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港市限下贸易抽样调查情况

的分析与思考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18年末，连云港市共

有20948个批零住餐法人单位，131031个批零住餐个体经

营户。而在直报库中的贸易单位仅一千五百余家，更多的贸

易行业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发展现状是通过限额以下抽

样调查结果所体现。2020年以来，国家、省、市及统计部门

对限下贸易抽样调查工作日益重视，本文结合连云港市实际

情况，浅谈限下贸易抽样调查工作开展中的困难及推进措施。

一、限额以下贸易抽样调查工作的重大意义 

（一）限下贸易抽样单位分布情况

按照省局抽样调查方案要求，连云港市限下贸易抽样样本

均从第四次经济普查名录库中抽取，共计 340户，其中个体

户 201户，产业活动单位 2户，法人 137户。
2021年连云港市限下抽样调查分行业分类型情况

法人 个体 产活 合计

批发业 38 50 0 88
零售业 66 85 0 151
住宿业 19 32 2 53
餐饮业 14 34 0 48

全市 340家抽样调查单位平均分布在七个县区，其中批

发零售行业调查户涵盖了 18个中类，包括从事农产品、服装、

家电、药品、家具、书报杂志类、化妆品、饲料、烟酒类、

日常用品等各类商品经营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二）限下贸易数据情况

2021年前三季度连云港市共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16.48亿元，同比增长 15.0%；其中限额以下消费品零售

额 636.73亿元，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69.5%，同比增长

11.0%。限下贸易抽样数据在全社会社零中占较大比重，这

项工作的高效开展有助于更为客观的反映全市限下贸易单位

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2016-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全社会（亿元） 增幅 限下（亿元） 增幅 占比

2016年 933.31 12.4 509.50 8.0 54.6
2017年 1038.31 11.3 611.36 7.5 58.9
2018年 1104.43 8.3 749.44 8.7 67.9
2019年 1162.82 5.3 830.52 9.8 71.4
2020年 1104.29 -5.0 770.26 -8.3 69.8

近五年，限额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中占比呈逐渐上升的趋势，2020年末占比接近 70%，限下

贸易数据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

据质量，扎实开展限额以下抽样调查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因

此，应该将限下贸易抽样调查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规范程度提

高到与限上企业调查一致。

二、限额以下贸易抽样调查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下,通过统计人员的努力和

大部分调查户的密切配合,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各阶段的调查任

务。在今年三月实地学习“沛县经验”后，连云港局以提升贸

易限下数据质量为核心，严格按照省局对限下贸易抽样调查

的要求，从统一统计台账、规范数据收集流程等多方面推进



连云港市限下贸易抽样调查工作规范化建设。但受调查对象、

统计基础以及制度规范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目前该项工作的

有效开展仍面临较多的问题和困难，不容忽视。

（一）调查对象存在的问题

1. 稳定性差。贸易单位在经营过程中开业、停业、转让、

倒闭等情况较其他专业发生更为频繁，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小微贸易单位更是举步维艰。同时，连云港市近

几年老城区拆迁较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市调查户的稳定

性。调查户经营稳定性差，造成样本单位不固定、更换频度

高，难以反映样本单位的长期经营趋势，数据可比性差，从

而影响到对全市贸易业限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推断。

2. 配合度低。调查户对抽样调查工作认识不到位，法律

意识淡薄，不信任上门收集数据的统计人员，配合程度较差。

在要求其提供销售凭证及后台数据时，较多存在不愿透露真

实的经营情况，怕交税怕收费，怕泄漏秘密，主观上有瞒报

等不如实报数的想法，源头数据真实性得不到保障。

3. 管理水平不足。为保证抽样的合理性，连云港市抽样

调查户选取时涉及多个地区，但是经过调研发现，部分县区

的法人调查户以及大部分的个体经营户调查户没有专职会计

及统计人员，财务制度也不健全，没有规范健全的原始记录

和统计台帐，因此获取的统计数据和实际经营可能会存在较

大误差。

（二）统计基础存在的问题

1. 重视程度不够。根据以往数据评估方法，全社会数据

评估以限上数据为主，因此基层统计人员逐渐形成了“重限上，



轻限下”的观念。即使从 2020年开始连云港市已多次调整数

据评估方案，逐步提高限下数据重要性，但长久以来的固化

观念一时难以改变。从而导致基层统计机构在配备限下抽样

调查人员队伍、调查经费等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与支撑。

2. 普法工作不到位。自十八大以来，全国统计系统都在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加大对统计法的宣传，对统计

执法监督也提出更高标准。但是目前基层统计单位对统计法

的宣传主要仍针对限上法人单位，缺乏对限下抽样调查工作

的宣传引导，导致大部分调查户不知晓任务，不能配合统计

工作，依法统计意识淡薄。

3. 数据审核不及时。一是街道社区统计人员在入户调查

和录入基础数据时，对于漏填或错填、数据波动较大或逻辑

关系不符等情况，未能及时向调查户进行核实。二是有些指

标利用审核公式审核不出来，还需要经验审核的方法，各县

（市、区）统计人员，还未能逐户审核、把关汇总，对增幅

异常的情况没有及时核实修改，影响数据质量。

（三）制度规范存在问题

1. 贸易报表较多，上报时间集中。以 2021年三季度情

况为例，报表开网时间是 9月 25日至 10月 9日，除去国

庆七天假期，10月8日上班，10月 9日中午12：00关网，

节后报送时间只有一天半，上报时间尤其紧张。并且同一时

间段贸易报表种类较多，其中限上报表9张，限下报表4张。

季报月报交杂、报表扎堆、上报时间集中导致基层工作人员

疲于应付，同时由于工作侧重的问题，限下抽样调查工作质

量难免收到影响。



2. 指标过于繁琐，填报难度增加。今年的四下单位抽样

调查制度中，贸易报表变化较大，法人单位需填写三张表，

个体户单位填写一张表。同时法人单位增加较多经济指标，

获取难度大；经济指标要求与销售指标错月填写，填报难度

高；同时各项指标间联审关系复杂，同期数不能系统带入需

手工翻阅填写等都大大提高了报表的填报难度。

3. 替换样本较难，数据质量下降。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冲

击，全市贸易单位稳定性再次被削减。但根据报表制度，每

季度样本轮换率不能超过5%，连云港市基本每季样本替换保

持在 30家以内，而县区上报的退库单位多达六七十家，关停

单位无法及时替换，新样本无法及时入库，大大影响了连云

港市限下贸易抽样数据质量。

三、对限额以下贸易抽样调查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调查对象。

1. 建立限下抽样样本库。为解决调查户稳定性差这一问

题，可提前通过已有的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提前摸排、调研，

在现有 340家抽样单位数上扩大两至三倍范围建立限下贸易

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样本库。利用基本单位统计年报和其他专

项调查收集样本库单位情况，通过与工商、商务等部门的配

合，实地了解相关情况，更新样本库信息，以便选择更稳定、

更配合的单位作为调查对象。

2. 规范调查流程。为提高调查户对统计机构的信任度，

在单位入库前发放《连云港市统计局统计法律事务告知书》

以明确该单位被确定为抽样调查对象，告知其相关义务；与

调查户签订保密协议，明确统计获取的数据不作为其他执法



依据，不作为纳税依据；为上门收集数据的调查员配备有照

片及编号的统计调查员证，以提高调查员的可信度。

3. 帮助调查户提高管理水平。根据行业经营特点和调查

户经营状况，对销售凭证、收付款凭证、增值税纳税表、营

业收入明细账等填报依据，提出不同的规范化要求，调查员

逐个单位给予具体指导意见，帮助调查户规范基础资料。同

时，针对调查户缺乏对贸易抽样工作的正确认识和操作要点

的把握，了解其需求，为其争取优惠政策，协调其面临的实

际问题，在互利共赢中开展长期高效合作。

（二）统计基础。

1. 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充分发挥限下抽样数据的作用，

将抽样结果与限上数据结合，作为评估基层贸易数据的依据，

倒逼基层领导重新认识限下抽样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与商

务局联合发文，各县（市、区）统计局要与当地商务部门搞

好配合，共同推进限下贸易抽样调查工作，明确保证调查经

费，确保调查经费用于调查员和调查户的调查补贴。

2. 加大统计宣传力度。广泛宣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

增强大众统计法制意识。通过制作“国家统计调查样本单位”
铜牌等手段提升调查单位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让调查户更加

愿意配合统计人员收集数据，在入户调查时，要做好调查户

的思想工作，促使调查户依法履行义务，积极配合调查人员

及时、准确填报调查数据，减少迟报、漏报、瞒报、拒报等

统计违法行为。

3. 建立和完善调查数据审核制度。一是入户调查员收集

数据时要核实调查户财务报表（账）、原始销售凭证等，同时



根据经营规模、工资报酬、从业人员等方面进行数据评估，

对数据变动异常的情况要问清原因，进行核实。二是县区统

计人员在上报过程中，及时通过对样本汇总表和推算结果表

的汇总，掌握批零住餐各行业的上报情况，以便发现样本原

始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确保样本数据质量。同时，在每季

度各县区需回访 20%的样本户，核查数据真实性及基础资料

规范性。

（三）制度规范。

1. 合理安排调查时间。建议国家根据各季度实际情况调

整调查方案，例如三季度恰逢国庆假期，推迟报表上报时间

限制。或将限下抽样上报时间与季报表上报时间错开。同时，

市局应根据现行报表制度，将各报表根据数据收集及填报难

度分类，对县区及镇街要求错开上报时间。

2. 简化指标加大培训。建议考虑根据样本单位的现实情

况，精简相关财务指标，并统一调查指标、调查品类、采集

数据方式等相关要求的统一，以便利用抽样调查成果。同时

建议县区及镇街在样本选择时注意样本单位基础资料完备性，

争取在库单位具有提供完备指标的能力。同时要加大对样本

户的培训工作，坚持以调查表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逐一

解决样本户的填报困难。

3. 提高季度轮换比例。近几年因疫情影响，较多样本户

存在关停、注销等现象，每季度 5%的替换比例大大制约了限

下统计规范化的进程。建议国家可以根据地区样本经营情况，

针对抽样单位中已经关闭、注销、超限以及行业变动的予以

替换，保证在库样本单位能够正常报送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