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四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解释 
 

1.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指工业企业在本年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

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1)工业总产值计算应遵循的原则 
①工业生产的原则。即凡是企业在本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均应包括在内。

其中的最终产品，不管是否在本年内销售，只要是本年内生产的，就应包括在内。凡不是工

业生产的产品，均不得计入工业总产值。 

②最终产品的原则。即企业生产的成品价值必须是本企业生产的，经检验合格不需再进
行任何加工的最终产品。企业对外销售的半成品也应视为最终产品计入工业总产值。而在本

企业内各车间转移的半成品和在制品只能计算其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③“工厂法”原则。即以法人工业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工业总产值，是其本年内生产
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总价值量。 

(2)工业总产值的内容 
包括三部分：生产的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①成品价值：指企业在本年内生产，并在本年内不再进行加工，经检验合格、包装入库
的已经销售和准备销售的全部工业成品(包括半成品)价值合计。成品价值中包括企业生产的自

制设备及提供给本企业在建工程、其他非工业部门和生活福利部门等单位使用的成品价值，

但不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的成品(半成品)价值。 

工业总产值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成品价值按成品实物量乘以本年不含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的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计算。会计核算中按成本价格转帐的自制设备和自产自用的成

品，按成本价格计算生产成品价值。 

②对外加工费收入：指企业在本年内完成的对外承做的工业品加工(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

生产)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外工业品修理作业所收取的加工费收入。对外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计算，可根据会计“产品销售收入”科目的有关资料取得。 

对于以对外加工生产为主，对外加工费收入所占比重较大的企业，如果对外加工费收入

出现跨年度支付的情况，为保证总产值生产口径计算的准确性，则应将对外加工费收入按实

际情况调整，记录本年应实际收取的对外加工费收入。 

③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为了使工业总产值与工业中间投入中的物耗价
值一致，以便同口径地计算工业增加值，规定本指标的计算原则是：凡是企业会计产品成本

核算中计算半成品、在制品成本，则工业总产值中必须包括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

价值。反之则不包括。 

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等于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价值减去期初价值后

的余额，如果期末价值小于期初价值，该指标为负值，企业在计算产值时，应按负值计算，

不能作为零处理。 

(3)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几种具体规定 
①凡自备原材料，不论其加工繁简程度如何，一律按全价，即包括自备原材料的价值，

计算工业总产值。                                                      

②凡来料加工，加工企业一律按财务上结算的加工费计算工业总产值，即不包括定货者
来料的价值。一般分两种情况： 

a.工业企业之间的来料加工，加工企业(即承包单位)按财务上结算的加工费计算工业总产



 

 

值；委托加工的企业(即发包单位)按全价计算工业总产值。 

 

b.工业企业与非工业企业之间的来料加工，当工业企业作为加工企业时一律按加工费

计算工业总产值。 

③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原则上应计入工业总产值，但如果会计产品
成本核算中不计算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成本，则不计入工业总产值；如果会计产品成本核算

中计算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成本的，则计入工业总产值。 
2.新产品产值：指报告期本企业生产的新产品的价值，既包括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并在有

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

内的新产品。 

3.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本年内销售的本企业生产的

工业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价值的总价值量。工业销售产值包括的内容为： 

(1)销售成品价值：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实际销售(包括本期生产和非本期生产)的全部成品、半

成品的总价值，即按报告期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乘以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产品实际销售平

均单价计算。销售成品价值包括为本企业在建工程，生活福利部门等提供的成品和自制设备

价值，不包括用定货者来料加工的成品和半成品价值。 

(2)对外加工费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完成的对外承接的工业品加工(包括用定货者来料加

工的产品)的加工费收入；对外工业品修理作业可收取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内非工业部门提供的

加工修理、设备安装等收入。对外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计算。 

4.资产总计：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

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5.应收帐款：指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应向购货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
款项。该指标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的年末数填报。未执行 2001年《企

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用“应收帐款净额” 期末数代替。 

6.产成品：指企业报告期末已经加工生产并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可以对外销售的制成产品。

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产成品”的期末数填报。 

7.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全部流动资产的平均余额。计算公式为： 

12
121 额之和月各月流动资产平均余至

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  

或：
24

121 月末流动资产之和月各月月初至
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

、
=  

其中： 
2
月末流动资产合计月初流动资产合计

流动资产月平均余额
+

=  



 

 

3
余额季内各月流动资产平均

流动资产季平均余额 =  

 

8.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固定资产净值指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后的净额，其平
均余额指报告期内余额的平均数。计算公式为： 

12
121 均余额之和月各月固定资产净值平至

额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 =  

或： 
24

121 月末固定资产净值之和月各月月初至
额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

、
=  

其中： 
2
月末固定资产净额月初固定资产净值

额固定资产净值月平均余
+

=  

3
平均余额季内各月固定资产净值

额固定资产净值季平均余 =  

9.负债合计：指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偿还形式包括
货币、资产或提供劳务。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根据会计“资产

负债表”中“负债合计”的期末数填列。 

10.应付帐款：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账款”的年末贷方余额填报。 

11.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总额。此项
目应根据相关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经

营收入”、“工程结算收入”等科目发生额填列。即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

年累计数填列。未执行 2001 年《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用“产品销售收入”的本期累计

数代替。 

[附——全年营业收入合计：指企业(单位)全年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以及转让资产

取得的收入。营业收入合计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企业(单位)填写营业收入合计指标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损益表”中各自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本年

累计数与“其他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写。] 

12.主营业务成本：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年累计数填列。未执行 2001年《企

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用“产品销售成本”的本期累计数代替。 

13.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年累计数填列。未执行 2001

年《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用“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的本期累计数代替。 

14.管理费用：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根据

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15.财务费用：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支出、汇兑损



 

 

失以及相关的金融机构手续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16.利息支出：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利息支出扣除利息收入后的净额。根据会计“财务

费用”科目归纳计算本期累计数填列。 

17.利润总额：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

告期内实现的亏盈总额，包括营业利润、补贴收入、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的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18.应交增值税：指企业按税法规定，从事货物销售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增加货
物价值的活动本期应交纳的税金。指企业在报告期应交增值税额。计算公式为： 

本年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19.本年进项税额：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购入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而支付的、准予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额。 

20.本年销项税额：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应收取的增值税额。 

21.工业中间投入：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用于工业生产活动所一次性消耗的外购原材料、

燃料、动力及其他实物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是计算工业增加值的基础指标。工业中

间投入的计算对企业来讲，难度相对较大，需要对企业内部会计明细表的有关科目进行归类

整理计算。因此，准确掌握中间投入的计算原则和资料取材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计算工业中间投入须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1)必须是从企业外部购入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包括生产过程中回收的废料以及自
制品的价值。 

(2)必须是本期投入生产，并一次性消耗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包括固定资产等的转
移价值。 

(3)工业中间投入的计算口径必须与工业总产值的计算口径一致，即计入了工业中间投
入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必须是计入了工业总产值的部分。 

为了使工业中间投入的计算更加准确，将工业中间投入进一步细分为直接材料、制造费

用中的中间投入、管理费用中的中间投入、营业费用中的中间投入和财务费用五个指标，企

业应首先计算出这五个指标，再加总计算出工业中间投入合计。其中 

直接材料和财务费用根据有关会计明细科目填报。 

制造费用中的中间投入、管理费用中的中间投入、营业费用中的中间投入可采用倒扣法，
即从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中分别扣除下列项目： 

① 固定资产折旧和修理费用的摊销； 

② 直接或间接支付给个人的部分，如工资、福利费、劳动保险费、待业保险费、住

房公积金、差旅费中个人所得部分等； 

③支付给不构成非物质生产部门(指除工业，农业，运输邮电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

餐饮业以外的部分)收入的各种税金、规费及其他费用，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

使用税、印花税、矿山资源补偿费、排污费……。 

22.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是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是总产值与中

间投入之间的差额. 

工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 
(1) 生产法 

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本期应交增值税 

(2) “收入法”,也称“分配法” 



 

 

工业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 

“收入法”四个构成要素的概念是： 

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通过逐渐损耗（包括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而转移到产品成本的那部分价值，即为补偿生产中所耗用的固定资产而提取的价值。 

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而从生产单位得到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劳动者报酬

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货币工资及收入，包括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薪金、奖金、各种

津贴和补贴；二是实物工资，包括企业以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物质产品和

服务；三是由企业为劳动者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险，具体包括生产单位向政府和保险部门支付

的劳动、待业、人身、医疗、家庭财产等保险。 

生产税净额：指企业向政府缴纳的生产税与政府向企业支付的生产补贴相抵后的差额。

生产税包括：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增值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生产补贴是

政府既为控制价格又要扶持生产而支付给生产部门的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 

营业盈余=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本期就交增值税-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

产税净额 

 

 

 

 

 

《衡器产品生产、销售与库存报表》主要指标解释: 
1.本年生产量：指工业企业在本年内生产的并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实物数量，包括商品量
和自用量两部分。 

(1)产品生产量计算应遵循的原则 

①产品质量标准：产品必须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或订货合同规定的技术条件，才可统计
生产量。工业产品质量标准一律按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的产

品，应按企业主管机关的标准或订货合同规定的技术条件执行，不得擅自更改标准或降低标

准，不合格的产品不能计算生产量。 

②统计时间：本年生产量反映的是本年内的工业生产成果，凡本年内生产的产品都应计
算在内，即截止本年最后一天检验合格并办理了入库手续的产品，其中规定要求包装的产品

必须包装好才能计算其生产量。至于本年最后一天以哪一个班次作为截止计算产量的班次则

由企业主管机关规定，并应与会计核算的结算时间一致。结算时间一经确定，就要严格执行，

不得随意提前或移后。 

③准确度量：准确度量是计算产品产量的重要一环，企业应配备必要的计量设备，对产
量进行实际度量，不得随意估算，对确有困难不得不推算的某些产品，一定要按照主管部门

规定的推算方法计算，使之尽量接近实际。 

(2)产品生产量包括的内容 
①企业各车间(主要车间、辅助车间、附属品车间及副产品车间)用自备原材料生产的全部产品

产量，不论是要销售的商品量还是本企业的自用量，均应统计生产量。 

②用订货者来料加工生产的产品，如果订货者是境内非工业企业和境外企业，其产品生
产量由加工企业统计；如果订货者是境内工业企业，产品生产量由委托企业(即发包企业)统计，

加工企业(即承包企业)不统计。 

                   

③经正式鉴定合格的新产品、自产自用的生产设备、未正式投入生产以前试生产的合格



 

 

品以及基本建设附产的合格品，都应包括在产品生产量中。 

④用进口原材料或关键零件生产的产品，或用进口整套散装零件及用进口组装件加工、
装配的产品，不论是在国内销售还是外商经销，生产量均统计在国内同种产品生产量中。 

⑤在我国国土范围内的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其生产量全
部统计在国内同种产品生产量中。 

(3)工业产品生产量不应包括的内容 

①在生产工业产品的同时，产生的下脚余料或废料，如冶金工业的氧化铁、汤道、中心
注管、钢材切头、切尾，机械工业的切屑，木材工业的锯末，粮食加工工业的糠、麸，酿酒

工业的酒糟等，一般做下脚料出售，不应统计为产品生产量。 

②投入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没有完全消耗掉，而加以回收、提浓，再供本企业自用的，
如机械工业回收的润滑油，合成洗涤剂厂回收的盐酸、硫酸等都不计算产品生产量。 

③企业从外购进的工业品，未经本企业任何加工的，不得作为本企业的产品生产量统计。 
④某些产品在检验产品质量时，需做破坏性试验，如试验灯泡的使用寿命，手电池的间

歇放电时间等，这些用作试验的产品，不计算在产品生产量中。 

 

2.本年销售量：指本年内工业企业实际销售的由本企业生产(包括上年生产和本年生产)的符合

规定的质量标准或定货合同规定的技术条件的工业产品的实物数量。用订货者来料加工生产

的产品，如果订货者是境内非工业企业和境外企业，其产品销售量由加工企业(即承包企业)统

计；如果订货者是境内工业企业，产品销售量由委托企业(即发包企业)统计，加工企业不统计。 

(1)产品销售量的核算原则：产品销售量以产品销售实现为核算原则，即在产品已发出，货
款已经收到或者得到了收取货款的凭据时作为销售实现，统计产品销售量。按照企业销售方

式的不同，产品销售量统计遵从以下几种规定： 

①采用送货制销售的，产品如由本企业运输部门发运，以产品出库单上的数量、日期为
准；如委托专业运输部门发运，则以运输部门的承运单上的数量、日期为准。 

②采用提货制销售的，以给用户开具的发票和提货单上的数量、日期为准。 

③委托其他单位代销的产品，以企业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为准。 

④采用预收货款销售的，在发出产品时作为销售。产品尚未生产出来，已预收货款或预
开提货单的，不应算作销售。 

⑤企业出口销售的产品，陆运以取得承运货物收据或铁路运单，海运以取得出口装船提
单，空运以取得空运运单，并向银行办理出口交单的数量、日期为准。企业自营出口的产品，

在委托外贸部门代理出口(实行代理制)的情况下，以收到外贸部门代办的运单和银行交单凭证

的数量、日期为准。 

(2)统计产品销售量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只有企业销售的合格产品才能统计其销售量，销售的次品不能计入产品销售量。 

②企业直接从外购进产成品，只是更换了标签或包装的，不能作为销售量统计。 

③分清产品销售和预售的界限：预售指产品还没有生产出来以前，用户为了购买这种产
品事先向工厂支付货款。预售不能算作销售。相反，有些产品采用了分期付款的形式，只要

是用户拿到了这个商品，不管货款是否已付清，作为企业已经取得了收取货款的凭证就应作

为销售。 

 

(3)售出产品退货的处理遵从以下规定 



 

 

①退回本年内销售的合格品，应从本年销售量中扣除，同时计入库存量；退回本年内销
售的不合格品，要在本年销售量中扣除，还要同时扣除本年生产量。 

②退回本年以前售出的合格品，本年销售量不变，计入产品库存量中；退回本年以前售
出的不合格品，本年销售量和本年生产量均不变。 

③ 退回修理的产品，修理后仍交原用户的，不作为退货处理，在统计报表上不做反
映。 

3.出口交货量/值：出口交货量/值作为产品销售量/值的其中数，其计算范围、计算价格和

计算方法与产品销售量/值完全一致。 

4 年末库存量：指工业企业在年初、年末时点上，尚存在企业产成品仓库中而暂未售出的
产品的实物数量。 

(1)产品库存量计算应遵循的原则 
①产品库存必须是处于“实际库存”状态的产品，即产品生产出来经过检验合格并办了

入库手续的产品。有的产品虽已结束了生产过程，但还没有验收合格，还没有办理入库手续，

不能作为产品库存统计。有的产品已经售出，但按提货制要求还没有办妥货款结算手续的，

或按送货制要求未办理承运手续的，仍应作为本企业的产品库存量统计，而不能作为产品销

售量统计。 

②计入产品库存量的产品，必须是本企业有权销售的产品，对于已经销售并已办妥各项
手续，但尚未提货的产品，本企业无权支配，这种产品虽然仍存在本企业仓库中，但不应统

计为库存量。凡企业有权销售的产品，不论存放在什么地方，均应统计。 

③产品库存量不能出现负数。如果产品还没有入库就已售出，应将售出的这部分产品补
填入库和出库凭证，并相应计入产品产量中。 

(2)产品库存量包括的内容 

①本企业生产的，报告期内经检验合格入库的产品。 

②库存产品虽有销售对象，但尚未发货的。 

③非工业企业和境外订货者来料加工产品尚未拨出的。 

④盘点中的帐外产品。 

⑤产品入库后发现有质量问题，但未办理退库手续的产品。 

(3)产品库存量不应包括的内容 

①属于提货制销售的产品，已办理货款结算和开出提货单，但用户尚未提走的产品。 

②代外单位保管的产品。 

③已结束生产过程但尚未办理入库存手续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