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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党

的十九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位，

紧紧围绕区委确定的“一条主线、四个重点”战略任务，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立足新时代、新方位，落实新部署、新要求，实现新

作为、新发展，确保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 

一、人口 

2017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85.1万人，较 2016 年末减少 2.7

万人，降幅为 3.1%。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17.8 万人，较 2016

末减少 1.4万人，降幅为 7.3%，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20.9%。常

住人口密度为 2.03 万人/平方公里，较上年减少 0.06 万人/平方

公里。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96.7万人。 

表 1 2017 年末常住人口及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常住人口 85.1 100.0 

 按性别分：男性 41.0 48.2 

      女性 44.1 51.8 

 按年龄组分：0-14岁 8.3 9.8 

       15-64岁  63.0 74.0 

       65岁及以上 13.8 16.2 

       60岁及以上 18.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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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 年-2017 年常住人口情况 

 

 

 

 

 

 

 

 

二、综合经济 

经济总量：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42.7亿元，

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6.3%，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159.6 亿元，增长 6.7%，占经济总量的 96.3%；第二产业实现

增加值 83.1 亿元，下降 2.8%，占全区 GDP 的 3.7%。 

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59273 元（按

年平均汇率折合 38406美元）。 

从行业看，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511.7 亿元，增长 5.8%，占

经济总量比重为 22.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

增加值 265.3亿元，增长 12.4%，绝对量居第二位，占全区比重

11.8%。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242.9亿元，增长 12%，

占全区总量的 10.8%；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225.6亿元，

增长 2.6%，绝对量占全区比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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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7 年东城区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 
绝对量       

（亿元） 

不变价增速  

（±％） 

比重           

（%） 

地区生产总值 2242.7  6.3  100.0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83.1  -2.8  3.7  

  第三产业 2159.6  6.7  96.3  

按行业分： 
   

  工业 39.7  -5.0  1.8  

  建筑业 43.4  -0.6  1.9  

  批发和零售业 224.7  5.1  1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3.5  6.6  1.9  

  住宿和餐饮业 63.1  2.2  2.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65.3  12.4  11.8  

  金融业 511.7  5.8  22.8  

  房地产业 135.6  -1.8  6.0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225.6  2.6  10.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42.9  12.0  10.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5  14.2  0.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1.0  2.7  0.5  

  教育 73.6  17.1  3.3  

  卫生和社会工作 95.6  6.3  4.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3.4  1.4  4.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61.1  9.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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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 年-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注：地区生产总值为下算一级指标，根据北京市统计局要求，从 2016年起，不再反馈和使用

现价增速，统一使用不变价增速。数据已修订为含研发的数据。 

财政：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7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其中，增值税完成 45.4亿元，增长 5.6%；企业所得税完

成 45.5亿元，增长 39%；营业税完成 0.1亿元，下降 99.5%；房

产税完成 26.1亿元，增长 28.7%；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11.9亿

元，下降 9.5%。 

图 3  2017 年东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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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不含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43.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6%。教育支出、城乡社区支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是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主要方向，分别支出 63.6亿元、

57.1亿元、41.4亿元，占比达到 66.5%。 

图 4  2013 年-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长速度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84.7亿

元，同比增长 7.6%。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46 亿元，同比

下降 13.2%，占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6.2%。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面积 204.2 万平方米，其中，房地产

开发施工面积 154.9 万平方米；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竣工面积 38

万平方米，其中，房地产开发竣工面积 33.8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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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3 年-2017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长速度 

 

 

 

 

 

 

 

 

消费：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98.9 亿元，同比增

长 5.0%，限额以上单位实现零售额 926.2亿元，比上年增长 4.3%，

占全区零售额的 84.3%。按行业分，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660.6亿

元，比上年增长 4.9%；批发业实现零售额 333.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4.4%；住宿业实现零售额 2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餐

饮业实现零售额 82.9亿元，比上年增长 7.6%。 

图 6  2013 年-2017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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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2017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51家，其中，中外

合资 9家，外商独资 42家。全年实现合同利用外资 5.7亿美元，

同比下降 59.6%；实现实际利用外资 5.8亿美元，同比增长 15.7%。

全年实现进出口额 1012.4亿元，增长 11.5%。其中，进口额 811.1

亿元，同比增长 9.8%；出口额 201.3 亿元，增长 19.2%。 

图 7  2013 年-2017 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情况 

 

 

 

 

 

 

 

园区发展：截止到 11 月末，中关村东城园区拥有规模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 188 家，同比增长 10.6%；累计实现总收入 1875.6

亿元，同比增长 25.9%；累计实现出口总额 12.6 亿美元，同比

增长 89%。 

三、主要行业 

工业：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现价工业总产值 173.4亿

元，同比增长 3.1%；实现工业销售产值 166.3亿元，增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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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3 年-2017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情况 

 

 

 

 

 

 

 

 

注：2017年工业总产值计算增速时调整了同期数据。 

建筑业：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674.8 亿元，同比增长 7.4%。本年新签合同

额 1098.8亿元，同比增长 50%。 

图9  2013年-2017年具有资质等级及以上的建筑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情况 

 

 

 

 

 

 

 

 

批发和零售业：全区批发零售业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825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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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长 8.4%。其中，批发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7216.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8.8%；零售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1040.5亿元，比

上年增长 6.4%。 

住宿和餐饮业：全区住宿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183.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9%。其中，住宿业营业额 91.5亿元，比上年增长 7.4%；

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91.7亿元，比上年增长 8.5%。 

金融业：年末全区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15026.5亿

元，比上年末下降 0.1%，占北京市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

额的比重为 11.1%。其中，单位存款 10213.7 亿元，个人存款

2666.3 亿元，其他存款 2146.5亿元。全区中资金融机构实现人

民币贷款余额 6446.2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1.5%，占北京市中

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 10.8%。境内贷款 6440.8 亿元，

其中短期贷款 2579.9亿元，中长期贷款 3738.8亿元。 

表 3  2017 年东城区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情况表 

指标 年末数（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 15026.5 -0.1 

  单位存款 10213.7 6.7 

  个人存款 2666.3 1.6 

  其他存款 2146.5 -24.5 

各项贷款 6446.2 11.5 

  境内贷款 6440.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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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业：全年实现商品房销售额 46.2 亿元，比上年

下降 19.6%。其中，住宅销售额 32.3 亿元，办公楼销售额 12.3

亿元，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 1.5亿元，其他房屋销售额 0.1亿元。

商品房销售面积 7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5.2%。 

四、城市环境 

能源消耗：2017年，东城区能源消费总量为 293.43 万吨标

准煤，同比增长 0.21%。其中，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 204.67 万

吨标煤，比上年下降 0.41%；第二产业能源消费量 9.90 万吨标

煤，比上年下降 10.02%；居民生活用能 78.86 万吨标煤，比上

年增长 3.36%。万元 GDP 能耗为 0.1308 吨标准煤，按不变价格

计算，比上年同期下降 5.75%。 

环境保护：全区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达到 60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22.1%；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下

降率分别为 27.3%、7.8%、6.3%；降尘量年平均值为 5.0 吨/月〃平

方公里；建成区区域噪声平均值为 53.3 分贝；工业废水排放达

标率、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锅炉烟气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

物处置利用率为 100%。 

2017年，全区建成区绿地覆盖面积 1384.92 公顷，建成区

绿化面积 1101.33 公顷，其中，公园绿地 628.06公顷，城市绿

化覆盖率 33.08 %，人均绿地面积 12.94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7.38 平方米,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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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3 年-2017 年东城区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情况 

 

 

 

 

 

 

 

五、城市建设和社会安全 

道路：2017年末，全区实有道路 1118条，道路总里程 439 

公里，道路总面积 479（不含步道）万平方米。其中，快速路 9 

条，快速路里程 16 公里，快速路面积 29 万平方米。年末全区

实有步道长度 652 公里，步道面积 168万平方米。 

安全生产：2017，全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起，亡 4 人；发

生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6起，亡 6人；未发生生产经营性火

灾亡人事故和铁路交通亡人事故。 

六、社会事业 

科技：全区技术合同交易成交项目 3382项，合同成交总金

额 475.2 亿元，其中，技术交易额 433.5 亿元。全年专利申请量

9903件，专利授权量 6447件。 

教育：截至 2017年 9 月，全区教育部门办学校共计 136所，

其中，普通中学 38 所，在校学生 35760 人，招生 12687 人，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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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11132 人；职业高中 3 所，在校学生 1604 人，招生 174 人，

毕业 888 人；小学 63 所，在校学生 55600 人，招生 10035 人，

毕业 8379 人；特殊教育学校 2 所，在校学生 186 人；工读学校

1 所，在校学生 120 人；幼儿园 25 所，在园幼儿 10637 人；成

人教育单位 4 所，在校学生 5547 人。全区另有民办、其他形式

办学校 35所，其中，普通中学 3所，在校学生 265 人，招生 109

人，毕业 36人；职业教育学校 3所，在校学生 113 人，招生 25

人，毕业 32 人；幼儿园 29所，在园幼儿 6083 人。 

图 11  2013-2017 年普通中学、小学、幼儿园在校人数 

 

 

 

 

 

 

 

 

文化：2017年末全区共有公共图书馆 2个，建筑面积 1.648

万平方米，公共图书馆总藏书数 149.9084万册（件），阅览座席

884 个，全年外借人次 42.0492万人次，外借册次 60.7887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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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全年举办讲座、报告会 223 次，举办展览 14 次，组织文

艺活动 428次。 

全区共有文物保护单位 163 个，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35 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70 个，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58 个。 

卫生：2017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579 个，其中，医院 65

个，实有床位 11296 张，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26554人，其中，执

业（助理）医师 10518人，注册护士 10836 人。全年诊疗人次数

2541.98万人次，其中，门诊人次数 2430.93万人次。平均期望

寿命 84.28岁。 

图 12  2013-2017 年年末卫生技术人员人数 

 

 

 

 

 

 

 

体育：2017 年末全区共有体育场馆 99 个，其中，体育场 3

个，体育馆 14个，游泳场馆 66个，其他 16 个，体育设施 2756

件，全年举办体育活动 247次，参加体育活动人次 40 万人次。 

年末全区共有裁判 1447 人，其中，国际级裁判员 8 人、国

家级裁判员 9人、一级裁判员 124 人、二级裁判员 744人、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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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 562人，教练员 77人，输送运动员获奖牌总数 1007块，

其中，国际级比赛奖牌 5 块，国内级比赛奖牌 44 块，省市级比

赛奖牌 958块。 

图 13  2013-2017 年拥有裁判员人数 

 

 

 

 

 

 

 

 

七、就业保障与居民生活 

就业：全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28306 人，年末实有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 4693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0.87%，失业人员再就业

10139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为 65.93%。 

社会保障：全区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

育保险人数分别为 143.86万人、161.83万人、111.84 万人、94.5

万人和 93.48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14 万人、1.3 万人、

3.05万人、2.82万人和 1.62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0.8%、0.81%、

2.8%、3.08%和 1.76%。 

全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为 7271 个，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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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11810 人，城市低保资金实际支出

13489.2万元。 

年末全区各类收养性单位 16 家，床位 1130张，收养各类人

员 733人。 

图 14  2013-2017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居民生活：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0289元，比上年

增长 6.4%；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6154 元，比上年增长 5.1%；恩

格尔系数为 21.9%，比上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 

图 15  2013 年-2017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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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 10116元，比上年下降

1.7%；衣着支出 2936 元，比上年下降 7.4%；居住支出 15737 元，

比上年增长 10.0%；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 2801 元，比上年增长

4.6%；医疗保健支出 3127 元，比上年增长 13.1%；交通通信支

出 5056 元，比上年增长 5.8%；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4849 元，比

上年增长 9.5%；其他用品和服务支出 1532元，比上年增长 2.1%。 

图 16  2017 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 

 

 

 

 

 

 

 

 

 

公报注释： 

1．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为初步核算数，地区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各

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均为不变价增速，与上年相比的增速为 2017 年初步

核算数与 2016年最终核实数比较的结果。 

2．地区生产总值产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2年制定的《三次产业

划分规定》，行业划分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3．恩格尔系数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食品烟酒 21.9% 

衣着 6.4% 

居住 34.1% 

生活用品及
服务 6.1 %

交通通信 11.0% 

教育文化娱
乐 10.5% 

医疗保健 6.8% 其他用品和服
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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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疗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等相关数据均不含部队医院数据。 

5．公报中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

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东城区公安分局；财政数据来自东城区财

政局；对外经贸数据来自东城区商务委员会；道路数据来自东城区城市综

合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数据来自东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环境保护

数据来自东城区环境保护局；科技数据来自东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

数据来自东城区教育委员会；文化数据来自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卫生数据

来自东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育数据来自东城区体育局；就业和

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东城区民政局；其他数

据来自东城区统计局、东城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