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市密云区 202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

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和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全区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密云水库的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经济实现持续恢复，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实现了“十四

五”良好开局。

一、综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60.3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5%。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14.0 亿元，增长 10.8%；第二产业增加值 93.4 亿元，

增长 2.8%；第三产业增加值 252.9 亿元，增长 9.1%。三次

产业构成为 3.9:25.9:70.2。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为 68306 元。

表 1 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

指 标
绝对数

（万元）

比上年增长

（%）

比重

（%）

地区生产总值 3603131 7.5 1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40288 10.8 3.9

第二产业 933544 2.8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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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人口与就业：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52.7 万人，比上年末

减少 0.1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5.0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第三产业 2529299 9.1 70.2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142459 11.1 4.0

工业 511554 -4.2 14.2

建筑业 423543 12.3 11.8

批发和零售业 187475 11.4 5.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8181 18.4 1.9

住宿和餐饮业 40233 14.2 1.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0810 54.0 2.0

金融业 206507 6.9 5.7

房地产业 759189 13.2 21.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9928 2.6 2.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2038 -2.6 2.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4432 6.7 5.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1638 2.5 1.2

教育 269975 3.2 7.5

卫生和社会工作 161014 10.7 4.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4217 13.2 0.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29938 3.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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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为 66.4%；常住外来人口 11.1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

为 21.1%。常住人口出生率为 7.39‰，死亡率为 7.17‰，自

然增长率为 0.22‰。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2 万人，比上年

增长 32.7%。

表 2 2021 年末常住人口及构成

指 标 年末人数（万人） 比重（%）

常住人口 52.7 100.0

按城乡分：城镇 35.0 66.4

乡村 17.7 33.6

按性别分：男性 26.9 51.0

女性 25.8 49.0

按年龄组分：0-14 岁 6.7 12.7

15-64 岁 37.6 71.4

65 岁及以上 8.4 15.9

2021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44.1 万人，与上年末基本持

平。按户籍属性分，农业人口 24.0 万人，非农业人口 20.1

万人。按性别分，男性人口 21.9 万人，女性人口 22.2 万人。

表 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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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80 96820 110160 440722 200729 239993 218639 222083

鼓 楼 街 道 31393 31374 19 81393 81365 28 40549 40844

果 园 街 道 15100 15100 37287 37287 19126 18161

檀 营 地 区 2493 2493 5443 5443 2716 2727

密 云 镇 3252 3252 7464 7464 3485 3979

溪 翁 庄 镇 10163 3948 6215 21202 7756 13446 10364 10838

西田各庄镇 19555 5923 13632 39674 9222 30452 19479 20195

十 里 堡 镇 10120 4606 5514 21951 9798 12153 10738 11213

河 南 寨 镇 12367 4163 8204 24714 6281 18433 12138 1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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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各 庄 镇 12175 3524 8651 23625 5152 18473 11617 12008

穆 家 峪 镇 16635 5829 10806 32693 9264 23429 15976 16717

太 师 屯 镇 15979 5755 10224 31670 9666 22004 15660 16010

高 岭 镇 8870 2183 6687 17586 2943 14643 8801 8785

不 老 屯 镇 12119 2889 9230 23762 3911 19851 11826 11936

冯 家 峪 镇 4718 922 3796 9021 1196 7825 4571 4450

古 北 口 镇 4515 1643 2872 9437 2837 6600 4638 4799

大 城 子 镇 7925 1905 6020 15600 2526 13074 7790 7810

东 邵 渠 镇 6104 1533 4571 12249 2120 10129 6229 6020

北 庄 镇 4354 1145 3209 8567 1487 7080 4299 4268

新 城 子 镇 5795 1212 4583 11527 1549 9978 5782 5745

石 城 镇 3348 673 2675 5857 926 4931 2855 3002

财政收支：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0 亿元，比

上年增长 4.3%。其中，增值税 10.7 亿元，增长 13.4%；企

业所得税 4.9 亿元，增长 3.8%。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4.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0.0%。

其中，用于农林水事务、教育比上年分别增长 0.2%、1.7%，

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和卫生健康的支出比上年分

别下降 10.3%、14.0%和 14.7%。

图 2 2017-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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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贷款：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732.3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24.2 亿元，增长 3.4%；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余额 374.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40.7 亿元，增长 12.2%。

表 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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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3 3.4

单位存款 215.2 -8.8

储蓄存款 517.0 9.5

活期 161.3 2.3

定期 355.7 13.2

金融机构贷款 374.8 12.2

按贷款对象分

单位贷款 223.6 16.6

个人消费贷款 123.8 6.2

其中：住房贷款 109.7 7.2

个人经营性贷款 27.5 6.2

按偿还期限分

短期贷款 116.3 40.2

中长期贷款 258.6 2.9

二、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其中，农业（种植业）产值 15.6 亿元，增长 10.9%；

林业产值 10.5 亿元，增长 4.3%；牧业产值 5.9 亿元，增长

21.7%；渔业产值 0.7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全年粮食总产量 5.4 万吨，比上年增长 5.9%；蔬菜及食

用菌产量 16 万吨，增长 7.1%；生猪出栏 5.2 万头，增长 1.5

倍。设施农业实现产值 4.4 亿元，增长 0.4%。实际经营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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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观光园 113 个、乡村旅游单位（农户）2017 户，全年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共实现收入 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2%。

图 3 2017-2021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27.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0.6%。分行业看，汽车制造业产值 55.9 亿元，增长

表 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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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5.9

蔬菜（含食用菌） 万吨 16.0 7.1

干鲜果品 万吨 4.0 -6.1

出栏生猪 万头 5.2 153.2

出栏家禽 万只 61.2 37.2

出栏羊 万只 1.6 -9.3

出栏牛 万头 0.4 46.1

禽蛋 万吨 0.7 -7.5

生牛奶 万吨 5.6 15.8

水产品 吨 265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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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医药制造业产值 35.7 亿元，下降 1.0%；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产值 32.1 亿元,增长 11.0%。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销售产值 22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其中出口交货值

14.4 亿元，下降 9.2%。

建筑业：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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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2.2%。从

行业类别看，房屋建筑业产值 87.4 亿元，增长 7.7%；土木

工程建筑业产值 73.9 亿元，增长 2.3%；建筑安装业产值 51.3

亿元，增长 6.0 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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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农户）比上年

增长 7.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 16.1%；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48.8%，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48.8%；第三产

业投资增长 4.6%。

房地产开发：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23.3%。

全区房屋施工面积 326.9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5.4%;房屋

竣工面积 27.3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41.3%;商品房销售面

积 26.9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45.2%。

表 6 2021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指 标
绝对数

（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

房屋施工面积 326.9 -5.4

其中：住宅 205.6 -8.3

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34.4 -78.6

其中：住宅 23.5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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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竣工面积 27.3 -41.3

其中：住宅 15.6 -52.9

商品房待售面积 55.2 -13.7

其中：住宅 27.2 -13.8

商品房销售面积 26.9 45.2

其中：住宅 23.9 43.0

五、市场消费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10.3

亿元，下降 8.9%；成品油实现零售额 9.7 亿元，增长 26.9%；

计算机、软件及其辅助设备类实现零售额 16.8 亿元，增长

98.2%；家用电器类实现零售额 4.4 亿元，增长 29.1%。

全年商品交易市场实现成交额 1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其中，吃类商品成交额 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用

类商品成交额 6 亿元，比上年下降 4.2%。

表 7 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 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比上年增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93683 5.3

按限额标准分

限额以上 1097076 5.5

限额以下 596606 4.9

按行业分

批发业 174328 17.6

零售业 1394662 2.7

住宿业 20641 20.4

餐饮业 104052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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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

六、交通运输和邮政电信

交通运输：年末全区客运线路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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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区机动车保有量 14.9 万辆，比上年末

增加 2.28 万辆，增长 18.1%。

邮政电信：全年邮政函件业务交换量 328.7 万件，比上

年增加 100.7 万件；全区邮路日行全长 3712 公里，投递道

段 72 条。年末全区固定电话用户 8.6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60.6 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18.3 万户。

七、公用事业和安全生产

公用事业：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22.7 亿千瓦时，比上年

增长 4.5%。其中，工业用电 5.5 亿千瓦时，下降 12.5%；农

业用电 0.5 亿千瓦时，增长 1.1%；农村居民生活用电 5.3 亿

千瓦时，增长 6.6%；城镇居民生活用电 3.8 亿千瓦时，与上

年基本持平。全区日最大供电量为 1400.2 万千瓦时，比上

年增长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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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总用水量 6950.2 万立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其

中生产用水 1457.3 万立方米，生活用水 3544.9 万立方米，

生态环境用水 1948.1 万立方米。中心城区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率为 98.6%；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为 100%。

安全生产：全年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3 起，与上年持平；

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人数为 3 人，与上年持平。

八、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民生活：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634 元，比

上年增长 8.5%，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 33690 元，人均经营净

收入2479元，人均财产净收入2610元，人均转移净收入3856

元。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7288 元，比上年增长 12.5%。

图 5 2017-2021 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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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1 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社会保障：年末参加基本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人数分

别为 24.4 万人、21.2 万人和 20.0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1 万人、0.5 万人和 0.9 万人。全年人均养老金水平为 3599

元，比上年增长 4.8%。

年末福利中心 37 个，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5224 张，各种

收养性单位年末在院人数 2545 人。全年社会救助 1.5 万人，

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1328 人，享受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的人数为 11414 人。

九、资源和环境

能源消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117.7 万吨标准煤，比上

年增长 0.9%；不变价单位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6.2%。

水资源：全年降水量 1235.2 毫米，比上年增长 1.1 倍；

年末平原地区地下水埋深为 15.09 米，比上年末减少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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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全年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6 千公顷，比上年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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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微克/立方米和 49 微克/立方米，分别

比上年增长 3.4%和 2.1%；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为 3 微克/立

方米，与上年持平；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为 20 微克/立方米，

比上年增长5.3%。日城市道路清扫保洁面积267.8万平方米；

全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

全年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2.1 万亩，比上年增长 81.3%；

年末全区森林覆盖率 70.13%，比上年提高 1.67 个百分点；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19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0.21 平方米。

十、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年末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 6011 人，毕业生 1536

人，高中升学率为 97.7%；初级中学（不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在校学生 9490 人，毕业生 2905 人，初中升学率为 99.9%；

小学阶段教育在校学生 22051 人，毕业生 3452 人；特殊教

育在校学生 106 人；幼儿园在园幼儿 15436 人。

科技：全年专利授权量 1744 件，比上年增长 33.0%。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169 件，比上年增长 32.0%。全年技术

合同成交 151 项，比上年减少 55 项；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

文化：年末共有图书馆 1 个，总藏量 107.4 万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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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流通 20.1 万人次；全区文化馆(中心)21 个，组织文化演

出 1578 场次，观众 27.8 万人次。

卫生：年末共有卫生机构 595 个，其中区属机构 45 个，

农村卫生机构 409 个，个体机构 141 个；卫生技术人员 4498

人，其中执业医师 1746 人；每千常住人口医院床位数 3.60

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3.91 人，每千常住人

口注册护士 2.42 人。全年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诊疗

479.8 万人次，健康检查 14.2 万人次。

体育：年末共有体育场馆 30 个，全年共举办全民健身

活动 11 次，参加活动人数 7.3 万人次。参加全国性比赛获

得奖牌 4 枚，其中获得金牌 2 枚、银牌 2 枚；参加市级比赛

获得奖牌 149 枚，其中获得金牌 48 枚、银牌 48 枚、铜牌 53

枚。

公报注释：

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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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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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增加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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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工业法人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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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包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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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是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

元及以上的餐饮业单位（包括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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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报中财政数据来自密云区财政局；信贷数据来自密云区金融

办；户籍人口、机动车数据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数据来

自密云区交通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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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数据来自密云区水务局；安全

生产数据来自密云区应急管理局；就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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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数据

来自密云区气象局；环境保护数据来自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密云区城

市管理委员会；绿化数据来自密云区园林绿化局；教育数据来自密云

区教育委员会；科技数据来自密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密云区科学技

术委员会；文化数据来自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卫生数据来自密云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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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经济社会调查队和国家统计局密云调查

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