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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吴忠市红寺堡区统计局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0 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要求，我区进行

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区从事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自治区、吴忠市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红寺堡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全

区各部门和乡镇、街道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

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普查各项工作高

质高效完成。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反

映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普查结果显示，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行业结构布局更加优化；企业资

产规模持续扩大，营业收入较快增长；数字经济稳步发展，科技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五年来我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 年 3 月，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做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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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成立了吴忠市红寺堡

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红寺堡区

统计局，统筹部署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各乡镇、街道均组

建了普查机构，为开展好本次经济普查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区委、区政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经

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二十大之后首次开展的重大国

情国力、区情区力调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区 240

名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

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

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

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

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

有关数据。通过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

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效，进

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

济治理、科学制定红寺堡区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

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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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确保质量、改革创新、突出重点、依法普查、共享成

果”的原则，依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和相关文件，结

合工作实际制定《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工作

方案》《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

实施方案》等方案，扎实有序推进经济普查各项工作。在方法运

用上，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方式，通过对我区全部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

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

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

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在普查

数据采集手段方面，依托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统一开发的普

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

数据，同时也支持普查对象网络自主填报。

四、确保数据质量

我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严格落

实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及《宁夏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检查工作实施办法》《宁夏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实施方案》要求，坚持数据质量第一，

牢牢守住普查数据质量生命线，强化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在数

据抽查阶段，完成 3 个样本普查小区数据质量检查工作，普查数

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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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709 个，与 2018 年末（2018 年是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99.4%，从业人员 32228

人，增长 103.3%；产业活动单位 2030 个，增长 90.4%；个体经

营户 9324 个，从业人员 14894 人。

总体来看，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严格落实国务院、

自治区、吴忠市关于经济普查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组织实施科

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区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

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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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吴忠市红寺堡区统计局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1709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852 个，增长 99.4%；产业活动

单位12030 个，增加 964 个，增长 90.4%；个体经营户 9324 个，

增加 4427 个，增长 90.4%（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709 100
企业法人 1207 70.6
机关、事业法人 117 6.8
社会团体 25 1.5
其他法人 360 21.1

二、产业活动单位 2030 100
第二产业 495 24.4
第三产业 1535 75.6

三、个体经营户 9324 100
第二产业 309 3.3
第三产业 9015 96.7

1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
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报中产
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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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6 个，占 17.9%；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 283 个，占 16.6%；批发和零售业 253 个，占 14.8%（详

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2228

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16377 人，增长 103.3%，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12382 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15068 人，增加 11158 人，增长

285.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7160 人，增加 5219 人，增长 43.7%。

法人单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709 100
农、林、牧、渔业* 15 0.9
采矿业 21 1.2
制造业 199 11.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4 3.2
建筑业 198 11.6
批发和零售业 253 14.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1 4.2
住宿和餐饮业 17 1.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 0.8
金融业 10 0.6
房地产业 54 3.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6 1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9 2.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 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3 1.9
教育 72 4.2
卫生和社会工作 21 1.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2 1.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83 16.6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

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

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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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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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14894 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8270 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

业是：制造业 10364 人，占 32.2%；教育 4701 人，占 14.6%；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524 人，占 14.0%（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32228 12382

农、林、牧、渔业* 169 50

采矿业 715 151

制造业 10364 269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96 267

建筑业 2603 510

批发和零售业 1158 41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17 388

住宿和餐饮业 162 11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8 20

金融业 188 68

房地产业 599 33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72 52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15 15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05 29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18 78

教育 4701 3497

卫生和社会工作 1278 92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6 11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524 1792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

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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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98.5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743.54 亿元，增长 291.6%。其中，

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06.03 亿元，增加 577.24 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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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448.2%；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92.53 亿元，增加 166.30

亿元，增长 131.7%。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不包括金

融业）负债合计 640.3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529.80 亿元，增

长 479.4%。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520.99 亿元，增

加 449.26 亿元，增长 626.3%；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不包括金融

业）负债合计 119.33 亿元，增加 80.54 亿元，增长 207.6%。

2023 年，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 460.57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412.08 亿元，增长 849.8%。

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326.17 亿元，增加 303.67 亿元，增长

1349.6%；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134.40 亿元，增加 108.41 亿元，增

长 417.1%（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亿元）

合 计 998.56 640.32 460.57

农、林、牧、渔业* 2.71 0.60 0.34

采矿业 45.88 50.60 6.69

制造业 288.28 237.18 266.0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4.84 228.23 43.67

建筑业 7.04 4.99 9.78

批发和零售业 47.40 42.88 116.2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14 4.57 5.71

住宿和餐饮业 0.53 0.55 0.2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9 0.06 0.07

金融业 3.69 - 0.04

房地产业 43.85 40.85 6.0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0.11 10.10 3.4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6.37 10.93 0.6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98 2.02 0.9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15 0.14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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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亿元）

教育 10.92 0.43 0.12

卫生和社会工作 3.86 1.51 0.3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22 0.02 0.0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12.50 4.66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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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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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

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

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

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

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

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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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由于 2018 年基数较小，故部分数据较 2018 年相比，增速较高。

[4]为保证数据口径一致，2018 年末数据，使用同口径调整后的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公报数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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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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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吴忠市红寺堡区统计局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二产业（包括工

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274 个，比 2018 年

末增长 138.3%；从业人员 12475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281.5%。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263 个，占 96.0%；港澳

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11 个，占 4.0%。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12167 人，占

97.5%；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308

人，占 2.5%（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74 12475
内资企业 263 12167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

计类别
11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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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in




— 12 —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21 个，制造业 199 个，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4 个，分别占 7.7%、72.6%

和 19.7%。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

别占 17.5%、16.1%和 10.6%。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715 人，制造业

10364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96 人，分别

占 5.7%、83.1%和 11.2%。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从业人

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43.3%、7.5%和 6.9%（详见表 3-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99.0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54.7%；负债合计 516.0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31.8%。

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16.39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1539.3%（详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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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74 1247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5 649

非金属矿采选业 6 66

农副食品加工业 29 264

食品制造业 4 29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2 435

纺织业 NA 475

纺织服装、服饰业 5 12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NA 35

家具制造业 NA 18

造纸和纸制品业 NA 1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 22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4 64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0 540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4 463

医药制造业 6 493

化学纤维制造业 NA 5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7 4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4 86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NA NA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NA 674

金属制品业 13 541

通用设备制造业 NA 13

专用设备制造业 NA 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6 64

其他制造业 NA 5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NA 1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NA 1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8 937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NA 26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 198

注：NA 表示该数据小于等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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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99.00 516.01 316.3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43.19 48.91 5.91

非金属矿采选业 2.69 1.68 0.78

农副食品加工业 4.33 2.69 1.45

食品制造业 0.46 0.20 0.1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35 6.75 1.06

纺织业 2.05 2.00 2.07

纺织服装、服饰业 0.14 0.10 0.3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11 0.05 0.09

家具制造业 0.01 0.01 0.02

造纸和纸制品业 0.22 0.03 0.0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87 0.71 2.0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01 0.01 0.0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18.32 183.97 226.6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41 6.53 5.46

医药制造业 5.87 4.77 2.89

化学纤维制造业 1.56 1.10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33 0.12 0.0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6.67 10.42 9.8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 0.0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8.35 10.90 6.92

金属制品业 1.91 1.65 1.22

通用设备制造业 0.16 0.16 0.05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5 0.02 0.0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5.09 4.99 5.48

其他制造业 0.01 0.01 0.01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01 0.01 0.08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01 0.01 0.0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41.31 211.93 36.7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5.38 11.20 5.5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14 5.1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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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化学农药原药（折有效成分 100％） 吨 1400

葡萄酒 千升 506.75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3988

饲料 吨 5097

预应力混凝土桩 米 652250

冷冻蔬菜 吨 390.96

纱 吨 6789.08

小麦粉 吨 4862

服装 万件 21.5

活性炭 吨 40538.17

食用植物油 吨 31.5

塑料制品 吨 1216.9

白云岩 吨 373540.37

镁 吨 33931.43

水泥 吨 696921

水泥混凝土排水管 千米 57.61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 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万吨 62.5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198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407.7%；从业人员 2603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306.7%。

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18.2%，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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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占 36.4%，建筑安装业占 13.1%，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

建筑业占 32.3%。

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31.7%，

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39.5%，建筑安装业占 14.9%，建筑装饰、装

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13.9%（详见表 3-6）。

表 3-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98 2603

房屋建筑业 36 824

土木工程建筑业 72 1028

建筑安装业 26 389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64 36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0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52.3%；负债合计 4.99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22.9%。

2023 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78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206.6%（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04 4.99 9.78

房屋建筑业 4.09 3.37 6.08

土木工程建筑业 1.59 1.20 2.43

建筑安装业 0.56 0.17 0.54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0.80 0.25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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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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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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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于 2018 年基数较小，故部分数据较 2018 年相比，增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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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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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吴忠市红寺堡区统计局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批发和

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1253 个，

从业人员 115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69.1%和 82.4%。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54.2%，零售业

占 45.8%。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66.1%，零售业占 33.9%（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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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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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53 1158

批发业 137 765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9 8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4 82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NA NA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4 38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64 41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4 69
贸易经纪与代理 NA 5
其他批发业 8 77

零售业 116 393
综合零售 6 2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5 58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NA -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4 8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0 30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41 127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0 35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1 36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7 73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4.9%，其他

统计类别企业占 5.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6.3%，其他统计类别企业占 3.7%（详见表 4-2）。

表 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53 1158

内资企业 240 1115

其他统计类别 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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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47.40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751.0%；负债合计 42.88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

长 1114.7%。

2023 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16.27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469.1%（详见表 4-3）。

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7.40 42.88 116.27

批发业 41.27 37.79 114.01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0.44 0.21 1.0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0.35 0.34 0.50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08 0.02 0.21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38.70 36.14 110.0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0.85 0.76 0.93

其他批发业 0.85 0.32 1.36

零售业 6.13 5.09 2.26
综合零售 4.08 4.01 0.0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0.55 0.30 0.36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0.02 0.02 0.03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0.02 - 0.01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0.79 0.24 1.32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0.29 0.15 0.13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0.14 0.13 0.17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0.24 0.24 0.20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 71 个，从业人员 1317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94.4%和

322.1%（详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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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71 1317

道路运输业 51 1026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5 182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9 48

邮政业 6 6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6.1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77.2%；负债合计 4.57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3164.3%。

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5.71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671.6%（详见表 4-5）。

表 4-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亿元） 负债合计（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合 计 6.14 4.57 5.71

道路运输业 3.96 3.58 3.35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73 0.61 2.18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0.34 0.30 0.07

邮政业 0.12 0.08 0.11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17 个，从业

人员 162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4.5%和-32.5%。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52.9%，餐饮业占

47.1%。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25.3%，餐饮业占 74.7%（详见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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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7 162

住宿业 9 41
一般旅馆 7 41
民宿服务 NA -

餐饮业 8 121

正餐服务 8 12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53 亿元，

比 2018 年末下降 22.1%；负债合计 0.5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71.9%。

2023 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24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36.8%（详见表 4-7）。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亿元）负债合计（亿元）营业收入（亿元）

合 计 0.53 0.55 0.24

住宿业 0.30 0.34 0.07

一般旅馆 0.30 0.34 0.07

餐饮业 0.23 0.21 0.17

正餐服务 0.23 0.21 0.17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 13 个，从业人员 4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333.3%和

-9.4%（详见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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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3 48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NA 8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6 27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 1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0.09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00.0%；负债合计 0.06 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00.0%。

2023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0.07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75.0%（详见表 4-9）。

表 4-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09 0.06 0.07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03 0.01 0.0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6 0.05 0.04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54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125.0%。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25 个，物业管理企

业 20 个，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66.7%和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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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599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62.8%。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262 人，物业管

理企业 307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7.5%和 127.4%（详见表

4-10）。

表 4-10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4 599

房地产开发经营 25 262

物业管理 20 307

房地产中介服务 8 24

房地产租赁经营 NA 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3.85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104.2%。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43.60 亿元，

物业管理企业 0.18 亿元，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03.4%和 800.0%。

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40.8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15.6%。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01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97.7%（详见表 4-11）。

表 4-1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3.85 40.85 6.01

房地产开发经营 43.60 40.72 5.83
物业管理 0.18 0.11 0.15
房地产中介服务 - - 0.01

房地产租赁经营 0.07 0.0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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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304 个，

从业人员 1563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590.9%和 525.2%。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22.0%，商务

服务业占 78.0%。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租赁业占 32.7%，商务服务业占 67.3%（详见表 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04 1563

租赁业 67 511

商务服务业 237 1052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85.5%，其

他统计类别企业占 14.5%。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6%，其他统计类别企业占 0.4%（详见表 4-13）。
表 4-13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04 1563

内资企业 260 1556

其他统计类别 44 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0.01 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20.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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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合计 10.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76.9%。

2023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43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47.2%（详见表 4-14）。

表 4-1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0.01 10.10 3.43

租赁业 0.83 0.41 0.68

商务服务业 39.18 9.68 2.76

注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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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于 2018 年基数较小，故部分数据较 2018 年相比，增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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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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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吴忠市红寺堡区统计局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49 个，

从业人员 415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45.0%和 109.6%。其中，

企业法人单位147 个，从业人员 405 人（详见表 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7 405

研究和试验发展 NA 19

专业技术服务业 33 336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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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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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6.37 亿元，负债合计 10.93 亿元。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0.65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62.5%（详见表 5-2）。

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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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18 个，从业人员 505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3.88 亿元，负债合计 2.02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9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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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33个，从业人员218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75.0%和263.3%

（详见表 5-3）。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6.37 10.93 0.65

研究和试验发展 0.11 0.11 0.09

专业技术服务业 16.17 10.77 0.53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0.09 0.0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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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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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3 218

居民服务业 18 109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0 100

其他服务业 5 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0.15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6.3%；负债合计 0.1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75.0%。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17 亿元，比 2018 年增

长 1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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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15 0.14 0.17

居民服务业 0.07 0.07 0.09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0.08 0.07 0.07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72 个，从业人员 4701 人，

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8.0%和 57.0%。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

人单位 50 个，从业人员 4585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22 亿元，负债合计

0.03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12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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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0.70 亿元，本年支出（费

用）合计 6.80 亿元。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21 个，从业人

员 127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6.7%和 41.7%。其中，行政事

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6 个，从业人员 1089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57 亿元，

负债合计 0.31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37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5.6%。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3.29 亿元，本年支出（费

用）合计 2.61 亿元。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22 个，从

业人员 196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29.4%和 98.0%。其中，企业

法人单位 20 个，从业人员 135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12

亿元，负债合计 0.02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06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00.0%。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0.10 亿元，本年支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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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计 0.10 亿元。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

位 283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20.3%；从业人员 4524 人，下降 14.0%。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34.47 亿元。

注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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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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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于 2018 年基数较小，故部分数据较 2018 年相比，增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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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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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吴忠市红寺堡区统计局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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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末，全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法人单位123 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34.3%。其中，

生物产业 2 个，占 8.7%；新能源产业 21 个，占 91.3%。

二、高技术产业

2023 年末，全区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2

个，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6.0%。

2023 年，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2.90 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

入的 0.2%。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R&D（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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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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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 R&D）经费支出 285.90 万元，占规

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1.1%；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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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件。

三、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 年，开展 R&D 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5 个，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3.8%。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345 人年。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2.45

亿元；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0.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分行业 R&D 经费支出及 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详见

表 6-1。

表 6-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及 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R&D 经费支出

（万元）

R&D 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合 计 24540.6 0.9
采矿业 - -
制造业 24243.3 1.0

农副食品加工业 138 1.9
纺织业 1067 5.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38.3 1.7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0573.4 1.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554.4 3.0
医药制造业 285.9 1.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86.3 0.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97.3 0.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97.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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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59 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6 件，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10.2%。

四、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78 个，从业人

员 613 人；资产总计 5.26 亿元。

注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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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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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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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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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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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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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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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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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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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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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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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红寺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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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市红寺堡区统计局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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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基本情况

2023 年末，新民街道法人单位 716 个，占 41.9%，比 2018 年

末增长 121.0%；红寺堡镇 280 个，占 16.4%，比 2018 年末增长

98.6%；太阳山镇 313 个，占 18.3%，比 2018 年末增长 247.8%；

大河乡 134 个，占 7.8%，比 2018 年末增长 50.6%；新庄集乡 117

个，占 6.8%，比 2018 年末增长 27.2%；柳泉乡 97 个，占 5.7%，

比 2018 年末增长 16.9%；红寺堡产业园 52 个，占 3.0%，比 2018

年末增长 36.8%。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辖区是：新

民街道 716 个，占 41.9%；太阳山镇 313 个，占 18.3%；红寺堡镇

280 个，占 16.4%。

按地区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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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红寺堡区 1709 100 2030 100

新民街道 716 41.9 838 41.3

红寺堡镇 280 16.4 336 16.6

太阳山镇 313 18.3 351 17.3

大河乡 134 7.8 178 8.8

新庄集乡 117 6.8 153 7.5

柳泉乡 97 5.7 120 5.9

红寺堡产业园 52 3.0 54 2.7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新民街道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2413 人，占 38.5%，

比 2018 年末增长 53.6%；红寺堡镇 2427 人，占 7.5%，比 2018 年

末增长 26.4%；太阳山镇 12052 人，占 37.4%，比 2018 年末增长

723.8%；大河乡 1726 人，占 5.4%，比 2018 年末增长 29.6%；新

庄集乡 1338 人，占 4.2%，比 2018 年末增长 57.2%；柳泉乡 962

人，占 3.0%，比 2018 年末增长 8.1%；红寺堡产业园 1310 人，占

4.1%，比 2018 年末增长 21.0%。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 7-2。

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其中:女性

红寺堡区 32228 12382
新民街道 12413 6555
红寺堡镇 2427 937
太阳山镇 12052 2513
大河乡 1726 709
新庄集乡 1338 636
柳泉乡 962 427

红寺堡产业园 1310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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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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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于 2018 年基数较小，故部分数据较 2018 年相比，增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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