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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 2016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6 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

落实密云生态涵养发展区工作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密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一、人口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48.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4 万人。

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7.2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14.9%。

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27.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7.1%。

常住人口出生率 8.91‰，死亡率 9.2‰。

表 1 2016 年末常住人口及构成

指 标 人数（万人） 比重（%）

常住人口 48.3 100.0

按城乡分：城镇 27.6 57.1

乡村 20.7 42.9

按性别分：男性 24.7 51.1

女性 23.6 48.9

按年龄组分：0-14 岁 5.5 11.4

15-59 岁 33.5 69.4

60 岁及以上 9.3 19.3

其中：65 岁及以上 5.7 11.8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43.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25 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 18.9 万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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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 年末分地区户籍人口

地 区
户数

（户）

人数

（人）

非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

男性 女性
户数

(户)

人数

（人）

户数

（户）

人数

（人）

合 计 206660 435909 217733 218176 94000 189347 112660 246562

鼓楼街道 29495 76917 38670 38247 29465 76873 30 44

果园街道 13466 34052 17725 16327 13466 34052

檀营地区 2265 5030 2480 2550 2265 5030

密 云 镇 3367 7554 3558 3996 3367 7554

溪翁庄镇 10217 20927 10260 10667 3842 7131 6375 13796

西田各庄镇 19677 39410 19562 19848 5793 8243 13884 31167

十里堡镇 10216 21620 10628 10992 4571 9306 5645 12314

河南寨镇 12509 24474 12084 12390 4191 5783 8318 18691

巨各庄镇 12648 24116 11972 12144 3784 5121 8864 18995

穆家峪镇 17121 33593 16546 17047 6072 9533 11049 24060

太师屯镇 16532 32319 16024 16295 6022 9626 10510 22693

高 岭 镇 9250 18084 9098 8986 2343 2916 6907 15168

不老屯镇 12379 24205 12138 12067 2949 3705 9430 20500

冯家峪镇 4872 9127 4653 4474 994 1219 3878 7908

古北口镇 4410 9178 4512 4666 1448 2337 2962 6841

大城子镇 8255 16164 8099 8065 2083 2605 6172 13559

东邵渠镇 6237 12596 6436 6160 1629 2067 4608 10529

北 庄 镇 4485 8762 4405 4357 1215 1483 3270 7279

新城子镇 5990 11840 5963 5877 1231 1480 4759 10360

石 城 镇 3269 5941 2920 3021 637 837 2632 5104

二、综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3.6 亿

元，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6.2 亿元，下降 2.7%；第二产业增加值 106.8 亿元，增长

8.8%；第三产业增加值 120.6 亿元，增长 6.8%。三次产业构

成由上年的 7.2:44.5:48.3 调整为 6.7:43.8:49.5。按常住

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0644 元。



3

表 3 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

指 标
增加值

（万元）

增速

（%）

比重

(%)

地区生产总值 2435985 7.0 10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61892 -2.7 6.7

第二产业 1067807 8.8 43.8

第三产业 1206286 6.8 49.5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164300 -2.7 6.7

工业 826821 9.2 33.9

建筑业 241665 7.5 9.9

批发和零售业 78771 -3.9 3.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9848 4.6 0.8

住宿和餐饮业 45751 3.7 1.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89 9.9 0.1

金融业 123907 12.6 5.1

房地产业 236967 5.1 9.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6431 2.7 3.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3413 11.8 1.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8355 10.6 3.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5096 9.9 1.0

教育 186154 8.2 7.6

卫生和社会工作 67246 8.4 2.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550 8.0 0.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98621 8.2 8.2

图 1 2012-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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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2 亿元，比上年

增长 5.6%。其中，增值税 3.4 亿元，增长 96.6%;营业税 3.3

亿元，下降 47.8%；企业所得税 2.9 亿元，增长 7.1%。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13.5 亿元，增长 3%。其中，用于教育、科学

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的支出比上

年分别增长 0.8%、6.6%、10.3%、18.7%和 1%。

图 2 2012-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长速度

金融：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481.8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23.8 亿元，增长 5.2%；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余额 212.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33.1 亿元，增长 18.5%。

表 4 2016 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

指 标
本年末数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

金融机构存款 481.8 5.2

单位存款 192.5 1.3

储蓄存款 289.2 8.0

定期 173.4 2.1

活期 115.8 18.4

金融机构贷款 212.1 18.5

按贷款对象分

单位贷款 127.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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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贷款 74.4 29.6

其中：住房贷款 64.8 29.7

个人经营性贷款 9.8 -0.6

按偿还期限分

短期贷款 85.1 15.6

中长期贷款 127.0 20.5

三、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0.9亿元，比上年下降2.4%。

其中，农业产值 19 亿元，增长 1.1%；牧业产值 15.4 亿元，

下降 11.2%；林业产值 4.7 亿元，增长 21.4%；渔业产值 0.9

亿元，下降 10.5%。

表 5 2016 年主要农牧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万吨 7.2 31.6

蔬菜 万吨 16.9 -8.2

干鲜果品 万吨 6.5 -4.5

出栏生猪 万头 19.7 -4.3

出栏家禽 万只 764.5 -33.4

出栏羊 万只 7.8 21.1

出栏牛 万头 1.1 3.6

禽蛋 万吨 1.9 -6.6

生牛奶 万吨 7.9 1.0

蜂蜜 吨 1092 31.3

水产品 吨 4025 -5.3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35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27.1 亿元，增长 12.1%。

分行业看，汽车制造业完成产值 189 亿元，增长 34.9%；电

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完成产值 23.4 亿元，增长 6.2%。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销售产值 326.5 亿元，增长 12.2%，其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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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交货值 24.1 亿元，下降 4.7%。

表 6 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产值及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数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27.1 12.1 100.0

其中：汽车制造业 189.0 34.9 57.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7.8 -3.2 5.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3.4 6.2 7.1

医药制造业 17.2 3.5 5.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8.3 -33.9 2.5

农副食品加工业 6.9 -49.2 2.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8.3 -14.6 5.6

纺织服装、服饰业 7.6 7.7 2.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60.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3.8%；实现利润总额 10.8 亿元，下降 24.3%。

建筑业：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0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7%。从施工地域看，建筑业企业在区域外完成产值 78.5 亿

元，比上年下降 19.3%。从企业类型看，具有资质等级的总

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94.5 亿元，比上年下

降 19.3%；签订合同额 192.2 亿元，增长 48.9%。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26亿元，

比上年增长 17.1%。其中，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52.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33.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5%；

第二产业投资 26.3 亿元，增长 93.3%，其中工业投资占 99.3%；

第三产业投资 92.1 亿元，增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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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城乡看，城镇地区完成投资 9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8%；农村地区完成投资 29.9 亿元，增长 21.6%。

图 3 2012-2016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速度

房地产开发：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47.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5%，其中住宅投资 29.5 亿元，增长 24.3%。全

年房屋施工面积 262.2 万平方米，下降 5.3%；房屋竣工面积

46.3 万平方米，下降 3.5%；商品房销售面积 42.6 万平方米，

增长 20%；二手房成交面积 55.7 万平方米，增长 65.9%。

表 7 2016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指 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47.1 7.5

其中：住宅 亿元 29.5 24.3

商品房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262.2 -5.3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63.6 -15.1

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32.7 -63.5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6.4 -54.9

商品房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46.3 -3.5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32.2 -19.5

商品房待售面积 万平方米 62.7 -8.1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44.8 -10.4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42.6 20.0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41.7 21.2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67.2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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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住宅 亿元 66.0 26.2

六、批发和零售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中，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13.8 亿元，增长 12.2%；成品油实现零售额 8.5 亿元，增长

11.8%；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和通信设备类实现零售额

14.5 亿元，增长 12.4%；家用电器类实现零售额 3.5 亿元，

增长 7.2%。

全年商品交易市场实现成交额 1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0.2%，其中零售额 14.6 亿元，增长 0.7%。

表 8 2016 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指 标 零售额（万元）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97521 8.1

按限额标准分

限额以上 612855 6.2

限额以下 684666 9.8

按行业分

批发业 61509 9.1

零售业 1120563 8.2

住宿业 22489 6.6

餐饮业 9296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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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2-2016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

七、对外经济和旅游业

对外经济：全年新批外资项目 9 个，比上年减少 6 个；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2015 万美元(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

是上年的 2.5 倍。全年出口总额 4.4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2%。

旅游：全年 A 级及主要景区接待游人 393.3 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31.5%，实现营业收入 7.3 亿元，增长 36.5%；

乡村旅游接待游人 832.4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7.4%，实

现收入 8.5 亿元，增长 9.9%；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实现

营业额 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5.7%，接待住宿人数 41.9

万人次，下降 1.2%。

八、公用事业和安全生产

邮电：年末全区有邮政网点 29 处，报刊亭 12 处；全年

函件业务交换量 213.3 万件，比上年减少 55 万件，包件 3

万件，减少 0.1 万件；全区邮路日行全长 2584 公里，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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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段 48 条。年末全区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10.5 万户，移动电

话用户达到 69.2 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到 11.4 万

户。

供电：全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6.8 亿千瓦时，比上年

增长 9.2%。其中，第一产业用电 0.76 亿千瓦时，增长 18.9%；

第二产业用电 7.44 亿千瓦时，增长 2.1%；第三产业用电 4.79

亿千瓦时，增长 14.8%；居民生活用电 3.81 亿千瓦时，增长

16.1%。全区日最大供电量为 694.3 万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7.5%。

交通运输：年末全区客运线路 60 条，与上年持平；全

年客运量 7.3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9.8%；货物周转量 6.7 亿

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10.3%。全年实现营运收入 16.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5.1%。其中，客运收入 6.3 亿元，增长 15.1%。

安全生产：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生产安全、火灾等事

故 7465 起，比上年增长 41.4%；伤亡 201 人，比上年增加

50 人。其中,道路交通事故 7369 起，比上年增长 42%，伤亡

197 人，比上年增加 47 人。

九、人民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

人民生活：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9490 元，

比上年增长 8.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631 元，比上年增长 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98

元，增长 8.4%。



11

图 5 2012-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图 6 2012-2016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全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19538 元，比上年增长

4%。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23020 元，比上

年增长 1.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5300 元，增长 9.5%。

就业：年末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2422 人，比上年末

增加 403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41%，比上年提高 0.39 个

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 3435 人，比上年增长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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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年末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

和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 18.9 万人、21.7 万人、17.5 万人、

15.6 万人和 14.1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0.3 万人、1.4

万人、0.9 万人、1.3 万人和 0.5 万人。全年人均养老金水

平为 2878 元，比上年增长 5.5%。

年末福利中心 30 个，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4535 张，各种

收养性单位在院人数 2471 人。全年社会救助 1.3 万人，享

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1086 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的人数为 11123 人。

十、资源和环境

能耗：全年能源消耗总量为 122.31 万吨标准煤，低于

市政府下达的考核目标 2.69 万吨标准煤；不变价万元 GDP

能耗下降率为 5.92%。

水资源：全年降水量 585 毫米，比上年增加 29.5 毫米；

水资源总量 3.6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0.4 亿立方米；平原

地区地下水埋深 32.59 米，比上年回升 0.25 米；全年总用

水量 8021.2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2%，其中生产用水 3283.7

万立方米，生活用水 2755.7 万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 1981.9

万立方米；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 100%；全年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 12.8 千公顷，比上年增加 2 千公顷。

环境：全区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

年均浓度值分别为 61 微克/立方米和 75 微克/立方米，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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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下降 10%和 14.4%；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

分别为 8 微克/立方米和 32 微克/立方米，分别比上年下降

32.8%和 6.7%。中心城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 98.2%，比

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日城市道路清扫保洁面积达349.5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44.8%；全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为 100%。

十一、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年末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6 所，在校学生 6180 人，

毕业生 2319 人，高中升学率为 98.8%；初中阶段教育学校

20 所，在校学生 8246 人，毕业生 2829 人，初中升学率为

99.51%；小学阶段教育学校 38 所，在校学生 22342 人，毕

业生 3082 人；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在校学生 125 人；幼儿

园 71 所，在园幼儿 11762 人。校外教育中，少年宫活动小

组 392 个，参加活动学生 4200 人。

科学技术：全年专利申请量 1433 件，是上年的 2.1 倍；

专利授权量 402 件，比上年下降 12.2%。其中，发明专利申

请量 507 件，是上年的 2.1 倍；授权量 38 件，比上年下降

34.5%。全年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

文化：年末共有图书馆 1 个，总藏量 67.9 万册(件)，

总流通人次 11.9 万；新华书店直属营业点 3 个，全年发行

图书 66 万册；全区文化馆(中心)21 个，组织文化演出 8524

场次，观众达 52.47 万人次；区级影剧院全年共放映电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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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文艺演出 1446 场次，观众 12.9 万人次。

卫生：年末共有卫生机构 602 个，其中农村卫生机构 412

个；卫生技术人员 4111 人，其中执业医师 1397 人；每千常

住人口医院床位数 3.52 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

师 3.39 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 2.47 人。全年医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总诊疗 488.6 万人次，健康检查 16 万人次。

全年婴儿死亡率 1.84‰，居民平均期望寿命 79.79 岁，甲乙

类传染病发病率 176.41/10 万。

体育：年末共有体育场馆 29 个，全年共举办全民健身

活动 230 次，参加活动人数达 27.8 万人次。参加市级比赛

获得奖牌 140 枚，其中获得金牌 59 枚、银牌 43 枚、铜牌 38

枚。

公报注释：

1.本公报中 2016 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与上年相比的增速为

2016 年初步统计数与 2015 年最终数据比较的结果。

2.本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行业划分标准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三次产业划分标准根据《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国统字[2012]108 号）。

3.地区生产总值及其中各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

度按 2015 年不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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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全

部法人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企

业。

5.小学阶段教育学校数未包含 2 所九年一贯制教育学校。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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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公安局；财政数据来自密云区

财政局；金融数据来自密云地区各银行；对外经济数据来自密云区商

务委员会；二手房数据来自密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邮政数据

来自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密云区分公司；电话用户等数据来自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密云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

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供电数据

来自密云区电力公司；交通数据来自密云区交通局；安全生产数据来

自密云区公安局和密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业、社会保障数据

来自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救助数据来自密云区民政局；

水资源数据来自密云区水务局；环境保护数据来自密云区环境保护局

和密云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绿化数据来自密云区园林绿化局；卫

生数据来自密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教育数据来自密云区教育

委员会；科学技术数据来自密云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文化数据来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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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区文化委员会；体育数据来自密云区体育局；其他数据来自北京市

密云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密云调查队、北京市密云区经济社会调查

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