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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河源市统计局

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9 日）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

〔2022〕22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的通知》（粤府〔2022〕116 号）要求，河源市进行了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河源市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

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河源市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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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指导下，在全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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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范

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单

位清查、现场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

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

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河源市提前谋划、筹备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工作，2022 年 3 月 18 日，组建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筹

备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市统计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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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副组长、抽调各科室人员组成。2023 年 5 月 12 日，正式成立由

市长为组长、常务副市长为执行组长，市统计局、市委宣传部等

42 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统筹

部署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5 月 24 日，组建河源市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下设综合组等 6 个工

作组，确保普查各项工作的高效运转。全市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相关

部门均建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

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

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

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

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市 4000 多名基

层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市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

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

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

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

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

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

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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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

的新进展。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协

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入总结以往普查经

验，进一步优化方式方法，突出统筹、改革与创新，切实提高普查

工作科学性、规范性。2023 年 3-6 月，河源市在源城区埔前镇开展

省级、市级综合试点工作，为普查实施提供有益的实践经验。随后，

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方式，通过对我市辖区内全部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

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

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

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

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

此次普查应用了全国统一、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

集处理平台，普查员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

应用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

水平。积极创新应用智能电话调查、大数据辅助等方式提高普查工

作质效。

四、确保数据质量

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领导小

组办公室坚决贯彻落实《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严格开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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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检查，压紧压实普查数据质量责任。各级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普

查方案，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选优

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

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

加强对普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

逐级做好数据审核验收，全面开展数据检查。2024 年 3 月 18-20

日，市政府组织市府办、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统计局等部门专

门成立督查组，分赴各县（区）督导检查，指导各县（区）针对存

在问题抓好整改落实。2024 年 5 月 14 日-17 日，河源市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事中质量检查组对各县（区）选中的 8 个普查小区进行

单位核查、登记规范性和指标质量抽查；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广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组抽取龙川县、紫

金县开展事后质量抽查，对 110 个单位和个体户进行登记规范性和

主要指标核查。事后质量抽查结果表明，我市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

制标准。

总体来看，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

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

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查

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 33213 个，与 2018 年末（2018 年是河源市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64.1%；从业人员 55.29 万人，增长

16.6%；个体经营户 191912 个，从业人员 44.0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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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河源市统计局

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33213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12978 个，增长 64.1%；产业活动单

位138280 个，增加 12009 个，增长 45.7%；个体经营户 191912 个，

增加 78439 个，增长 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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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3 100.0
企业法人 27267 82.1
机关、事业法人 1934 5.8
社会团体 581 1.7
其他法人 3431 10.3

二、产业活动单位 38280 100.0
第二产业 9342 24.4
第三产业 28938 75.6

三、个体经营户 191912 100.0
第二产业 35040 18.3
第三产业 156872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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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8 个，占 17.3%；建筑业 4730 个，占 14.2%；租赁和

1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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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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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报
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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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服务业 4688 个，占 14.1%。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

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96936 个，占 50.5%；建筑业 20996 个，占 10.9%；

住宿和餐饮业 19030 个，占 9.9%。（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3213 100.0 191912 100.0

农、林、牧、渔业* 164 0.5 850 0.4

采矿业 106 0.3 9 0.0

制造业 3508 10.6 13365 7.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54 1.7 909 0.5

建筑业 4730 14.2 20996 10.9

批发和零售业 5748 17.3 96936 50.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79 2.0 15324 8.0

住宿和餐饮业 792 2.4 19030 9.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38 3.7 630 0.3

金融业 79 0.2 - -

房地产业 1786 5.4 76 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688 14.1 4387 2.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976 6.0 478 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48 1.0 1009 0.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997 3.0 14355 7.5

教育 1419 4.3 525 0.3

卫生和社会工作 533 1.6 1386 0.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76 2.3 1647 0.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092 9.3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

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

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55.29

万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16.6%，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25.06 万人。第

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25.87 万人，增长 15.4%；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

为 29.42 万人，增长 17.８%。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44.08 万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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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性从业人员 20.95 万人。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 19.02

万人，占 34.4%；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58 万人，占 11.9%；

教育 6.19 万人，占 11.２%。

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

业 19.17 万人，占 43.５%；制造业 6.27 万人，占 14.2%；建筑业 5.31

万人，占 12.0%。（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万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万人）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55.29 25.06 44.08 20.95

农、林、牧、渔业* 0.12 0.05 0.17 0.07

采矿业 0.25 0.04 … …

制造业 19.02 9.46 6.27 3.6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79 0.18 0.21 0.06

建筑业 5.84 1.30 5.31 1.48

批发和零售业 2.85 1.39 19.17 9.9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4 0.25 2.44 0.51

住宿和餐饮业 1.02 0.60 4.93 2.5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74 0.27 0.11 0.05

金融业 1.14 0.62 － －

房地产业 1.91 0.82 0.02 0.0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40 0.95 1.11 0.4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4 0.42 0.15 0.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43 0.17 0.17 0.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65 0.32 3.14 1.48

教育 6.19 4.12 0.19 0.12

卫生和社会工作 2.61 1.69 0.28 0.1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48 0.23 0.41 0.2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58 2.18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

员。表中采矿业包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制造业包含金属制品、机

械和设备修理业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

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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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7.33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008.17 亿元；第

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819.16 亿元。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3529.77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327.36 亿元；第

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202.41 亿元。

2023 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2490.68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1757.05 亿元；第三产业营

业收入 733.50 亿元。（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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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5827.33 3529.77 2490.55

农、林、牧、渔业* 7.92 5.84 4.52

采矿业 70.00 52.45 39.99

制造业 1246.75 819.26 1318.5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7.31 236.79 189.17

建筑业 324.11 218.86 209.35

批发和零售业 347.04 245.03 286.4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6.23 47.96 24.70

住宿和餐饮业 40.33 28.80 15.8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5.94 65.09 60.32

金融业 － - －

房地产业 1301.31 1082.25 235.9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67.81 372.64 46.3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3.01 31.02 21.9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65.41 125.31 6.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8.49 4.98 6.79

教育 175.27 49.39 11.56

卫生和社会工作 99.95 39.32 8.7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0.21 9.96 4.2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30.24 94.82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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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房地

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金融业由金融系统

普查登记，经济指标数据无法分劈到市级，合计数不包含金融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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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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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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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授权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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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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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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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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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4]“…”表示数据不足本表最小单位数（下同）

[5]“－”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或无该项数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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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河源市统计局

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包括工业

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4166 个，比 2018 年

末增长 43.5%；从业人员 200552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10.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3774 个，占 90.6%；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 251 个，占 6.0%；外商投资企业 29 个，占 0.7%；其

他统计类别 112 个，占 2.7%。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65.1%，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占27.1%，外商投资企业占7.6%，其他统计类别占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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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166 200552
内资企业 3774 130637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51 54364
外商投资企业 29 15189
其他统计类别 112 362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106 个，制造业 3507 个，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53 个，分别占 2.5%、84.2%和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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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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

分别占 10.6%、10.5%和 7.7%。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166 20055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1 91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5 300
非金属矿采选业 85 1236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 16
其他采矿业 3 4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92 2459
食品制造业 73 341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19 2867
纺织业 45 1460
纺织服装、服饰业 82 677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5 725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28 2574
家具制造业 132 2863
造纸和纸制品业 77 147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14 194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47 2104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4 1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5 1874
医药制造业 28 1723
化学纤维制造业 12 385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68 1171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36 1209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 303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 1142
金属制品业 293 599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2 3642
专用设备制造业 213 13961
汽车制造业 16 130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3 102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22 1402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19 59102
仪器仪表制造业 53 2361
其他制造业 29 1858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4 582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60 28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2 61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3 38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7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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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占 1.3%，制造业占

94.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 3.9%。在工业行业大

类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

分别占 29.8%、9.9%和 8.2%。（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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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负债合计（亿元）营业收入（亿元）
合 计 1684.06 1108.50 1547.7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45.81 34.15 27.4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3.99 2.92 3.7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9.28 14.88 8.84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11 0.04 …
其他采矿业 0.81 0.46 0.03
农副食品加工业 24.39 13.71 32.87
食品制造业 27.24 19.18 19.4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7.47 36.61 44.13
纺织业 7.98 5.20 7.28
纺织服装、服饰业 8.65 7.32 18.0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6.02 7.63 20.0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0.89 5.62 13.89
家具制造业 20.15 11.92 10.1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47 5.72 9.6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4.45 8.18 8.8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7.87 29.05 67.37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14 0.08 0.0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4.53 9.38 14.63
医药制造业 12.97 7.23 10.42
化学纤维制造业 2.16 1.75 1.6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6.10 29.09 43.3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4.00 121.48 100.1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92.56 52.81 167.3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6.39 10.04 8.27
金属制品业 52.19 38.95 43.78
通用设备制造业 31.49 20.10 24.17
专用设备制造业 80.61 51.67 42.37
汽车制造业 4.44 2.71 8.28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72 1.38 1.3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1.56 58.35 66.0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81.65 251.22 511.13
仪器仪表制造业 15.16 5.79 11.59
其他制造业 8.59 5.17 6.71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81 1.53 4.9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10 0.38 0.7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30.08 214.89 178.2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8.24 4.09 7.0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8.99 17.81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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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684.0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4.2%；负债合计 1108.5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77.1%。

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47.70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16.9%。（详见表 3-3）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４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铁矿石原矿 万吨 349.22

大米 万吨 4.80

饲料 万吨 34.27

鲜、冷藏肉 万吨 2.18

饮料 万吨 373.59

服装 亿件 0.05

鞋 亿双 0.09

人造板 万立方米 11.88

家具 万件 99.94

纸制品 万吨 2.16

化学药品原药 万吨 0.06

中成药 万吨 0.22

化学纤维 万吨 0.88

塑料制品 万吨 6.96

水泥 万吨 161.38

砖 亿块 0.72

陶质砖 万平方米 2081.07

粗钢 万吨 290.79

钢材 万吨 280.47

模具 万套 33.86

互感器 万台 939.71

蓄电池 万千瓦时 10.90

家用电风扇 万台 82.23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12.50

电子计算机整机 万台 62.76

路由器 万台 1.50

液晶显示屏 亿片 0.89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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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５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亿吨 －
原油 万吨 －
天然气 亿立方米 －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91.53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138.04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34.50

核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
风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3.02
太阳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15.97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4730 个，比 2018 年

末增长 157.9%；从业人员 58343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38.5%。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4715 个，占 99.7%；港澳台

投资企业 15 个，占 0.3%。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58291 人，占 99.9%；

港澳台投资企业 52 人，占 0.1%。（详见表 3-6）

表 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730 58343

内资企业 4715 58291

港澳台投资企业 15 5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31.2%，土木工程建筑

业占 18.8%，建筑安装业占 8.5%，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41.5%。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53.5%，土木

工程建筑业占 17.1%，建筑安装业占 5.7%，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

建筑业占 23.7%。（详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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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730 58343

房屋建筑业 1477 31206

土木工程建筑业 887 10014

建筑安装业 403 3303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963 1382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24.1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00.1%；负债合计 218.8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88.7%。

2023 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09.35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41.0%。（详见表 3-8）

表 3-8 按行业大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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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1 218.86 209.35

房屋建筑业 196.18 129.47 118.59

土木工程建筑业 65.16 42.88 42.06

建筑安装业 15.26 10.11 11.34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47.51 36.41 37.36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

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

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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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公报中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据按注册地统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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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多于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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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河源市统计局

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不含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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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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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15748 个，从

业人员 2853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4.9%和 30.9%。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29.2%，零售业占

70.8%。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28.5%，

零售业占 71.5%。（详见表 4-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9%，港、澳、

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 0.7%。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3%，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 0.5%。（详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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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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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8 28535
批发业 1680 8121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19 59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67 1807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19 506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48 221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82 761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580 2567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97 922
贸易经纪与代理 38 73
其他批发业 230 671

零售业 4068 20414
综合零售 146 231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596 2431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07 104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206 878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780 386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467 3877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433 1878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719 2724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414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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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8 28535

内资企业 5685 28322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 38 150

其他统计类别 25 6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47.04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87.3%；负债合计 245.03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25.0%。

2023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86.4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4.3%。（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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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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04 245.03 286.45
批发业 131.09 71.92 118.24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60.58 22.48 13.1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6.51 7.90 51.13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4.59 3.44 3.08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66 0.46 0.5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9.79 6.62 12.00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6.19 22.55 24.09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8.75 6.46 6.48
贸易经纪与代理 0.59 0.23 1.44
其他批发业 3.45 1.78 6.26

零售业 215.95 173.10 168.22
综合零售 19.63 18.94 10.4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2.80 9.64 8.38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75 1.64 2.9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4.86 2.43 3.72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0.55 6.50 13.3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32.75 107.03 102.74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9.74 7.68 10.73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7.08 14.66 9.68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6.78 4.58 6.23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665

个，比2018年末增长67.1%；从业人员7626 人，比2018年末下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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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665 7626
道路、水上及航空运输业 523 5424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51 343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61 521
邮政业 30 1338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5.9%，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3.0%，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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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占99.0%，港澳台投资企业占0.5%，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占

0.5%。（详见表4-5）
表 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665 7626
内资企业 638 7551
港澳台投资企业 20 37
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7 3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7.70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03.2%；负债合计42.21 亿元，比2018 年末

增长136.2%。

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24.70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79.0%。（详见表4-6）

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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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0 42.21 24.70
道路运输业 32.24 22.66 16.66

水上运输业 0.35 0.59 0.18

航空运输业 0.01 - -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0.49 0.28 0.6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2.27 17.61 2.35

邮政业 2.34 1.06 4.81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792 个，从业

人员 10169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88.1%和 16.8%。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49.4%，餐饮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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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56.5%，

餐饮业占 43.5%。（详见表 4-7）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0%，港、澳、

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 1.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4.1%，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 5.9%。（详见表 4-8）

表 4-8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为40.33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21.0%。负债合计 28.8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7.1%。

2023 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年营业收入

15.8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3.9%。（详见表 4-9）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792 10169
住宿业 391 5747

旅游饭店 77 3337
一般旅馆 225 1940
民宿服务 50 239
露营地服务 5 15
其他住宿业 34 216

餐饮业 401 4422
正餐服务 323 3819
快餐服务 26 209
饮料及冷饮服务 11 85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12 79
其他餐饮业 29 230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792 10169

内资企业 784 9566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 8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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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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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40.33 28.80 15.81

住宿业 32.86 24.72 8.48

旅游饭店 21.46 18.01 5.42

一般旅馆 7.60 5.12 2.54

民宿服务 2.09 0.53 0.28

露营地服务 0.05 … 0.01

其他住宿业 1.65 1.07 0.23

餐饮业 7.47 4.07 7.33

正餐服务 6.82 3.70 6.23

快餐服务 0.14 0.12 0.20

饮料及冷饮服务 0.07 0.01 0.08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27 0.14 0.45

其他餐饮业 0.17 0.11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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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1231个，从业人员7324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92.6%和29.4%。

（详见表4-10）

表 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231 7324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26 247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333 184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2 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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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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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12.2%。（详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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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231 7324
内资企业 1215 6432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 16 89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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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78.5%；负债合计64.99 亿元，

比2018 年末增长79.9%。

2023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60.32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51.3%。（详见表4-12）

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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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8 64.99 60.32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48.66 43.07 28.1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37 1.49 2.6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4.24 20.43 29.57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1785 个，比2018 年

末增长51.9%。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412 个，比2018 年末下降

5.7%；物业管理企业587 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615 个，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92.5%和 79.8%。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19067人，比2018

年末增长 11.8%。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4473 人，比 2018 年末

下降41.1%；物业管理企业10434 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3109 人，

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55.5%和 62.6%。（详见表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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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785 19067

房地产开发经营 412 4473

物业管理 587 10434

房地产中介服务 615 3109

房地产租赁经营 166 1031

其他房地产业 5 20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7.5%，港澳台投资企

业占2.1%，外商投资企业占0.2%。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7.5%，港澳

台投资企业占2.3%，外商投资企业占0.2%。（详见表4-14）

表 4-14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785 19067

内资企业 1740 18597

港澳台投资企业 38 434

外商投资企业 4 36

其他统计类别 3 -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301.31 亿元，

比2018 年末增长30.9%。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116.90 亿元，

物业管理企业 30.42 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17.50 亿元，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17.1%、138.0%和 318.7%。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

合计1082.25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33.1%。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5.90 亿元，

比2018 年下降0.1%。（详见表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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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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31 1082.25 235.9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116.90 990.13 218.31

物业管理 30.42 27.71 9.47

房地产中介服务 17.50 8.69 4.82

房地产租赁经营 136.46 55.70 3.27

其他房地产业 0.03 0.02 0.03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4644 个，

从业人员23511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122.6%和 32.0%。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7.9%，商务服务

业占92.1%。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租赁业占

8.6%，商务服务业占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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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644 23511

租赁业 367 2021

商务服务业 4277 21490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8%，港、

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0.4%，其他统计类别占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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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1.2%，其他统计类别占0.3%。

（详见表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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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644 23511

内资企业 4588 23148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 20 285

其他统计类别 36 7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64.72 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40.6%。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19

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56.54 亿元，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07.9%和 39.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372.23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61.8%。

2023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6.38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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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72 372.23 46.38

租赁业 8.19 5.70 3.96

商务服务业 656.54 366.53 42.42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

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

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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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多于 2 位小数。

[3]金融业由金融系统普查登记，数据无法分劈到市级。

[4]铁路运输业由铁路部门普查登记，数据无法分劈到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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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河源市统计局

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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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1976 个，

从业人员 12376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92.2%和 75.4%。其中，企

业法人单位11808 个，从业人员10145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95.7%

和 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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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808 10145
研究和试验发展 53 177
专业技术服务业 1109 7669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646 2299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1%，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1.4%，其他统计类别占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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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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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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占0.5%，其他统计类别占0.3%。

（详见表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808 10145
内资企业 1773 10059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 25 55
其他统计类别 10 3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3.35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53.1%。负债合计26.91 亿元，比2018 年末增

长55.3%。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1.99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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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5 26.91 21.99
研究和试验发展 1.92 1.49 0.36
专业技术服务业 24.64 16.74 16.42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业

16.79 8.68 5.21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348

个，从业人员4300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84.1%和 22.0%。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56 个，比2018 年末增长1.8%；从业人

员 881 人，比 2018 年末下降 58.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37.15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459.6%；负债合计122.79 亿元，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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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增长299.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11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

14.4%。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28.26 亿元，比2018 年末

增长497.5%。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3.80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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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989 个，从业人员6373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74.1%和 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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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989 6373

居民服务业 424 2430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332 1586

其他服务业 233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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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占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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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占0.5%。（详见表5-5）

表 5-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989 6373
内资企业 982 6342
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7 3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12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3.9%。负债合计4.96 亿元，比2018 年

末增长5.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79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53.3%。

（详见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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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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4.96 6.79

居民服务业 3.02 1.32 2.39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2.90 2.19 2.19

其他服务业 2.20 1.45 2.21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教育法人单位1419 个，从业人员61854 人，

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18.6%和 11.1%。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

单位857个，从业人员54247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9.5%和10.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7.71 亿元，比2018 年末

增长76.5%。负债合计24.70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36.8%。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11.56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59.8%。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47.56 亿元，比 2018 年

末增长 25.7%。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06.88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5.5%。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533 个，从业人员

26059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39.2%和 26.7%。其中，行政事业及

非企业法人单位 300 个，从业人员 21779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

长 5.3%和 18.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4.16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257.6%。负债合计 11.3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54.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71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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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85.79 亿元，比 2018 年末

增长 43.3%。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70.21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33.4%。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776 个，从业

人员4774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74.0%和 57.5%。其中，企业法

人单位694个，从业人员3255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93.9%和69.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0.35 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91.3%。负债合计8.99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

225.7%。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26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24.2%。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9.86 亿元，比 2018 年末

增长 86.7%。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3.31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35.7%。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

3092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7.7%；从业人员 65838 人，增长 26.1%。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320.15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1.4%。

注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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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

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

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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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多于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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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河源市统计局

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主要

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法人单位153 个2，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8.3%。其中，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6 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49.1%；高端装备制造业 6 个，占 11.3%；新材料产业 2 个，占 3.8%；

生物产业 5 个，占 9.4%；新能源产业 8 个，占 15.1%；绿色环保产

业 4 个，占 7.5%；航空航天产业 1 个，占 1.9%；海洋装备产业 1 个，

占 1.9%。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 11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9.2%。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50.01 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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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9 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之

和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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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100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9.1%，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16.9%，比

2018 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528.57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5.6%。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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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亿元，比2018 年增长119.6%；

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57.2%，比2018 年提高8.5 个百分点；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0.59%，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0.14 个

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441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36 件，分别比2018 年增长33.6%和 37.4%；

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30.8%，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11.6

个百分点。（详见表 6-1）

表 6-1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活动及专利情况

行 业
有 R&D 活动
的企业数(个)

R&D经费内部
支出（万元）

专利申请
量（件）

发明专利申
请量（件）

合 计 39 31417.5 441 136

＃医药制造业 3 1051.3 37 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32 26783.4 345 111

＃通信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3 526.6 5 1

电子器件制造 16 15167.7 161 50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6 9051.9 124 50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3 1179.5 27 3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3 1493.2 3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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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4 个，

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1.7%。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1.39 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59.0%。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2303 个，

从业人员75559 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14.64 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421 个，

占18.3%；数字产品服务业195 个，占8.5%；数字技术应用业1165 个，

占50.6%；数字要素驱动业522 个，占22.6%。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63963 人，占84.6%；数字产品服务业1099 人，占1.5%；数字技术应

用业7255 人，占9.6%；数字要素驱动业3242 人，占4.3%。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539.53 亿元，占87.8%；数字产品服务业4.14 亿元，占0.7%；数字技

术应用业60.63 亿元，占9.8%；数字要素驱动业10.34 亿元，占1.7%。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 年，开展R&D 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15 个，比

2018 年增长55.4%，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7.9%。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3507

人年，比2018 年增长168.9%。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 经费支出5.59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88.9%；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0.39%。规模以上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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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R&D 经费支出及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详见表

6-2。
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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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R&D 经费支出
（万元）

R&D 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合 计 55892.0 0.39

制造业 54970.6 0.45

食品制造业 1332.4 0.7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32.4 0.0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339.7 0.72

家具制造业 579.2 0.81

造纸和纸制品业 1424.7 1.8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4024.5 0.6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97.7 0.68

医药制造业 1051.3 1.0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797.2 0.5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715.5 0.1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67.5 0.0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17.2 0.70

金属制品业 3197.1 0.90

通用设备制造业 797.3 0.36

专用设备制造业 2923.6 0.77

汽车制造业 234.2 0.3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384.2 0.5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8464.0 0.56

仪器仪表制造业 315.9 0.31

其他制造业 475.0 0.7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21.4 0.0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655.6 0.0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65.8 0.39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1470 件，

比 2018 年增长 21.6%，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82 件，比 2018 年下降

4.1%；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19.2%，比2018 年降低5.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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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3273 个，从业人

员35977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72.5%和 16.9%；资产总计118.08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59.9%。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3030 个，从业人

员34100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81.3%和 18.6%；资产总计108.0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6.2%；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56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45.7%。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243 个，

比 2018 年末增长7.5%；从业人员1877 人，比 2018 年末下降 7.8%；

资产总计 10.07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 13.7%；本年支出（费用）合

计4.25 亿元，比2018 年增长18.7%。

注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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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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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

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

等领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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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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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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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3 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

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3 个行业门类，以及

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 个行业小类；年营

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2 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高技术服务

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

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产

业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

要素驱动业、05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个大类。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

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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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种类型。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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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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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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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河源市统计局

河源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9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分区域的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五县1拥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15805 个，占

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的 47.6%，比 2018 年末下降 6.2

个百分点；三区217408 个，占52.4%，提高6.2 个百分点。

2023年末，五县拥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活动单位319080

个，占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活动单位数的49.8%；三区19200

个，占50.2%。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县（区）是：

源城区 14327 个，占 43.1%；龙川县 4158 个，占 12.5%；东源县 4075

个，占 12.3%。（详见表 7-1）

1 本公报中的五县包括紫金县（不含临江镇和古竹镇）、龙川县、连平县、和平县、东源县。
2 本公报中的三区包括源城区（不含高新区和城东街道办事处）、高新区、江东新区。
3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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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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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报

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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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3213 100.0 38280 100.0

源城区 14327 43.1 15801 41.3

紫金县 2950 8.9 3667 9.6

龙川县 4158 12.5 5083 13.3

连平县 1719 5.2 2296 6.0

和平县 2903 8.7 3361 8.8

东源县 4075 12.3 4673 12.2

高新区 1787 5.4 1903 5.0

江东新区 1294 3.9 1496 3.9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五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7.58 万

人，占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49.9%，比 2018

年末提高0.5 个百分点；三区27.71 万人，占50.1%，下降0.5 个百分

点。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地区是：源城区 17.17

万人，占 31.1%；高新区 7.81 万人，占 14.1%；龙川县 7.57 万人，

占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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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其中:女性（万人）

合 计 55.29 25.06

源城区 17.17 8.00

紫金县 4.51 2.02

龙川县 7.57 3.54

连平县 3.58 1.61

和平县 4.65 1.99

东源县 7.26 2.99

高新区 7.81 3.62

江东新区 2.73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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