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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

也是朝阳区建区 60 周年。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的发

展理念，加快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环境质量改善，

民生福祉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各项事业取得了新成绩。 

 

一、综合经济 

◇ 经济增长 

据初步核算数据显示：朝阳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6093.5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6.5%。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5%；第二产业增加值 404.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3.3%；第三产业增加值 568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三

次产业结构为 0.03：6.63：93.34。按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

GDP 达到 1659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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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金融 

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其中，

国内增值税 16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企业所得税 126.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7%；房产税 9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4%；城市维护

建设税 4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四项税种共完成 436.7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1.8%。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6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其中，用

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公共安全、城乡社区、农林水支出分别为

158.3 亿元、96.7 亿元、66.5 亿元、63.4 亿元和 50.2 亿元，增速依次

为 7.8%、-0.2%、21.3%、10.8%和 27.2%。上述五项支出合计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 77.3%。 

年末全区中资银行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4855.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4.6%。其中，单位存款余额 1295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储

蓄存款余额 499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全区中资银行人民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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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贷款余额 990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0%。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640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6%；短期贷款余额 3331.0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1.2%。 

◇ 消费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79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限额以上企业中，汽车及配件销售企业实现零售额 637.9 亿元，

比上年下降 15.2%；家用电器、计算机及电子产品销售企业实现零售

额 45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综合零售企业实现零售额 388.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9%；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17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石油及制品销售企业实现零售额 12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

互联网零售实现零售额 10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4%；医药及医疗

器材销售企业实现零售额 9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1%。  

◇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7.5%。其中，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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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比上年下降 13.0%。民间投资比上年下降 20.3%。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下降 17.5%。其

中，交通运输领域完成投资比上年下降 11.3%；公共服务业领域完成

投资比上年下降 5.9%；能源领域完成投资比上年下降 38.4%。 

房地产开发投资中，住宅投资比上年增长 7.0%；办公楼投资比

上年下降 26.4%；商业营业用房投资比上年下降 9.2%。 

从产业投资看，第二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 35.2%；第三产业投资

比上年下降 17.1%。 

◇ 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1928.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3.3%。其中，

出口 181.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8.6%；进口 1747.5 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33.8%。 

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750 家；新增跨国公司总部 5 家。全年批

准合同外资额 98.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08.4%；实际利用外资 39.7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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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及重点产业发展 

◇ 农业 

农林牧渔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5.7%，占全

区 GDP 的 0.04%。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9940.5 万元，比上年增长 50.1%。

其中，农业产值 2420.1 万元，比上年下降 51.3%；林业产值 43255.8

万元，比上年增长 88.7%；畜牧业产值 132.1万元，比上年下降 53.4%；

渔业产值 1128.2 万元，比上年下降 46.2%。 

全区共有农业观光园 11 个，接待旅游人数 54.5 万人次，观光园

总收入 5.1 亿元。民俗旅游接待户 30 户，接待旅游人数 1100 人次。

设施农业实现收入 1807.1 万元，比上年下降 35.6%；已利用设施农业

占地面积 909.5 亩，比上年下降 40.4%。 

◇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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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32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占全区 GDP

的 5.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74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实现销售产值 73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7%；实现出口 1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从内部结构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 20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0%；开采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实现工业总产值 106.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3%；医药制造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 87.5 亿元，比上年下降 9.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 7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 5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5%。上述五大行业共实现工

业总产值 536.5 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 72.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33.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4.3%；实现利润 71.3 亿元，比上年下降 16.3%。 

◇ 建筑业 

建筑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5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占全区

GDP 的 2.6%。 

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1556.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1%。其中，在京内完成产值 675.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2%；在京外完成产值 88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0%。

全年累计签订合同额 391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9%。房屋建筑施工

面积 8941.1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2.1%。 

◇ 批发和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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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08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0.4%，

占全区 GDP 的 17.7%。 

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7165.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0%；实现利润 67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1%。 

◇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471.4 亿元，比上年下降 6.9%，占全区

GDP 的 7.7%。 

全年房屋施工面积 2235.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3.6%，其中政

策性住房 841.1 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 142.8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

降 39.6%，其中政策性住房 75.9 万平方米。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40.2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60.7%，其中住

宅销售面积 32.1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58.6%；商品房销售额 283.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5.3%，其中住宅销售额 266.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0.6%。 

◇ 商务服务业 

全年规模以上商务服务业单位实现收入 3942.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5.1%。其中，组织管理服务实现收入 1065.4亿元，比上年增长 1.7%；

广告业实现收入 79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人力资源服务实现收

入 74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8%。 

全年规模以上商务服务业单位实现利润 1208.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49.9%。其中，组织管理服务实现利润 111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5%；法律服务实现利润 3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7%；综合管理



- 8 - 

 

服务实现利润 24.2 亿元，比上年下降 53.4%。 

◇ 文化及相关产业 

全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实现收入 2267.3 亿元，与上

年持平。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分别实

现收入 893.4 亿元、372.4 亿元和 264.6 亿元，增速分别为 6.0%、2.9%

和-18.9%。 

全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实现利润 77.1 亿元，比上年

下降 43.7%。其中，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分别实现利润 87.0 亿元、21.3 亿元和 18.6 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1.8%、-16.4%和-20.3%。 

◇ 金融业 

金融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77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占全区

GDP 的 12.7%。 

全年金融业单位实现收入3845.7亿元，比上年下降11.7%。其中，

保险业、货币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服务分别实现收入 2683.2 亿元、

649.3 亿元和 157.3 亿元，增速分别为-19.2%、17.3%和-8.0%。全年

金融业单位实现利润 2190.3 亿元，比上年下降 16.7%。其中，保险业、

货币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服务分别实现利润 1570.7 亿元、330.7 亿元

和 30.5 亿元，增速分别为-21.2%、5.2%和-53.7%。 

 

三、功能区发展 

◇ CBD 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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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功能区全年完成投资比上年下降 58.7%。全年 CBD 功能区

商务服务业单位实现收入 305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占全区商

务服务业收入的 77.5%；金融业单位实现收入 3590.9 亿元，比上年下

降 12.9%，占全区金融业收入的 93.4%。全年 CBD 功能区限额以上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069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0.7%，占

全区批发和零售业营业收入的 62.3%。 

按北京商务中心区（CBD）范围统计，CBD 全年完成投资比上

年下降 36.6%；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76.0亿元，比上年增长 6.6%。

全年 CBD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实现收入 543.4 亿元，比上

年下降 3.4%，占全区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的 24.0%；金融业单位实

现收入 185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占全区金融业收入的 48.3%；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693.0 亿元，比上年下降

6.6%，占全区批发和零售业营业收入的 15.7%。 

◇ 电子城功能区 

电子城功能区全年完成投资比上年下降 10.2%。功能区内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95.9 亿元，比上年下降 9.3%，占全区工

业总产值的 26.4%。全年电子城功能区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257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占全区批发和零售业营

业收入的 15.0%。 

1-11 月中关村朝阳园规模（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总收入 5332.6

亿元，同比增长 19.2%。其中，技术收入和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1148.9

亿元和 533.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0.8%和 0.1%。实现利润 595.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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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 37.6%。实现工业总产值 397.8 亿元，同比增长 12.8%。

其中，新产品产值 115.5 亿元，同比下降 9.5%。 

◇ 奥运功能区 

奥运功能区全年完成投资比上年下降 60.2%。全年奥运功能区规

模以上商务服务业单位实现收入 26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9.9%，占全

区商务服务业收入的 6.7%；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实现收入

48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占全区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的 21.5%。

全年奥运功能区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949.4 亿

元，比上年下降 0.9%，占全区批发和零售业营业收入的 17.2%。 

 

四、人口、就业和人民生活 

◇ 人口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360.5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3.4 万人，比上年

下降 3.6%。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157.9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0.9 万

人，比上年下降 6.5%，占常住人口的 43.8%。从性别构成看，男性

人口 182.0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50.5%；女性人口 178.5 万人，占常

住人口的 49.5%。从年龄构成看，0-14 岁人口 33.7 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 9.3%；15-64 岁人口 284.0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78.8%；65 岁及

以上人口 42.8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11.9%。常住人口中：全年出生人

数 33871 人，出生率为 9.22‰；死亡人数 20212 人，死亡率 5.50‰；

自然增长率为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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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211.7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9 万人，比上年

增长 0.9%。全区计划生育率为 99.59%。 

◇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0.72%，较上年末下降 0.09 个百分点。

全年开发就业岗位 12.2 万个，比上年增长 14.9%。城乡登记失业人员

现就业人数 2.1 万人，比上年下降 6.9%。 

年末全区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人

数分别为 348.9 万人、370.9 万人、269.2 万人、247.9 万人和 238.6 万

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6.7%、7.1%、7.8%、7.8%和 8.9%。城镇社会保

险各项基金征缴额达 85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0%；各项基金收缴

率均达到 99.85%以上。全区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2.9

万人，比上年下降 3.7%。全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11663

人，比上年下降 6.9%；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总金额为 1502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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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5.3%。 

◇ 居民生活 

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0746 元，比上年增长 9.1%。其

中，人均工资性收入 41659 元，比上年增长 10.5%；人均财产净收入

14189 元，比上年增长 9.9%；人均转移净收入 14353 元，比上年增长

14.5%；人均经营净收入 545 元，比上年下降 67.9%。 

全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44849 元，比上年增长 7.9%。其中，

居住、食品烟酒和交通通信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位居前三，

比重分别为 38.0%、20.2%和 10.6%；医疗保健、食品烟酒和居住支

出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 22.5%、10.9%和 10.7%。居民恩格尔系数

为 20.2%。截至年末，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 54 辆，计算机 96 台，

空调 194 台，移动电话 222 部。 

 

五、社会事业 

◇ 科技 

全年专利申请量 37703 件，比上年增长 10.8%；专利授权量 22304

件，比上年增长 14.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21754 件，比上年增

长 11.9%；授权量 9040 件，比上年增长 1.2%。全年技术市场成交量

7384 项，比上年增长 12.7%；技术合同成交额 1035.3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1.3%。 

◇ 教育 

年末全区共有幼儿园 270 所，在园幼儿 82723 人，示范幼儿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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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25.6%，一级（优质）幼儿园比例为 61.5%，学前三年入园率为

96.7%。 

全区共有普通小学 83 所，当年招生 28666 人，在校生 143429 人，

毕业生 17652 人；小学入学率 100%，小学规范建设硬件达标率 100%；

拥有教职工 7515 人，其中专任教师 7050 人。 

全区共有普通中学 89 所，当年招生 17516 人，在校生 49151 人，

毕业生 12377 人；初中入学率 100%，初中毕业率 99.92%，初中校硬

件办学标准达标率 100%；高中录取率 93.90%，高中毕业率 97.18%；

拥有教职工 13948 人，其中专任教师 11325 人。 

全区共有职业高中 5 所，当年招生 647 人，在校生 4422 人，毕

业生 2063 人；拥有教职工 899 人，其中专任教师 712 人。 

◇ 文化 

年末全区共有公共图书馆 3 个，社区图书馆 46 个，图书馆馆藏

图书达 387.3 万册。全区共有博物馆 36 个，电影院 60 个，街乡级文

化服务中心 43 个，社区（村）文化活动室覆盖率 98%。广泛开展基

层文化演出，公益性演出 8661 场次；基层数字电影放映 1460 场次；

文化广场达到 260 个。 

◇ 卫生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1641 个。其中，医院 168 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48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200 个。共有床位 23669 张，卫生

技术人员 52034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21167 人，注册护士

22234 人。婴儿死亡率 2.37‰，比上年下降 0.09 个千分点；每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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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142.74 例，比上年增加 4.08 例；人均期望寿命

82.71 岁，比上年提高 0.14 岁。 

◇ 体育 

年末全区共有体育场地 1632 个；组织各项体育活动参与人数

138.0 万人；全民健身工程 1825 个，比上年增加 95 个；全民健身工

程面积 168.7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3.6 万平方米。获得市级以上奖

牌 595 枚，比上年减少 278 枚。其中，金牌 235 枚，银牌 195 枚，铜

牌 165 枚。 

 

六、资源、环境与城市管理 

◇ 能源消耗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902.28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1.83%。其中，第一产业能源消费量 1.07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13.13%；第二产业能源消费量 107.89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4.02%；

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 497.00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0.75%；生活用

能 296.32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2.94%。全区万元 GDP 能耗 0.1481

吨标准煤，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下降 4.34%。 

◇ 环境保护 

全区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平均浓度（PM10）为 83 微克/立方米，

比上年增长 1.2%。空气中细颗粒物平均浓度（PM2.5）52 微克/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 10.3%。平均每月降尘量 8.9 吨/平方公里，比上年增

长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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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卫 

年末全区共有密闭压缩式垃圾转运站 251个，比上年减少 30个；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全区共有公共卫生间 1032 个，比上

年增加 37 个；公共卫生间达标率为 100%。 

◇ 道路 

年末全区城市道路总长度 2001.0 公里，比上年增加 61.0 公里。

其中快速路 240.0 公里。新改扩道路长度 48.7 公里。其中，新建、改

建和大中修道路分别为 5.1 公里、1.9 公里和 41.7 公里。路网密度达

到每平方公里 4.2 公里。 

◇ 安全生产 

全年共发生非正常死亡事故 156起，非正常事故死亡人数 178人。

其中，生产安全事故 12 起，死亡 14 人；公共安全事故 144 起，死亡

164 人。 

 

公报注释： 

    1．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增加值、能源消费量和万元GDP能耗数据为北

京市统计局反馈的初步核算数据，正式数据以《2019年朝阳区统计年鉴》为准。 

    2．本公报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各产业、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

度按不变价计算。按照北京市统计局部署，2017年3季度开始各区县实施地区研发支

出核算方法改革，将研发支出未计入地区生产总值（GDP）部分进行补充核算。根

据北京统计局反馈的核算结果，朝阳区2010年以来各年度GDP总量予以相应调整。 

    3．除特殊说明外，本公报中所有增长速度指标均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4．本公报中如无特殊注明均为区域口径。 

5．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按照国家统计局有关制度规定进行了修订，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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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按照可比口径计算。 

6．本公报中涉及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工业总产值为快报数据，正式数据以《2019

年朝阳区统计年鉴》为准。 

    7．规模以上工业划分标准：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业划分标准：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法人单位，年

经营性单位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产业活动单位，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

上的批发业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零售业划分标准：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

的零售业法人单位，年经营性单位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年营

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住宿业划分标准：星级饭店和

星级饭店以外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业法人单位，年经营性单位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业产业活动单位，年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业个体经

营户。限额以上餐饮业划分标准：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餐饮业法人单位，

年经营性单位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年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

上的餐饮业个体经营户。规模以上服务业划分标准：（１）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年末

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或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2）

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或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年收入合计1000万元及以上的

服务业法人单位。 

    8．CBD功能区、电子城功能区和奥运功能区数据按照朝阳区“十一五”规划确定

的范围计算。CBD功能区：按照区“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统计口径，CBD功能区地

域范围包括建外、朝外、呼家楼、三里屯、六里屯、麦子店、团结湖、八里庄、双

井、劲松、潘家园、左家庄、东风、高碑店、平房、南磨房北部、太阳宫南部17个

街道和地区办事处；电子城功能区：按照区“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统计口径，电子

城功能区地域范围包括望京、来广营东部、酒仙桥、将台、东坝、崔各庄西部6个街

道和地区办事处及望京高新技术产业区；奥运功能区：按照区“十一五”规划确定

的统计口径，奥运功能区地域范围包括奥运村、大屯、亚运村、来广营西部、安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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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街、小关、香河园、太阳宫北部9个街道和地区办事处；北京商务中心区（CBD）

地域范围涉及建外、呼家楼、六里屯、八里庄、高碑店五个街乡，包括南郎家园社

区、北郎家园社区、永安里社区、光华里社区、建国里社区、秀水社区、北郎东社

区、永安里东社区、金台里社区、小庄社区、关东店北街社区、核桃园社区、呼家

楼北社区、呼家楼南社区、金台社区、东大桥社区、关东店社区、新街社区、道家

园社区、甜水园社区、红庙社区、红庙北里社区、延静里社区、华贸中心社区、八

里庄社区25个社区。功能区数据不包含直报北京市统计局的保密单位数据。北京商

务中心区（CBD）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采用限额以上法人口径进行核算。 

    9．人口数据中，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常住人口性别构成和年龄构成、常

住人口出生人数、出生率、死亡人数、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为北京市统计局反馈数

据；户籍人口取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计划生育率取自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10．本公报部分指标数据取自朝阳区教育委员会、朝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朝阳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朝阳区商务委员会、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朝阳区财政局、朝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朝阳区体育局、朝阳区环境保护局、朝阳区民政局、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提供的

相关数据；相关指标增长速度以上述部门上报数据表中的计量单位为准计算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