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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 阳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阳江市统计局

阳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3月 30日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市经济普查的通知》（国

发〔2017〕53号）要求，我市开展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根

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

点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18 年度，普查

对象是我市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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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各县（市、区）、各

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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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全面完成普查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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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结果显示，2018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3.14 万个，与 2013 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相比，增长 101.5%；从业人员 41.14 万人，下降 28.2%；产业

活动单位 3.50 万个，增长 86.2%；个体经营户 9.77万个，增长

64.8%。

广东省统计局依据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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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修订后的阳江市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1167.73 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19.98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389.33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558.42 亿元。修订后三次产

业比重调整为 18.8﹕33.4﹕47.8。

一、强化组织领导

自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启动以来，我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将经济普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

次听取市统计局关于经济普查的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经济普查工作，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2018 年 9 月 29 日，在收看收听全省经济普查专题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后，温湛滨市长对做好全市四经普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

代表市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及市四经普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签订《阳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责任书》，进一步强化各

地各有关单位责任，推动四经普工作任务落实。在 2018 年 8 月

到 2019 年 5 月期间，分别召开了五次阳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领导小组会议和两次经普推进会议，温湛滨市长和陈绩常务

副市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我市四经普工作进行部署和提出具

体要求，要求统筹各方力量加大力度把我市经济普查工作抓紧

抓实抓细，针对普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和加以纠正，

全方位协同推进经普高质量高标准开展。

二、摸清全市家底

阳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阳

江市经普办）把依法普查、规范普查、准确普查工作原则贯穿

普查全过程，精心组织开展了市级综合试点、普查区划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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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选调和业务培训、单位清查、普查登记、数据审核评估等工

作。通过对全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逐一入户进行数据采集，全面摸清了我

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查清了我市

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

要素的构成，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

展情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

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了阳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

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三、运用创新手段

按照“确保质量、改革创新、突出重点、依法普查、共享成

果”的原则，阳江市经普办借鉴历次普查经验，并严格按照《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要求，在方法运用上，我市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采取“地毯式”清查的方法，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

全面清查后，对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建筑业法人

单位在其注册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数量众多的个体经营户

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普

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

况、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生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

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根

据不同普查对象，分别设置了一套表单位普查表、非一套表单

位普查表、个体经营户普查表和部门普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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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普查积极应用“五证合一”改革成果，大力提高部门参

与程度。在清查和普查阶段，积极利用部门行政记录和业务资

料，收集、整理相关部门的单位名录信息，通过比对、合并生

成清查底册。扩大联网直报单位范围，全面使用手持移动终端

（PAD）采集数据，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普

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电子化、网络化处理。积极依托省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采用“广东智能普查”微信公众号，为普查

人员和普查对象提供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普查服务”。利用人

脸识别技术核验普查“两员一督”身份，增强普查对象对普查员

和普查指导员的信任度。

四、确保普查质量

我市严格执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广东省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案》和《广东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登记工作细则》，按照《方案》《细则》规定的清查、普查对

象和范围、普查时间、普查内容、普查标准等部署进行，和相

关部门既紧密联系又明确分工，对辖区内的全部单位、从事第

二、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对符合普查范围的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抽中小区个体经营户、规模以上个体

经营户、交通运输户进行普查登记，实行全过程的数据质量控

制，确保普查的数据质量。省经普办对我市开展的事后质量抽

查结果显示，我市普查单位真实，普查工作规范，普查数据符

合质量要求。

总体来看，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

http://home.stats.gov.cn/zt/zdtjgz/jjpc4/pcfa4/201809/t20180911_1621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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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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