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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濮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市分区域的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 全市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6.9 万个，位

居前三位的县（区）是：华龙区 1.5 万个，占 21.8%；濮阳县 1.1 万个，占
16.5%；范县 1.1 万个，占 16.2%（详见表 7-1）。

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产业活动单位数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 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93.3 万

人，位居前三位的县（区）是：华龙区 23.9 万人，占 25.6%；濮阳县 15.5
万人，占 16.6%；范县 12.6 万人，占 13.6%（详见表 7-2）。

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三、开发区情况
2023 年末，全市 9 个开发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

单位 618 个， 位居前三位的开发区是： 清丰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107
个，占 17.3%；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85 个，占 13.8%；濮阳县先进制造
业开发区 76 个，占 12.3%。

2023 年末，全市开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 11.0 万人，位居前三位的开发区是：濮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8
万人，占 25.6%；濮阳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2.5 万人，占 22.6%；濮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 1.5 万人，占 13.2%（详见表 7-3）。

表 7-3 按开发区分组的“规上”法人单位数及从业人员

注释：
[1]开发区指国家或省政府批复设立的经济功能区，包括 8 个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和 1 个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2]“规上”法人单位，指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

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
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
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
售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
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上服务业：
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卫生；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
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
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根据濮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 现将全市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
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 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法人单位 112 个[1]，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3.7%。 其中，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 个， 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3.6%；高端装备制造业 9 个，占 8.0%；新材料产业 30 个，占 26.8%；生
物产业 18 个，占 16.1%；新能源汽车产业 2 个，占 1.8%；新能源产业
24 个，占 21.4%；绿色环保产业 25 个，占 22.3%。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 20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7.4%。其中，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1 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55.0%；数字创意产业 1 个，占 5.0%。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 年末， 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15

个， 比 2018 年末降低 42.3%； 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0%，比 2018 年末降低 1.3 个百分点。

2023 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16.8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67.1%；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
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1.6%，比 2018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2023 年，规模
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R&D（全称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
简称“R&D”）经费支出 4994.2 万元，比 2018 年增长 36.2%；占规模以
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3.0%，比 2018 年降低了 1.5 个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43 件 ，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2 件 ， 分别比 2018 年增长 186.7%和
175.0%；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51.2%，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
平高 16.8 个百分点。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43个，占规

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5.9%。 其中，信息服务 16 个 ，占规模
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37.2%；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
服务 19 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44.2%。

2023 年， 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50.6 亿元 ， 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26.6%。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 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4257 个，

从业人员 28492 人。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3.0 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116 个，

占 2.7%； 数字产品服务业 686 个， 占 16.1%； 数字技术应用业 2416
个，占 56.8%；数字要素驱动业 1039 个，占 24.4%。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数字产品制造
业 2232 人，占 7.8%；数字产品服务业 2944 人，占 10.3%；数字技术应
用业 15180 人，占 53.3%；数字要素驱动业 8136 人，占 28.6%。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 数字产品制造
业 13.8 亿元，占 10.4%；数字产品服务业 15.5 亿元，占 11.7%；数字技
术应用业 70.1 亿元，占 52.7%；数字要素驱动业 33.5 亿元，占 25.2%。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全市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53个，比

2018年增长 4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8.7%。
2023 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人员折合全时

当量 5218 人年，比 2018 年增长 70.9%。
2023 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25.2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95.4%。
2023 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963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378 件，分别比 2018 年增长 47.7%和 58.8%；
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9.3%，比 2018 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4742 个，从业人

员 2808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72.9%和 30.4%；资产总计 71.0 亿
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25.9%。

2023 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4507 个，从业人
员 25920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83.4%和 38.7%；资产总计 63.1 亿
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27.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0.1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5.8%。

2023 年末， 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 （含社团） 法人单位 235
个，从业人员 216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下降 17.5%和 22.3%；资产总
计 7.9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5.1%；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4.3 亿元，
比 2018 年下降 15.8%。

注：
[1]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9 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之和大于从事战略性
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 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
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
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
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
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
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
产业、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3]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4]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
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
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
制造等 6 大类。

[5]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
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 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
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3 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
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 个行业小类；年营业
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 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6]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高技
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 包括信息
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
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

[7]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
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
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要素驱动业、05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个大
类。 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
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
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8]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
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
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 种类型。

[9]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及
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

的集合。 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
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
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
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
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文化装备
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10]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上接第六版）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3.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9.1%；负债合计 60.3 亿元，比 2018 年
末增长 132.6%。

2023 年，全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59.6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0.9%（详见表 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主要经济指标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455

个，从业人员 1374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37.9%和 45.9%。 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79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8.6%；从业人
员 8283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127.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44.1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63.0%； 负债合计 12.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4%。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9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19.4%。

全市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年末资产 85.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72.7%。 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3.7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8.3%。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 1742 个， 从业人员 10290 人， 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17.5%和
38.9%（详见表 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市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51.7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77.2%；负债合计 22.3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66.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1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2.1%（详见表 5-5）。

表 5-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2962 个，从业人员 73867 人，

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2.4%和 17.3%。 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
单位 1766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1.9%；从业人员 59196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11.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市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4.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5.9%；负债合计 11.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29.0%。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21.3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99.4%。

全市教育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75.3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1.0%。 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74.4 亿元，比 2018 年增
长 20.6%。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713 个，从业人员

31331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2.7%和 34.4%。其中，行政事业及非
企业法人单位 315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3.2%；从业人员 22716 人，
增长 23.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市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0.3 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0.7%；负债合计 18.3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76.7%。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1.4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70.4%。

全市卫生和社会工作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05.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0.4%。 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73.6 亿
元，比 2018 年增长 56.9%。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1453 个，从业

人员 9009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9.3%和 31.6%。 其中，企业法人
单位 1337 个， 从业人员 7647 人， 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77.3%和
55.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8.7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4%；负债合计 10.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1.5%。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7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37.4%。

全市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6.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0.1%。 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2.5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11.7%。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

5380 个，从业人员 80120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7%和 12.0%。 行
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217.1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25.1%。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 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
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
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
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
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3]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
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4]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重点课题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
想濮阳实践研究

2. 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濮阳实践研
究

3. 党建引领扩大高水平开放濮阳实践研
究

4. 党建引领创造高品质生活濮阳实践研
究

5.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濮阳实践研究
6.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濮阳实践研究

7. 健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机制的探索与
思考

8. 优秀村支书培养成长规律和先进群体
培育实践研究

9.西辛庄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路径研究
10.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濮阳实践研究

自选课题

11.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研究

12.探索改进“空心村”党建路径研究
13.党建引领农村片区协同治理实践探索
14.党建引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研

究

15.加强村（社区）党群服务阵地建设研究
16.党建引领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17.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现状与建议
18.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实践研究
19.加强党建引领业委会建设、物业管理

实践研究

20.发挥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
究

21.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22.加强重点产业链党建工作的思考及探

索

23.党建引领深化油地融合发展的探索与
建议

24.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研究
25.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党建覆盖问题研究
26.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问题研

究

27.吃亏奉献精神时代意义研究
28.健全党员网上发挥作用机制研究
29.健全退休党员发挥作用机制研究
30.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基层全面从严治

党问题研究

31.加强组织系统能力作风建设实践研究
32.破解基层治理 “小马拉大车”问题研

究

33.优秀村支书成长环境和新形势下素质
能力要求研究

34.提升机关党建服务、保障和促进中心
工作实践研究

35.破解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层层
衰减问题研究

36.提高公立医院党委领导下院长负责制
运行效能研究

37.提高学校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运行效能研究

38.加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研
究

39.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
研究

40.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研究
41.提高干部专业素养专业能力的问题研

究

42.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
机制研究

43.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
作机制研究

44.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45.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精细化管理问题

研究

46.加强干部教育阵地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47.健全完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体系研

究

48.健全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研
究

49.产教融合视角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50.持续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研究
（可结合实际， 自主选择其他党建类研究

课题）

近日， 市党建研究
会在广泛征集、 认真筛
选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
了课题参考选题目录 ，
欢迎各单位会员、 个人
会员、 特邀研究员以及
广大党建工作者， 结合
实际确定选题或自拟相

关选题，参与评审评奖。
有意申报者，请关注“濮
阳党建”微信公众号，获
取 《2025 年党建研究课
题申报表 》，6 月 30 日
前发送至研究会秘书处

（pysdjyjhmsc@126.com，
0393-6189682 ）。

濮阳市党建研究会发布 2025 年度课题参考选题

濮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濮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合 计

濮阳县

清丰县

南乐县

范 县

台前县

华龙区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河南濮阳工业园区

濮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100.0
16.5
11.4
9.2
16.2
9.8
21.8
13.0
0.7
1.4

68906
11363
7838
6364
11149
6744
15003
8987
502
956

76705
12969
8949
7264
12137
7383
16570
9759
581
1093

100.0
16.9
11.7
9.5
15.8
9.6
21.6
12.7
0.8
1.4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932596
154692
120391
80988
126480
73180
238999
117126
9969
10771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人）

合 计

濮阳县

清丰县

南乐县

范 县

台前县

华龙区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河南濮阳工业园区

濮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361214
61809
49766
31234
53569
32172
83333
40760
3485
5086

合 计

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清丰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南乐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范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台前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濮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濮阳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濮阳工业园区

法人单位数（个）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618
76
107
64
54
55
71
48
85
58

110062
9612
8412
6525
7330
3867
28186
24847
14502
6781

���������������合 计

居民服务业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1742
847
587
308

10290
4900�
2836�
2554�

�����������������������合 计

研究和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60.3
1.3�
�47.1
11.8

123.1
5.0
91.2
26.9

�59.6
3.1�
33.3�
�23.3�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计
居民服务业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其他服务业

22.3
2.8
1.9
17.6

51.7
7.4
5.6
38.7

19.1
8.3
6.2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