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经普解读 

什么是“五经普”? 

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是对国民经济的一次高质量“体检” 

按照《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 

经济普查每 5 年进行一次 

分别在逢 3、8 的年份实施 

2023 年，我国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

分别在逢 3、逢 8的年份实施。我国已在 2004 年(受 2003 年“非

典”影响，第一次经济普查在 2004年开展)、2008 年、2013 年

和 2018 年分别开展了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23 年将开展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简称“五经普”。 

“五经普”有何重要意义 

“五经普”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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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开展好

“五经普”，对于摸清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底”，全面了解新

时期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新特征，深化统计现

代化改革，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 



为什么要开展经济普查? 

此次经济普查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国民

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制定中

长期发展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学准确的

统计信息支持。 

“五经普”与以往普查有何不同 

“五经普”的启动时间较之前历次普查有所提前，首次整合

投入产出调查没有先例可循，普查范围拓宽、内容增多、技术要

求提高，对方案的设计、组织实施和数据处理等各环节工作都提

出了更高要求，市场主体快速增长、信息化技术应用、新经济的

发展变化使普查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同时新冠疫情也增加了现场

调查的不确定性。 

本次普查有什么新变化? 

本次普查最大的变化是首次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投入产

出调查是为系统反映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组织实施的一项

大型调查。统筹开展经济普查与投入产出调查，可以更加全面、

系统地收集基层数据，有利于提高统计调查数据的协调性，减轻

基层工作负担，实现经济总量和结构数据的更好衔接。 

“五经普”普查什么 

普查对象为在中国境内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覆盖除农业以外的各行各业，



包括基本属性、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

消耗、科技活动、从业人员等。 

普查对象有哪些? 

这次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五经普”获取什么时间的资料 

“五经普”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月 31 日，普查时期资料

为 2023 年年度资料。 

“五经普”的普查方法是什么 

首先采取“地毯式”清查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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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后对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进行普查登

记;对个体经营户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样调查。 

五经普”在时间上怎样安排 

2022 年是普查的筹备阶段，主要是研究普查的总体方案和

开展专项试点;2023 年是普查的准备阶段，主要是组建各级普查

机构，开展宣传动员、单位清查、制定和部署普查方案，完成人

员选调与培训等;2024 年为普查登记、数据审核验收、事后质量

抽查和普查结果发布阶段;2025年为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和普查总

结阶段。 

普查工作如何开展? 



2023 年为普查准备阶段，主要是制定普查方案，开展普查

区划分及绘图，选聘与培训普查人员，开展单位清查、进行普查

登记准备等。 

2024 年为普查组织实施阶段，主要是开展普查登记，组织

事后数据质量抽查，审核汇总并发布普查主要数据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

经济普查对象应当如实、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

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 

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各级

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

象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五经普”要依法依规开展 

坚持依法普查，普查各项工作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及相关规定组织开展。经济普查

对象要按时、如实地提供普查数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

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普查取得的单位

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作为

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必须严格遵守普查法纪，不折不扣执行普查方案，不得以任

何方式参与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

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 

 



如何参与经济普查? 

本次普查将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推进电子证照信息等在

普查中的应用，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电子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调查。同时，也支持普查对象通过网络自主报送普

查数据。 

普查数据如何发布? 

普查数据将会以公报、新闻稿等方式，在新闻发布会及国家

统计局官网网站、微信、微博发布。 

单位清查知多少 

清查目的： 

摸清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各类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以及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个体经营户的基本情况

和分布状况。 

准确界定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与种类。 

明确地方普查机构与相关部门的普查登记责任。 

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为后续各

项经济普查工作奠定基础。 

清查的基本原则： 

1.聚焦核心、提升效能。 

以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为核心，以服务普查登记、合

理减轻调查对象负担为目标，充分利用统计基础信息和部门共享

资料，实现高效清查。 



2.统一组织、专业协作。 

全国统一制定单位清查办法，采用统一的统计标准，统一进

行业务培训、问题解答、综合分析、确定名录。名录专业负责对

清查数据进行全面审核，其他相关专业参与行业类别和专业性指

标的审核。 

3.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统一部署，各级普查机构会同同级机

构编制、民政、税务、市场监管、司法行政、宗教等具有单位设

立审批、登记职能的部门，金融、铁路等单独组织实施普查的部

门，以及教育、卫生、民航、邮政等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开展单

位清查工作，共同核查单位、评估清查结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等部门按照普查要求提供单位名录，协助开展单位清查工作。 

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军队系统普查对象

的清查工作。 

4.优化手段、保障质量。 

借助部门行政记录资料，优化清查流程;利用手机等手持电

子终端采集清查数据，提升清查效率;通过行业智能赋码、OCR

识别等技术手段，提高清查数据质量。 

清查对象、范围和时间： 

单位清查的对象是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

经营户。 



单位清查工作从 2023 年 8 月开始，至 2023 年 12 月结束。 

清查方式： 

县级普查机构组织人员使用手持电子终端，对所辖普查区域

内除军队系统普查对象外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逐一清

查，分类填报清查表;对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下发的金融、铁

路部门名录单位，仅需核实单位类型、单位所在地址和运营状态，

免填清查表其他内容。 

清查内容： 

1.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详细名称、法定代表人、

运营状态、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

地址、联系电话、行业类别、机构类型、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成

立时间、开业时间、执行会计标准类别、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

单位情况、产业活动单位归属法人单位情况等。 

2.个体经营户： 

个体经营户名称、个体经营户经营者姓名、有无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系电话、个体经营户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

址、行业类别、从业人员期末人数、预计今年营业收入等。 

清查的实施步骤： 

单位清查工作包括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信息采集，普查指导

员和普查员选聘与培训，部门数据收集整理，清查底册编制，“地



毯式”清查，查疑补漏，数据审核，数据检查与评估，数据验收

与普查底册编制等 9 个环节。 

1.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信息采集(2023 年 6—7 月)。 

2.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与培训(2023 年 6—8 月)。 

3.部门数据收集整理(2023 年 7—8月)。 

4.清查底册编制(2023 年 7—8 月)。 

5.“地毯式”清查(2023 年 8—10 月)。 

6.查疑补漏(2023年 10—11 月)。 

7.数据审核(2023年 8—11 月)。 

8.数据检查与评估(2023 年 10—11月)。 

9.数据验收与普查名录编制(2023 年 11—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