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限上单位对贸易数据的拉动作用简析 
 

近年来，全市大力推进新增企业入库工作。在市统计局的不断推动下，在各

县区的积极努力下，全市贸易单位数量有了一定程度增加，产业规模逐渐扩大，

经济总量稳步提升，为全市经济稳步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新增贸易单位基本情况 

（一）入库企业数量创新高 

2021 年 12 月报表数据显示，全市贸易法人列统单位数共 1116 家，比 2020

年 12 月增加 390 家，较 2019 年 12 月增加 498 家。贸易列统单位数现居全省第

11位，高于镇江和宿迁。其中有 298家为 2020年年度入库单位，195家为 2021

年月度入库单位，新增的 493家单位占当前一套表联网直报单位数的 44.2%。 

（二）行业新增力度不平衡 

从行业大类看，493家新增企业分布在四个行业，其中批发业 190家、零售

业 283 家、住宿业 4 家、餐饮业 16 家，零售业新增企业数量占据四行业新增数

量的 57.4%，而住宿、餐饮业新增企业数量仅占四行业新增数量的 4.1%。 

从行业中类看，批发业和零售业覆盖面较广，9大中类均有覆盖。其中，新

增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企业共 114 家，占批发业新增单位数的 60.0%；

新增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企业共 114家，占零售业新增单位数的 40.3%。

而住宿业和餐饮业新增单位仅涉及 5大中类的 2项中类和 3项中类，未能完整体

现全市住宿、餐饮业行业结构。 

表 1  2021年分行业新增企业数 

 合计 批发业 零售业 住宿业 餐饮业 

年度 298 137 146 4 11 

2月 45 22 22 0 1 

3月 6 5 1 0 0 

6月 10 5 5 0 0 

7月 15 0 14 0 1 

8月 7 0 7 0 0 

9月 15 4 11 0 0 

10月 35 4 30 0 1 

11月 62 13 47 0 2 

合计 493 190 283 4 16 

 

（三）县区新增数量差距大 



分县区看，东海县新增贸易单位 172 家位居首位，占全市贸易新增单位的

34.9%，而灌云县 35 家、灌南县 26 家居后两位，分别占全市新增单位的 7.1%、

5.3%。地区间的分布差异明显，占比最高县区比最低县区高出 29.6个百分点。  

 

图 1 分县区新增企业数 

 

（四）新增单位拉动作用强 

2021年限上贸易法人单位共实现贸易额1918.46亿元，同比增长20.9%。2020

年年度新增和 2021年月度新增的 493家法人单位实现贸易额 496.78亿元，占限

上法人贸易额的 25.9%，对限上法人贸易额增幅的贡献率为 70.7%，拉动限上法

人贸易额增长 14.8 个百分点。其中，月度新增单位实现贸易额 79.75 亿元，对

限上法人贸易额增幅的贡献率为 21.2%，拉动限上法人贸易额增长 4.4个百分点。 

表 2新增企业对各行业销售额（营业额）的作用 

 限上法人销

售额（营业

额）（亿元） 

同 比 增

速（%） 

新增法人销

售额（营业

额）（亿元） 

新增企业对

全市数据拉

动率（%） 

剔除新增单

位 后 增 幅

（%） 

批发业 1523.07 20.0 411.96  14.5  6.6  

零售业 369.48 25.9 83.66  16.8  10.3  

住宿业 4.33 15.1 0.22 1.5 14.2 

餐饮业 21.59 5.5 0.94 1.7 3.9 

 

二、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新增入库力度有待加强。总体上看，自 2020 年下半年全市加大新增

企业入库工作力度，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差距。从县区看，

海州区、赣榆区经济总量超过东海县，但新增入库企业数量却与东海县相差较大，

部分县市区抓新增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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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餐企业新增入库较少。从全市新增企业分行业情况看，住宿业和餐

饮业企业新增入库 20家，占全市新增入库企业的 4.1%，新增数量明显偏少，并

且多数企业规模不大，对经济拉动作用不强，住宿餐饮行业的经济发展有待加强。 

（三）线上销售是机遇也是考验。疫情对全市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但部分行

业也出现了新的机遇。全市东海县水晶直播、赣榆区海鲜电商等线上企业充分发

挥市场敏锐性，新增入库明显增多，在零售业新增企业 283家中，东海县的珠宝

首饰零售企业有 96家，占新增零售业企业数的 33.9%；电商零售企业新增 69家，

占新增零售业企业数的 24.4%。但随着疫情逐步控制，国家加大对线上产业监管

等因素影响，企业是否可持续发展面临考验。 

（四）基层审核把关还需加强。“四上”企业的申报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作，

涉及的资料多，要求高。从申报工作看，基层在资料审核把关方面还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材料准备不全，上传图片不清晰等，没有按要求提供申报

审核材料。二是专业人员更换频繁，行业划分不清晰，行业代码编写不准确，不

利于审核把关工作开展。 

三、对 2022年新增限上单位的建议 

2022年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新增限上单位列统工作。 

（一）强化部门协作，形成齐抓共管氛围 

1.加强部门协同和联动，推进信息共享。充分发挥商务、税务、文广旅等部

门对单位管理监控的职能优势，了解掌握辖区内企业实际情况，摸清底数，建立

准限上企业信息库；不断提高入库工作的预判能力和工作效率，做到应统尽统。 

2.继续完善申报奖惩机制，鼓励限上企业统计入库的积极性。不仅要继续对

年度内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入库的单位给予奖励，也应对参与申报的主要工作人员

适当进行奖励，从而提高基层限上申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对于达到限上标准而

不愿意配合完成统计工作的，要通过法治手段，责令其遵守《统计法》，配合统

计部门完成申报工作。 

3.做好限上企业申报的宣传工作，提供企业申报积极性。切实加大限上企业

申报工作重要性的宣传，争取企业的理解和配合，增强企业申报意愿，引导企业

主动申报入库，为全市贸易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二）优化营商环境，制定长效政策激励 

1.加大培育本土优势企业力度。全市各县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例如赣榆

的海鲜、东海的水晶、灌云的主题服饰等，发展壮大当地特色骨干龙头企业，培

育一批规模超亿的企业群体，加强一企一策的跟踪服务，建立挂钩服务增资扩产

企业机制。 



2.强化引导措施，重点抓好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农业合作社转型升

级为企业工作，着力解决好升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加大对经营规模较大的异地

法人企业、异地产业活动单位的帮助引导，力争在本地注册成为法人企业，并及

时申报入统。 

3.积极贯彻国家相关政策，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长效

激励政策，对于缺乏统计人员、设备的企业，给予扶持；对主动配合、支持统计

工作的企业，给予奖励，以提高企业入统积极性。 

（三）夯实基础工作，提高在库单位质量。 

1.考虑新增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性。建议相关部门在积极培育“四上”企业的

同时，也要高度关注企业的发展质量及发展潜力，尤其是需要关注线上单位的稳

定性，这样新入库单位才能真正成为全市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有力支撑。 

2.开展统计业务培训工作。对各级统计机构加强业务培训，做好入库申报工

作的业务指导。在入库资料的收集、信息核对环节当好“管家”、把好“关口”，

真正把符合标准的准“四上”企业及时纳入统计调查范围。对新入库企业，针对

报表中出现的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培训，督促在库单位真实、准确、及时的

填报统计数据，不断提高数据质量。 

3.加大数据质量核查力度。通过市、县区、乡镇三级统计机构逐级开展实地

数据质量核查，真实全面掌握样本单位经营情况，加强统计机构与调查单位的沟

通联系，保障调查样本的真实性和一致性，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做到点对点帮助整

改，进一步提高全市贸易统计数据质量，夯实统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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