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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深圳市福田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单位的基本情况、

从业人员、资产及负债状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8 年末，我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147579 个，比 2013 年末（2013 年是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年份，下同）增加 96444 个，增长 188.6%；产业活动单位 157702

个，增加 100249 个，增长 174.5%；个体经营户 5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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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79 100.0

企业法人 144968 98.2

机关、事业法人 548 0.4

社会团体 824 0.6

其他法人 1239 0.9

二、产业活动单位 157702 100.0

第二产业 4528 2.9

第三产业 153174 97.1

三、个体经营户 58179 100.0

第二产业 274 0.5

第三产业 57905 99.5



－ 2 －

2018 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法人单位

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58092 个，占 39.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6280 个，占 24.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12264 个，占 8.3%。在个体经营户中，个体经营户

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45273 个，占 77.8%；

住宿和餐饮业 5966 个，占 10.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 4303 个，占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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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79 100.0 58179 100.0
采矿业 0 0.0 0 0.0
制造业 1692 1.2 278 0.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5 0.0 0 0.0

建筑业 2595 1.8 3 0.0

批发和零售业 58092 39.4 45273 77.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287 1.6 248 0.4

住宿和餐饮业 1922 1.3 5966 10.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264 8.3 433 0.7

金融业 7477 5.1 0 0.0

房地产业 4236 2.9 153 0.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6280 24.6 921 1.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523 7.1 140 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13 0.2 19 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719 1.8 4303 7.4

教育 2257 1.5 117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525 0.4 100 0.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059 2.1 225 0.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30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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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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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68 个，比 2013 年末增加 95677 个，增长 194.1%。其中，

内资企业占 96.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3.1%，外商投资

企业占 0.6%。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

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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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68 100.0

内资企业 139546 96.3

国有企业 126 0.1

集体企业 7 0.0

股份合作企业 10 0.0

联营企业 9 0.0

有限责任公司 11714 8.1

股份有限公司 859 0.6

私营企业 126818 87.5

其他企业 3 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4547 3.1

外商投资企业 875 0.6

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深圳市福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 2910501 人，比 2013 年末增加 957117 人，增长 49.0%，

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1159312 人。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393870

人，减少 7038 人，下降 1.8%；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2516631

人，增加 964155 人，增长 62.1%。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从业人员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

是：金融业 1028795 人，占 35.3%；批发和零售业 333257 人，

占 11.5%；建筑业 332997 人，占 11.4%（详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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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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501 1159312

采矿业 0 0

制造业 54535 2246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866 1802

建筑业 332997 38628

批发和零售业 333257 15337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6505 27762

住宿和餐饮业 82749 4383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8033 62580

金融业 1028795 463101

房地产业 205621 8029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77905 10909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10012 3789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1599 393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7295 34853

教育 46495 30618

卫生和社会工作 30196 2186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1457 1014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6184 17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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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及负债状况

2018 年末，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1062.89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5.2 %，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94.8%。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42827.15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 5.9%，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 94.1%。（详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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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资产及负债状况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合 计 71062.89 42827.15

采矿业 0.00 0.00

制造业 1051.29 685.4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2.06 158.31

建筑业 2270.01 1665.44

批发和零售业 9703.00 7760.2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182.39 2235.19

住宿和餐饮业 237.68 172.5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111.74 1257.15

金融业 14250.58 7277.13

房地产业 13159.34 9375.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392.06 9751.5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489.71 1921.6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08.24 47.6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83.64 57.99

教育 134.69 53.50

卫生和社会工作 192.88 78.3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75.64 148.8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557.95 181.10

注：

1.表中金融业数据只包括金融系统外普查数据，即金融部门监管以外的单位数据。

2.表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数据未包含铁路系统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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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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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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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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期末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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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岗职工: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

项工资和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病

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在岗职工还包括：

1.应订立劳动合同而未订立劳动合同人员；

2.处于试用期人员；

3.编制外招用的人员，如临时人员；

4.派往外单位工作，但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仍由本单位发放的

人员（如挂职锻炼、外派工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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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岗职工不包括：

1.本单位实际使用的，无论是否由本单位直接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务

派遣人员，均应统计在本单位“劳务派遣人员”指标中；

2.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由承包劳务的法人单位统计为

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指与劳务

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被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

且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人员。

注意：无论用工单位是否直接支付劳动报酬，劳务派遣人员均由实

际用工单位填报，而劳务派遣单位（派出单位）不填报这些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在本单位工作，不能归入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中

的人员。此类人员是实际参加本单位生产或工作并从本单位取得劳动报

酬的人员。具体包括：非全日制人员、聘用的正式离退休人员、兼职人

员、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在校学生等，以及在本单位中工作的外籍和港

澳台方人员。

非经济普查年份中，《深圳统计年鉴》公布的就业人员（全社会从

业人员）主要依据上一次经济普查取得的全部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统计年报中从事农业

人员，并参考基本单位名录库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和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

从业人员的增减变化趋势，结合当地常住人口变化及经济增长情况，进

行推算、评估确定的。第三次经济普查时没有统一规定要按照第三次经

济普查数据修正就业人员数据，目前，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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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项数据要与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衔接，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和要

求对以前年度就业人员数据进行平滑修正。

[4]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仅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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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

法人单位。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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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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