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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 2019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9 年，密云区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打造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典范之区的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全年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一、人口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50.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8 万人。

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7.9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15.7%。

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30.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0.6%。

常住人口出生率 8.44‰，死亡率 5.38‰。

表 1 2019 年末常住人口及构成

指 标 人数（万人） 比重（%）

常住人口 50.3 100.0

按城乡分：城镇 30.5 60.6

乡村 19.8 39.4

按性别分：男性 25.6 50.9

女性 24.7 49.1

按年龄组分：0-14 岁 5.9 11.7

15-59 岁 33.7 67.0

60 岁及以上 10.7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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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44.0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26 万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9.72万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44.8%；

农业人口 24.34 万人，占 55.2%。

表 2 2019 年末分地区户籍人口

地区
户数（户） 人数

（人）

户口性质（人） 性别（人）

合计 非农业 农业 非农业 农业 男 女

合计 207410 95883 111527 440588 197219 243369 219114 221474

鼓楼街道 30611 30585 26 79568 79532 36 39763 39805

果园街道 14518 14518 36266 36266 18696 17570

檀营地区 2375 2375 5247 5247 2608 2639

密 云 镇 3308 3308 7561 7561 3535 4026

溪翁庄镇 10225 3918 6307 21134 7519 13615 10327 10807

西田各庄 19739 5948 13791 39938 9086 30852 19680 20258

十里堡镇 10234 4622 5612 22075 9751 12324 10813 11262

河南寨镇 12522 4221 8301 24782 6182 18600 12232 12550

巨各庄镇 12385 3624 8761 23941 5191 18750 11807 12134

穆家峪镇 16891 5947 10944 33332 9542 23790 16337 16995

太师屯镇 16248 5866 10382 32044 9708 22336 15853 16191

高 岭 镇 9101 2261 6840 17933 2973 14960 8980 8953

不老屯镇 12222 2928 9294 23913 3860 20053 11920 11993

冯家峪镇 4779 941 3838 9105 1205 7900 4629 4476

大城子镇 8054 1976 6078 15850 2586 13264 7934 7916

东邵渠镇 6138 1575 4563 12445 2136 10309 6348 6097

北 庄 镇 4408 1181 3227 8649 1491 7158 4343 4306

新城子镇 5878 1219 4659 11676 1506 10170 5891 5785

古北口镇 4406 1506 2900 9234 2526 6708 4531 4703

石 城 镇 3368 672 2696 5895 912 4983 2887 3008

二、综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40.9 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6.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 13.6 亿元，下降 1.3%；第二产业增加值 101.9 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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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9%；第三产业增加值 225.4 亿元，增长 7.9%。三次产

业构成由上年的 4.3:30.6:65.1 调整为 4.0:29.9:66.1。按

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8323 元。

表 3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

指 标
绝对数（万元） 比重(%) 2019 年

比2018年

增长(%)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地区生产总值 3409331 3174983 100 100 6.3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36377 135670 4.0 4.3 -1.3

第二产业 1018689 971262 29.9 30.6 3.9

第三产业 2254265 2068051 66.1 65.1 7.9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138044 137498 4.0 4.3 -1.4

工业 615272 608193 18.0 19.2 0.2

建筑业 405111 364682 11.9 11.5 10.0

批发和零售业 169173 168952 5.0 5.3 0.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6847 75137 2.3 2.4 3.6

住宿和餐饮业 60245 59366 1.8 1.9 -2.9

金融业 163460 152572 4.8 4.8 6.7

房地产业 617906 419794 18.1 13.2 50.5

其他服务业 1163273 1188789 34.1 37.4 -5.1

图 1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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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3.2%。其中，增值税 11.5 亿元，增长 5.6%;企业所得税

4.9 亿元，下降 2.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3.7 亿元，下降

9.4%。其中，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

育与传媒支出、农林水事务的支出比上年分别增长 14.6%、

3.0%、0.6%、7.9%和 0.5%。

图 2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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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8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80.4 亿元，增长 14.4%；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余额 307.0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35.5 亿元，增长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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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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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8 14.4

单位存款 230.3 10.5

储蓄存款 408.5 16.8

活期 149.6 9.5

定期 258.9 21.4

金融机构贷款 307.0 13.1

按贷款对象分

单位贷款 179.8 14.8

个人消费贷款 103.7 13.2

其中：住房贷款 89.8 14.8

个人经营性贷款 23.5 1.2

按偿还期限分

短期贷款 94.8 18.3

中长期贷款 212.2 10.9

三、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3.2亿元，比上年增长1.4%。

其中，农业产值 14.2 亿元，下降 0.9%；林业产值 11.9 亿元，

增长 30.4%；牧业产值 5.9 亿元，下降 22.4%；渔业产值 0.6

亿元，下降 28.3%。

图 3 2015-2019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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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307.6亿元，比上年增长2.7%。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86.0 亿元，增长 2.5%。分行业

看，汽车制造业完成产值 104.3 亿元，医药制造业完成产值

35.7 亿元，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完成产值 33.7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285.8 亿元，增长 3.3%，其

中实现出口交货值 16.9 亿元，下降 2.1%。

图 4 2015-2019 年工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表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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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6.6

蔬菜 万吨 13.4 -8.7

干鲜果品 万吨 5.1 -0.9

出栏生猪 万头 3.3 -61.4

出栏家禽 万只 106.6 -49.4

出栏羊 万只 2.2 -45.6

出栏牛 万头 0.6 7.8

禽蛋 万吨 0.9 -6.1

生牛奶 万吨 5.2 -18.6

蜂蜜 吨 689.7 23.8

水产品 吨 2450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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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24.3 亿元，比上

年增长 4.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09.0 亿元，增长 3.0%；

营业成本 25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营业利润-19.3 亿

元。

建筑业：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73.6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5.2%。从施工地域看，我区建筑业企业在区域外完成产

值 15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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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7.6%；签订合同额 339.4 亿元，增长 8.3%。

图 5 2015-2019 年建筑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7%。其中，

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53.1%，建安投资比上年增长 7.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2.5%；第二产业投

资下降 52.2%，其中工业投资下降 51.5%；第三产业投资增

长 1.9%，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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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全年房屋施工面积 254.6 万平方米，比上

年下降 11.2%；房屋竣工面积 45.6 万平方米，下降 17.6%；

商品房销售面积 19.9 万平方米，下降 48.2%；商品房待售面

积 64.7 万平方米，增长 39.0%；二手房成交面积 34.1 万平

方米，增长 24.8%。

表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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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房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254.6 -11.2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62.5 -3.4

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30.0 -65.8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23.3 -57.0

商品房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45.6 -17.6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27.5 21.2

商品房待售面积 万平方米 64.7 39.0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42.4 27.1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19.9 -48.2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8.1 -50.7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42.3 -44.5

其中：住宅 亿元 41.2 -45.0

六、批发和零售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8.0%。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中，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9.0亿元，下降9.8%；成品油实现零售额7.7亿元，下降18.1%；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和通信设备类实现零售额 16.6 亿

元，增长 41.7%；家用电器类实现零售额 6.2 亿元，下降 3.8%。

全年商品交易市场实现成交额 18.6 亿元，比上年下降

1.4%。其中，吃类商品成交额 9.0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

用类商品成交额 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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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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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388 8.0

按限额标准分

限额以上 792847 5.5

限额以下 806541 10.6

按行业分

批发业 168815 1.2

零售业 1251897 9.7

住宿业 27029 -5.0

餐饮业 151647 5.3

图 6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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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个，比上年减少 1 个；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1590.4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50.3%。全年

出口总额 1.9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7.4%。

旅游：全年 A 级及主要景区接待游人 365.5 万人次，

比上年下降 1.5%，实现营业收入 8.7 亿元，下降 2.1%；

观光园和乡村旅游共接待游人 665.5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10.8%，实现收入 8.6 亿元，增长 3.3%；限额以上住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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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业实现营业额 3.9 亿元，比上年下降 11.0%，接待住宿

人数 35.0 万人次，下降 10.1%。

八、公用事业和安全生产

邮电：全年邮政函件业务交换量 149.7 万件，比上年减

少 39.2 万件，包件 2.6 万件，基本持平；全区邮路日行全

长 3675 公里，投递道段 71 条。年末全区固定电话用户 8.8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67.3 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15.9

万户。

供电：全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21.6 亿千瓦时，比上年

增长 6.7%。其中，第一产业用电 0.5 亿千瓦时，下降 5.9%；

第二产业用电 7.2 亿千瓦时，增长 1.8%；第三产业用电 6.3

亿千瓦时，下降 1.5%；居民生活用电 7.6 亿千瓦时，增长

21.9%。全区日最大供电量为 1087.7 万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9.0%。

交通运输：年末全区客运线路 62 条，比上年增加 1 条；

全年客运量 9.7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9.8%；货物周转量 9.0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10.3%。全年实现营运收入 24.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5.1%，其中客运收入 9.6 亿元，增长 15.1%。

安全生产：全年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 起，比上年减少

5 起，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人数为 2 人，比上年减少 6 人。

九、人民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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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8004 元，

比上年增长 8.7%。从四项收入构成看，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27295 元，增长 11.9%;人均经营净收入 3297 元，增长 11.6%；

人均财产净收入 2481 元，下降 7.2%；人均转移净收入 4931

元，增长 0.1%。全年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14897

元，比上年增长 23.5%，快于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14.8 个百分点。

图 7 2015-2019 年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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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1 元，比上年增长

7.1%。全年低收入农户人均消费支出 11280 元，增长 13.5%。

图 8 2019 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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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年末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2443 人，比上年末

减少 125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43%，比上年下降 0.12 个

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 5893 人，比上年增长

14.7%。

社会保障：年末参加基本养老、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人数分别为 22.6 万人、20.0 万人、18.6 万人和 17.1 万人，

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2 万人、1.0 万人、1.0 万人和 0.9 万

人。全年人均养老金水平为 3294 元，比上年增长 4.5%。

年末福利中心 37 个，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5199 张，各种

收养性单位在院人数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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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 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的人数为 10563 人。

十、资源和环境

能耗：全年能源消耗总量为 124.6 万吨标准煤，不变价

单位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4.4%，圆满完成了我区全社会能源

消费总量控制在 126.4 万吨标准煤以内、不变价单位 GDP 能

耗比上年下降 2.5%的“双控”目标。

水资源：全年降水量 588.8 毫米，比上年下降 12.0%；

年末平原区地下水埋深为 24.44 米，比上年末回升 0.38 米。

全年总用水量 7271.7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7.2%，其中生

产用水 2162.8 万立方米，生活用水 2894.3 万立方米，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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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用水 2214.6 万立方米；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 100%；全

年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1.5 千公顷，比上年增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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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微克/立方米和 55 微克/立方米，分别

比上年下降 26.1%和 21.4%；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为 3 微克/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40.0%；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为 22 微克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35.3%。中心城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为 98.4%，比上年提高 0.05 个百分点；日城市道路清扫保洁

面积达266.36万平方米；全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100%。

年末全区林木绿化率达到 73.63%，比上年提高 0.38 个

百分点；森林覆盖率达 65.55%，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86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2.6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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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在校学生 5332 人，

毕业生 1556 人，高中升学率为 96.8%；初级中学（不含九年

一贯制学校）学校 17 所，在校学生 9200 人，毕业生 2415

人；完全中学 1 所，在校学生 880 人，毕业生 103 人，初中

升学率为 99.96%；小学阶段教育学校 40 所，在校学生 21647

人，毕业生 3601 人；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在校学生 100 人；

幼儿园 77 所，在园幼儿 13206 人。校外教育中，少年宫活

动小组 309 个，参加活动学生 4236 人。

科学技术：全年专利申请量 1635 件，比上年增长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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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授权量 1076 件，比上年增长 27.3%。其中，发明专利申

请量 418 件，比上年增长 52.6%；授权量 202 件，比上年增

长 35.6%。全年技术合同成交 134 项，比上年减少 16 项；技

术合同成交总额 1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5%。

文化：年末共有图书馆 1 个，总藏量 97.87 万册(件)，

总流通 14 万人次；全区文化馆(中心)21 个，组织文化演出

8987 场次，观众达 53 万人次。

卫生：年末共有卫生机构 573 个，其中农村卫生机构 392

个；卫生技术人员 4503 人，其中执业医师 1712 人；每千常

住人口医院床位数 3.63 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

师 4.10 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 2.51 人。全年医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总诊疗 563.4 万人次，健康检查 16.2 万人

次。

体育：年末共有体育场馆 29 个，全年共举办全民健身

活动 245 次，参加活动人数达 23.6 万人次。参加全国性比

赛获得奖牌 8 枚，其中获得金牌 5 枚、铜牌 3 枚；参加市级

比赛获得奖牌 226 枚，其中获得金牌 97 枚、银牌 56 枚、铜

牌 73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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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注释：

1.本公报中 2019 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2.三次产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

规定》（国统字 〔2012〕108 号），行业划分执行《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4754-2017）。

3.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根据国家核算制度和北京市密云区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进行了修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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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按不变价计算。

5.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增加值。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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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

业单位（包括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7.小学阶段教育学校数未包含 2 所九年一贯制教育学校。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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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来自密云区金融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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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等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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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供电数据来自密云区供电公司；

交通数据来自密云区交通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密云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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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密云区气象局；

环境保护数据来自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密云区园林绿化局和密云区城

市管理委员会；绿化数据来自密云区园林绿化局；卫生数据来自密云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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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数据来自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体

育数据来自密云区体育局；部分农业数据、居民生活状况数据来自国

家统计局密云调查队；其他数据来自北京市密云区统计局、北京市密

云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