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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门市统计局

2010 年 3 月 27 日

为了全面掌握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1]的发展规模及布

局，了解我国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的现状以及各生产

要素的构成，摸清我国各类企业和单位能源消耗的基本情况，建

立健全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

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科学制定中

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我国于 2008 年进

行了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时期资料为 2008 年度。普查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2]。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财务状况、

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

在广东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领导

下，在全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经

过各级普查机构和全体普查人员两年来的共同努力，全市经济普

查的登记填报及数据审核汇总工作顺利完成。江门市第二次全国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对辖下四

市三区的数据质量进行了抽查，共抽查 14 个普查区的 765 个法

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抽查比例约为 3%)，1969 户个体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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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比例约为 1.5%)。抽查结果显示，数据填报综合差错率为

5.9‰，数据质量达到预期目标要求。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和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江门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江门市统计局现向社会发布普查公报，公报分为第一号、

第二号、第三号，现将第一号公报发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一、单位基本情况一、单位基本情况一、单位基本情况

2008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法人单位 2.18 万

个，产业活动单位 2.60 万个。与 2004 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相

比，法人单位增加 0.44 万个，增长 25%；产业活动单位增加 0.39

万个，增长 17.46%。产业活动单位总数占全省的 3.39%；其中，

第二产业 1.02 万个，第三产业 1.58 万个。全市有证照的个体经

营户 10.92 万户，其中，第二产业 1.25 万户，第三产业 9.67 万

户。(详见表 1)

表表表表 1111 单位数与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数单位数与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数单位数与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数单位数与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万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一、法人单位一、法人单位一、法人单位 2.182.182.182.18 100.0100.0100.0100.0

企业法人 1.60 73.2

机关、事业法人 0.25 11.5

社会团体法人 0.05 2.2

其他法人 0.28 13.1

二、产业活动单位二、产业活动单位二、产业活动单位二、产业活动单位 2.602.602.602.60 100.0100.0100.0100.0

第二产业 1.02 39.2

第三产业 1.58 60.8

三、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三、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三、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三、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 10.9210.9210.9210.92 100.0100.0100.0100.0

第二产业 1.25 11.5

第三产业 9.67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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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末，全市共有企业法人单位 1.60 万个，比 2004 年

末增加 0.34 万个，增长 27.4％。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国有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共 300 个，比 2004 年末下降 44.0

％；集体企业、集体联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共 987 个，比 2004

年末下降 60.9％；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共 2936

个，比 2004 年末增长 145.7％；私营企业 9178 个，比 2004 年

末增长 44.2％；其他内资企业 423 个，比 2004 年末增长 2.52

倍；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2115 个，比 2004 年末

增长 23.5％。(详见表 2)

表表表表222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单位数(个) 比重(%)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5952159521595215952 100.0

内资企业内资企业内资企业内资企业 13837 86.7

国有企业 270 1.7

集体企业 912 5.7

股份合作企业 55 0.3

联营企业 36 0.2

国有联营企业 3 0.0

集体联营企业 20 0.1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3 0.0

其他联营企业 10 0.1

有限责任公司 2772 17.4

国有独资公司 27 0.2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745 17.2

股份有限公司 191 1.2

私营企业 9178 57.5

其他企业 423 2.7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599 10.0

外商投资企业 516 3.2



4

全市第二、三产业单位主要集中于市区[3]，法人单位中，

市区占全市的 57.6％；产业活动单位中，市区占 57.7％。(详

见表 3)

表表表表3333 单位与有证照个体经营户的地区分布单位与有证照个体经营户的地区分布单位与有证照个体经营户的地区分布单位与有证照个体经营户的地区分布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21785217852178521785 100.00100.00100.00100.00 25973259732597325973 100.00100.00100.00100.00 109196109196109196109196 100.00100.00100.00100.00

蓬江 6561 30.12 8538 32.87 19730 18.07

江海 2355 10.81 2520 9.70 5471 5.01

新会 3641 16.71 3930 15.13 20564 18.83

台山 2814 12.92 3621 13.94 17441 15.97

开平 2410 11.06 2854 10.99 22866 20.94

鹤山 2568 11.79 2880 11.09 14042 12.86

恩平 1436 6.59 1630 6.28 9082 8.32

产业活动单位较为集中的五个行业是：制造业，占35.42 ％；

批发和零售业，占 16.58％；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 14.84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5.85 ％；教育，占 4.67 ％。以上五个

行业合计占 77.01 ％。(详见表 4)

表表表表4444 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的行业分布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的行业分布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的行业分布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的行业分布

法人单位数
(个)

比重
(%)

产业单位数
(个)

比重
(%)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21785 100.00 25973 100.00

农、林、牧、渔业﹡ 1 0.00 56 0.22

采矿业 83 0.38 85 0.33

制造业 9116 41.85 9199 35.42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48 0.68 236 0.91

建筑业 521 2.39 641 2.4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98 1.37 483 1.86



5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39 1.10 478 1.84

批发和零售业 3213 14.75 4306 16.58

住宿和餐饮业 342 1.57 397 1.53

金融业 64 0.29 1072 4.13

房地产业 782 3.59 805 3.1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69 6.28 1519 5.85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05 1.40 337 1.3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9 0.68 171 0.66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59 1.19 327 1.26

教育 1185 5.44 1212 4.67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401 1.84 557 2.1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5 0.90 237 0.9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155 14.48 3855 14.84

﹡此处的农、林、牧、渔业为第二、三产业法人兼营的第

一产业活动单位。

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较为集中的五个行业是：批发和零售

业，占 59.55％；工业，占 10.8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占 10.78％；交通运输业，占 8.14％；住宿和餐饮业，占 7.64

％；。(详见表 5)

表表表表5555 有证照个体经营户的行业分布有证照个体经营户的行业分布有证照个体经营户的行业分布有证照个体经营户的行业分布

户数(个) 比重(%)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09196109196109196109196 100.00100.00100.00100.00

工业﹡ 11859 10.86

建筑业 604 0.55

交通运输业 8893 8.15

批发和零售业 65030 59.55

住宿和餐饮业 8347 7.65

房地产业 145 0.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72 0.52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1773 10.78

教育 173 0.16

卫生和社会福利业 633 0.5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67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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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

二、从业人员二、从业人员二、从业人员二、从业人员

2008 年末，全市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和有证照的个体经

营户从业人员[4]数为 152.85 万人。其中，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14.51 万人，占 74.92％；有证照的个体经营人员 38.34 万人，

占25.08％。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女性45.33万人，占39.59%。

与 2004 年末相比，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增加 23.45 万人，增

长 25.75%;其中，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 85.13 万人，增长 27.04%；

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 29.38 万人，增长 22.15%。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制造业占 66.39％，建筑业占 6.9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 5.00％,教育占 4.26％, 批发和零售

业占 3.4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1.69%。以上六个行业合计占

87.72%。(详见表 6)

表表表表 6666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行业分布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行业分布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行业分布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行业分布

从业人员(万人) 比重(%)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114.51114.51114.51114.51 100.00100.00100.00100.00

农、林、牧、渔业 0 ..

采矿业 0.44 0.38

制造业 76.02 66.39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70 0.61

建筑业 7.97 6.9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99 1.74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81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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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 3.92 3.42

住宿和餐饮业 2.55 2.23

金融业 1.53 1.34

房地产业 1.38 1.2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4 1.6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0.67 0.5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77 0.67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75 0.65

教育 4.88 4.26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2.07 1.8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39 0.3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5.73 5.00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大学本科、大

专、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分别占 0.39％、6.87％、12.77

％、36.24％和 43.73％；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占 10.25%；具有

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占 3.96%。(详见表 7)

表表表表7777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学历、职称、技术等级情况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学历、职称、技术等级情况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学历、职称、技术等级情况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学历、职称、技术等级情况

从业人员(万人) 比重(%)

一、从业人员合计一、从业人员合计一、从业人员合计一、从业人员合计 114.51114.51114.51114.51 100.00100.00100.00100.00

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 0.45 0.39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 7.87 6.87

具有大专学历者 14.62 12.77

具有高中学历者 41.5 36.24

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者 50.07 43.73

二、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合计二、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合计二、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合计二、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合计 11.7411.7411.7411.74 100.00100.00100.00100.00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者 0.91 7.75

具有中级技术职称者 4.26 36.29

具有初级技术职称者 6.57 55.96

三、具有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合计三、具有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合计三、具有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合计三、具有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合计 4.544.544.544.54 100.00100.00100.00100.00

高级技师 0.25 5.50

技师 0.59 13.00

高级工 1.24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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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工 2.46 54.19

三、企业资产总额三、企业资产总额三、企业资产总额三、企业资产总额

2008 年末，全市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

4799.15 亿元，与 2004 年末相比，增加 1649.13 亿元，增长

52.35%。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637.36 亿元，

比 2004 年末下降 25.04%；集体企业资产总额 447.60 亿元，比

2004 年末上升 10.50%；股份合作制企业资产总额 277.47 亿元，

比 2004 年末增加 32.43 倍；私营企业资产总额 515.31 亿元，比

2004 年末增长 83.7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资产总额 780 亿元，

比 2004 年末增长 93.56%；外商投资企业资产总额 447.81 亿元，

比 2004 年末增长 85%。(详见表 8)

表表表表 8888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资产总额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资产总额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资产总额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亿元) 比重(%)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4799.154799.154799.154799.15 100.00100.00100.00100.00

内资企业 3571.35 74.42

国有企业 637.36 13.28

集体企业 447.60 9.33

股份合作企业 277.47 5.78

联营企业 2.63 0.05

国有联营企业 0.53 0.01

集体联营企业 1.55 0.03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0.43 0.01

其他联营企业 0.13 0.00

有限责任公司 510.81 10.64

国有独资公司 21.81 0.45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89.00 10.19

股份有限公司 1157.13 24.12

私营企业 515.31 10.74

其他企业 23.03 0.4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779.99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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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 447.81 9.33

四、企业实收资本四、企业实收资本四、企业实收资本四、企业实收资本

2008 年末，全市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不含行政事业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实收资本[5]总额为 793.81 亿元，与 2004

年末相比，增加 292.93 亿元，增长 58.48%。在全部企业法人单

位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家资本 69.94 亿元，比 2004 年末下降

23.92%；集体资本 24.29 亿元，比 2004 年末下降 44.69%；法人

资本 153.85 亿元；个人资本 149.67 亿元，比 2004 年末增长

71.58%；港澳台资本 261.10 亿元，比 2004 年末增长 34.58%；

外商资本 134.95 亿元，比 2004 年末增长 61.13%。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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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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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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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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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

体法人和其他法人。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

(3)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业务核算资料。

有证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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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按照《民法通则》和《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

行条例》规定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

照》的个体工商户。具体是指公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依法经核

准登记，从事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餐饮业、服务业等

活动的个体劳动者。

[3]市区包括：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

[4]从业人员：是指 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第二、三产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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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在岗的从业人员。未包括上述范围之外的

从业人员。

单位从业人员是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

年末实有人员数。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港澳台方工

作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

第二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5]实收资本：是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

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企业实收资本按照投资主体划分为

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

资本六种。此处不含证券业。

[6]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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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