

一、农、林、牧、渔业 - -

二、采矿业 8227 0.9

三、制造业 602119 67.4

四、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815 1.2

五、建筑业 97025 10.9

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843 0.9

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143 0.2

八、批发和零售业 34783 3.9

九、住宿和餐饮业 11281 1.3

十、金融业 8592 1.0

十一、房地产业 8503 1.0

十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028 0.5

十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

2036 0.2

十四、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96 0.2

十五、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3073 0.3

十六、教育 32491 3.6

十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2267 1.3

十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896 0.3

十九、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4372 4.9

在单位就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大学本科、专科、高中、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分别占 0.2％、5.7％、10.1％、35.6％和

48.4％。在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中，具有高级、中级、初级技术职称

的人员分别占 10.2％、36.1％和 53.7％。在具有技术等级资格证书

的人员中，具有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资格证书的人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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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占 3.5％、8.9％、26.9％和 60.7％（详见表 6）。

表 6 单位就业人员学历、职称、技术等级情况

就业人员

(人)

女性比

重(%)女性

一、就业人员合计 893990 355376 39.8

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 1861 503 27.0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 50531 19069 37.7

具有大专学历者 90308 34872 38.6

具有高中学历者 318152 128077 40.3

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者 433138 172855 39.9

二、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合计 100389 33033 32.9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者 10268 2853 27.8

具有中级技术职称者 36184 11951 33.0

具有初级技术职称者 53937 18229 33.8

三、具有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合计 33064 4545 13.7

高级技师 1166 164 14.1

技师 2945 292 9.9

高级工 8878 1202 13.5

中级工 20075 2887 14.4

三、工业

（一）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04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见表 7。

表 7 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产量

纱 万吨
0.82

金属切削机

床 万台
1.50

烧碱（折 100％） 万吨 2.15 汽车 万辆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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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碱（碳酸钠） 万吨 2.50 发电量 亿千瓦时 64.01

合成氨 万吨 13.65 水泥 万吨 221.55

平板玻璃

万重量

箱
657.45

乳制品 万吨
7.56

布 万米 5013.90 原盐 万吨 8.62

服装 万件 13068.18传真机 万部 346.91

皮鞋 万双 956.60 交流电动机 万千瓦 952.58

泵 万台 3.99 黄金 千克 1149.99

橡胶轮胎外胎 万条 2083.11 钟 万只 22.80

塑料制品 万吨 18.59 生铁 万吨 31.32

（二）能源消费

2004 年工业企业分品种能源消费总量[注 5]见表 8。

表 8 工业企业分品种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

品种
计量单位

消费总

量

能源

品种
计量单位

消费总

量

煤炭 万吨 637.11 柴油 万吨 20.25

焦炭 万吨 23.92 燃料油 万吨 5.50

天然气 亿立方米 0.15
液 化 石 油

气
万吨 1.52

原油 万吨 0.98 热力
万百万千

焦
479.41

汽油 万吨 4.35 电力 亿千瓦时 37.68

煤油 万吨 0.19

（三）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 1044.81 亿元,负债合计

580.18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注 6]464.64 亿元（详见表 9）。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率 55.5%，采矿业为 63.9%，制造业

为 55.5%，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 54.5%。

表 9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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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资产

总计

(亿元)

负债

合计

(亿元)

所 有 者

权 益

（亿元)

总计 1044.81 580.18 464.64

采矿业 9.91 6.33 3.5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5 0.02 0.04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 0.00 0.0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26 0.03 0.22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85 3.63 1.22

非金属矿采选业 4.75 2.65 2.10

制造业 954.83 530.24 424.58

农副食品加工业 194.75 95.86 98.89

食品制造业 21.10 12.65 8.45

饮料制造业 14.90 8.63 6.27

纺织业 36.79 21.60 15.19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37.70 24.65 13.05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

业
22.83 11.83 11.01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

制品业
3.87 1.32 2.55

家具制造业 5.42 3.27 2.15

造纸及纸制品业 16.71 10.47 6.23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2.11 1.25 0.86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0.91 11.52 9.40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69 0.94 0.7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4.47 20.16 14.32

医药制造业 25.55 14.46 11.09

化学纤维制造业 2.09 0.85 1.24

橡胶制品业 80.41 53.31 27.09

塑料制品业 18.44 9.39 9.0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3.94 29.35 24.5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16 4.30 2.8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98 3.65 4.33

金属制品业 23.94 11.85 12.09

通用设备制造业 64.21 38.05 26.1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5.64 19.70 15.9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70.94 41.79 29.1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0.76 25.64 25.12



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55.22 28.05 27.1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
8.15 3.61 4.54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37.11 22.07 15.04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04 0.01 0.03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0.07 43.61 36.46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66.11 37.41 28.7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99 0.92 1.07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98 5.28 6.69

(四)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2064.951 亿元，其中，

采矿业占 0.93%，制造业占 97%，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

2.073%。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行业有 26 个：农副食品加工

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纺织服装、鞋、

帽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

品业、 纺织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食

品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饮料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非

金属矿采选业、 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

工业个体经营户营业收入 58.33 亿元。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 113 亿元，其中，采矿业占 0.89%，

制造业占 96.2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 2.88 %。利润

总额超过 1 亿元的行业有 25个：农副食品加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皮革、毛皮、

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纺织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金属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饮料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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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械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

属矿采选业。

表 10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行业分布

行 业

主营营

业收入

合计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总计 2064.95 113.00

采矿业 19.29 1.0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4 0.0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1 0.0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12 0.0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61 -0.07

非金属矿采选业 17.51 1.06

制造业 2003.01 108.74

农副食品加工业 445.65 24.88

食品制造业 39.67 2.06

饮料制造业 28.93 2.10

纺织业 65.30 2.8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77.75 3.00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62.66 3.73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0.42 0.57

家具制造业 13.43 0.84

造纸及纸制品业 41.83 2.65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4.19 0.1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43.93 2.44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74 0.1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0.54 3.92

医药制造业 15.27 1.17

化学纤维制造业 5.76 0.44

橡胶制品业 141.80 6.81

塑料制品业 42.37 2.2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7.42 6.0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2.77 1.0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8.29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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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业 37.67 2.2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9.81 7.77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4.14 7.2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69.43 2.9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83.43 9.63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116.44 5.1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8.82 1.35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62.43 3.92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12 0.01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2.66 3.25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0.96 3.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46 -0.03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4 -0.17

（五）企业科技活动

2004 年末，在我市规模以上[注 7]工业法人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

的有 139 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10.1%。其中，大中型企业

[注 8] 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 25%；小型企业中，开

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 6.5%。

2004 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12.07

亿元，其中，用于新产品开发的经费 3.61 亿元，占 29.9%。科技活

动人员 7566 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3443 人，占 45.5%。

在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中，代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为 8.11 亿元，投入强度[注 9]为 0.41%。其中，大中

型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7.63 亿元，投入强度为 0.66%。

分行业看，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 1 亿元的行业有 2 个：

橡胶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入强度在

1 %以上的行业有 2 个：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详见表 11）。

表 11 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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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投入

（万元）

投入

强度

（%）

总计 81078.1 0.41

制造业 81055.8 0.43

农副食品加工业 983.5 0.02

食品制造业 159 0.04

饮料制造业 83.4 0.03

纺织业 50 0.01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62 0.02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1475.8 0.2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175.6 0.5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20 0.11

医药制造业 623 0.42

橡胶制品业 25768.8 1.83

塑料制品业 10 0.00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76 0.06

金属制品业 2235 0.66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54.6 0.09

专用设备制造业 279 0.0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473.9 0.3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636.2 0.2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7366.7 3.2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55.1 0.20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668.2 0.12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2.3 0.0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2.3 0.20

2004 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新产品[注 10]产值 130.72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5.8 %。全年专利申请量为 300 件，

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89 件，占 29.7%。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13.67

亿元，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0.51 亿元，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0.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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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业

（一）建筑业总产值

2004 年，我市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建筑业总产值 73.02 亿元。

其中，资质内企业[注 11]完成 67.70 亿元，资质外企业完成 5.32 亿

元。非建筑业企业法人附营的建筑业产业活动单位经营收入 0.03 亿

元，建筑业个体经营户经营收入 2.28 亿元。

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建筑业总产值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

业占 86.4 %，建筑安装业占 4.1%，建筑装饰业占 5.5%，其他建筑业

占 4.0 %（详见表 12）。

表 1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建筑业总产值的行业分布

合 计

(亿元)

资质内企业

(亿元)

资质外企业

(亿元)

合 计 73.02 67.70 5.32

房屋和土木工程

建筑业
63.12 59.18 3.93

建筑安装业 2.97 2.68 0.29

建筑装饰业 3.99 3.67 0.32

其他建筑业 2.94 2.16 0.78

（二）房屋建筑面积及竣工价值

2004 年，全市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注 12]房屋建筑施

工面积 1022.33 万平方米，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539.94 万平方米，竣

工价值 34.97 亿元（详见表 13）。

表 13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完成情况

房屋建筑竣工

面积

(万平方米)

房屋建筑竣工

价值

(亿元)

合 计 539.94 34.97

厂房、仓库 130.38 7.95

住宅 337.99 21.70

办公用房 31.58 2.16

批发和零售用房 3.22 0.25



14

住宿和餐饮用房 3.14 0.23

居民服务业用房 0.37 0.02

教育用房 6.17 0.48

文化、体育用房 0.30 0.02

卫生医疗用房 0.72 0.05

科研用房

其他用房 26.08 2.11

（三）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我市建筑业企业的资产合计为 87.55 亿元，负债合

计为 53.86 亿元，企业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3.69 亿元。资产负债率

为 61.52 % (详见表 14)。

表 14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行业分布

资产合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所有者权益合

计（亿元）

合 计 87.55 53.86 33.69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

筑业
75.05 48.04 27.01

建筑安装业 5.03 2.19 2.84

建筑装饰业 4.47 2.18 2.29

其他建筑业 3.00 1.45 1.55

(四)工程结算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 年，我市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工程结算收入 63.78 亿元，

其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86.06%，建筑安装业占 4.92%，建筑

装饰业占 4.91 %，其他建筑业占 4.11%。利润总额 11.08 亿元，其中，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32.49%，建筑安装业占 25.18%，建筑装饰

业占 21.12%，其他建筑业占 21.21%(详见表 15)。

表 15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工程结算收入和利润总额

工程结算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63.78 11.08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54.89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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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安装业 3.14 2.79

建筑装饰业 3.13 2.34

其他建筑业 2.62 2.35

五、交通运输业

（一）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交通运输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 10.50 亿元，负债

合计 6.02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48 亿元（详见表 16）。

表 16 交通运输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资产合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亿元）

合 计 10.50 6.02 4.48

道路运输业 3.11 2.10 1.01

城市公共交通业 1.73 0.93 0.80

水上运输业 1.48 1.20 0.28

航空运输业 2.59 1.12 1.47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

务业
1.59 0.67 0.92

（二）主营业务收入

2004 年，交通运输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3.99 亿元。（详

见表 17）。

表 17 交通运输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合 计 3.99

道路运输业 1.58

城市公共交通业 0.85

水上运输业 0.82

航空运输业 0.05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

务业
0.69

六、房地产业



16

（一）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为 119.15 亿元,负债

合计 85.89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33.26 亿元。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

位的资产负债率为 72.09%，其中,房地产开发业为 72.37%，物业管理

业为 58.97%，中介服务业为 10.00%，其他房地产业为 68.27%（详见

表 18）。

表 18 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资产合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亿元)

合 计 119.15 85.89 33.26

房地产开发 115.46 83.56 31.90

物业管理 0.78 0.46 0.32

中介服务 0.20 0.02 0.18

其它房地产 2.71 1.85 0.86

（二）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50.76 亿元，利

润总额 4.91 亿元（详见表 19）。

房地产业个体经营户营业收入 176 万元。

表 19 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50.76 4.91

房地产开发 50.09 4.76

物业管理 0.35 0.05

中介服务 0.13 0.09

其它房地产 0.1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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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开发业生产完成情况

2004 年，房地产开发业完成投资 64.58 亿元。商品房建设施工

面积 725.03 万平方米，竣工房屋面积 309.01 万平方米。商品房销

售面积 266.62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246.39 万平方米。商

品房销售额 41.83 亿元，其中，住宅销售额为 39.03 亿元。

2004 年，物业管理企业在管房屋建筑面积 356.17 万平方米。中

介服务业房屋代理销售成交合同面积 5.77 万平方米，房屋代理销售

成交合同 2.58 亿元。

七、批发和零售业

（一）商品销售额

2004 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商品销售额[注 13]合

计178.72亿元，其中，批发业销售额78.48亿元，零售业销售额100.24

亿元（详见表 20）。

表 20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销售额

销售额

(亿元)

其中：

零售额

（亿元）

合 计 178.72 101.35

批发业 78.48 13.22

农畜产品批发 1.62 0.41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3.72 1.43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7.98 0.8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57 0.12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98 0.15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39.26 7.65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8.92 1.65

贸易经纪与代理 0.009

其他批发 5.41 0.92

零售业 100.24 88.13

综合零售 50.97 39.9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6.00 5.68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85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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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90 1.6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44 1.37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19.21 18.89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6.88 6.85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售 5.27 5.20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4.72 4.71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商品销售

额，国有为 17.11 亿元，集体为 15.22 亿元，私营为 34.99 亿元，港

澳台商为 0.13 亿元，外商为 3.16 亿元。

（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全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 88.09 亿

元，负债合计 50.47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37.62 亿元。批发和零售

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率为 57.3%，分行业看，批发业为 55.3%，

零售业为 58.9%（详见表 21）。

表 21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资产合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亿元)

合 计 88.09 50.47 37.62

批发业 39.69 21.96 17.73

农畜产品批发 2.86 2.09 0.7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4.77 2.02 2.74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7.10 5.18 1.9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52 0.21 0.30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77 0.55 0.2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7.63 9.33 8.31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

发
4.29 1.87 2.41

贸易经纪与代理 0.01 0.01

其他批发 1.75 0.7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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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48.40 28.51 19.89

综合零售 23.65 16.03 7.6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3.99 0.63 2.17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58 1.38 1.2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73 0.83 0.90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0.57 0.32 0.26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

零售
8.11 4.85 3.25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3.37 2.23 1.14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

售
2.70 0.55 2.16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1.70 0.52 1.18

（三）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年全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162.64亿

元，利润总额 9.14 亿元（详见表 22）。

2004 年批发业个体经营户营业收入 14.6 亿元，零售业个体经营

户营业收入 105.2 亿元。

表 22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162.64 9.14

批发业 76.45 5.24

农畜产品批发 1.59 0.0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3.50 1.15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7.57 0.2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57 0.03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93 -0.01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39.47 2.87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7.55 0.49

贸易经纪与代理 0.01

其他批发 5.26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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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86.19 3.89

综合零售 46.87 1.0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4.72 0.47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26 0.3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70 0.10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01 0.09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16.14 0.61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5.77 0.36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售 3.23 0.50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3.49 0.32

八、住宿和餐饮业

（一）营业额

2004 年，全市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额[注 14]9.56 亿

元（详见表 23）。

表 23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额

营业额（亿元）

合 计 9.56

住宿业 3.60

旅游饭店 3.21

一般旅馆 0.34

其他住宿服务 0.05

餐饮业 5.97

正餐服务 5.71

快餐服务 0.17

饮料及冷饮服务 0.02

其他餐饮服务 0.07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年营业额，国有为 1.26

亿元，集体为 0.08 亿元，私营为 0.61 亿元。餐饮业年营业额，国有

为 1.53 亿元，集体为 0.47 亿元，私营为 2.4 亿元。

（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1

2004 年末，全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为 26.27

亿元，负债合计为 16.16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1 亿元。住宿

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率为 61.52%，分行业看，住宿业

为 85.98%，餐饮业为 49.4%（详见表 24）。

表 24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资产合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亿元)

合 计 26.27 16.16 10.11

住宿业 8.70 7.48 1.22

旅游饭店 8.01 7.31 0.71

一般旅馆 0.64 0.17 0.48

其他住宿服务 0.04 0.01 0.04

餐饮业 17.57 8.68 8.89

正餐服务 17.19 8.59 8.61

快餐服务 0.28 0.06 0.22

饮料及冷饮服务 0.01 0.01

其他餐饮服务 0.08 0.03 0.05

（三）主营业务收入

2004 年全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8.8 亿元

（详见表 25）。

2004年个体住宿业营业收入0.7亿元，个体餐饮业营业收入20.4

亿元。

表 25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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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合 计 8.80

住宿业 3.16

旅游饭店 2.88

一般旅馆 0.23

其他住宿服务 0.04

餐饮业 5.64

正餐服务 5.38

快餐服务 0.18

饮料及冷饮服务 0.02

其他餐饮服务 0.07

九、其他第三产业[注 15]

2004 年末，其他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 594735

万元，资产合计 694236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中，金融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所占比重分别是 83%、 6%、 3%，

三个行业合计占 92 %。

表 26 其他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

主营

业务

收入

(万

元)

资产

合计

(万

元)

合 计 5947

35

69423

65

金融业 4963

65

62391

3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7939 929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380

6

56957

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88321078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828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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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007

8

33446

教育 503113408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276

8

1997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08819121

注释:

[注 1]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

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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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

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本次普查未包括国际组织。

[注 2]法人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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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独立拥有和使

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⑶会计

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在有关部门登记为法人，但不符

合上述条件的单位，普查中未作为法人单位统计。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附属单位，且具备以下条件：⑴在一

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⑵相对独立组织生产

经营或业务活动；⑶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业务核算资料(生产核算

资料)。

个体经营户是指除农户外，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

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经营单位。包

括：(1)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个

体工商户。 (2)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并领取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3)没有领取执照或证书，但有相对固定场所、年内实际从事个体经

营活动三个月以上的城镇、农村个体户。但不包括农民家庭以辅助劳

力或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的一些兼营性活动。

[注 3]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国有联营、国有独资公司；集体企业

包括集体、集体联营、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包括其他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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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它企业：包括国有与集体联营、其他联营、

其他。

[注 4] 就业人员是指 2004 年 12 月 31 日在第二、三产业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在岗的就业人员，未包括上述范围之外的就业人员，如保

姆、家教、自由职业者等。

[注 5]能源消费总量：是指能源品种的实际消费量，包括终端消

费和用作加工转换的投入量。

[注 6]所有者权益：指企业投资者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

即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后的余额。所有者权益包括投资者最初投入

实际到位资产以及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

[注 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是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法人和年

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法人。

[注 8]大中型工业企业：指企业的从业人员、销售额和资产总额

分别达到 300 人、3000 万元和 4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

[注 9]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与销售收入之比。

[注 10] 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

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

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包括经政府有关

部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开发研制，但尚未

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投产一年之内的新产品。

[注 11]资质内建筑业企业:指依据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2001 年第 87 号）及《建筑业企业

资质等级标准》（建[2001]82 号），已经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的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指虽然没有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但实际从事建筑生产经营活动建筑业企业。

[注 12]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内建筑业企业分为总承包、

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企业。总承包企业指获得施工总承包资质，可以

对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或者对主体工程实行施工承包的企业。专业承

包企业指获得专业承包资质，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包的专业工

程或者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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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批发零售业企业商品销售额：指批发零售业企业售予本

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商品金额，包括零售额和批发额两部分，其

中零售额包括售予居民和社会集团商品的金额，批发额包括售予生产

经营单位商品的金额和出口商品的金额。

[注 14]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指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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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

[注 15]其他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业、信息传输（不包括电信业）、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

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

理和社会组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