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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重庆市合川区统计局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7〕53 号）、《重庆市人民

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渝府发〔2018〕4

号）和《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

通知》（合川府发〔2018〕12 号）要求，我区进行了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

期资料为 2018 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经过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区

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经济普查全面完成方

案设计、单位清查、现场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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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组织领导有力 

2018 年 7 月，区政府成立了由区政府副区长蒋定平同志担

任组长的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办公室，由 21 个部门组成。按照“统

一领导、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全

区各乡镇、街道均建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

组织保障。合川区人民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切实做到人员到位、措施到位、经费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

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提供多方保障，确保了

我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

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次“全面

体检”。2019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区 1300 多名基层普查

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我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逐一入户完成数

据采集。通过这次普查，既摸清了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解了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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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也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

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

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了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新动能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三、采用科学方法 

按照“确保质量、改革创新、突出重点、依法普查、共享成

果”的原则，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经普办）借鉴历次普查经验，切实加强顶

层设计，着力提高普查的科学性、规范性，积极参加市级综合试

点，积累实战经验，制定了《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

案》及 13 项业务流程，先后印发《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实施方案》《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方案》等实施办法，为普查工作有序开

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在方法运用上，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采取

“地毯式”清查的方法，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全面清查后，对

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在其主要经营活

动所在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建筑业法人单位在其注册地进行

全面普查登记，对数量众多的个体经营户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在其

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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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

生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

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根据不同普查对象，分别设置了一

套表单位普查表、非一套表单位普查表、个体经营户普查表和部

门普查表。 

四、创新普查方式 

全面提高普查数据采集信息化水平，扩大联网直报单位范围，

全面使用手持移动终端（PAD）采集数据，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

动识别赋码技术，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电子化、网络化，大

大提高了数据采集处理效率。 

五、强化执法监督 

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严格履行独立普查、独立报告

职责，依法保护普查对象资料。通过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

和问责机制，加大普查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普查工作

中造假作假责任追究到位。各级普查机构主动公开普查工作过程，

对外公布普查工作咨询电话和普查违法行为举报电话，自觉接受

媒体和社会监督。调查登记期间，统计执法部门与普查办公室联

合组成执法检查组，组织开展了普法宣传和执法检查。通过强有

力的执法监督，维护了我区经济普查工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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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确保数据质量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各级普查机

构狠抓源头数据质量，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上报，加强入户

数据核实与业务指导，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抽查，坚持联动审核，

及时消除差错，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为检验各镇街工作成效

和普查数据质量，区经普办组织开展了全区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检

查工作，每个镇街抽取 3 个样本普查小区全面核查，同时有 3 个

镇街接受了市级数据质量抽查。 

总体来看，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

普查结果显示，2018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活动的法人单位 11816 个，与 2013 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

增长 79.4%；从业人员 323904 人，增长 33.8%；产业活动单位

13330 个，增长 55.2%；个体经营户 7471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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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重庆市合川区统计局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单位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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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8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1816 个，比 2013 年末（2013 年是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

增加 5230 个，增长 79.4%；产业活动单位 13330 个，增加 4743 个，

增长 55.2%；个体经营户 74717 个（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1816 100.0 

    企业法人 9844 83.3 

    机关、事业法人 744 6.3 

    社会团体 180 1.5 

其他法人 1048 8.9 

二、产业活动单位 13330 100.0 

第二产业 2653 19.9 

第三产业 10677 80.1 

三、个体经营户 74717 100.0 

第二产业 5714 7.6 

第三产业 69003 92.4  

2018 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3364 个，占 28.5%；制造业 1850 个，

占 15.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63 个，占 9.8%。在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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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42673 个，占 57.1%；

住宿和餐饮业 8219 个，占 11.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686

个，占 8.9%（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1816 100.0 74717 100.0 

采矿业 65 0.6 26 0.03 

制造业 1850 15.7 3268 4.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5 0.6 14 0.02 

建筑业 548 4.6 2406 3.2 

批发和零售业 3364 28.5 42673 57.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41 2.0 6686 8.9 

住宿和餐饮业 447 3.8 8219 11.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23 2.7 234 0.3 

金融业 25 0.2 —— —— 

房地产业 613 5.2 115 0.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63 9.8 701 0.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12 2.6 103 0.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8 0.6 12 0.0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80 3.2 5361 7.2 

教育 533 4.5 125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206 1.7 743 1.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52 3.8 367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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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38 8.8 0 0.0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和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

林、牧、渔业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2018 年末，全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

9844 个，比 2013 年末增加 4809 个，增长 95.5%。其中，内资企

业占 99.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2%。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 0.2%，私

营企业占 95.6%（详见表 2-3）。 

表 2-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单位数（个） 比重（%） 

合　计 9844 100.0 

内资企业 9808 99.6 

　国有企业 22 0.2 

　集体企业 74 0.8 

　股份合作企业 10 0.1 

　联营企业 8 0.1 

　有限责任公司 221 2.3 

　股份有限公司 59 0.6 

　私营企业 9414 95.6 

　其他企业 0 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3 0.1 

外商投资企业 23 0.2 

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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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23904 人，比 2013 年末增加 81826 人，增长 33.8%，其中女性

从业人员 116422 人。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175832 人，增加

18628 人，增长 11.8%；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146625 人，增加

62802 人，增长 74.9%。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建筑业

85921 人，占 26.5%；制造业 84014 人，占 25.9%；批发和零售

业 28257 人，占 8.7%（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323904 116422 

采矿业 3319 477 

制造业 84014 3423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578 790 

建筑业 85921 11365 

批发和零售业 28257 1291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726 1468 

住宿和餐饮业 5403 331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940 1125 

金融业 1900 983 

房地产业 19732 864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559 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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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648 180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610 121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208 3488 

教育 23116 13590 

卫生和社会工作 8139 516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646 359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3741 5375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表

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不含 3 大电信运营商数据。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18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211.68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31.8%，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68.2%。不含金融业的法人单

位负债合计 1817.21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

比为 37.6%，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 62.4%。 

2018 年，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 1635.27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占比为 62.6%，第

三产业营业收入占比为 37.4%（详见表 2-5）。 

表 2-5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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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211.68 1817.21 1635.27 

采矿业 43.97 28.95 17.20 

制造业 660.10 447.83 717.5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1.40 95.69 42.73 

建筑业 175.90 110.85 245.92 

批发和零售业 88.68 49.61 309.2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46 4.63 18.14 

住宿和餐饮业 10.65 5.74 15.9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59 2.23 9.86 

金融业    

房地产业 

 

 

 

 

 

1421.01 855.56 147.2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74.50 129.56 45.8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42 2.44 10.0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0.41 17.25 6.3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1.42 1.38 10.51 

教育 85.58 21.27 8.54 

卫生和社会工作 25.95 10.34 5.7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4.64 2.86 16.9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81.35 30.71 0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
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
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
机构的法人单位。按国务院经普办要求，金融业负债合计暂不发布，故法人单位负债合计不含
金融业。表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负债合计、企业法人营业
收入不含 3 大电信运营商数据。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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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

三产业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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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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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

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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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独立承担负

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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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受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

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其他法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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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公报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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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重庆市合川区统计局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工业和建筑业的主

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990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32.9%；从业人员 89911 人，比 2013 年末下降 5.5%。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966 个，占 98.8%；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 7 个，占 0.3%；外商投资企业 17 个，占

0.9%。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 7 个，占全部企业的 0.4%；集体

企业 13 个，占 0.7%；私营企业 1864 个，占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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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2.2%，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6%，外商投资企业占 6.2%。内资企业中，

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的 0.1%，集体企业占 0.1%，私营企业占

78.5%（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个） （人） 

合　计 1990  89911  

内资企业 1966  82923  

　　国有企业 7  60  

　　集体企业 13  118  

　　股份合作企业 4  76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69  11500  

　　股份有限公司 8  566  

　　私营企业 1864  70587  

　　其他企业 1  1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7  1451  

外商投资企业 17  5537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65 个，制造业 1850 个，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5 个，分别占 3.3%、93.0%

和 3.7%。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

工业、汽车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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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和 7.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占 3.7%，制造业

占 9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 2.9%。在工

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21.3%、

13.9%和 6.8%（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个） （人） 

合　计 1990  8991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8  133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  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非金属矿采选业 45  1916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  64  

其他采矿业 0  0  

农副食品加工业 191  5057  

食品制造业 116  462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66  1602  

烟草制品业 0  0  

纺织业 57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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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服饰业 61  194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33  56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2  589  

家具制造业 83  2209  

造纸和纸制品业 20  56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3  86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49  978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  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1  978  

医药制造业 22  1760  

化学纤维制造业 1  15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72  276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61  1915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1  25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  980  

金属制品业 138  3427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9  5102  

专用设备制造业 85  1696  

汽车制造业 156  1252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71  513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2  244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3  6126  

仪器仪表制造业 15  422  

其他制造业 15  328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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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9  10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3  136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4  49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8  71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营业收入 
　 

（亿元） （亿元） （亿元） 

合　计 845.48  572.47  777.4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9.76  26.01  3.3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  0.00  0.0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  0.00  0.0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  0.00  0.0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4.12  2.93  13.62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09  0.02  0.28  

其他采矿业 0.00  0.00  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17.70  5.74  32.65  

食品制造业 21.50  10.08  29.6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27  0.82  10.55  

烟草制品业 0.00  0.00  0.00  

纺织业 2.91  0.70  8.41  

纺织服装、服饰业 3.97  1.09  7.5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5  0.99  3.4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96  0.31  3.20  

家具制造业 6.74  1.58  14.00  

造纸和纸制品业 2.39  0.71  6.00  



- 20 -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73  0.89  5.5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33  0.82  3.8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03  0.03  0.0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43  1.37  7.28  

医药制造业 22.27  10.07  18.44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2  0.00  0.1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3.16  6.70  21.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9.43  65.87  135.4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33  0.03  1.2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7.50  6.58  32.42  

金属制品业 9.98  3.06  17.79  

通用设备制造业 24.87  11.61  45.05  

专用设备制造业 4.68  1.61  12.08  

汽车制造业 238.39  220.89  145.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5.65  15.77  33.6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0.28  5.67  31.6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8.01  73.82  85.97  

仪器仪表制造业 1.87  0.56  2.23  

其他制造业 1.24  0.40  1.61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35  0.02  0.34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15  0.02  0.5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6.05  90.48  31.3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7.71  3.00  6.57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64  2.21  4.76  

（二）主要经济指标。 



- 21 -

2018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45.48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51.8%。负债合计 572.47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777.47 亿元（详见表 3-3）。 

（三）主要产品产量。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纱 吨 9853 

化学纤维 吨 4415 

中成药 吨 4200 

日用玻璃制品 万吨 60 

水泥 万吨 1066 

铝合金 吨 14 

电子元件 万支 21308 

食用盐 万吨 17 

饲料 万吨 10 

白酒 千升 2561 

汽车 辆 143525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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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全区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548 个，从业人

员 85921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191.5%和 38.3%。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547 个，占 99.8%。其中，

集体企业占 0.2%，私营企业占 97.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98%。其

中，集体企业占 0.4%，私营企业占 90%（详见表 3-5）。 

表 3-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48 85921 

　内资企业 547 85904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1 333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13 3815 

　　　　股份有限公司 

2 

 

4420 

 

　　　　私营企业 531 77336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 17 

　外商投资企业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31.8%，土木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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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占 10%，建筑安装业占 12.2%，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

业占 46%。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81.8%，土

木工程建筑业占 4.2%，建筑安装业占 1.5%，建筑装饰、装修和

其他建筑业占 12.5%（详见表 3-6）。 

表 3-6　按行业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48 85921 

　 房屋建筑业 174 70242 

　 土木工程建筑业 55 3591 

　 建筑安装业 67 1316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52 1077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75.62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36.5%。负债合计 110.83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245.92 亿元（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75.62 110.83 2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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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业 109.95 70.11 208.7 

  土木工程建筑业 40.12 32.03 9.3 

  建筑安装业 10.7 3.18 5.32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4.85 5.5 22.61 

注：表中财务数据是建筑业总产值大于 0的企业数据。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公报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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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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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统计局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批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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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3364 个，从

业人员 28257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92.2%和 69.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35.0%，零售业

占 65.0%。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49.0%，零售业占 51.0%（详见表 4-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8%，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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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8.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1%，外商投资企业占 0.5%

（详见表 4-2）。 

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364 28257 

批发业 1177 13858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227 243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68 2764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67 788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13 124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31 85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83 491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99 1330 

　贸易经纪与代理 4 8 

　其他批发业 85 646 

零售业 2187 14399 

　综合零售 252 204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244 1451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05 192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12 647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94 87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233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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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235 1592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486 2878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26 941 

表 4-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364 28257 

内资企业 3358 27816 

　国有企业 5 165 

　集体企业 33 147 

　股份合作企业 2 29 

　联营企业 6 3 

　有限责任公司 70 662 

　股份有限公司 13 40 

　私营企业 3138 25930 

　其他企业 91 84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 297 

外商投资企业 4 14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8.68 亿元，

比 2013 年末增长 62.1%。其中，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0.23 亿元，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8.44 亿元，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151.1%和-7.4%。负债合计 49.61 亿元。全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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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09.24 亿元（详见表 4-3）。 

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8.68 49.61 309.24 

批发业 60.23 40.59 199.07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4.67 0.84 17.2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8.14 1.65 31.20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0.87 0.11 7.8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40 0.13 1.22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4.34 2.74 6.73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6.83 6.64 53.1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23.51 28.26 75.34 

　贸易经纪与代理 0.02 0.01 0.13 

　其他批发业 1.47 0.22 6.27 

零售业 28.44 9.02 110.17 

　综合零售 3.70 1.52 11.11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2.35 1.08 8.09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14 0.42 8.7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0.89 0.13 3.29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24 0.28 4.1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9.62 3.66 43.53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3.26 0.94 10.00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3.96 0.73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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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29 0.26 4.22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 241 个，从业人员 6726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190.4%和

-0.2%（详见表 4-4）。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41 6726 

　铁路运输业 0 0 

　道路运输业 162 5055 

　水上运输业 23 293 

　航空运输业 0 0 

　管道运输业 0 0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2 141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8 440 

　邮政业 16 79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14.46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7.6%。负债合计 4.63 亿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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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现营业收入 18.14 亿元（详见表 4-5）。 

表 4-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4.46 4.63 18.14 

　铁路运输业 0.00 0.00 0.00 

　道路运输业 10.33 4.66 12.63 

　水上运输业 1.40 0.17 0.88 

　航空运输业 0.00 0.00 0.00 

　管道运输业 0.00 0.00 0.00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0.58 0.15 0.52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0.96 0.23 1.46 

　邮政业 1.18 -0.58 2.65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447 个，

从业人员 5403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46.6%和 2.1%。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13.6%，餐饮业

占 86.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23.2%，餐饮业占 76.8%（详见表 4-6）。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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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外商投资企业占 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外商投资企业占 0%（详

见表 4-7）。 

表 4-6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47 5403 

住宿业 61 1253 

　旅游饭店 8 704 

　一般旅馆 47 503 

  民宿服务 4 39 

  露营地服务 0 0 

　其他住宿业 2 7 

餐饮业 386 4150 

　正餐服务 349 3978 

　快餐服务 19 106 

　饮料及冷饮服务 4 10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4 11 

　其他餐饮业 10 45 
 

表 4-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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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47 5403 

内资企业 447 5403 

　国有企业 1 5 

　集体企业 7 46 

　股份合作企业 1 12 

　联营企业 1 8 

　有限责任公司 0 0 

　股份有限公司 2 16 

　私营企业 435 5316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0.65 亿元，

比 2013 年末下降 17.5%。其中，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06 亿元，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58 亿元，分别比 2013

年末下降 2.9%和 27.4%。负债合计 5.74 亿元。全年实现年营业

收入 15.92 亿元（详见表 4-8）。 

表 4-8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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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0.65 5.74 15.92 

住宿业 5.06 4.74 3.46 

　　旅游饭店 3.84 4.33 1.66 

　　一般旅馆 1.19 0.40 1.74 

    民宿服务 0.03 0.00 0.05 

    露营地服务 0.00 0.00 0.00 

　　其他住宿业 0.00 0.00 0.01 

餐饮业 5.58 1.00 12.46 

　　正餐服务 5.41 0.96 12.11 

　　快餐服务 0.09 0.03 0.19 

　　饮料及冷饮服务 0.01 0.00 0.03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02 0.01 0.03 

　  其他餐饮业 0.05 0.01 0.10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 323 个，从业人员 2940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559.2%和 297.8%（详见表 4-9）。 

表 4-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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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3 2940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8 290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66 56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49 2088 

注：表中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从业人员不含 3 大电信运营商数据。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99.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03%，外商投资企业

占 0.0%。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100.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0%，外商

投资企业占 0.0%（详见表 4-10）。 

表 4-10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3 2771 

内资企业 0 0 

国有企业 0 0 

集体企业 0 0 

股份合作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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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3 65 

私营企业 313 2664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注：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区分公司，其从业人员

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未分劈。表中从业人员不含 3 大电信运营商数据。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 18.84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71.4%。负债合计 7.91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33 亿元（详见表 4-11）。 

表 4-1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8.84 7.91 16.3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14.61  7.06  8.97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67  0.13  1.47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56  0.72  5.89  

注：表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经济指标包含 3 大电信运营商数据。 

五、金融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 

2018 年末，全区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 25 个（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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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 

（个） 

合　计 25 

　货币金融服务 18 

资本市场服务 3 

　保险业 3 

　其他金融业 1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汇总范围包括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监管的单位和监管范

围之外从事金融行业的单位。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613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67.5%。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153 个，物业管理

企业 135 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315 个，分别比 2013 年末增

长 36.6%、175.5%和 55.2%。 

2018 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为 19732

人，比 2013 年末增长 208.2%。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7908

人，物业管理企业 6929 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4633 人，分别

比 2013 年末增长 125%、224.5%和 452.9%（详见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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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613 19732 

　房地产开发经营 153 7908 

　物业管理 135 6929 

　房地产中介服务 315 4633 

房地产租赁经营 9 262 

　其他房地产业 1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为

1421.01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71.7%。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

企业 1407.3 亿元，物业管理企业 5.15 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

业 7.73 亿元，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70.8%，315.3%和 1020.3%。

负债合计 855.56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7.25 亿元（详见表

4-15）。 

表 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421.01 855.56 147.25 

　房地产开发经营 1407.3 851.26 132.32 

　物业管理 5.15 1.57 6.19 

　房地产中介服务 7.73 2.36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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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租赁经营 0.83 0.37 0.34 

　其他房地产业 0 0 0.00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156 个，

从业人员 15480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226.6%和 180.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12.4%，商

务服务业占 87.6%。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租赁业占 12.9%，商务服务业占 87.1%（详见表 4-16）。 

表 4-1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156 15480 

　租赁业 143 2003 

　商务服务业 1013 13477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7%，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2%，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2%，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详见表 4-17）。 

表 4-1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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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156 15480 

内资企业 1153 15434 

国有企业 0 0 

　集体企业 83 619 

 股份合作企业 13 137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21 657 

　股份有限公司 0 0 

　私营企业 1016 13819 

　其他企业 20 20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 28 

外商投资企业 1 1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74.24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465.7%。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

单位资产总计 4.79 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69.45 亿元。负债合计 129.54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5.84 亿

元（详见表 4-18）。 

表 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74.24 129.54 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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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业 4.79 1.32 6.04 

　商务服务业 369.45 128.22 39.80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公报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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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次全市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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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312

个，从业人员 4648 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255 个，从业人员 3918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1.3 倍和 136.3%（详见表 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55 3918 

　研究和试验发展 16 308 

　专业技术服务业 178 2848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61 762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0%，外商投资企业占

0.0%。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 100.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0%，外商投资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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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详见表 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55 3918 

内资企业 255 3918 

　国有企业 3 37 

　集体企业 2 24 

　股份合作企业 0 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4 42 

　股份有限公司 0 0 

　私营企业 245 3815 

　其他企业 1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64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260.4%。负债合计 2.05 亿元。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10.09 亿元（详见表 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64 2.05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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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和实验发展 0.44  0.05  0.68  

　专业技术服务业 5.93  1.68  7.74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27  0.32  1.67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 68 个，从业人员 2610 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68 个，从业

人员 2610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277.8%和 615.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40.41 亿元，负债合计 17.25 亿元。其中，企业法人单位年末

资产 40.41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2183.1%，负债合计 17.25 亿

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38 亿元。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 374 个，从业人员 6175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211.7%

和 197.3%（详见表 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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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74 6175 

　居民服务业 211 3853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17 1248 

　其他服务业 46 1074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 100.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合计占

0.0%。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100.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合

计占 0.0%（详见表 5-5）。 

表 5-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74 6175 

内资企业 374 6175 

　国有企业 0 0 

　集体企业 2 10 

　股份合作企业 2 115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2 45 

　股份有限公司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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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营企业 367 5942 

　其他企业 1 63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11.41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555.7%。负债合计 1.37 亿

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51 亿元（详见表 5-6）。 

表 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41 1.37 10.51 

　居民服务业 8.78  0.74  5.48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81  0.50  3.63  

　其他服务业 0.82  0.13  1.40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533 个，从业人员 23116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41.4%和 63.2%。其中，行政事业及

非企业法人单位 300 个，从业人员 16988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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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2.6%和增长 24.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71 亿元，比 2013

年减少 20.3%。负债合计 2.95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54 亿

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77.87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16.2%。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31.66 亿元。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206 个，从

业人员 8139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70.2%和 48.9%。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13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8.7%，从

业人员 5763 人，增长 23.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27 亿

元，比 2013 年增长 1.7 倍。负债合计 1.49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5.74 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21.68 亿元，

比 2013 年增长 37.7%。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8.67 亿元。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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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全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452 个，

从业人员 7646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1.9 倍和 556.3%。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1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158.3%，

从业人员 300 人，增长 33.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3.52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3.0 倍。负债合计 2.48 亿元。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16.99 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12 亿元，比 2013 年

增长 160.5%。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0.98 亿元。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 1038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8.0%，从业人员 13741 人，下

降 9.5%。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的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57.38 亿元。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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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

人单位。 

[3]公报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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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基本情况 

 

重庆市合川区统计局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部分新兴产业的主要数

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8 年末，合川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法人单位 37 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1.4%。

其中，新材料产业 10 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的 27.0%；生物产业 10 个，占 27.0%；节能环保产业 4 个，占

10.8%。 



- 52 -

二、高技术制造业 

2018 年末，合川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

法人单位 24 个，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7.4%。 

2018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全称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 R&D）经费支出 1.25 亿元；

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15.5%。 

2018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

年专利申请量 60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35 件；发明专利申请所

占比重为 58.3%，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 18.6 个百分点。 

三、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18 年，开展 R&D 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81

个，比 2013 年增长 912.5%，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的 24.9%。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 1964 人年，比 2013 年增长 666.9%。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8.07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410.4%；R&D 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为 1.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 R&D 经费支出及

R&D 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详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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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317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26 件，分别比 2013 年增长 47.4%和

281.8%；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9.7%，比 2013 年提高 24.4

个百分点。 

表 6-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及 R&D 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R&D 经费支出 

（亿元） 
R&D 经费与主营业
务收入之比（%） 

合　计 8.07 1.3 

采矿业 0 0 

制造业 7.82 1.4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8 0.4 

食品制造业 0.16 0.7 

家具制造业 0.05 0.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02 0.6 

医药制造业 0.82 4.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1 0.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63 0.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8 0.3 

金属制品业 0.06 0.8 

通用设备制造业 0.51 1.4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5 0.8 

汽车制造业 4.06 3.1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4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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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4 1.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34 0.5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3 1.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25 0.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25 0.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 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 0 

四、文化及相关产业 

2018 年末，全区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1445 个，从业

人员 21781 人，资产总计 67.05 亿元。 

2018 年末，全区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1381 个，从业

人员 21134 人，资产总计 65.76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9.14

亿元。 

2018 年末，全区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64

个，从业人员 647 人，资产总计 1.29 亿元，全年支出（费用）

1.25 亿元。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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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标准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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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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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4]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

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

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5]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

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

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类型。 

[6]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

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

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

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

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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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

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7]公报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 57 -

 

重庆市合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重庆市合川区统计局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分区域的单位和从

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8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1816 个，产业活动单位 13330 个。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镇街是：

南 津 街 街 道 2970 个 ， 占 25.1% ； 合 阳 城 街 道 2842 个 ， 占

24.1%；钓鱼城街道 1095 个，占 9.3%。 

按地区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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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1816 100.0 13330 100.0 

合阳城街道 2842  24.1 3247 24.4 

钓鱼城街道 1095  9.3 1240 9.3 

南津街街道 2970  25.1 3304 24.8 

盐井街道 123  1.0 144 1.1 

草街街道 302  2.6 331 2.5 

云门街道 346  2.9 402 3.0 

大石街道 182  1.5 226 1.7 

沙鱼镇 80  0.7 90 0.7 

官渡镇 116  1.0 129 1.0 

涞滩镇 123  1.0 137 1.0 

肖家镇 91  0.8 100 0.8 

古楼镇 106  0.9 118 0.9 

三庙镇 115  1.0 137 1.0 

二郎镇 94  0.8 99 0.7 

龙凤镇 95  0.8 105 0.8 

隆兴镇 105  0.9 118 0.9 

铜溪镇 158  1.3 185 1.4 

双凤镇 136  1.2 162 1.2 

狮滩镇 75  0.6 81 0.6 

清平镇 361  3.1 39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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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场镇 254  2.1 270 2.0 

小沔镇 119  1.0 134 1.0 

三汇镇 226  1.9 260 2.0 

香龙镇 89  0.8 112 0.8 

钱塘镇 341  2.9 397 3.0 

龙市镇 312  2.6 350 2.6 

燕窝镇 105  0.9 133 1.0 

太和镇 486  4.1 516 3.9 

渭沱镇 182  1.5 196 1.5 

双槐镇 187  1.6 213 1.6 

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23904 人。在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镇街是：南津街街道 76414 人，占

23.6%；合阳城街道 65851 人，占 20.3%；钓鱼城街道 47889 人，

占 14.8%。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 7-2。   

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323904 116422 

合阳城街道 65851 23792 

钓鱼城街道 47889 16191 

南津街街道 76414 2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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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盐井街道 5682 1333 

草街街道 13873 5621 

云门街道 8212 3624 

大石街道 4176 1973 

沙鱼镇 1092 468 

官渡镇 1914 876 

涞滩镇 1679 635 

肖家镇 1457 757 

古楼镇 2114 1142 

三庙镇 1511 713 

二郎镇 1743 633 

龙凤镇 1516 770 

隆兴镇 1345 580 

铜溪镇 4148 950 

双凤镇 3462 464 

狮滩镇 1642 376 

清平镇 13786 5649 

土场镇 13548 4258 

小沔镇 1335 565 

三汇镇 5375 1728 

香龙镇 1236 593 

钱塘镇 6957 2372 

龙市镇 11901 3255 

燕窝镇 1525 471 

太和镇 12464 4841 

渭沱镇 4915 1499 

双槐镇 5142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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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公报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