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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市 统计 局文 件  
 

沪统字〔2016〕2号                 

 

 

上海市统计局关于本市开展主要行业 

生产经营景气状况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及时反映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的景气状况，更好地服务于国

家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主要行业生

产经营景气状况专项调查制度>的通知》(国统字〔2015〕119号)，

现对 2016年本市开展主要行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专项调查的相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范围 

1.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中全部大中型工业法人企业以及重点

小型工业法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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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业：有资质的建筑业法人企业； 

3.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 

4.住宿和餐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 

5.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企业； 

6.服务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企业（单位）。 

二、调查表式及内容、报表期别 

调查表式及内容：见附件 

报表期别：季报 

三、报送时间及要求 

“主要行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XI501表）”，由各单位通过网

上直报方式报送，上海市统计局网上直报操作平台网址为：

http://ytb.stats-sh.gov.cn。 

本项调查工作的培训布置方式由各区、县统计局根据市统计

局要求自行确定。 

调查表开网、报送时间要求详见下表：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网上填报 

开网时间 

调查单位 

填报截至时间 

省级验收 

截至时间 

XI501表 

主要行业生

产经营景气

状况 

季报 

规模以上工业中全部大

中型工业法人企业以及重点

小型工业法人企业、有资质

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

饮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法人企业 

3、6、9、12月

25日 0：00 3、6、9、12月

30日（或 31日）

12：00前 

1 季度季后 4

日、2 季度季

后 4 日、3 季

度季后 9日、4

季度季后 5 日

12：00前 
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企业

（单位） 

3、6、9、12月

12日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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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

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对于各单位

提供的统计数据，市统计局和各区、县统计局将严格遵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的规定，承担保密责任。对于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行为，统计机构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依法严肃处理。 

 

附件：主要行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XI501表） 

 

上海市统计局  

2016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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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要行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 

 表    号： Ⅺ 5 0 1 表  

组织机构代码□□□□□□□□-□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15〕119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１６年    季 有效期至： ２ ０ １ ７ 年 １ 月 

一、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由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业企业法人分别填报） 

工业 
B10企业当前生产状态：     □①正常生产          □②停产                 □③关闭破产 
B11预计下季度生产增速比本季度 
□①加快                   □②持平                   □③减缓 

B12本季度接到的产品订货量 (没有订货的估计产品需求情况)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处于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B13本季度接到的产品出口订货量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处于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④产品无出口  

B14本季度主要投资方向（可多选，最多选 3项。若选⑦，则不应选其他项） 
□①开发新产品              □②设备升级改造           □③扩大生产规模     
□④节能环保投入            □⑤跨行业转型投资         □⑥其他(请注明)            □⑦无投资 

B15本季度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发挥程度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处于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B16对所在行业本季度产能过剩情况的判断    
□①非常严重           □②比较严重          □③基本不存在 

B17本季度企业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大约是              % 
B18本季度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的原因 (可多选，最多选 3项。若选⑪，则不应选其他项) 
□①产品需求减少、订单不足   □②产品价格过低             □③产品竞争力不足 
□④设备检修、调试或搬迁     □⑤劳动力供应不足、技能欠缺 □⑥资金紧张 
□⑦产成品存货过多           □⑧季节性减产               □⑨政策性限产   
□⑩其他(请注明)                                                 
□⑪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B19本季度生产能力比上季度 
□①增加                   □②不变                 □③减少  

B20本季度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 (可多选，最多选 3项。若选⑩，则不应选其他项) 
□①资金紧张               □②产品价格下降           □③招工难                  
□④用工成本上升           □⑤库存积压               □⑥产品需求不足            
□⑦税费负担较重           □⑧汇率波动大             □⑨其他问题(请注明)                           

□⑩基本无问题 

建筑业 

C11本季度新签订的工程合同金额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C12本季度完成建筑产品和服务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C13本季度新开工工程进度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C14本季度设备利用率为  _______% 

批发和零售业 

E11本季度商品销售增速比上季度 

 □①加快           □②持平         □③减慢 

E12本季度商品销售价格比上季度 

□①上涨           □②持平         □③下跌 

E13本季度接到的订单量比上季度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E14本季度商品库存 

         □①高于正常水平      □②处于正常水平   □③低于正常水平 

E15预计下季度商品销售增速比本季度 

□①加快           □②持平         □③减慢 

住宿和餐饮业 

S11本季度业务量增速比上季度      

 □①加快           □②持平         □③减慢 

 



 - 5 - 

S12本季度客房入住率               

□①80%以上          □②50-80%       □③50%以下 

S13本季度客房单价比上季度          

 □①提高           □②持平         □③下降 

S14本季度业务预订量比上季度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S15预计下季度业务量增速比本季度   

□①加快           □②持平         □③减慢 

房地产开发业 

*X11上（下）半年土地购置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X12上（下）半年土地购置面积计划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X13本季度新开工面积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X14本季度商品房预售面积比上季度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X15本季度商品房平均销售（包括预售）价格比上季度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X16下季度商品房平均销售（包括预售）价格预计比本季度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X17本季度待售商品房面积比上季度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二、企业盈利与资金使用情况 

21本季度盈利比上季度（如选②，跳过问题 22） 

□①增加（盈利增加、亏损减少、扭亏为盈）     □②持平          □③减少（盈利减少、亏损增加、盈转亏） 

22本季度利润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①业务量             □②税费              □③成本费用             □④其他 

 

23本季度税费负担比上季度 

□①上升                   □②变化不大               □③下降 

24 本季度资金周转情况（如选②或③，跳过问题 25） 

□①资金紧张               □②基本正常        □③资金充裕 

25本季度资金紧张的主要原因 (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融资成本高             □②融资难                 □③存货资金占用较多   □④货款回笼慢 

□⑤工资等刚性支出较多     □⑥扩大再生产、基建投资   □⑦投资金融性资产     □⑧其他(请注明)        

26本季度外部融资主要来源 

□①银行贷款               □②民间借款               □③专项资金 

□④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⑤其他                   □⑥无此情况 

27下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比去年同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三、企业用工情况 

31本季度用工需求比上季度 

□①上升                   □②基本持平               □③下降 

32您认为目前是否存在“招工难”问题 （若选①，跳过问题 33） 

□①不存在                 □②存在，但不太严重       □③存在，比较严重       □④存在，非常严重 

33您认为“招工难”的主要原因是（最多可选 3项） 

□①求职者对薪酬期望过高   □②符合岗位要求的应聘者减少    □③总体上求职者人数减少 

□④招聘渠道不畅           □⑤ 其他（请注明）             

34下季度用工计划比本季度 

□①增加                   □②基本持平               □③减少 

35本企业最需要和缺少哪方面的人员  

□①经营管理人员           □②科研人员               □③普通技工（或销售人员、普通服务人员） 

□④高级技工               □⑤其他人员（请注明）                 □⑥各种人员都不缺 

四、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41本季度是否受益于相关政策的帮助和支持（如选②，跳过问题 42） 

       □①是                     □②否 

 

42受益的政策措施有哪些（可多选，最多选 3项） 

□①简政放权               □②创新支持               □③减税降费        □④“互联网+”扶持政策 

□⑤降息                   □⑥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政策   □⑦其他(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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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您认为国家哪些政策还有待改进，请注明                                                                  

五、评价与预测 

51您对本季度本企业经营状况的综合评价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52您对下季度本企业经营状况的合理预期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53您对本季度本行业运行状况的总体评价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54您对下季度本行业运行状况的合理预期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55您对下季度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合理预期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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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本表由法人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主管经营负责人）填写。 

      2.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中全部大中型工业法人企业以及重点小型工业法人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

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企业（单位）。 

      3.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季度末月 30（31）日 12:00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 

      4.带*指标由每半年填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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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16年 1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