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1.040.03

CCS A 24

DB23
黑 龙 江 省 地 方 标 准

DB 23/T 728—2021
代替 DB 23/T 728—2017

用水行业分类

2021 - 01 - 25发布 2021 - 02 - 24实施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发 布





DB23/T 728—2021

I

目  次

前言.....................................................................................................................................................................Ⅲ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用水行业划分.................................................................................................................................................1

5 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1

6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2

附录 A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3





DB23/T 728—2021

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DB23/T 728—2017 《用水行业分类》，与 DB23/T 728—2017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

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 3章）；

——增加了“用水行业划分”一章（见第 4 章）；

——删除了“划分用水行业的基本单位”一章（见 2017 版第 3 章）；

——删除了“用水行业分类方法”一章（见 2017 版第 4 章）；

——删除了附录 B（见 2017 版表B.1）；

——增加了 1个门类，减少了 14个大类、107 个中类，增加了 191 个小类；（见 2017 版附录A、附

录A）

——A门类减少了“林业” 1 个大类，减少了 4 个中类，增加了 24 个小类；

——B门类减少了“其他采矿业”1 个大类，减少了 6 个中类，增加 了 8 个小类；

——C门类减少了“纺织服装、服饰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6 个大类，减少了 67 个中类，

增加了 143 个小类，调整了 2 个类别，更名 了2 个类别；

——D门类减少了“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个大类，减少了 4 个中类，增加了 4 个小类，调整了 1个

类别；

——E门类减少了“土木工程建筑业”1 个大类，减少了 6 个中类，更名了1 个类别；

——G门类减少了 1 个中类，增加了 1 个小类；

——H门类减少了 4 个中类，增加了 3 个小类；

——N门类减少了“水利管理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2 个大类，减少了 5个中类，增加了 2

个小类，调整了 1个类别；

——O门类减少了 1 个中类，增加了 2 个小类，调整了 4 个类别；

——P门类减少了 2 个中类，增加了 1 个小类，调整了 4 个类别；

——Q门类减少了 4 个中类，调整了 3 个类别；

——R门类减少了 3 个中类，增加了 3 个小类，调整了 3 个类别；

——S门类增加了 1 个“国家机构”大类，减少了 1 个中类；

——U门类减少了“办公楼”“城镇生活”“农村生活”3 个大类，调整了 3 个类别。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士军、郭亮、黄彦、徐莹、董鹤、刘淑艳、王煜婷、孙雪梅、孙艳玲、李铁

男、滕云、杨奇鹤、单博、曹程鹏、毕卓、郑文生、崔越、孙彦君、张明月、王柏、赵文超、于振良、

石金磊、王宇、穆晶、穆明、李辉、严尔梅、徐柳娟、徐洪亮、谢博文、于文泉。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3 年首次发布为 DB23/T 727—2003，2010 年第一次修订，2017 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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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行业分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水行业分类的用水行业划分、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

本文件适用于各行业用水管理、水资源管理及用水定额的分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用水行业划分

本文件采用用水活动的同质性划分用水行业，以 GB/T 4754 为基本编制依据。

5 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

5.1 本文件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用水行业划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小类四级。代码

由一位拉丁字母和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5.2 门类代码用一位拉丁字母表示，即用字母 A、B、C、……依次代表不同门类（生活除外）；大类

代码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打破门类界限，从 01 开始按顺序编码；中类代码用三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前两位为大类代码，第三位为中类顺序代码；小类代码用四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前三位为中类代码，第

四位为小类顺序代码。

5.3 中类、小类根据需要设立了带有“其他”字样的收容项。规定收容项的代码尾数为 9，表示以上

未列明的内容。如大类或中类不再细分，则后面的代码以“0”补位。各层预留空码。



DB 23/T 728—2021

2

5.4 代码结构图如下：

图 1 代码结构图

6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

6.1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按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DB23/T 728—2021

3

AA

附 录 A

（规范性）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

A.1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见表 A.1。

表 A.1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A 农、林、牧、渔业 —

01 农业 指对各种农作物的种植

011 谷物种植 指以收获籽实为主的农作物种植

0111 稻谷种植 —

0112 小麦种植 —

0113 玉米种植 —

012 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

0121 豆类种植 —

0122 油料种植 —

0123 薯类种植 —

013 麻、糖、烟草种植 —

0132 麻类种植 —

0133 糖料种植 指甜菜种植

0134 烟草种植 —

014 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

0141 蔬菜种植 —

0142 食用菌种植 —

0143 花卉种植 —

015 水果种植 —

0159 其他水果种植 —

017 中药材种植 —

0171 中草药种植 —

0179 其他中药材种植 —

018 草种植及割草 —

0181 草种植 指人工种植收获牧草

03 畜牧业 指为了获得各种畜禽产品而从事的动物饲养、捕捉活动

031 牲畜饲养 —

0311 牛的饲养 —

0313 猪的饲养 —

0314 羊的饲养 —

032 家禽饲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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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第 2 页/共 16 页)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0321 鸡的饲养 —

0322 鸭的饲养 —

0323 鹅的饲养 —

039 其他畜牧业 —

0399 其他未列明畜牧业 —

04 渔业 —

041 水产养殖 —

0412 内陆养殖 指在内陆水域进行的各种水生动植物的养殖

B 采矿业

指对固体（如煤和矿物）、液体（如原油）或气体（如天然

气）等自然产生的矿物的采掘；包括地下或地上采掘、矿井

的运行，以及一般在矿址或矿址附近从事的旨在加工原材料

的所有辅助性工作，例如碾磨、选矿和处理，均属本类活动；

还包括使原料得以销售所需的准备工作；不包括水的蓄集、

净化和分配，以及地质勘查、建筑工程活动

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指对各种煤炭的开采、洗选、分级等生产活动；不包括煤制

品的生产和煤炭勘探活动

061 0610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指对地下或露天烟煤、无烟煤的开采，以及对采出的烟煤、

无烟煤及其他硬煤进行洗选、分级等提高质量的活动

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071 石油开采 —

0711 陆地石油开采 —

072 天然气开采 —

0721 陆地天然气开采 —

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081 0810 铁矿采选 指对铁矿石的采矿、选矿活动

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指对常用有色金属矿、贵金属矿，以及稀有稀土金属矿的开

采、选矿活动，包括深海有色金属矿开采

093 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指对在自然界中含量较小，分布稀散或难以从原料中提取，

以及研究和使用较晚的金属矿开采、精选

0931 钨钼矿采选 —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

101 土砂石开采 —

1011 石灰石、石膏开采 指对石灰、石膏，以及石灰石助熔剂的开采

1019 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指用于建筑、陶瓷等方面的粘土开采，以及用于铺路和建筑

材料的石料、石渣、砂的开采

102 1020 化学矿开采 指对化学矿和肥料矿物的开采，包括海底化学矿开采

C 制造业

指经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后成为新的产品，不论是动力机械

制造或手工制作，也不论产品是批发销售或零售，均视为制

造；建筑物中的各种制成品、零部件的生产应视为制造，但

在建筑预制品工地，把主要部件组装成桥梁、仓库设备、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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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第 3 页/共 16 页)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路与高架公路、升降机与电梯、管道设备、喷水设备、暖气

设备、通风设备与空调设备，照明与安装电线等组装活动，

以及建筑物的装置，均列为建筑活动；本门类包括机电产品

的再制造，指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进行专

业化修复的批量化生产过程，再制造的产品达到与原有新产

品相同的质量和性能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指直接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行的谷物磨制、饲

料加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

以及蔬菜、水果和坚果等食品的加工

131 谷物磨制
也称粮食加工，指将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谷物

去壳、碾磨，加工为成品粮的生产活动

1311 稻谷加工 指将稻谷去壳、碾磨成大米的生产活动

1312 小麦加工 指将小麦碾磨成小麦粉的生产活动

1313 玉米加工
指将玉米碾碎或碾磨成玉米碴或玉米粉的生产活动，不含以

玉米为原料的饲料加工、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酒精制造等

1329 其他饲料加工

指适用于农场、农户饲养牲畜、家禽、水产品的饲料生产加

工和用低值水产品及水产品加工废弃物（如鱼骨、内脏、虾

壳）等为主要原料的饲料加工

133 植物油加工 —

1331 食用植物油加工 指用各种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脂，以及精制食用油的加工

134 1340 制糖业
指以甜菜为原料制作成品糖，以及以原糖或砂糖为原料精炼

加工各种精制糖的生产活动

135 屠宰及肉类加工 —

1351 牲畜屠宰
指对各种牲畜进行宰杀，以及鲜肉冷冻等保鲜活动，但不包

括商业冷藏活动

1352 禽类屠宰
指对各种禽类进行宰杀，以及鲜肉冷冻等保鲜活动，但不包

括商业冷藏活动

1353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指主要以各种畜、禽肉及畜、禽副产品为原料加工成熟肉制

品

136 水产品加工 —

1362 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 指鱼糜制品制造，以及水产品的干制、腌制等加工活动

137 蔬菜、菌类、水果和坚果加工
指用脱水、干制、冷藏、冷冻、腌制等方法，对蔬菜、菌类、

水果、坚果的加工

1371 蔬菜加工 —

1373 水果和坚果加工 —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

1391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指用玉米、薯类、豆类及其他植物原料制作淀粉和淀粉制品

的生产；还包括以淀粉为原料，经酶法或酸法转换得到的糖

品生产活动

1392 豆制品制造 —

14 食品制造业 —



DB 23/T 728—2021

6

表 A.1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第 4 页/共 16 页)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141 焙烤食品制造 —

1411 糕点、面包制造
指用米粉、小麦粉、豆粉为主要原料，配以辅料，经成型、

油炸、烤制而成的各种食品生产活动

142 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

1421 糖果、巧克力制造

糖果制造指以砂糖、葡萄糖浆或饴糖为主要原料，加入油脂、

乳品、胶体、果仁、香料、食用色素等辅料制成甜味块状食

品的生产活动；巧克力制造指以浆状、粉状或块状可可、可

可脂、可可酱、砂糖、乳品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巧克力及

巧克力制品的生产活动

143 方便食品制造 —

1431 米、面制品制造
指以大米、小麦粉、杂粮等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各种未

经蒸煮类米面制品的生产活动

1432 速冻食品制造

指以米、小麦粉、杂粮等为主要原料，以肉类、蔬菜等为辅

料，经加工制成各类烹制或未烹制的主食食品后，立即采用

速冻工艺制成的，并可以在冻结条件下运输储存及销售的各

类主食食品的生产活动

1433 方便面制造 —

144 乳制品制造

指以生鲜牛（羊）乳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液

体乳及固体乳（乳粉、炼乳、乳脂肪、干酪等）制品的生产

活动；不包括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生产活动

1441 液体乳制造

1442 乳粉制造 —

1449 其他乳制品制造 —

145 罐头食品制造

指将符合要求的原料经处理、分选、修整、烹调（或不经烹

调）、装罐、密封、杀菌、冷却（或无菌包装）等罐头生产

工艺制成的，达到商业无菌要求，并可以在常温下储存的罐

头食品的制造

1451 肉、禽类罐头制造 —

1452 水产品罐头制造 —

1453 蔬菜、水果罐头制造 —

1459 其他罐头食品制造
指婴幼儿辅助食品类罐头、米面食品类罐头（如八宝粥罐头

等）及上述未列明的罐头食品制造

146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

1461 味精制造
指以淀粉或糖蜜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提取、精制等工序

制成的，谷氨酸钠含量在 80％及以上的鲜味剂的生产活动

1462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

指以大豆和（或）脱脂大豆，小麦和（或）麸皮为原料，经

微生物发酵制成的各种酱油和酱类制品，以及以单独或混合

使用各种含有淀粉、糖的物料或酒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的

酸性调味品的生产活动

1469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

149 其他食品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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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水行业分类和代码表(第 5 页/共 16 页)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1493 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

指以砂糖、乳制品、豆制品、蛋制品、油脂、果料和食用添

加剂等经混合配制、加热杀菌、均质、老化、冻结（凝冻）

而成的冷食饮品的制造，以及食用冰的制造

1495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指增加或改善食品特色的化学品，以及补充动物饲料的营养

成分和促进生长、防治疫病的制剂的生产活动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

151 酒的制造
指酒精、白酒、啤酒及其专用麦芽、黄酒、葡萄酒、果酒、

配制酒以及其他酒的生产

1511 酒精制造

指用玉米、小麦、薯类等淀粉质原料或用糖蜜等含糖质原料，

经蒸煮、糖化、发酵及蒸馏等工艺制成的酒精产品的生产活

动

1512 白酒制造

指以高粱等粮谷为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

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陈酿、勾兑而

制成的蒸馏酒产品的生产活动

1513 啤酒制造

指以麦芽（包括特种麦芽）、水为主要原料，加啤酒花，经

酵母发酵酿制而成，含二氧化碳、起泡、低酒精度的发酵酒

产品（包括无醇啤酒，也称脱醇啤酒）的生产活动，以及啤

酒专用原料麦芽的生产活动

1519 其他酒制造
指除葡萄酒以外的果酒、配制酒以及上述未列明的其他酒产

品的生产活动

152 饮料制造 —

1521 碳酸饮料制造
指在一定条件下充入二氧化碳气体的饮用品制造，其成品中

二氧化碳气体的含量（20℃时的体积倍数）不低于 2.0 倍

1522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指以地下矿泉水和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为水源加

工制成的，密封于塑料瓶（罐）、玻璃瓶或其他容器中，不

含任何添加剂，可直接饮用的水的生产活动

1523 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

指以新鲜或冷藏水果和蔬菜为原料，经加工制得的果菜汁液

制品生产活动，以及在果汁或浓缩果汁、蔬菜汁中加入水、

糖液、酸味剂等，经调制而成的可直接饮用的饮品（果汁含

量不低于 10％）的生产活动

1524 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

指以鲜乳或乳制品为原料（经发酵或未经发酵），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可直接饮用的含乳饮品的生产活动，以及

以蛋白质含量较高的植物的果实、种子或核果类、坚果类的

果仁等为原料，在其加工制得的浆液中加入水、糖液等调制

而成的可直接饮用的植物蛋白饮品的生产活动

1529 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指茶饮料、特殊用途饮料以及其他未列明的饮料制造

16 烟草制品业 —

161 1610 烟叶复烤 指在原烟（初烤）基础上进行第二次烟叶水分调整的活动

162 1620 卷烟制造
指各种卷烟生产，但不包括生产烟用滤嘴棒的纤维丝束原料

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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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17 纺织业 —

171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指棉、棉型化纤（化纤短丝）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1 棉纺纱加工 指以棉及棉型化学纤维为主要原料进行的纺纱加工

1712 棉织造加工
指以棉纱、混纺纱、化学纤维纱为主要原料进行的机织物织

造加工

172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

1721 毛条和毛纱线加工
指以毛及毛型化学纤维为原料进行梳条的加工，按毛纺工艺

（精梳、粗梳、半精梳）进行纺纱的加工

1722 毛织造加工 指以毛及毛型化学纤维纱线为原料进行的机织物织造加工

173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

1731 麻纤维纺前加工和纺纱
指以苎麻、亚麻、大麻、黄麻、剑麻、罗布麻等为原料的纺

前纤维加工和纺纱加工

175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指经纬双向或经向以化纤长丝(不包括化纤短纤）为主要原

料生产的机织物

1751 化纤织造加工
指以化纤长丝(含有色长丝)为主要原料生产的机织坯布、色

织布

176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

1763 针织或钩针编织品制造
指除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以外的其他针织品或钩针编织品

的加工

177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

1779 其他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指以棉、麻、丝、毛及化学纤维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造毛

毯、桌布、台布、餐巾、擦布、洗碗巾等餐厨生活制品的其

他家用纺织制成品生产活动

178 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也称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包括帐篷等户外及庭院休闲用

品制造）

1781 非织造布制造

指定向或随机排列的纤维，通过摩擦、抱合或粘合，或者这

些方法的组合而相互结合制成的片状物、纤网或絮垫的生产

活动；所用纤维可以是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和无机纤维，也

可以是短纤维、长丝或直接形成的纤维状物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

191 1910 皮革鞣制加工

指动物生皮经脱毛、鞣制等物理和化学方法加工，再经涂饰

和整理，制成具有不易腐烂、柔韧、透气等性能的皮革生产

活动

193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

1931 毛皮鞣制加工
指带毛动物生皮经鞣制等化学和物理方法处理后，保持其绒

毛形态及特点的毛皮(又称裘皮)的生产活动

194 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 —

1942 羽毛（绒）制品加工 指用加工过的羽毛(绒)作为填充物制作各种用途的羽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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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品(如羽绒服装、羽绒寝具、羽绒睡袋等)的生产活动

20 木材加工业 —

202 人造板制造

指用木材及其剩余物、棉秆、甘蔗渣和芦苇等植物纤维为原

料，加工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细木

工板和木丝板等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及人造板二次加工装饰

板的制造

2021 胶合板制造

指具有一定规格的原木经旋（刨）切成单板，再经干燥、涂

胶、组坯、热压而成的符合国家标准及供需双方协定标准的

产品生产活动

2023 刨花板制造
指用木材碎料（包括木片）和其他植物纤维作原料，制成刨

花，经干燥、施胶，铺装成型，热压而成的产品生产活动

2029 其他人造板制造
包括非木质人造板、细工木板、胶合木等其他各类人造板的

制造

21 家具制造业

指用木材、金属、塑料、竹、藤等材料制作的，具有坐卧、

凭倚、储藏、间隔等功能，可用于住宅、旅馆、办公室、学

校、餐馆、医院、剧场、公园、船舰、飞机、机动车等任何

场所的各种家具的制造

211 2110 木质家具制造

指以天然木材和木质人造板为主要材料，配以其他辅料（如

油漆、贴面材料、玻璃、五金配件等）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

活动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

221 纸浆制造 指经机械或化学方法加工纸浆的生产活动

2211 木竹浆制造 —

2212 非木竹浆制造 —

222 造纸

指用纸浆或其他原料（如矿渣棉、云母、石棉等）悬浮在流

体中的纤维，经过造纸机或其他设备成型，或手工操作而成

的纸及纸板的制造

2221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

241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

2412 笔的制造 指用于学习、办公或绘画等用途的各种笔制品的制造

2444 运动防护用具制造
指用各种材质，为各项运动特制手套、鞋、帽和护具的生产

活动

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

25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

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指从天然原油、人造原油中提炼液态或气态燃料以及石油制

品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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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252 煤炭加工 —

2521 炼焦
指主要从硬煤和褐煤中生产焦炭、干馏炭及煤焦油或沥青等

副产品的炼焦炉的操作活动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26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

2611 无机酸制造 —

2612 无机碱制造 指烧碱、纯碱等生产活动

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

2619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

262 肥料制造 指化学肥料、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的制造

2621 氮肥制造
指矿物氮肥及用化学方法制成含有作物营养元素氮的化肥

的生产活动

2622 磷肥制造
指以磷矿石为主要原料，用化学或物理方法制成含有作物营

养元素磷的化肥的生产活动

2641 涂料制造
指在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中加入颜料、溶剂和辅助材料，经

加工后制成的覆盖材料的生产活动

2643 工业颜料制造
指用于陶瓷、搪瓷、玻璃等工业的无机颜料及类似材料的生

产活动

265 合成材料制造 —

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也称初级塑料或原状塑料的生产活动，包括通用塑料、工程

塑料、功能高分子塑料的制造

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

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指各种化学试剂、催化剂及专用助剂的生产活动

267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

2671 炸药及火工产品制造 指各种军用和生产用炸药、雷管及类似的火工产品的制造

268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

2681 肥皂及洗涤剂制造

指以喷洒、涂抹、浸泡等方式施用于肌肤、器皿、织物、硬

表面，即冲即洗，起到清洁、去污、渗透、乳化、分散、护

理、消毒除菌等功能，广泛用于家居、个人清洁卫生、织物

清洁护理、工业清洗、公共设施及环境卫生清洗等领域的产

品（固、液、粉、膏、片状等），以及中间体表面活性剂产

品的制造

2683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指用于口腔或牙齿清洁卫生制品的生产活动

2689 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指室内散香或除臭制品，光洁用品，擦洗膏及类似制品，动

物用化妆盥洗品，火柴，蜡烛及类似制品等日用化学产品的

生产活动

27 医药制造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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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271 2710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指供进一步加工化学药品制剂、生物药品制剂所需的原料药

生产活动

272 2720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指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诊断的化学药品制剂的制造

274 2740 中成药生产

以中药材为原料，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为了预防及治疗疾

病的需要，按规定的处方和制剂工艺将其加工制成一定剂型

的中药制品的生产活动

275 2750 兽用药品制造 指用于动物疾病防治医药的制造

276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指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的

制剂生产活动

2762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 —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

282 合成纤维制造
指以石油、天然气、煤等为主要原料，用有机合成的方法制

成单体，聚合后经纺丝加工生产纤维的活动

2821 锦纶纤维制造
也称聚酰胺纤维制造，指由尼龙 66 盐和聚己内酰胺为主要

原料生产合成纤维的活动

2822 涤纶纤维制造
是聚酯纤维制造的一种，指以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为原料

生产合成纤维的活动

2824 维纶纤维制造
也称聚乙烯醇纤维制造，指以聚乙烯醇为主要原料生产合成

纤维的活动

2826 氨纶纤维制造
也称聚氨酯纤维制造，指以聚氨基甲酸酯为主要原料生产合

成纤维的活动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291 橡胶制品业
指以天然及合成橡胶为原料生产各种橡胶制品的活动，还包

括利用废橡胶再生产橡胶制品的活动；不包括橡胶鞋制造

2911 轮胎制造 —

2912 橡胶板、管、带制造

指用未硫化的、硫化的或硬质橡胶生产橡胶板状、片状、管

状、带状、棒状和异型橡胶制品的活动，以及以橡胶为主要

成分，用橡胶灌注、涂层、覆盖或层叠的纺织物、纱绳、钢

丝（钢缆）等制作的传动带或输送带的生产活动

2913 橡胶零件制造 指各种用途的橡胶异形制品、橡胶零配件制品的生产活动

2914 再生橡胶制造 指用废橡胶生产再生橡胶的活动

2919 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

292 塑料制品业

指以合成树脂（高分子化合物）为主要原料，经采用挤塑、

注塑、吹塑、压延、层压等工艺加工成型的各种制品的生产，

以及利用回收的废旧塑料加工再生产塑料制品的活动；不包

括塑料鞋制造

2922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指各种塑料板、管及管件、棒材、薄片等生产活动，以及以

聚氯乙烯为主要原料，经连续挤出成型的塑料异型材的生产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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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2924 泡沫塑料制造
指以合成树脂为主要原料，经发泡成型工艺加工制成内部具

有微孔的塑料制品的生产活动

2926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指用吹塑或注塑工艺等制成的，可盛装各种物品或液体物

质，以便于储存、运输等用途的塑料包装箱及塑料容器制品

的生产活动

2927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指塑料制餐、厨用具，卫生设备、洁具及其配件，塑料服装，

日用塑料装饰品，以及其他日用塑料制品的生产活动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301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

3011 水泥制造

指以水泥熟料加入适量石膏或一定混合材，经研磨设备（水

泥磨）磨制到规定的细度，制成水凝水泥的生产活动，还包

括水泥熟料的生产活动

3012 石灰和石膏制造 —

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

3021 水泥制品制造 指水泥制管、杆、桩、砖、瓦等制品制造

3022 砼结构构件制造 指用于建筑施工工程的水泥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生产活动

3023 石棉水泥制品制造 —

3024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 指石膏板、石膏制品及类似轻质建筑材料的制造

303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指黏土、陶瓷砖瓦的生产，建筑用石的加工，用废料或废渣

生产的建筑材料，以及其他建筑材料的制造

3031 黏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指用黏土和其他材料生产的砖、瓦及建筑砌块的活动

3032 建筑用石加工
指用于建筑、筑路、墓地及其他用途的大理石板、花岗岩等

石材的切割、成形和修饰活动

3033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 指以沥青或类似材料为主要原料制造防水材料的活动

304 玻璃制造
指任何形态玻璃的生产，以及利用废玻璃再生产玻璃活动，

包括特制玻璃的生产

3041 平板玻璃制造 指用浮法、垂直引上法、压延法等生产平板玻璃原片的活动

305 玻璃制品制造
指任何形态玻璃制品的生产，以及利用废玻璃再生产玻璃制

品的活动

3054 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指餐厅、厨房、卫生间、室内装饰及其他生活用玻璃制品的

制造

307 陶瓷制品制造 —

3071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指用于建筑物的内、外墙及地面装饰或耐酸腐蚀的陶瓷材料

（不论是否涂釉）的生产活动，以及水道、排水沟的陶瓷管

道及配件的制造

308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 —

3081 石棉制品制造
指以石棉或其他矿物纤维素为基础，制造摩擦制品、石棉纺

织制品、石棉橡胶制品、石棉保温隔热材料制品的生产活动

309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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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指以炭、石墨材料加工的特种石墨制品、石墨烯、碳素制品、

异形制品，以及用树脂和各种有机物浸渍加工而成的碳素异

形产品的制造

3099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311 3110 炼铁
指用高炉法、直接还原法、熔融还原法等，将铁从矿石等含

铁化合物中还原出来的生产活动

312 3120 炼钢
指利用不同来源的氧（如空气、氧气）来氧化炉料（主要是

生铁）所含杂质的金属提纯活动

313 3130 钢压延加工

指通过热轧、冷加工、锻压和挤压等塑性加工使连铸坯、钢

锭产生塑性变形，制成具有一定形状尺寸的钢材产品的生产

活动

314 3140 铁合金冶炼
指铁与其他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金属或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合

金生产活动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321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指通过熔炼、精炼、电解或其他方法从有色金属矿、废杂金

属料等有色金属原料中提炼常用有色金属的生产活动

3211 铜冶炼
指对铜精矿等矿山原料、废杂铜料进行熔炼、精炼、电解等

提炼铜的生产活动

3216 铝冶炼
指对铝矿山原料通过冶炼、电解、铸型，以及对废杂铝料进

行熔炼等提炼铝的生产活动

323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指钨钼、稀有轻金属、稀有高熔点金属、稀散金属、稀土金

属及其他稀有稀土金属冶炼活动，但不包括钍和铀等放射性

金属的冶炼加工

3232 稀土金属冶炼 —

325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

3252 铝压延加工 指铝及铝合金的压延加工生产活动

33 金属制品业 —

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

3312 金属门窗制造
指用金属材料（铝合金或其他金属）制作建筑物用门窗及类

似品的生产活动

332 金属工具制造 —

3322 手工具制造
指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进行装配、安装、维修时使用的手

工工具的制造

333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

3333 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
指主要为商品运输或包装而制作的金属包装容器及附件的

制造

334 3340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

339 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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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9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指其他上述未包括的金属制品的制造；本类别还包括武器弹

药的制造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

341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

3411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指各种蒸汽锅炉、汽化锅炉，以及除同位素分离器以外的各

种核反应堆的制造

342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

3421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
指用于加工金属的各种切削加工数控机床及普通机床的制

造

343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指在工厂、仓库、码头、站台及其他场地，进行起重、输送、

装卸、搬运、堆码、存储等作业的机械设备以及车辆及其专

门配套件的制造

3432 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
指具有起升、行走等主要工作机构的各种起重机及其专门配

套件的制造

344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指泵、真空设备、压缩机，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类似机械

和阀门的制造

3443 阀门和旋塞制造
指通过改变其流道面积的大小，用以控制流体流量、压力和

流向的装置制造

345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

3452 滑动轴承制造
指将运转的轴与轴座之间的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从而减

少摩擦损失的一种精密的机械元件的制造

346 烘炉、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 —

3464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指用于专业生产、商业经营等方面的制冷设备和空调设备的

制造，但不包括家用空调设备的制造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

357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 —

3572 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制造
指用于土壤处理，作物种植或施肥，种植物收割的农业、园

艺或其他机械的制造

36 汽车制造业 —

361 汽车整车制造 —

3611 汽柴油车整车制造

指由传统燃料动力装置驱动，具有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

无架线的车辆，并主要用于载送人员和（或）货物、牵引输

送人员和（或）货物的车辆制造

367 367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指机动车辆及其车身的各种零配件的制造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

371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

3712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
指非高铁、动车机组的铁路机车制造，以及用于运送旅客和

用以装运货物的客车、货车及其他铁路专用车辆的制造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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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电机制造 —

3811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指发电机及其辅助装置、发电成套设备的制造

3812 电动机制造 指交流或直流电动机及零件的制造

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

3821 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指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等电力电子设备和互感器的制造

3823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指用于电压超过 1000V的，诸如一般在配电系统中使用的接

通及断开或保护电路的电器，以及用于电压不超过 1000V的，

如在住房、工业设备或家用电器中使用的配电开关控制设备

及其零件的制造

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

3831 电线、电缆制造
指在电力输配、电能传送，声音、文字、图像等信息传播，

以及照明等各方面所使用的电线电缆的制造

384 电池制造

指以正极活性材料、负极活性材料，配合电介质，以密封式

结构制成的，并具有一定公称电压和额定容量的化学电源的

制造；包括一次性、不可充电和二次可充电，重复使用的干

电池、蓄电池（含太阳能用蓄电池）的制造，以及利用氢与

氧的合成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即燃料电池制造；不包括利用

太阳光转换成电能的太阳能电池制造

3843 铅蓄电池制造
指以铅及氧化物为正负极材料，电解液为硫酸水溶液的电池

制造

38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指使用交流电源或电池的各种家用电器的制造

3851 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 —

3857 家用电力器具专用配件制造 指家用电力器具专用配件的制造，不包括通用零部件制造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

441 电力生产 —

4411 火力发电 不包括既发电又提供热力的活动

4417 生物质能发电
指主要利用农业、林业和工业废弃物，甚至城市垃圾为原料，

采取直接燃烧或气化等方式的发电活动

443 4430 热力生产和供应

指利用煤炭、油、燃气等能源，通过锅炉等装置生产蒸汽和

热水，或外购蒸汽、热水进行供应销售、供热设施的维护和

管理的活动，包括利用地热和温泉供应销售的活动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45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指利用煤炭、油、燃气等能源生产燃气，或外购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等燃气，并进行输配，向用户销售燃气的活动，以及

对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输配及使用过程中的维修和管

理活动

4513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E 建筑业 —

47 房屋建筑业
指房屋主体工程的施工活动；不包括主体工程施工前的工程

准备活动

50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

501 建筑装饰和装修业
指对建筑工程后期的装饰、装修、维护和清理活动，以及对

居室的装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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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零售业 指商品在流通环节中的批发活动和零售活动

52 零售业

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门零售商店、品牌专卖店、售货

摊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如居民等）的销售活动，以互联

网、邮政、电话、售货机等方式的销售活动，还包括在同一

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面销售的店铺（如面包房）；谷物、

种子、饲料、牲畜、矿产品、生产用原料、化工原料、农用

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乘用车、计算机及通信设备除外）等

生产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活动；多数零售商对其销售的货

物拥有所有权，但有些则是充当委托人的代理人，进行委托

销售或以收取佣金的方式进行销售；零售业按销售渠道分为

有店铺零售和无店铺零售，其中有店铺零售分为综合零售和

专门零售

521 综合零售 —

G 仓储业 —

59 仓储业

指装卸搬运活动和专门从事货物仓储、货物运输中转仓储，

以及以仓储为主的货物送配活动，还包括以仓储为目的的收

购活动

593 5930 低温仓储 指对冷藏冷冻物品等低温货物的仓储活动

H 住宿和餐饮业 —

61 住宿业

指为旅行者提供短期留宿场所的活动，有些单位只提供住

宿，也有些单位提供住宿、饮食、商务、娱乐一体的服务，

本类不包括主要按月或按年长期出租房屋住所的活动

611 6110 旅游饭店
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的旅游饭店和具有同等质量、水平

的饭店活动

62 餐饮业
指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

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

621 6210 正餐服务
指在一定场所内提供以中餐、晚餐为主的各种中西式炒菜和

主食，并由服务员送餐上桌的餐饮活动

622 6220 快餐服务 指在一定场所内或通过特定设备提供快捷、便利的餐饮服务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78 公共设施管理业 —

782 7820 环境卫生管理

指城乡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管理等

活动，以及对公共厕所、化粪池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理

和处置、管理等活动

784 7840 绿化管理 指城市绿地和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管理活动

786 游览景区管理

指对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景观、人文景物的管理和保护活

动，以及对环境优美，具有观赏、文化或科学价值的风景名

胜区的保护和管理活动；包括风景名胜和其他类似的自然景

区管理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80 居民服务业 —

803 8030 洗染服务 指专营的洗染店的服务，含各种干洗、湿洗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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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8040 理发及美容服务 指专业理发、美发、美容、美甲等保健服务

805 洗浴和保健养生服务 —

81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

811 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 —

P 教育 —

83 教育 —

831 8310 学前教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对学龄前幼儿进行保育和教

育的活动

832 初等教育
指《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小学教育以及成人小学教育（含扫

盲）的活动

833 中等教育 —

834 高等教育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84 卫生 —

841 医院 —

842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

85 社会工作 指提供慈善、救助、福利、护理、帮助等社会工作的活动

851 提供住宿社会工作 指提供临时、长期住宿的福利和救济活动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88 文化艺术业 —

882 8820 艺术表演场馆
指有观众席、舞台、灯光设备，专供文艺团体演出的场所管

理活动

883 图书馆与档案馆 —

885 8850 博物馆

指收藏、研究、展示文物和标本的博物馆的活动，以及展示

人类文化、艺术、体育、科技、文明的美术馆、艺术馆、展

览馆、科技馆、天文馆等管理活动

89 体育 —

892 体育场地设施管理
指可供观赏比赛的场馆和专供运动员训练用的场地设施管

理活动

893 8930 健身休闲活动
指主要面向社会开放的休闲健身场所和其他体育娱乐场所

的管理活动

90 娱乐业 —

901 室内娱乐活动 指室内各种娱乐活动和以娱乐为主的活动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

92 国家机构 —

922 国家行政机构
指国务院及所属行政主管部门的活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及所属各工作部门的活动；乡（镇）级地方人民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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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行政管理部门下属的监督、检查机构的活动

U 生活 —

981 写字楼
指在统一的物业管理下，由一种或数种单元办公平面组成的

租赁办公建筑

982 城镇居民生活 —

983 农村居民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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