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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背景

• 为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管理，提高宏观经济决策的科学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
决定自1987年起，每五年进行调查，并编制投入产出表

• 2017年投入产出调查，是第七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

• 国家统计局成立2017年投入产出调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各地

区统计局分别成立相应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调查和收集审核数
据，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

• 全国投入产出调查方案由国民经济核算司统一制定，相关专业
司负责本专业相关调查，铁路、邮政、电信、海关分别负责本
部门的调查方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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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方案

1、设计思路与原则

• 以2012年投入产出调查方案为基础

• 参考最新的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

• 总结借鉴2016年地区投入产出调查试点
情况和各地区企业调研资料

• 充分考虑国民经济核算的新要求



二、调查方案

2、部门分类
• 以2012年投入产出部门分类为参考

• 以最新的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为基础

• 时间序列可比

• 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主要依据大类原则，工业
在中类基础上参考合并得到



二、调查方案

3、调查范围和对象
• 调查范围：国民经济各行业，包括农业、工业、

建筑业和服务业

• 调查对象：
• 各行业重点法人单位，其中农业选取7个省的农业生产

单位或农户作为调查对象

•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投资2亿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和部分2亿元以下的项目

• 进口商品使用去向：进口金额最大的前一定比例企业



二、调查方案

4、调查表式
• 《2017年全国投入产出调查方案》共有1张调查

单位基本情况表，65张基本调查表，5张补充调
查表和1张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调查表

• 调查表式：
• 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

• 各行业成本费用构成和利润情况

• 地区间流入流出调查表：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

• 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调查表

• 补充调查表：综合性指标，运输费、差旅费、机物料消
耗、研究与开发、低值易耗品摊销



二、调查方案

4、调查表式
• 各行业成本费用构成和利润情况：

• 农业：分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
业等5个行业分别调查中间消耗；选取7个地区调查

• 工业：制造成本、期间费用和利润表3张调查表。其中

规模以上单位与工业司成本费用调查企业资料对接，规
模以下单位由工业司负责调查和数据处理。

• 建筑业：主营业务成本、期间费用和利润表3张调查表

• 服务业：部分行业单独设计调查表，如批发零售、运输
等，各行业一张调查表；其他不方便单独设计调查表的
行业根据执行会计制度不同分别设立“其他服务业企业
”套表和《行政事业单位收入与支出构成》表



二、调查方案

5、调查目录
•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CB11714-1997）

• 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1）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2010）

• 固定资产投资设备、工具和器具分类目录

• 工业企业材料消耗分类目录

• 建筑业企业材料消耗分类目录

• 餐饮企业直接材料消耗及销售商品分类目录



三、主要变化

1、改变了选点原则
• 农业。分品种分区域进行调查

• 工业。对于那些分布相对集中、消耗结构差异不
大的行业，集中在部分地区进行调查

• 建筑业和服务业。调查单位在行业大类基础上确
定，充分行业代表性，尽可能涵盖不同的行业中
类。调查点数量将明显增加



三、主要变化

2、丰富了调查内容
• 2017年投入产出调查以企业为调查对象，并在此

基础上按同质性的原则对企业生产活动进行区分

• 工业企业在调查企业整体成本费用数据的基础上
，再调查主要的三种生产活动的原材料消耗情况

• 部分建筑业和服务业，除了填报整个企业的数据
外，还要求填报一列企业主要经济活动的成本费
用情况



三、主要变化

3、扩大了调查范围
• 调查范围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在以往投入产

出调查行业的基础上，增加了农业中间消耗调查
表。

4、增加了调查表式
• 填报地区间流入流出情况调查表的行业，由2012

年的仅限于工业扩展到包括工业、建筑业和批发
零售业

• 增加了仓储业和新闻出版业的单独调查表



三、主要变化

5、补充调查采用轮换方式
• 2007年与2012年调查过的一些综合性科目，2017

年不再调查

6、利用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 采用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

2017）



三、主要变化

7、充分利用企业一套表资料
• 按照企业一套表规范调查表的设置，单独设计调

查单位基本情况表，主要指标如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一套表完全衔接

• 一套表平台已有的数据直接调用，不需企业再进
行填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取自工业年
报统计，投入产出调查只调查其中的产品制造成
本详细信息



三、主要变化

8、改革了数据上报方式
• 2017年投入产出调查首次采取企业联网直报平台

开展填报工作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以内建筑业企业、限额
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直接在平台填报

• 其他调查单位，限于数据处理环境考虑，由统计
部门收集资料报送



四、未来改进
• 为进一步提高投入产出表编制质量，满足编制供

给使用表的要求，需要加强和改进投入产出调查

• 增加调查表式，尽可能反映大多数行业成本费用
利润情况

• 完善消耗目录，增加对不同行业特定消耗的研究
与分析比对

• 增加调查内容，特别是使用方向的调查信息

• 推动专业统计改进，完善产业活动单位统计和产
品统计

• 借鉴行业协会资料，充分把握各行业的投入和使
用去向信息



五、供给使用表的编制

1、细部门“工作表”思路
•投入产出表的编制部门初步定为149个

•投入产出调查中，为方便企业填报，工业和建筑业的成
本调查设计了材料消耗目录，其中，工业材料消耗目录
有676项，建筑业企业材料消耗目录有75项，因此，在

工业和建筑业汇总后，可以在上述材料细项（产品类）
的基础上，分块编制和平衡投入产出表，并推算使用表

•调查前，收集了2016年主要材料消耗作为主要投入构成
信息，供地区调查数据审核参考

•精准化信息，在更详细层面获取产品的使用去向信息，
是中间使用，还是最终使用的消费、资本形成、进出口
，为平衡提供参考依据



五、供给使用表的编制

2、商品流量法
•投入产出调查主要采集的是各部门列向投入构成信息，
运用商品流量思想，结合其他资料，作为平衡的依据

•行业协会作为行业管理部门，能更有针对性地提供部分
本行业生产、销售和库存信息，特别是行方向的使用信
息

•进出口商品使用去向调查也能提供进口商品的使用去向
信息



五、供给使用表的编制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实物量
•主营业务收入汇总表：行业产出

•原材料消耗汇总表：投入

•主要产品汇总表：产品产出



五、供给使用表的编制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有色金属，实物
量和价格
•有色金属产品产量

•主要有色金属产品销售价格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入价格

•铜、铝材及制品销售去向：使用去向（建筑业、交通运
输、电力、包装、机械制造、日用消费品、电子通讯、
其他、中间商、出口）



五、供给使用表的编制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实物量
•供用电综合情况

•全社会用电分类

•发电生产情况

•发电生产用电情况

•发电燃料消耗情况

•发电厂供热生产情况



五、供给使用表的编制

3、产业部门再定义
•企业是我国统计的基本单位

•通过构造产业活动单位，将企业部门转化为产业部门

•具体来看，在规模以上工业，将主产品率90%以上的，
企业部门视为产业部门，主产品率90%以下的，产品部
门视为产业部门

•规模以上服务业也不再视同“纯部门”，按照主要活动
分解产出

•这些重新被定义的产业部门，即虚拟了若干产业活动单
位，重新组合形成产业部门

•通过产业部门再定义，具有一定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可
以起到核算框架作用，更合理推算使用表，为推算季度
和年度增加值提供支持和验证



五、供给使用表的编制

4、不断丰富完善基础资料
•直接编制供给使用表，还需要更丰富的基础资料，有相
当长的路要走

•统计调查，希望能获取更多的产业活动单位和产品层面
的信息

•行业协会，能从行业管理的角度，丰富本行业产品生产
、销售、库存等方面的信息，特别是流通和使用去向信
息

•投入产出调查和其他统计调查，结合行业协会信息，对
供给表和使用表的每个单元格都有多个数据可供判断和
参考，可以进一步丰富平衡依据，提高编表质量

•高素质并且有丰富经验的人力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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