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7附录  主要指标解释及分类规定

 

 

主要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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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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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统计实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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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居委会、村委会、其他法人。 

企业法人  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

和法规，经各级市场监管机关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的企业。包括： 

1．公司制企业法人； 

2．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不具有法人资格、但依法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在统计上视同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  是指经国务院或地方县级以上机构编

制管理部门批准、经国家或地方县级以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部门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取得法人资

格的事业单位。包括： 

1．各级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2．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举办的事业单位； 

3．各级人大、政协机关，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和各民主党派机关举办的事业单位； 

4．各级党委部门和政府部门举办的事业单位； 

5．使用财政性经费的群众团体举办的事业单位； 

6．国有企业及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 

7．依照法律或有关规定，应当由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登

记的其他事业单位。 

机关法人  是指各级政党机关和国家机关。包括： 

1．县级以上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 

2．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 

3．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

地区行政行署； 

4．县级以上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 

5．县级以上各级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检察院机关； 

6．县级以上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 

7．乡、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和人民政府。 

社会团体法人  是指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经国家或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或备案，领取《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的各类社会团体，以及由机构编制管理部

门管理其编制的群众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

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

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指经各级民政

部门核准登记，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 

基金会  指民政部、省级、地级或市级民政部门核准登

记的，颁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的基金会。 

居委会  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设立的

社区（居委会）。 

村委会  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

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村民委员会。 

其他法人  是指除上述类型以外的法人。具体是指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其他法律、法规成

立，具备法人条件的单位。 

单产业法人  是指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

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

动单位。 

多产业法人  是指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

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这些产业活动单位接受法

人单位的管理和控制。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

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

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

从业人员不包括： 

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

人员； 

2．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如：建筑业整建

制使用的人员。 

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

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

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

数填报。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

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

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

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

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