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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１．《密云统计年鉴》是一部按年连续出版的统计资料书。本书通

过大量的统计数据，真实地记录了密云一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

化情况，是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密云、认识密云的重要资料工具书。

２．《密云统计年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统计图；第二部分是

《密云县２００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三部分是统计

表，分为综合，农村、农业，城市、农村住户，工业、建筑业，商业、餐饮

业、服务业，交通运输、邮电及公用事业，对外经济、旅游业，固定资产

投资，劳动工资，财政、金融、保险业，人口，文教卫生体育及其他１２个

细目；另外在附录部分登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６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市２００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２００６年密云县政府工作报告》和２００６年有关促进经

济发展和生态县建设方面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

３．本年鉴资料除注明外，均来源于年度统计报表。

４．本年鉴统计表中未注明年份的均为２００６年。

５．由于２００６年农业年报中，将“乡镇基本情况和农村家庭从业

人员情况”调查调整到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内容中，因此，本年鉴中

的农村、农业部分中没有此方面的数据。有关此方面的数据将在第

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中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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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统计局２００６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６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县全面实施生态县建

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年。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深入贯彻

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市委九届十次、十一次全会精神，以“十一五”规划为指

导，锐意创新、扎实工作，推进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的良好开局。

一、综　合

经济总量：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８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９％。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１１．７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７％；第二产业增加值 ３７．３６亿元，增长

１１．６％；第三产业增加值 ３６．８８亿元，增长 ８．７％。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１３．７％、４３．４％、４２．９％。按常住人口计算，当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１９３４７

元／人，比上年增加１５０３元／人，增长８．４％。

地方财政收入：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７２９７７万元，比上年下降３．８％，剔

出不可比因素后，可比增长２３．２％。地方财政支出２７９４４１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５％。其中，基本建设支出２７７７７万元，比上年增长４．７％；农业支出３５９２０

万元，增长９０．３％；教育支出３５６７６万元，增长１４．２％；医疗卫生支出１０７４９万

元，增长５．９％。全年完成税收总额２０８４８３万元，比上年下降４．５％。

居民消费价格：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１００．１％，低于上年０．２个百分

点；非食品价格指数９９．９％，低于上年１．１个百分点；服务项目价格指数１０１．８％，

高于上年１．２个百分点；消费品价格指数９９．４％，低于上年０．２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４５．２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８％。其中，城镇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３．２２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１４．１２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１７．８９亿元，分别占全社会总投资的

２９２％、３１．２％和３９．６％。

二、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年末全县常住人口４５万人，其中半年以上外来人口为４．１万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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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末相比，常住人口增加１．１万人，外来人口增加６０００人。常住人口密度

为２０２人／平方公里。

年末，全县有户籍人口４２９０８２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２７０９０９人，非农业户

籍人口 １５８１７３人。男性户籍人口 ２１５７０１人，女性户籍人口 ２１３３８１人。与

２００５年比较，户籍人口增加４０３０人，其中，农业人口减少２８６７人，非农业人口

增加６８９７人。

２００６年，全县出生人口３３２３人，死亡人口３２１８人，人口出生率为７．７８‰，

死亡率为７．５３‰，自然增长率为０．２５‰。

人民生活：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６５４８元，比上年增长９．５％；消

费性支出１０４１０元，增长２．２％；恩格尔系数２９．２％。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７８１４元，比上年增长 ８．５％；消费性支出 ５１６９元，增长

９．６％；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３３％。

全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２１９３０，比上年增长８．６％。

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水平（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到２４．７５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１．１４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３３．２９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０．５平方米。

社会保障：年末全县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

为５１８５５人、５６２００人、５００３２人和５６０２４人，比上年末分别净增１８４２１人、９５１３

人、５２５５人和１４０８８人。年末，全县累计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３８２２４

人，比上年末增加６０２１人，增长１８．７％；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

２０９７０８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９６８５人，参合率为７３．９５％，高于上年７．７７个百分

点。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有所提高。全县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为

１３５７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５９６０人。

三、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资源：年末县域总面积２２２９．４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３．５５万亩。

全年降水总量５７９．７毫米，比上年增加５．１毫米。全年供水总量１０３２３万

立方米，用水总量８８６８．０５万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３３５７．３万立方米，工业用水

６４８．５２万立方米，农业用水３７４１．８４万立方米，生态用水１１２０．４万立方米。城

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８１％，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为７５％。

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８５．４６万吨标煤，比上年增长４．６８％。其中，三次产

业耗能６１．１万吨标煤，比上年增长１．０９％；居民生活耗能２４．３６万吨标煤，增

长１４．９１％。万元ＧＤＰ能耗为０．９９４吨标煤，比上年下降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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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总用电量８４８２４．５４万千瓦时，比上年增长５．７％。其中，工业用

电４５４６３．９５万千瓦时，比上年增长４．２％；农业用电３６７９．１４万千瓦时，比上年

增长１３．３％；城乡居民生活用电１３９７３．０５万千瓦时，比上年增长５．５％。日最

大供电量３０３万千瓦时，比上年减少２万千瓦时。

年末天然气家庭用户２６９９５户，比上年增加４３１２户，增长１９％。

环境：全年环保总投资３．２７亿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为

２７５天，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５３．４分贝。全年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为４９．９６％，

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９６．２５％。

城市绿化覆盖率３９．２７％，比上年提高４．１５个百分点。城市人均占有公共

绿地面积２４．８４平方米，绿化道路总长度８１．１１公里。

安全生产：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肇事、生产安全、火灾死亡事故６７起，死亡

６９人，比上年下降５．５％。其中，道路交通事故死亡６４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４

人；火灾事故死亡１人。均处于年度控制指标内。

四、农业和农村建设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２８．７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９％。其中，农业产值

完成９．０９亿元，林业产值完成１．８８亿元，牧业产值完成１７．０２亿元、渔业产值完

成７１０６万元，分别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３１．７％、６．５％、５９．３％和２．５％。全年

粮食播种面积２０．２７万亩，比上年增长１８．９％；粮食总产量５２３５．９万公斤，比上年

增长１９％。全年蔬菜播种面积６．５１万亩，蔬菜产量３．０８亿公斤；出栏生猪３３．７

万头、出栏羊２５．０３万只、出栏家禽３８１１．８５万只、牛奶产量６．８４万吨。

以“创建国家生态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新启动建设６个市级

环境优美乡镇全部通过验收，溪翁庄镇成为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启动６个市

级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建设，村庄规划编制、供水、污水工程、垃圾处理系统、

改厕、绿化美化、新能源利用、科技创安等工程已全部完成年度任务；道路建设

完成２７万平方米；产业发展项目已经全部确定；在全县１６个镇、８３个村新建成

高效节能卫生吊炕１７２４４铺，安装太阳热水器１９５４１台，安装太阳灶５９台，安装

太阳能路灯、草坪灯４５０５盏，完成云蒙风情大道、司马台景区、雾灵山景区太阳

能灯安装３０多公里，大型沼气集中供气、生物质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及水循环利用

工程扎实推进。

五、工业、建筑业

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０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８％；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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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２６亿元，增长１８．５％；实现利润总额５．７７亿元，增长１９．５％。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完成产值１００．８亿元、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３．７亿元、利润总额５．９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８．６％、１７．１％和５１．３％。

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３５．４３亿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２３７．６万平米，比

上年分别增长２４．１％和７．９％。其中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

业企业完成产值３４亿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２３３．９万平米，占全部建筑业总产

值的９６％和９８．４％。

六、批发零售和餐饮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４０．０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３％。其中，批发和零售

业零售额３０．８４亿元，餐饮业零售额６．１４亿元、住宿业零售额１．１５亿元，其他

行业零售额１．９４亿元，分别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７７％、１５．３％、２．９％和

４．８％。按消费品的用途分，吃类和用类零售额占比重最大，分别为１７．７８亿元

和１４．５６亿元，比重分别为４４．４％和３６．３％。

七、交通运输、邮电业

全年实现交通运输业营运收入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１％。货物运输总量

８０３．８９万吨，实现收入２．５１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１４．５％和１２．５％；旅客运输

总量２２９２．４９万人次，实现收入１．４９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１３．３％和２８．９％。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３１４２万元，比上年增长７．５％。发行报刊１０８４．８

万份，比上年增长６．８％。

八、旅游

全年接待游客６４２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综合收入７．８亿元，分别比上年

增长１９．１％和１５．９％。旅游收入的主要构成是：住宿业收入２．９５亿元，占综合

收入的３７．８％；旅游商业收入１．５４亿元，占１９．７％；旅游餐饮收入９８６５万元，

占１２．６％；民俗旅游收入１．４３亿元，占１８．３％。

九、对外贸易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２６８９万美元，其中，制造业使用外资２５９４万美元，占全

部使用外资金额的９６．５％。投资资金主要来源韩国和香港，各占总数的３８．７％

和４０．８％。全年实现商品出口总值９０００万美元，增长６．５％。

十、金融业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７５．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９％；存款余

额１３５．１１亿元，增长１６．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７９．５９亿元，增长１５．５％。
—４—



人均储蓄存款１８８５０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５％。

十一、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年末，全县共有２３所普通中学，在校生２１５５３人，本年毕业生８８４０

人。职业中学２所，在校生１３６７人，毕业生４９３人。小学５０所，在校生２３１２５

人，毕业生４６３２人。幼儿园１３０所，在园幼儿６７８３人。聋哑学校１所，在校学

生１００人。

科学技术：全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１０家。完成技术合同登记４份，合同

成交总额为６４４．８５万元，技术交易额为６４３万元。组织各类科技培训５６２期、

５２１４０人次，为我县农业产业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技术、信息支撑。共申

请专利６６项，比上年增加２１项，增长率４６．７％；其中发明专利申请１２项，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３１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２３项。有４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十二、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年末全县共有公共图书馆 ２５个，总藏书 ２６万册。比上年末增长

５７．６％。全年组织文艺演出１５００场次，比上年增长７．１％。全年共放映电影

９６３８场次，增长３７．８％。

年末有线电视用户达到５万户，比上年末增长３８．９％。全县拥有文物保护

单位２３２处，其中，国家级 ２处，市级 ４处。博物馆 １座，馆藏文物 ２３３２件

（套）。

卫生：年末全县共有卫生机构６０１个。其中，医院８个，卫生院１５个。医疗

卫生机构共有床位１２１９张。全县卫生技术人员达到２１８０人。其中执业医师

７１７人，注册护士６６０人。全县医疗机构共诊疗２５１．３３万人次，健康检查１５．９９

万人次。

体育：年内成功举办了密云县第五届全民运动会，参赛运动员１００００人。

参加市级运动会１８项次，参加运动员２２４人，累计获得奖牌６４．２５枚，其中，金

牌２３．７５枚、银牌１４．５枚、铜牌２６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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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全 县 概 况
　

单　　位 ２００６年

一、总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２２９．４５

平原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６３．４

山区面积 平方公里 １７７１．７５

二、耕地面积 亩 ３３５４９５．２

三、总户数 户 １８２２８５

四、年末户籍人口 人 ４２９０８２

非农业人口 人 １５８１７３

农业人口 人 ２７０９０９

男 人 ２１５７０１

女 人 ２１３３８１

五、人口自然变动

出生率 ‰ ７．７８

自然增长率 ‰ ０．２５

六、县以下组织机构

街道 个 ２

镇政府 个 １７

乡政府（地区办事处） 个 １

村民委员会 个 ３３８

居民委员会 个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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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项　　目 单 位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５年 同比±％

一、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８６．００ ７８．８７ ９．０

１．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１．７６ １１．４５ ２．７

２．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７．３６ ３３．４９ １１．６

３．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６．８８ ３３．９４ ８．７

二、农业、农村经济

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８６９５８ ２７３５０５ ４．９

２．粮食总产量 万公斤 ５２３６ ４４００ １９．０

３．蔬菜总产量 万公斤 ３０８３５ ３５１９７ －１２．４

４．干鲜果总产量 万公斤 ７４６６ ７０３８ ６．１

５．出栏肉猪 万头 ３３．７ ３４．３ －１．７

６．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１１０２９２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

三、工业

１．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０８９１７０ ９７３８２９ １１．８

四、建筑业

１．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５４３２８ ２８５３８４ ２４．２

五、商业

１．消费品零售额 万元 ４００６７３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１．３

２．集市贸易成交额 万元 ８６５８４ ６８６５１ ２６．１

六、旅游业

１．接待游人 万人次 ６４２ ５３８．４ １９．２

２．综合收入 万元 ７７９９３ ６７２９２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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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续）
　

项　　目 单 位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５年 同比±％

七、外经、外贸

１．实际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６８９ ２５６９ ４．７

２．出口商品交货总额 万美元 ９０００ ８４４７ ６．５

八、财政、金融、保险

１．地方财政收入 万元 ７２９７７ ７５８７０ －３．８

２．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 ２７９４４１ ２４４１３０ １４．５

３．各项贷款余额 万元 ７５２５４９ ７３１１３１ ２．９

４．各项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３５１１１７ １１５６９２７ １６．８

　其中：储蓄 万元 ７９５９３３ ６８８４７０ １５．６

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亿元 ４５．２ ４０．１ １２．７

十、能源消费

１．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煤 ８５．４６ ８１．６４ ４．６８

２．万元ＧＤＰ能耗 吨标煤 ０．９９４ １．０３５ －３．９６

十一、人民生活

１．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７８１４ ７２０２ ８．５

２．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５１６９ ４７１５ ９．６

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６５４８ １５１０６ ９．５

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 １０４１０ １０１８２ ２．２

５．人均储蓄存款 元 １８５５０ １６１９７ １４．５

６．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元 ２１９３０ ２０１８８ ８．６

注：地区生产总值、旅游收入、接待人次、能源消费为市统计局反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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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５年 同比增长％

合　　计 ８５９９４８ ７８８７１７ ９．０

第一产业 １１７５７４ １１４４５９ ２．７

第二产业 ３７３５７２ ３３４８８１ １１．６

工　业 ２９５８５１ ２７５４８４ ７．４

建筑业 ７７７２１ ５９３９７ ３０．９

第三产业 ３６８８０２ ３３９３７７ ８．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４５４４ １２４０１ １７．３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８０７ ６８３ １８．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９０１０ ４５８６６ ６．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５６３７ ３３７５０ ５．６

金融业 ３４０２９ ３０５５３ １１．４

房地产业 ６８２３０ ７３２３３ －６．８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１９６１３ ７００９ １７９．８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９９４１ ８２７９ ２０．１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１２２１ １４０２４ －２０．０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６２５２ １４５４２ １１．８

教　育 ４００６９ ３６５８６ ９．５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９ ４１．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８７９ １８９３ －０．７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５１０６５ ４８８８９ ４．５

资料来源：市统计局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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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类 别 及 名 称 指　数　（％）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１００．１

非食品价格指数 ９９．９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１０１．８

扣除鲜菜鲜果总指数 ９９．８

消费品价格指数 ９９．４

一、食　品 １００．３

二、烟酒及用品 １０１．９

三、衣　着 ９４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９３．６

五、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９９．３

六、交通和通讯 ９９．８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９８．７

八、居　住 １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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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工业品价格指数
　

行 业 分 组 指 数（％）

总指数 １０２．３６

轻工业指数 ９９．５３

重工业指数 １０４．９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８６．９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１０２．３９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９６．５１

食品制造业 ９８．５８

饮料制造业 １００．８９

纺织业 １０１．８５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００．９４

家具制造业 １００．４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００．２

印刷业及记录媒介的复制 ９４．７７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１０３．１７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０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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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工业品价格指数（续）
　

行 业 分 组 指 数（％）

医药制造业 ９８．６１

塑料制品业 ９７．３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０４．９８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６６．６７

金属制品业 ９９．８９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１．９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０．３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９８．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１９．９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９９．０５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０９．１５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８７．７８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０．２２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１．２９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０

—５１—



１－６　能源消耗数据
　

计量单位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５年 增长（％）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煤 ８５．４６ ８１．６４ ４．６８

　 其中：第一产业 万吨标煤 ４．００ ３．０３ ３２．０１

第二产业 万吨标煤 ３９．８４ ４１．５８ －４．１８

第三产业 万吨标煤 １７．２６ １５．８３ ９．０３

居民生活 万吨标煤 ２４．３６ ２１．２０ １４．９１

万元ＧＤＰ能耗 吨标煤 ０．９９４ １．０３５ －３．９６

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当量值） 吨标煤 ０．８４６ ０．８５３ －０．８２

资料来源：市统计局反馈

—６１—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地区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地

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地区生产总值有三种表

现形式，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在实际核算中，地区生产总值的三

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

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
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的相对数，通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民

消费价格指数综合计算得出。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

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工业品价格指数：是通过调查收集部分代表企业的代表产品的价格变动资

料加权计算的相对数，以反映工业品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

—７１—



二、农村 农业



２－１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综合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　　年 上　　年

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２８６９５７．９ ２７３５０５．４

（一）农业产值 ９０８７０．４ ８７２４１

１．谷物及其他作物 １３４９９ ９７２５．６

（１）谷　物 ８０６７．８ ６３８４．９

其中：小　麦 １１６０ １１６９．３

稻　谷 ３

玉　米 ４０８０ ４０５７

（２）薯　类 ２７４ ２１．３

（３）油　料 ３２０８．２ ２９６２．９

其中：花　生 ２８５７．２ ２８８０．８

（４）豆　类 １９４９ ３５６．５

其中：大　豆 １１２８ ３４８

２．蔬菜及园艺作物 ６５７７１．７ ６９０１０．２

（１）蔬菜（含菜用瓜） ６１５１１．６ ６３０３４．５

（２）花　卉 ２１３６．３ ２５９３．７

（３）其他园艺作物 ２１２３．８ ３３８２

３．水果、坚果 １１５９３．７ ８５０５．２

其中：苹　果 ４６４６．８ ３３８７．７

梨 ２１１４．５ １２９９

４．中药材 ６

—１２—



２－１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综合表（续一）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　　年 上　　年

（二）林业产值 １８７８８．４ １７３８２．７

１．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８１９２ １０５４３．５

（１）育种育苗 １２００ ３０００

（２）造林 １９００ ３２００

（３）抚育和管理 ５０９２ ４３４３．５

２．竹木采运 ２４２ ２７９．４

其中：村及村以下

３．林产品 １０３５４．４ ６５５９．８

（三）牧业产值 １７０１９３．１ １６０６８０．７

１．牲畜饲养 ３４７５８．２ ３５５３１

（１）牛的饲养 ８４３５．３ ９０６９．６

（２）羊的饲养 ９９９８．２ １１３７７．１

（３）其他牲畜饲养 ８５．１ １４９．６

（４）奶产品 １５７５５ １４３７１．２

其中：牛　奶 １５７５５ １４３７１．２

（５）毛绒产品 ４８４．６ ５６３．６

其中：羊　毛 １６９．６ ２１７．６

羊　绒 ３１３ ３４６

—２２—



２－１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综合表（续二）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　　年 上　　年

（６）其他牲畜副产品

２．猪的饲养 ３０２０７．１ ３２５９１．２

（１）肉　猪 ３０２０７．１ ３２５９１．２

（２）猪的副产品

３．家禽饲养 １０３８２０．３ ９０９４１．１

（１）肉　禽 ８２１０５．９ ７５７２７．１

（２）禽　蛋 ２１７１４．４ １５２１４

（３）羽　绒

４．其他畜牧业 １４０７．５ １６１７．３

其中：蚕　茧

兔 ３８６．５ ２５０

（四）渔业产值 ７１０６ ７１０１

内陆水域水产品 ７１０６ ７１０１

　其中：养殖 ７１０６ ７１０１

１．鱼类 ６５４６ ６９８１

２．甲壳类 １６０ ４０

３．其他 ４００ ８０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１００

—３２—



２－２　全 年 粮
　

地　　区
合　　计

播种面积 亩 产 占地面积 亩 产 总 产

总　　　计 ２０２６８０ ２５８．３３ １５４７３２ ３３８．３９ ５２３５．９

密 云 镇 ２０５８ ３７２．６９ １８３４ ４１８．２１ ７６．７

溪 翁 庄 镇 ６３５４ ２３５．６０ ６３５４ ２３５．６ １４９．７

西田各庄镇 ３７６３９ ２７１．１３ ３１０２３ ３２８．９９ １０２０．５

十 里 堡 镇 ７５２１ ３０２．３５ ５６１３ ４０５．１３ ２２７．４

河 南 寨 镇 ２７３７７ ２９８．７５ １７４８７ ４６７．７２ ８１７．９

巨 各 庄 镇 １２８３５ ２５５．４０ ８３２３ ３９３．８５ ３２７．８

穆 家 峪 镇 １１４２３ ２７３．４８ １１３８９ ２７４．３ ３１２．４

太 师 屯 镇 １１５０７ ２７７．５７ １０９８５ ２９０．７６ ３１９．４

高 岭 镇 １２０９４ ２３８．３８ １２０６３ ２３８．９９ ２８８．３

不 老 屯 镇 ７２１９ ２２７．０４ ７２１９ ２２７．０４ １６３．９

冯 家 峪 镇 ７７７８ ２００．６９ ３１５１ ４９５．４ １５６．１

古 北 口 镇 ３４７５ ２５２．６６ ３１８１ ２７６．０１ ８７．８

大 城 子 镇 １２７０５ ２３３．７７ ７６１８ ３８９．８７ ２９７

东 邵 渠 镇 １６７７５ ２２４．０２ １２９６７ ２８９．８１ ３７５．８

北 庄 镇 ４２２０ ２７３．７０ ３１２９ ３６９．１３ １１５．５

新 城 子 镇 １６８８４ ２１９．９７ ９８５５ ３７６．８６ ３７１．４

石 城 镇 ２１７０ １５６．６８ １１４１ ２９７．９８ ３４

檀 营 乡 １３３９ ３５９．９７ ６５３ ７３８．１３ ４８．２

其 它 １３０７ ３５２．７２ ７４７ ６１７．１４ ４６．１

—４２—



食 产 量
单位：面积：亩；亩产：公斤；总产：万公斤

夏收粮食 秋收粮食

播种面积 亩 产 总 产 播种面积 亩 产 总 产

１８７６６ ３０９．３９ ５８０．６ １８３９１４ ２５３．１２ ４６５５．３

２２４ ２８５．７１ ６．４ １８３４ ３８３．３１ ７０．３

６３５４ ２３５．６ １４９．７

４５９９ ２７５．０６ １２６．５ ３３０４０ ２７０．５８ ８９４

１９０８ ２７８．３ ５３．１ ５６１３ ３１０．５ １７４．３

９８４０ ３４０．７５ ３３５．３ １７５３７ ２７５．１９ ４８２．６

９０ ２３３．３３ ２．１ １２７４５ ２５５．５５ ３２５．７

３４ ２９４．１２ １ １１３８９ ２７３．４２ ３１１．４

５２２ ２８１．６１ １４．７ １０９８５ ２７７．３８ ３０４．７

３１ ２２５．８１ ０．７ １２０６３ ２３８．４１ ２８７．６

７２１９ ２２７．０４ １６３．９

５０ ３２０ １．６ ７７２８ １９９．９２ １５４．５

９４ ２５５．３２ ２．４ ３３８１ ２５２．５９ ８５．４

１２７０５ ２３３．７７ ２９７

１２０ ２１６．６７ ２．６ １６６５５ ２２４．０８ ３７３．２

６３５ ２５８．２７ １６．４ ３５８５ ２７６．４３ ９９．１

１６８８４ ２１９．９７ ３７１．４

２１７０ １５６．６８ ３４

５９ ３０５．０８ １．８ １２８０ ３６２．５ ４６．４

５６０ ２８５．７１ １６ ７４７ ４０２．９５ ３０．１

—５２—



２－３　年末耕地面积
　

项　　目 计量单位 密云县

一、年初实有耕地面积 亩 ３３３４８２．７

二、年内增加耕地面积 亩 ７４００．８

三、年内减少耕地面积 亩 ５３８８．３

四、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亩 ３３５４９５．２

按耕地存在状况分

　其中：水浇地 亩 １９４４８３．８

旱　地 亩 １２８９７０．６

按耕地的所有制分

　其中：国有耕地 亩 ３０８２．９

集体耕地 亩 ３３２４２６．８

数据来源：房屋土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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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全社会农作物面积和产量
　

作物名称 指　　标 计量单位 数　　量

粮　　食

播种面积 亩 ２０２６８０

占地面积 亩 １５４７３２

占地亩产 公斤 ３３８．３９

总产量 万公斤 ５２３５．９

经济作物

播种面积 亩 ２９８１１

占地面积 亩 ２３８５５

占地亩产 公斤 １９９．６６

总产量 万公斤 ４７６．３

其它作物

合　　计
播种面积 亩 ８１５３９

占地面积 亩 １７９４９

其中：蔬菜

播种面积 亩 ６５０８７

占地面积 亩 １７０５７

占地亩产 公斤 １８０７８

总产量 万公斤 ３０８３５

总播种面积 亩 ３１４０３０

总占地面积 亩 １９６５３６

—７２—



２－５　全社会主要
　

地　　区
冬小麦 稻　　谷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总 计 １８７６６ ３０９．３９ ５８０．６ ６１ ２４５．９ １．５

密 云 镇 ２２４ ２８５．７１ ６．４

溪 翁 庄 镇

西田各庄镇 ４５９９ ２７５．０６ １２６．５

十 里 堡 镇 １９０８ ２７８．３ ５３．１

河 南 寨 镇 ９８４０ ３４０．７５ ３３５．３

巨 各 庄 镇 ９０ ２３３．３３ ２．１

穆 家 峪 镇 ３４ ２９４．１２ １

太 师 屯 镇 ５２２ ２８１．６１ １４．７

高 岭 镇 ３１ ２２５．８１ ０．７

不 老 屯 镇

冯 家 峪 镇 ５０ ３２０ １．６

古 北 口 镇 ９４ ２５５．３２ ２．４

大 城 子 镇

东 邵 渠 镇 １２０ ２１６．６７ ２．６

北 庄 镇 ６３５ ２５８．２７ １６．４ ６１ ２４５．９ １．５

新 城 子 镇

石 城 镇

檀 营 乡 ５９ ３０５．０８ １．８

社 会 单 位 ５６０ ２８５．７１ １６

—８２—



农作物产量（一）
单位：面积：亩；亩产：公斤；总产：万公斤

玉　　米 谷　　子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１５０８４１ ２７０．６８ ４０８３ ８３０７ １５２．５２ １２６．７

１７５８ ３９４．２ ６９．３

６０７５ ２３２．２６ １４１．１ ３７ ２４３．２４ ０．９

３１３１６ ２６９．８６ ８４５．１ １７７ １４６．８９ ２．６

５６１３ ３１０．５ １７４．３

１７３５８ ２７５．９５ ４７９ ５１ １９６．０８ １

６２１９ ３６４．６９ ２２６．８ １０１７ １４８．４８ １５．１

１０３５７ ２８１．３６ ２９１．４ ２０７ １７３．９１ ３．６

９６１５ ２７３．２２ ２６２．７ ３７０ ２３５．１４ ８．７

１０３２６ ２５４．３１ ２６２．６ ３９２ １３５．２ ５．３

６５３４ ２３４．７７ １５３．４ ２４４ １４３．４４ ３．５

５１０２ ２１６．９７ １１０．７ ９５９ １５５．３７ １４．９

３３６５ ２５２．８９ ８５．１ １０ ２００ ０．２

７１４９ ２４７．８７ １７７．２ １６７１ ２００．４８ ３３．５

１１７４３ ２５５．３ ２９９．８ １４１２ １２０．４ １７

２５０８ ３２９．３５ ８２．６ ４４３ １３７．７ ６．１

１２３６５ ２５９．９３ ３２１．４ １１０８ １０６．５ １１．８

１４１１ １７０．１ ２４ ２０９ １１９．６２ ２．５

１２８０ ３６２．５ ４６．４

７４７ ４０２．９５ ３０．１

—９２—



２－５　全社会主要
　

地　　区
高　　粱 白　　薯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合 计 ２５２６ ２２７．２４ ５７．４ ３１４７ ３５５．８９ １１２

密 云 镇 １０ ２００ ０．２

溪 翁 庄 镇 ８４ ３２１．４３ ２．７ ５０ ３６０ １．８

西田各庄镇 ２３１ ２６４．０７ ６．１ ２６０ ７３０．７７ １９

十 里 堡 镇

河 南 寨 镇 １４ ２１４．２９ ０．３ １８ ５５５．５６ １

巨 各 庄 镇 ２６３ ２２８．１４ ６ ３５３ ２８８．９５ １０．２

穆 家 峪 镇 １２６ ２３０．１６ ２．９ １４１ ３０４．９６ ４．３

太 师 屯 镇 ２０８ ３８４．６２ ８ ４１１ ４７９．３２ １９．７

高 岭 镇 ２９５ １９６．６１ ５．８ １１５ ２５２．１７ ２．９

不 老 屯 镇 ２０７ １９３．２４ ４ １５ ３３３．３３ ０．５

冯 家 峪 镇 １８４ １５７．６１ ２．９ ６０ ２８３．３３ １．７

古 北 口 镇 ６ １６６．６７ ０．１

大 城 子 镇 ３１６ ２０２．５３ ６．４ ９０８ ３１９．３８ ２９

东 邵 渠 镇 ３６６ ２２６．７８ ８．３ ４５５ ２９０．１１ １３．２

北 庄 镇 ６８ ２７９．４１ １．９ １０３ ２７１．８４ ２．８

新 城 子 镇 １５２ １２５ １．９ １９４ ２３１．９６ ４．５

石 城 镇 ６ １６６．６７ ０．１ ５４ ２２２．２２ １．２

檀 营 乡

社 会 单 位

—０３—



农作物产量（二）
单位：面积：亩；亩产：公斤；总产：万公斤

豆　　类 其它谷物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１８４６７ １４４．９６ ２６７．７ ５６５ １２３．８９ ７

６６ １２１．２１ ０．８

１０３ ３００．９７ ３．１ ５ ２００ ０．１

１０５６ ２００．７６ ２１．２

９６ １３５．４２ １．３

４７９０ １３８ ６６．１ １０３ １４５．６３ １．５

４８５ １５８．７６ ７．７ ７３ ２０５．４８ １．５

３８１ １４６．９８ ５．６

９３５ １１７．６５ １１

１６９ １１８．３４ ２ ５０ １００ ０．５

１４２３ １７０．７７ ２４．３

２５９８ １９１．３ ４９．７ ６３ １９０．４８ １．２

２６０９ １３１．０８ ３４．２ ７０ １００ ０．７

３８３ １０４．４４ ４ １９ １０５．２６ ０．２

２８８６ １０５．６８ ３０．５ １７９ ７２．６３ １．３

４８７ １２７．３１ ６．２ ３

—１３—



２－５　全社会主要
　

地　　区
油料合计 １．花生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总 计 ２９７２３ １６０．２１ ４７６．２ ２８７７１ １６２．５９ ４６７．８

密 云 镇 ９０ １６６．６７ １．５ ９０ １６６．６７ １．５

溪 翁 庄 镇 ５１８ １５８．３ ８．２ ５１８ １５８．３ ８．２

西田各庄镇 １２３６２ １６３．８９ ２０２．６ １２３５２ １６４．０２ ２０２．６

十 里 堡 镇 １７７７ １５３．６３ ２７．３ １７７７ １５３．６３ ２７．３

河 南 寨 镇 ３５６０ ２１４．８９ ７６．５ ３５６０ ２１４．８９ ７６．５

巨 各 庄 镇 ３２７８ １４０．０２ ４５．９ ３２２６ １４１．６６ ４５．７

穆 家 峪 镇 １５４７ １６４．１９ ２５．４ １４５３ １６８．６２ ２４．５

太 师 屯 镇 ３７２ ２０４．３ ７．６ ３７２ ２０４．３ ７．６

高 岭 镇 １１６７ １１５．６８ １３．５ １１５６ １１６．７８ １３．５

不 老 屯 镇 ８０ １５０ １．２ ８０ １５０ １．２

冯 家 峪 镇 ３０２ １３９．０７ ４．２ ２９２ １３６．９９ ４

古 北 口 镇 １００ ７０ ０．７

大 城 子 镇 １４６４ １３３．２ １９．５ １２５９ １４２．９７ １８

东 邵 渠 镇 ２３９７ １４１．０１ ３３．８ １９３５ １４９．３５ ２８．９

北 庄 镇 ４０５ １１３．５８ ４．６ ４００ １１５ ４．６

新 城 子 镇 ７５ １０６．６７ ０．８ ７５ １０６．６７ ０．８

石 城 镇 １２９ ８５．２７ １．１ １２６ ８７．３ １．１

檀 营 乡

社 会 单 位 １００ １８０ １．８ １００ １８０ １．８

—２３—



农作物产量（三）
单位：面积：亩；亩产：公斤；总产：万公斤

２．芝麻 ３．其它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播 面 亩 产 总 产

３１８ ５６．６ １．８ ６３４ １０４．１ ６．６

１０

３２ ３１．２５ ０．１ ２０ ５０ ０．１

５７ ７０．１８ ０．４ ３７ １３５．１４ ０．５

１１

１０ ２００ ０．２

１００ ７０ ０．７

４０ ７５ ０．３ １６５ ７２．７３ １．２

６３ ４７．６２ ０．３ ３９９ １１５．２９ ４．６

５

３

—３３—



２－５　全社会主要农作物产量（四）
单位：面积：亩；亩产：公斤；总产：万公斤

地　　区

瓜　　类

播 种

面 积
总产量

其中：西瓜

播 种

面 积
总产量

药　　材 棉　　花

播 种

面 积
总产量

播 种

面 积
总产量

总 计 １２０ ３０．８ １００ ３０ ８８ ０．１

密 云 镇

溪 翁 庄 镇

西田各庄镇 １００ ３０ １００ ３０

十 里 堡 镇

河 南 寨 镇

巨 各 庄 镇

穆 家 峪 镇

太 师 屯 镇 ４

高 岭 镇

不 老 屯 镇

冯 家 峪 镇

古 北 口 镇

大 城 子 镇

东 邵 渠 镇 ８０

北 庄 镇 ２０ ０．８ ４ ０．１

新 城 子 镇

石 城 镇

檀 营 乡

社 会 单 位

—４３—



２－６　年末果园面积
单位：市亩

地　　区 合　　计
其　　中

苹果园 梨　园 葡萄园 桃　园

密 云 县 １８２８４８ ３５６１３ ２３９１９ １９６８ ９３０１

密 云 镇 ６７０ ２３３ １５０ １３３

溪 翁 庄 镇 ３６３６ １９２１ １７５ ３０ ９７８

西田各庄镇 １０５２２ １４５２ ５５９ １０２ １３６１

十 里 堡 镇 ７６４ ３０ ４０ ５１０

河 南 寨 镇 ３４７７ ９７７ ７８ ４３０ ９２９

巨 各 庄 镇 ３１９８３ ３９５０ ２６３７ ２７０ ５３０

穆 家 峪 镇 １４６０２ ４４２８ ２３６１ ６９ ９４８

太 师 屯 镇 １４３０１ １８７８ ４１９ ４４４ ６６８

高 岭 镇 ３３１３９ ４１８６ ３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２５

不 老 屯 镇 １２５９０ １８０６ ９５７３ ４１ １１５０

冯 家 峪 镇 ２１３ ５８ １４７ ８

古 北 口 镇 ３２０１ ７０２ ３０６ ４０ ２５

大 城 子 镇 ５１２４ ８００ ２５６４ ５０

檀 营 乡

东 邵 渠 镇 ２０３２２ ４７０ ２８ ２ １０２０

北 庄 镇 ５９４０ ３１８６ １７１９ ５０ ４３６

新 城 子 镇 ２１７６２ ９５０６ １９１ ２３０

石 城 镇 ６０２ ６０ ３２

其 它

—５３—



２－７　干 鲜 果
　

地　　区
干鲜果

总产量

干　　果

小 计 核 桃 板 栗 杏 核 其 它 小 计 苹 果

密 云 县 ７４６６２．７ １５２２６ ３３７５．７１０６８７．２ １１５８．１ ５５９４３６．７ １６６８９

密 云 镇 ８０１ ８０１ １５０

溪 翁 庄 镇 ２２００ ３３８ １２０ １９９ １４ ５ １８６２ ８６３

西田各庄镇 ５３４０．５ ６９１ ２６５ ３１６ １１０ ４６４９．５ １０１３

十 里 堡 镇 ５２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４１０

河 南 寨 镇 ２５９２ １２４ ７７．７ ３８．２ ８．１ ２４６８ ８８８

巨 各 庄 镇 ５４５０ １４７０ ５６０ ９１０ ３９８０ ９７５

穆 家 峪 镇 ２０００．１ ２５７ ９４ １５０ １３ １７４３．１ ６９４

太 师 屯 镇 ９６５０ ２０６５ ７５５ １１４０ １７０ ７５８５ ３９００

高 岭 镇 ４３５１．１ ２７１１ １２３ ２５７２ １６ １６４０．１ ７５９

不 老 屯 镇 １１０００ ３３９２ ３２０ ２９７２ １００ ７６０８ １３０

冯 家 峪 镇 ２４０３ ８６６ １２６ ４１０ ３３０ １５３７ １５０

古 北 口 镇 １０５３ １３２ ３６ ４６ ５０ ９２１ ４６７

大 城 子 镇 １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３７５ 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０

东 邵 渠 镇 ４８０４ ２３５ １６７ ６２ ６ ４５６９ ４３０

北 庄 镇 ３７４０ ８００ １２８ ４６７ ２０５ ２９４０ １２９６

新 城 子 镇 ５４７２ １４９ ５４ ３２ ６３ ５３２３ ４３８７

石 城 镇 ２２３６ ８３６ １７５ ５８８ ７３ １４００ ４７

—６３—



及 花 椒 产 量
单位：吨

鲜　　果

梨 桃 葡 萄 柿 子 鲜 杏 红 果 鲜 枣 李 子 樱 桃 其 它
花 椒

２０８５４ ３１７８．５ ４２０９３７４７．６ ２５９９ ４６０７ ５０１．５２８４６．２ １２２ ８２．９ ３７７．６３

２８８ １５０ ３０ ２４ ８０ ７９

１４０ １１１ １４２ ４０９ ７７ ４８．５ ２７．５ ４４ ０．５

５０９ ５５７ ２６４１３５９．５ ２７２ ２５８ ５８ ３５９ １．２

３００ ８０ ３０

１４ ５１３．５ ６３２ ５１．１ ２１３．９ ２７．５ ２３．５ ５２ ５２．５ ０．５

１３９０ ２０ ３７０ ５０ ２９０ ５８５ ３０ １５０ １２０ ６．６

３２８ １７０ ３０ ２９２ １１３．１ ７４ ２１ １９ ２ ３６０

３３０ ２００ ２３７０ １３５ ３３０ ７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０．３４

３６３ ５７ ２２ １４ １５６ １４５ ３３ ９１．１

７１５３ ２５ ６０ ３６ １９０ ４ １０

３７１ ３５ １２０ ２０８ ６４３ １０

１６２ ５０ ６３ １ ５０ ６７ ３８．５ ５．１ １７．４

８８２０ １０ ２３０ ４００ １．９９

１７９ ５８５ ４ １０９３ １４６ ７８２ １７ １３３３ ５．５

３２６ １２６ ４２ １１９ １９２ ６５８ １０ １５８ １３ １

１０２ １３１ ８０ ２４２ ３８１

６６７ １０ １２４ １０１ ３３７ １０４ １０

—７３—



２－８　林业生产情况
　

地　　区
本年造林

面　　积
（公顷）

幼林抚育

实际面积

（公顷）

育苗面积（公顷）

合　计
其中：本

年新育

四旁植树

（万株）

林木采伐

（立方米）

合 计 １６４１．９ ４００ ４５．１ ９２２３．８

密 云 镇 ７６．７ ６．７ ４３

溪 翁
"

镇 ３３．３ ４０．７ １．３ ３３２

西田各庄镇 ２００ ４６．７ ０．５ １０９５．７

十 里 堡 镇 ５８．７ ６．７ ８８６．５

河 南 寨 镇 ７９．７ ７０ ４．２ ９８４．４

巨 各 庄 镇 ６６．７ ８ １．５ １９３

穆 家 峪 镇 ６６．７ ７．３ ２ ６３０

太 师 屯 镇 ２１１．１ ７．７ １ ６４９

高 岭 镇 １０６．７ １０ １ ２７８

不 老 屯 镇 ８０ ２０ ８．７ ８２２

冯 家 峪 镇 １２６．６ １０ ２．７ ４２８

古 北 口 镇 １００ ３．３ ０．４ ３３０

大 城 子 镇 ９３．３ ６．７ ０．４ ２６６

檀 营 乡

东 邵 渠 镇 ５８．６ ３．３ ０．２ ２６

北 庄 镇 ２１９．２ ３．３ ０．９ ２５４

新 城 子 镇 ９３．３ ３．３ １ ５１２

石 城 镇 １０６．７ ６．７ １ ９６８．２

其 它 １７．７ ５ ５２６

资料来源：密云县林业局

—８３—



２－９　畜牧业生产（一）
　

地　　区
年末生猪存栏（头）

合 计
其中：

成母猪

出 栏

肥 猪

（头）

年末山绵羊存栏（只）

合 计 １．山羊 ２．绵羊

出栏羊

（只）

密 云 县 １２５０４７ １３１５０ ３３６９９９ １１３４５５ ４９８４３ ６３６１２ ２５０２７８

密 云 镇 １５３８ ４２ １７６５ ２５８０ ９４ ２４８６ ４０２６

溪 翁 庄 ７１００ １１５７ １９６４９ ７２７１ ３７３４ ３５３７ １１０８５

西田各庄 ２０９６３ １６１１ ４７１７９ １５７９９ ６１９１ ９６０８ ２２０６０

十 里 堡 ９５４２ ７８９ １５５８７ ３０７３ ２４８ ２８２５ ５５０２

河 南 寨 １２３５１ １２０１ ２５０９０ ８２８７ １０２２ ７２６５ ２００５８

巨 各 庄 ６１５７ ５９６ ５００００ ３２７７ １０６３ ２２１４ １３７１１

穆 家 峪 １２９３０ ３０８３ ３０００９ ８１３３ ３０１６ ５１１７ １２９１４

太 师 屯 ３４３５ ２９５ １７１１７ ８４５４ ４２６９ ４１８５ １７５０１

高 岭 １４３６９ １４１９ ２４５８１ １２４４６ ４１８０ ８２６６ １９０７０

不 老 屯 ６９２０ １０４０ ２７４２０ １４８５０ １０２３０ ４６２０ ２３４１０

冯 家 峪 １５０１ １７ ３２４７ １３７３ ８４０ ５３３ １７６４８

古 北 口 １７７８ ８５ ９０８２ ２９２４ １５２０ １４０４ １４０５０

大 城 子 ２８９９ ２３０ １６９０２ ２２８６ １０４２ １２４４ １３２６９

东 邵 渠 １０２３９ ８８２ １７９４１ ７４６０ ２２５６ ５２０４ １６３６８

北 庄 ７０１７ ２２１ ９６８５ ７１９９ ３６０４ ３５９５ １６０００

新 城 子 １３５９ ４８ ９９４７ ４６１６ ４１９４ ４２２ １０４９２

石　　城 ５２１ １１ １１７６ １４６１ １３８４ ７７ ８０００

檀　　营 ９４５ ７３ ２４１８ ８０６ ８０６ １９０６

鼓　　楼 ３４８３ ３５０ ８２０４ １１６０ １５０ １０１０ ３２０８

—９３—



２－９　畜 牧 业
　

地　　区
年末实有（万只）

产蛋鸡 肉　鸡 鸭 肉兔（只）

密 云 县 ２０２．４３ ２５９．７８ １３．４３ １１００６

密 云 镇 ３

溪 翁 庄 ３２．７ ２２．６

西田各庄 １１．９ ３３．７５ １．１ ５００

十 里 堡 １５．０１ ２３．８２ ２．３２

河 南 寨 ９．１４ ３．９２ ４．７２ ７０

巨 各 庄 ３．８２ １１．８４

穆 家 峪 ２４．３９ １６．８３ ２．１ １０７０

太 师 屯 ６．３９ １０．２７ １８８

高　　岭 ３４ ８．６ １３００

不 老 屯 ７．５ ２０．５

冯 家 峪 ８．０３ ２６．４７ ０．１２

古 北 口 ５．０２ １ １１８０

大 城 子 ２．７ ２６．３ １３６

东 邵 渠 ８．２５ １１．７ ５５０

北　　庄 ９．７ ９．３ ３ ６０１２

新 城 子 ３．７ ５．４

石　　城 ０．８３ １．８ ０．０７

檀　　营 １６．１

鼓　　楼 ０．２５ ２５．６８

—０４—



生 产 （二）
　

鲜蛋产量（吨） 出栏量（万只）

小　计 其中蛋鸡 鸭 肉　鸡 肉　兔

２７３５０．９ ２７１４３ １０８．１ ３７０３．７５ ２８１３１９

４１１ ４１１ １９８．５

６０１７．５ ６０１７．５ ２９１

１６７９ １５２９ ７ ４４８．８ ４８０

１３４９．９ １３４９．９ ２４．５ ２２７

１９０８．１ １９０３．１ ５５．９ １１７ １７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１７５．３

７１２．５ ６９８ １２．７ ２９２．５ １５０５

８６８．５ ８６８．５ ３０７．２５ ４６９

６４４４ ６４４４ ７４．１ ３８３０

４８２ ４８２ １ １７０．１

１１１６．５ １１１６．５ ２８８．６

８１１ ８１１ ８７．２ ２６７６００

６０４ ６０４ ２４１．８ １２００

９７８ ９７８ ２６５．２ １７８０

５８８．４ ５５１．７ ７ １７９ １３８５

２５７ ２５７ １２５．８ ２９００

１２３．５ １２１．８ １４２．５

２３１９ ２３１９

３１ ３１ ７２．１

—１４—



２－９　畜牧业生产（三）
　

地　　区

年末大牲畜头数

总 计

牛（头）

小 计
其　　中

肉牛 牛奶

马

（匹）

骡

（头）

驴

（头）

出栏牛

（头）

牛奶

产量

（吨）

密 云 县 ４００６５ ３４４１７ ８６３３ ２３０８０ ２５３ ７２７ ４６６８ ２０４０６ ６８４４０

密 云 镇 ３３４５ ３３４１ ２８３ ３０５８ ２ １ １ ２０７ ８７０１

溪 翁 庄 ２３３４ ２０６０ ７３６ ９１８ ５７ ２６ １９１ １９２１ ４６５６

西田各庄 ３８６４ ３２１３ １４５３ １６４５ ５４ １６６ ４３１ １２０５ ５１３７．８

十 里 堡 ５９４６ ５９３７ ４３７ ５５００ １ ８ ２１５９ １４０００

河 南 寨 ２８５８ ２７６７ ６５７ ２０３４ ３ １５ ７３ １９８０ ７０８８

巨 各 庄 １１５８ ６０４ １９５ ２２ ５ ８８ ４６１ ４０８ １０

穆 家 峪 １６５３ １１０６ ５５２ ５５３ ９ ４３ ４９５ １３２６ １６００．２

太 师 屯 ３５８１ ３３０１ ８７２ ２１１０ １ ２３ ２５６ １１６６ ７５９１

高　　岭 ３１４６ ２８９４ １３１７ １５１５ １２ ４５ １９５ ２００５ ６０１０

不 老 屯 ２１２０ １７５１ １７５ ５１０ ４８ ３２１ ３５５０ ８００

冯 家 峪 ３７７ １７９ １００ ５３ ４ ４２ １５２ ２６８ ２０６

古 北 口 ４０８ ４０２ １５８ ２３３ ６ ７１７ ６６０

大 城 子 ５９４ １３４ ８８ ２２ ４３８ １７６

东 邵 渠 ４６５３ ２９３９ １０７９ １８６０ ４３ １７７ １４９４ １９０３ ５３１０

北　　庄 ３５５５ ３５００ ３１１ ３００４ １７ １４ ２４ ５８４ ６４００

新 城 子 ２２８ １５０ １４６ ４４ ３ ３１ ８１

石　　城 １５２ ４７ ４７ ２ １３ ９０ ３６

檀　　营 ４６ ４５ ４５ １ ５７ ２１０

鼓　　楼 ４７ ４７ ２７ ２０ ６５７ ６０

—２４—



２－１０　养蜂、水产
　

地　　区
养　　蜂 水　　产

箱
产蜜量

（公斤）

养殖面积

（亩）

成鱼产量

（吨）

密 云 县 ５５９４３ １０２１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６５０

密 云 镇 １００ ４０

溪 翁 庄 １１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２７ ５２０

西田各庄 ８８９ １０２００ １１６ １５０

十 里 堡 ５７ ２０

河 南 寨 １１０ １４０００ ８２ ５０

巨 各 庄 ９７９ １２７００ １３１ １３０

穆 家 峪 ２３００ ６４０００ ６５０ ５８０

太 师 屯 ２７０７ １２２２００ ６７７ ７００

高　　岭 ４３５０ １６４８００ １３３ １３０

不 老 屯 １３０００ ２５１１００ ２０ ２００

冯 家 峪 １６８５５ １３４７００ ３８ ６０

古 北 口 １７３０ ６０６００ １２３ １１０

大 城 子 ３５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８２ ２２０

东 邵 渠 ２１９７ ２７２００ ５ １０

北　　庄 ２４０５ １８６００ ９２ ３５０

新 城 子 １６３０ ３９２００ ５０ １８０

石　　城 ２０８５ １３６００ １７ ２００

檀　　营 １０６ ４１００

此表中的水产养殖面积和成鱼产量由水产局提供

—３４—



２－１１　农 田 水 利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一、灌溉机电井

年末实有机电井 眼 ２０６５

已配套机电井 眼 ２０６５

装机容量 千瓦 ５０４８６

其中：１．机配井 眼

装机容量 千瓦

２．电配井 眼 ２０６５

装机容量 千瓦 ５０４８６

二、固定机电排灌站 处 ５５３

装机容量 千瓦 １３１３３

其中：１．电动机排灌站 处 ５４１

装机容量 千瓦 １２９４０

２．内燃机排灌站 处 １２

装机容量 千瓦 １９３

３．喷滴灌装机容量 千瓦 ４６４５

三、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千公顷 ８１．５

其中：本年新增 千公顷 ３．５

资料来源：县水务局

—４４—



２－１２　农业机械拥有量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一、农业机械总动力 千瓦 ３０６００５

柴油发动机动力 千瓦 ２０５３２４

汽油发动机动力 千瓦 ２３０２８

电动机动力 千瓦 ７７６５３

二、拖拉机及配套机械

（一）拖拉机 台 ５４０４

动　力 千瓦 ７７９７９

　１．大中型拖拉机 台 ２８９

　　动　力 千瓦 １４４９６

　２．小型拖拉机 台 ５１１５

　　动　力 千瓦 ６３４８３

（二）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部 ６８０

其中：机引犁 部 １５２

机引播种机 部 ２５５

（三）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部 １９４１

其中：机引犁 部 １８３

旋耕机 部 ５５２

机引播种机 部 ７５１

（四）机施化肥装置 部 １０

三、农用排灌动力机械 台 ４４５７

动　力 千瓦 ４３７６１

其中：柴油机 台 ９４０

动　力 千瓦 ５８３０

四、收获机械动力 千瓦 ３５０３

其中：１．小麦联合收割机 台 ２８９

动　力 千瓦 ３０１８

—５４—



２－１２　农业机械拥有量（续）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２．玉米收割机 台 １０

动　力 千瓦 ４８５

五、场院机械动力 千瓦 １００８２

其中：１．机动脱粒机 台 ４３２

动　力 千瓦 ５４４８

２．扬场机 台 ３５２

动　力 千瓦 ３８２２

六、植保机械 台 ３２８８３

其中：大型牵引式 台 １０

小型牵引式 台 １０

背负式机动喷雾器 台 ８４３

手动式喷雾（粉）器 台 ３１９２０

七、畜牧机械 台 ２３３７

动　力 千瓦 １３９０４

其中：牧草播种机 台 ２

饲料粉碎机 台 １０７９

机动挤奶器 台 ２６３

八、林业机械 台 １３２

动　力 千瓦 ３９０

九、运输机械

其中：农用载重汽车 辆 １１４１

附记：１．机耕面积２２０７９亩。　　２．机播面积１５９３８８亩。
此表数据由农机局提供

—６４—



２－１３　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情况
单位：万元、元、人

项　　目 数　　量

一、营业收入 １１０２９２３

１．农　业 ５１２２９．１

　其中：粮食 ２０６４７．３

２．林　业 １８３６０．９

３．牧　业 １７３００２．４

４．渔　业 １１１２７．７

５．工　业 ３９７０７８．３

６．建　筑 １３９９５１．１

７．交　运 ８０７４４．３

８．商　饮 １２２４５５．５

９．服　务 ９６２５３．３

１０．其　它 １２７２０．４

减：营业业务成本 １０３４９６７．７

１．农　业 ５１０７８．１

　其中：粮食 ２０５７６

２．林　业 １８３２５．２

３．牧　业 １７２８４９．４

４．渔　业 １１１２６．５

５．工　业 ３５２４８５．２

６．建　筑 １２９０３８．２

７．交　运 ７９８３７．１

８．商　饮 １１８８１３．４

—７４—



２－１３　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情况（续）
单位：万元、元、人

项　　目 数　　量

９．服　务 ８８９７４．９

１０．其　它 １２４３９．７

减：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２８０．６

加：其它业务收入 ８９２０．６

减：其它业务支出 ７３１０．６

二、营业利润 １３２６３．５

加：投资收益 ４６８．９

其中：所属单位上交利润 ０．５

加：补贴收入 １５５３７．４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６０．９

减：营业外支出 ５３９３．８

三、利润总额 ２５９３６．９

减：上交社会性支出 ３

全年应交所得税 ４９０２．４

四、税后利润 ２１０３１．５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５５５４．１

其它转入 １１２．４

五、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５５８９．８

减：提取盈余公积金 ７５６．３

应付利润 ８０６．６

应上交乡村利润 １５．７

提取职工奖励 ６７．９

六、未分配利润 １３９５９

附记：人均劳动所得 ７３６０

资料来源：县农村经济管理站

—８４—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密 云 镇 ８０１ ７６７ ８６４２

季 庄 ２５０ ３１９ ８２４９

大 唐 庄 ７０．５ ８５ ８６４４

小 唐 庄 １６３ ７９５７

王 家 楼 ２４ ８２９８

西 户 部 庄 ２００ ７６ ７３２１

李 各 庄 １７０ １００ ９８６８

溪 翁 庄 镇 ２２００ １４９７ ８３８９

北 白 岩 ３６０ １８１ ７４６８

溪 翁 庄 １６０ １２０ ９４４０

金 叵 罗 １６０ ３８０ ９６４０

石 马 峪 ３４０ ８０ ８８７９

走 马 庄 ２１０ ９０ ９７４１

尖 岩 ３１０ ７４ ７２７５

东 智 东 ５０ １１６ ５９１３

东 智 西 ５０ １２１ ７６８５

东 智 北 ５０ １５８ ５４５５

石 墙 沟 ９０ ６８ ９１２９

黑 山 寺 １００ ５２２３

立 新 庄 ３０ ６７ ６７３５

白 草 洼 ４０ １８ ７５４０

东 营 子 ２５０ ２３ ７１１２

西田各庄镇 ５３４０．５ １０２０５ ７０８０

西 田 各 庄 １６０ ５２７ ７２５３

董 各 庄 １４０ ５１５ ７２７８

苍 头 ３９ ４３２ ７１６８

渤 海 寨 １１０ ２５５ ７０７５

水 洼 屯 １２９ ６９４９

西 恒 河 １２９ ６８６３

疃 里 ６０ ７１２ ７２７８

—９４—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一）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沿 村 ７６ １０ ７３４８

大 辛 庄 ３０ １４００ ７２４０

西 智 ９９ １００８ ７０１５

太 子 务 １００ ４２１ ７２７２

东 户 部 庄 １．５ １７７ ７１８４

韩 各 庄 ２４０ ３７８ ７１２６

于 家 台 １３３ ６３７５

西 山 ２５ ６７９２

建 新 ２ ３６４ ６７９０

朝 阳 ７２ ６４００

卸 甲 山 ３３０ ６６４ ７２６８

马 营 ８２ １３８ ６７２３

康 各 庄 ２５８ ７９３ ７２１２

西 庄 户 １９４ ３１０ ７３１７

西 沙 地 ５３６ ２６ ６８５９

小 水 峪 ５５０ １４５ ６３００

兴 盛 ７０ ２６ ６２１１

牛 盆 峪 ５０５ １５１ ６６００

白 道 峪 ５３７ ９９ ７１８２

小 石 尖 ３６７ １２２ ７５５６

署 地 ２７ ５５ ６６２１

王 庄 ２００ ７６ ６６００

青 甸 １０９ ３１ ６２１５

黄 坨 子 １６８ ７１８１

坟 庄 ３１２ ２１１ ６４８６

龚 庄 子 １５１ ２０１ ６３７４

河 北 庄 ５５ ３０２ ６６７３

十 里 堡 镇 ５２０ ２２７４ ８４３８

清 水 潭 ４３２ ８１４０

统 军 庄 ５０５ ８９３１

—０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二）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程 家 庄 ７０ ４５ ７２６４

庄 禾 屯 ４０ ３０４ １１０３４

河 漕 ２４０ ２７５ １００４４

十 里 堡 １１９ ９１８２

靳 各 寨 ３０ １１９ ６９０６

岭 东 １３７ ５６１１

双 井 １１６ ８９４０

水 泉 ８０ ４３ ６３３３

杨 辛 庄 ３６ ６４６７

红 光 ３０ ６５ ８７３６

河 南 寨 镇 ２５９２ ８１７９ ８２０１

平 头 ２０ １５６２ ８２００

前 金 沟 屯 １０６ ８２６１

金 沟 屯 ３５ ７１９ ８２５１

两 河 １０２７ ８１７３

沙 坞 ５０４ ８３９８

赶 河 厂 ２６０ １５０ ８２５５

新 兴 １５０ ８６ ８２４１

莲 花 瓣 ７０ ９４ ８３５１

钓 鱼 台 １３５ ２８９ ８４８３

南 单 家 庄 ２００ ８２９５

台 上 ３６５ ４５２ ８２５８

下 屯 ２００ ４３２ ８１３５

南 金 沟 屯 １１５ １１２ ８４１１

荆 栗 园 ９６ ３１０ ８２７８

团 结 ９ ２０２ ８２６８

中 庄 ８２ ８０ ８２０４

套 里 １０ １５６ ８１０３

芦 古 庄 １００ １８１ ８３５２

北 金 沟 屯 ２０ ８５ ８２０４

—１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三）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河 南 寨 １７０ １７５ ８５２４

北 单 家 庄 ５０ ８７ ７２２６

宁 村 ２ ２８２ ８１１０

圣 水 头 １７４ ２０２ ８３９０

东 套 里 ４ ７２ ８１３５

鱼 家 台 ２０ ８１ ８３５３

陈 各 庄 １３０ １６１ ７２７８

提 辖 庄 ３６５ ３５５ ８３７５

山 口 庄 １０ １７ ６３９０

巨 各 庄 镇 ５４５０ ３２７８ ７６４３

查 子 沟 １３０ ４７ ６０００

达 峪 １８０ ７ ６０００

娄 峪 １５０ ２ ６０００

水 树 峪 ８０ １４ ６０００

沙 厂 １６０ ３４ ７６０２

前 厂 ２００ １１０ ６０００

牛 角 峪 ２００ ３５ ６５０５

康 各 庄 １７０ ３９ ６５２２

海 子 １６００ ５３ ７３８９

久 远 庄 ３５０ １７６ ７５００

塘 子 １６０ １８９ ８０１９

赵 家 庄 ９０ ５９ ７５２９

豆 各 庄 ８０ １４６ ９０００

巨 各 庄 ７０ １０２ ７９９６

八 家 庄 ８０ １７９ ７７９９

金 山 子 １００ ８０ ７０００

张 家 庄 ６０ １９３ ７０５９

霍 各 庄 １５０ １６０ ７４６３

水 峪 １１０ １２１ ８０７７

黄 各 庄 ６０ １０４ ７６１７

—２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四）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前 焦 家 务 １２０ ５０９ ８８４１

塘 峪 ２１ ７５３６

后 焦 家 务 １００ ２３６ ８５０１

丰 各 庄 ３１０ １９８ ７４１２

东 白 岩 ４５０ ３１４ ８００２

菜 家 洼 ２９０ １５０ ８００１

穆 家 峪 镇 ２０００．１ ３１２４ ８１３２

刘 林 池 １７７ ８２５８

新 农 村 ４０．６ １６１ ８１９０

前 栗 园 ２８．１ １６０ ８１８１

后 栗 园 ７２．２ ４１３ ８２６９

沙 峪 沟 ５７．３ ５５ ７９７３

大 石 岭 ５３．１ ６１ ８２６４

水 漳 ９５ １６９ ８１２３

达 峪 沟 ６８．３ １４４ ７８７８

荆 稍 坟 ７３ １５６ ７８４１

羊 山 ９８．６ ３０５ ８１８１

南 穆 家 峪 ８８．３ １１８ ８１３１

北 穆 家 峪 ９．１ ５２ ７８４３

九 松 山 １１．６ ４５ ８２３６

西 穆 家 峪 １８６．２ ２２４ ８０６０

阁 老 峪 ７７．１ １１０ ８０１５

娄 子 峪 １９０．５ ５２ ８２４７

达 岩 ８５．３ ９９ ８３１４

辛 安 庄 １２４．１ ３７ ８１３５

荆 子 峪 １６９．１ ２０８ ７８８１

上 峪 ７５．９ ７３ ８１４９

庄 头 峪 ２７９．４ ３９ ８０１５

碱 厂 １１７．３ ２６７ ８０２３

太 师 屯 镇 ９６５０ ３１９４ ７２７３

—３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五）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黄 各 庄 １１５ ９ ４１０１

许 庄 子 ３８０ ６９９８

流 河 峪 ２３０ ５１５６

前 八 家 庄 ７５ ６２７７

后 八 家 庄 ５０ ４６２２

龙 潭 沟 ２６０ ６９５４

上 庄 子 ２５０ １２７ ８５６０

东 田 各 庄 １１００ １３７ ５１１８

流 河 沟 ３２０ ７０ ５７５９

葡 萄 园 １６０ １１２ １０２０７

太 师 屯 １７０ １０６ ９６２２

太 师 庄 １７０ ３１６ ７３４１

上 金 山 ４５０ ９５ ８４１８

大 曹 村 ４６０ １１２ ８５９７

小 曹 村 ５１０ ３２９ ６６２７

城 子 ５８０ ６５ ７０４１

松 树 峪 ３１０ １９６ ９４５６

学 各 庄 １２５ ６７ １０３９５

松 树 掌 ４３０ ３８ ５１７４

桑 园 ６８０ １１９ ９５６１

黑 古 沿 ２１０ ４８ ４１１０

前 南 台 ５７０ １０ ６６３４

后 南 台 ３５ １１１ ６９１１

头 道 岭 １６０ １５ ６５４２

光 明 队 ９０ ３６ ８３３３

二 道 河 ５５ １０８ ８３５１

车 道 峪 ４００ ５２ ６５８９

沙 峪 １８０ ７５ ４５５５

令 公 ３９０ １９７ ５５０２

南 沟 ７０ ７５ ６１０５

—４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六）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石 岩 井 １４５ ４７ ６０６８

东 庄 禾 １４０ ２０７ ６４７３

马 厂 ２３０ １７３ ５６５０

涝 洼 １５０ １４２ ５４８３

高 岭 镇 ４３５１．１ ２８８３ ６２６４

下 会 ２ １２６ ６８７１

辛 庄 ４０．１ １０６ ５７３２

放 马 峪 １８２ １８７ ７０１４

高 岭 １６５ １５４ ７８４６

高 岭 屯 １６２ ７３ ７０００

白 河 涧 ６８ ５１ ５４２６

瑶 亭 ３７０ ２７２ ５１０２

芹 菜 岭 ２２３ １９５ ６４３６

东 关 ７７ ８８ ７０８５

石 匣 ５２ ５５ ７８９７

四 合 村 ５３９ ２２７ ７１７０

栗 榛 寨 ９１０ ３１４ ６２７２

大 屯 ５１ １０９ ５３６５

上 甸 子 ３４０ １５０ ６０６１

下 甸 子 １６０ １５０ ６１４５

大 开 岭 １１２ ７１ ４５９７

小 开 岭 １０５ ９６ ４２４１

下 河 ４０１ ２０９ ５１１２

郝 家 台 １２８ １５６ ４５３４

界 牌 峪 ８７ １３ ７１６２

田 庄 １３１ ８１ ４８４２

不 老 屯 镇 １１０００ １６３９ ７０２０

杨 各 庄 ９７ ７７７４

董 各 庄 １３５ ７５３０

沙 峪 里 ９０２ ２０ ６４７１

—５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七）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学 艺 厂 １３８ ７３２８

转 山 子 １４３２ ２２ ９０００

黄 土 坎 ２１６０ ４４ ７７０２

燕 落 ２１６６ １０９ ６７０３

不 老 屯 ２３６ ３５１ ６７３０

白 土 沟 ２０３ ２０ ５８００

丑 山 子 １９５ ３１ ７３１１

边 庄 子 ２１７ ４ ６４８５

车 道 岭 ５５ ４６ ７０００

兵 马 营 ２６１ ２９１ ７１２０

柳 树 沟 ８０ １３７ ７５１５

大 窝 铺 １３９ ７０ ７９２４

永 乐 ２０４ １０８ ７５６６

学 各 庄 １３４ ４２ ６３００

香 水 峪 ３２９ ８４ ７４５７

北 香 峪 １８５ ４０ ６１２７

南 香 峪 １６４ ４３ ６９００

半 城 子 ２４０ １２ ７４８９

史 庄 子 １３９ ２ ７５７８

古 石 峪 １６４ ３４ ６６４７

陈 家 峪 １７３ ２２ ６８７２

阳 坡 地 ２３１ ４５ ４５３０

西 坨 古 ６２１ １２ ６５９９

冯 家 峪 镇 ２４０３ １５６１ ５８４５

保 峪 岭 １１３ ７２ ６１６２

西 庄 子 ２９５ ４７ ６１６０

石 洞 子 ３２３ １２１ ５８２１

冯 家 峪 ９３ １１６ ６１９５

西 口 外 １６０ ４５ ６０８０

—６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八）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西 白 连 峪 １６４ ８２ ６１６３

三 岔 口 １７０ ３７ ５７１１

朱 家 峪 １７２ ８０ ５５２４

下 营 １６８ ２２９ ５５５７

白 马 关 １１０ ７７ ５８０８

番 字 牌 １２７ ６６ ６０９４

黄 梁 根 ７０ ３６ ５９８３

西 苍 峪 ８５ ３７ ５９７４

司 营 子 ６０ １００ ５３０１

前 火 岭 ７０ １３５ ５８６８

石 湖 根 ５８ ５４ ６１３３

北 棚 子 １０５ １０２ ５６１３

南 台 子 ６０ １２５ ５２５０

古 北 口 镇 １０５３ ８７８ ７１７５

古 北 口 ８４ ４８ ７４１５

河 西 １８７ ９７ ６８８３

潮 关 ２０３ ４１ ６８６８

北 甸 子 ５６ １６８ ７２３３

汤 河 ４６ ９８ ７２４６

北 台 ６４ ８１ ７１８８

司 马 台 ４６ １９５ ７２５８

杨 庄 子 ２７４ ８９ ７５０６

龙 洋 ３５ ５９ ７１３３

大 城 子 镇 １１０５０ ２９７０ ７２０６

北 沟 ５９０ １０５ ６５３５

梯 子 峪 ２７５ ５７ ６７５０

墙 子 路 ４３５ １９６ ７４５８

南 沟 ８９５ ２０２ ７１８７

下 栅 子 ７９５ １８１ ７３９５

—７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九）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苍 术 会 ９１５ ４６２ ７２６８

柏 崖 ６８０ ２２３ ７３７３

程 各 庄 ４５０ ５５ ６６３５

庄 户 峪 ３４０ １０７ ８３２０

张 庄 子 ８１５ ２２９ ７３１５

杨 各 庄 ３１０ ２６ ７６５３

高 庄 子 ３５０ １２９ ７１０７

大 城 子 ３３５ ７２ ９１８０

聂 家 峪 ８７０ ２７７ ７２２０

方 耳 峪 ５００ １０３ ６８１７

后 店 ３４５ １０８ ６５８５

王 各 庄 ３５５ ３５ ６２６５

河 下 ４１５ １８１ ６９７５

庄 头 ５２５ ８０ ７１８２

大 龙 门 ２９０ ４４ ６７５８

碰 河 寺 ４７５ ５５ ６６２０

张 泉 ９０ ４３ ７３６３

檀 营 乡 ４８２ ９４５６

一 村 １６２ ９４５１

二 村 １９３ ９４６１

三 村 ３７ ９４４２

四 村 ９０ ９４７２

东 邵 渠 镇 ４８０４ ３７５８ ６０１４

太 保 庄 ２６８ ２６８ ６１７０

高 各 庄 １９６ ３０７ ６１４６

东 邵 渠 ２７５ ５３０ ６９５９

石 峨 １６９８ ５３９ ５９５４

界 牌 ６４８ １１６ ５９３１

史 长 峪 ４２８ ２４１ ５９４１

—８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十）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大 石 门 ２５８ ３２０ ４６３４

西 邵 渠 ３４２ ３６６ ６１９０

东 葫 芦 峪 １３０ ２０７ ５００５

西 葫 芦 峪 １５５ ２３６ ４８６０

大 岭 ５６ １０５ ８９３９

小 岭 ５０ ６２ ６４１４

银 治 岭 １２９ ３３８ ５５０５

南 达 峪 １７１ １２２ ５１２８

北 庄 镇 ３７４０ １１５５ ７５６０

暖 泉 会 １２０ ２０５ ７５１１

朱 家 湾 ３１２ ７５ ７５４４

抗 峪 １８０ ４４ ７７７７

大 岭 １２７ １０ ７４９６

土 门 ５３０ ４３ ７５０５

苇 子 峪 ３０３ ７５ ７５１５

东 庄 １７５ １６２ ７５２０

干 峪 沟 ４１ ３５ ７１３９

北 庄 １４５０ １６７ ７６６２

营 房 １２０ １２８ ７４９７

杨 家 堡 ３８２ ２１１ ７５０１

新 城 子 镇 ５４７２ ３７１４ ５６５０

花 园 ５３ １７４ ４５１２

大 角 峪 １３８ ３２５ ４５６２

曹 家 路 １２３６ ６５９ ７００５

蔡 家 店 １１４２ ２３１ ４７００

东 沟 ６３ ２０７ ４０２３

崔 家 峪 ６５ １９０ ６７４４

二 道 沟 ２ ４６ ４１０５

头 道 沟 １７４ ６１ ７０２０

—９５—



２－１４　村级基本情况（续十一）
　

地　　区
干鲜果产量

（吨）

粮食产量

（吨）

人均劳动

所得（元）

小 口 １８１ ６１ ４３０１

遥 桥 峪 ５３ ２２６ ４８８７

新 城 子 ７９１ ４２８ ６８３１

巴 各 庄 １１１４ ２０４ ７０００

太 古 石 ２７３ １７９ ５０３６

吉 家 营 ３０ １７３ ４５８３

苏 家 峪 ４０ ２２１ ４４２６

塔 沟 ３５ １１０ ５０００

大 树 洼 ４３ １３１ ４７３５

坡 头 ３９ ８８ ４８８９

石 城 镇 ２２３６ ３４０ ６６８４

梨 树 沟 １００ ３ ６５３８

水 堡 子 １０５ ３ ６００６

王 庄 ９５ ６ ６７１０

石 城 １７０ １４ ６９８１

石 塘 路 ７５ ６ ６５２１

河 北 １６０ ２２ ６３７０

西 湾 子 ３２３ ４４ ６８７８

黄 峪 口 １５０ ２３ ６６３０

捧 河 岩 ９７ ９ ６５６１

张 家 坟 ６５ ６５ ７０５３

二 平 台 ４５ ２ ６１８９

贾 峪 ４５ ２２ ６９４６

四 合 堂 ６５ ４０ ６８８８

红 星 ５６ ５８ ７１９１

黄 土 梁 ３５ ２３ ６７４８

其 它 ６５０

注：人均劳动所得由县经管站提供

—０６—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的全部产品总量和对农林

牧渔业生产活动进行的各种支持性服务活动的价值。它用价值量形成综合说

明了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总成果和总规模。是观察农林

牧渔业生产水平和发展速度，研究农林牧渔业内部比例关系和农林牧渔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产业布局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计算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

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基础材料。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一般采用

“产品法”进行计算。即凡是有产品的都按产品产量乘以其产品单价求得每一

种农产品的产值，然后将四业产品的产值相加求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计算

范围：是指在日历年度内行政辖区内各种经济类型及经营方式所生产的农林牧

渔业产品总量。包括农民和集体、机关、团体、学校及国营农林牧渔业生产的产

品。但是不包括农业科学实验单位作为实验用的农产品和军事部门的军马生

产。

—１６—



三、城市 农村住户



３－１　９０户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指 标 名 称 总　　计 占就业人数（％）

一、调查户数（户） ９０

二、常住人口（人） ２５１

三、就业人口（人） ２２５ １００

四、文化程度（人） １００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６ ２．７

小学程度 ３７ １６．４

初中程度 ５２ ２３．１

高中程度 ８４ ３７．３

大专程度 ４４ １９．６

大专以上 ２５ １１．１

３－２　９０户城镇居民家庭每人每年现金收入
单位：元

项　　目 总平均 与上年同期比％

一、家庭总收入 １７３０９．４６ １１．４

其中：可支配收入 １６５４８ ９．５５

（一）工薪收入 ９４９０．０８ １０．４９

１．工资及补贴收入 ８６９１．４１ ９．２

２．其他劳动收入 ７９８．６６ ２６．９

（二）经营性收入 ６３６．８４ ５５．８

（三）财产性收入 １９８．９９ ２１３．９２

（四）转移性收入 ６９８３．５６ ８．３

１．养老金或离退休金 ５２６４．３５ －３．１７

２．社会救济收入 ２１．６９ ９８５．９

３．保险收入 ６９．６９ －７．６７

４．赡养收入 ２２３．９５ ２３１．６９

５．捐赠收入 ３０９．３３ ９８０．４４

二、出售财务收入 ５５２．０２ ６３１．７５

三、借贷收入 ６８９７．５４ ９．１３

—５６—



３－３　９０户城镇居民家庭每人每年现金支出
单位：元

项　　目 总平均 与上年同期比％

一、家庭总支出 １５９７３．０４ １５．０３

（一）消费支出 １０４１０．３３ ２．２４

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 ３００８．０８ ８．８８

１．食品 ３０４１．７８ －５．３９

２．衣着 ７２５．４１ ８．４３

３．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８４３．３１ ２１．６２

４．医疗保健 １３０９．６３ ４０．２７

５．交通和通讯 ９１９．５８ －４６．０４

６．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１４３８．４４ －８．７９

７．居住 １８０８．３ ４９．４７

８．杂项商品和服务 ３２３．８８ １５．９２

（二）购房与建房支出 ２８９８．７６ ９６．１

（三）转移性支出 ２１０３．８８ ５．１

（四）财产性支出 ０ ０

（五）社会保障支出 ５６０．０７ ２５０．２

二、借贷支出 ８１４２．７９ ３．２１

—６６—



３－４　９０户城镇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单位：每百户平均

用品名称 单　　位 ２００６年

摩托车 辆 １４．４

自行车 辆 １８２．２

家用汽车 辆 １１．１

洗衣机 台 ９０

电风扇 台 １０６．７

电冰箱 台 １０５．６

冰　柜 台 ２３．３

彩色电视机 台 １３０

影碟机 台 ５４．４

收放像机 台 １７．８

家用电脑 台 ４６．７

组合音响 套 ３０

摄像机 架 ４．４

照相机 架 ５１．１

微波炉 台 ６５．６

空调器 台 １３０

电炊具 台 １３６．７

淋浴热水器 台 ７６．７

排油烟机 台 １０５．６

洗碗机 台 ０

饮水机 台 ７０

健身器材 部 ８．８

普通电话 部 １０１

移动电话 部 １５８．９

传真机 部 １．１

接入有线电视电视机 台 １１２．２

接入互连网计算机 部 １７．８

—７６—



３－５　２００户农户基本情况
　

指 标 名 称 总计（人） 占劳动力（％）

一、调查户数 ２００ —

二、常住人口 ５８７ —

三、整半劳动力 ４３７ １００

四、劳动力文化程度 ４３７ １００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４ ０．９

小学程度 ３７ ８．４

初中程度 ２２７ ５１．９

高中程度 １０６ ２４．３

中专程度 ３３ ７．６

大专以上 ３０ ６．９

３－５　２００户农户基本情况（续）
　 单位：元

指 标 名 称 户　　均 人　　均

五、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１２４６７ ４２４８

１．农业 ４９７ １６９

２．林业 ８７ ３０

３．牧业 ６４７９ ２２０７

４．渔业

５．建筑业 １２４ ４２

６．交通运输业 １６０３ ５４６

７．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５６２ １９１

８．住宿和餐饮业 ２８２５ ９６３

９．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 ５ ２

１０．其他

—８６—



３－６　２００户农户收支情况
　 单位：元

指 标 名 称 户均数 人　　均

一、总收入 ２６８７４ ９１５６

（一）工资性收入 １３７０２ ４６６８

（二）家庭经营收入 ９６３６ ３２８３

（三）财产性收入 １７６８ ６０２

（四）转移性收入 １７６９ ６０３

二、全年纯收入 ２２９３５ ７８１４

三、总支出 ２０７１７ ７０５９

（一）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２９８９ １０１９

（二）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２３３ ７９

（三）生活消费支出 １５１７１ ５１６９

１．食品消费支出 ５００１ １７０４

２．衣着消费支出 １２９０ ４３９

３．居住消费支出 １８８８ ６４３

４．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 １０２２ ３４８

５．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 １５６２ ５３２

６．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 ２２３７ ７６２

７．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１８９０ ６４４

８．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 ２８０ ９６

（四）财产性支出 １６ ５

（五）转移性支出 ２２９７ ７８３

—９６—



３－７　２００户农户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用品名称 单　　位 数　　量

电风扇 台 １３７

电冰箱 台 ９８

空调机 台 ６１

抽油烟机 台 ４４

照相机 架 １９

微波炉 台 ３４

热水器 台 ４７

自行车 辆 １４４

摩托车 台 ２７

生活用汽车 台 ８

电话机 部 ９９

移动电话 部 １５０

彩色电视机 台 １２０

录放像机 台 １３

摄像机 台 ４

影碟机 台 ４１

组合音响 台 ２８

收录机 台 １５

家用计算机 台 ２０

洗衣机 台 ９４

—０７—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１．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指调查户中生活在一起的所有家庭成员在调查期
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总和，不包括出售

财物和借贷收入。收入的统计标准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无论收入是补发还

是预发，只要是调查期得到的都应如实计算，原则上不作分摊。考虑到对样本

量小的市县影响较大，大笔收入可以分摊记入，但要尽量减少分摊次数，并要在

本年度内分摊完毕。

２．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调查户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
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

除经营性支出、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的记账

补贴后的收入。计算公式为：

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 －经营性支出 －交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交纳的
社会保障支出－记账补贴
３．城镇居民家庭总支出：指家庭除借贷支出以外的全部实际支出。包括消

费性支出、经营性支出、购房建房支出、转移性支出、财产性支出、社会保障支

出。支出统计是以实际购得的商品或服务的总价值填报，不论其付款方式是一

次付清、分期付款、还是赊购，只要商品或服务已被消费就要按其总价值计量。

如果采用分期付款或赊购形式，则要在借贷收入类相应的项目填入实付款与总

的应付款的差额。

４．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指调查户用于本家庭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
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

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八大类等。包括用于赠送的商品或服务。消费支出按商

品（服务）的用途分类，详细解释见消费支出表。

５．农民全年纯收入：指农民家庭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
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纯收入主要用于再生产投入和当年生活消费支

出，也可用于储蓄和各种非义务性支出。计算公式：

农民全年纯收入＝全年总收入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生产性固定资产折
旧－税费支出－赠送农村内部亲友支出
６．农民人均纯收入：指住户全年纯收入与常住人口之比。其计算公式：
人均纯收入＝全年纯收入／常住人口

—１７—



四、工业 建筑业



４－１　全县工业基本情况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合　　计 法　　人
其中：

规上法人
个　　体

企业个数 个 １３００ ６４４ １８９ ６５６

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０８９１６９．８ １０６７７９３．８ １００７９９３ ２１３７６

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１０８６８０４．６ １０６６２８３．６ １０１１０７９ ２０５２１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１１１２６２５．６ １０９２８０９．６ １０３６５５１ １９８１６

利润总额 万元 ５７７２３．５ ５６２４３．５ ５９０３６ １４８０

—５７—



４－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项　　目
企　业
个　数

固定资

产合计

资　产
总　计

负　债
合　计

合　　计 １８９ ３３００９０ ９６１４２９ ５９１０１５
一、按经济类型分组

内　资 １３９ １８６０８３ ５４９１４６ ３２７１１２

国有企业 ７ １４３６２ ３６３６２ １１１６５
集体企业 ６ ７１９９ ３１２６９ １３９９７
股份合作企业 ６ ６７６８ １７０９３ １１３０６

联营企业 ２ ２４６３ ５４７５ ３５６２
　国有联营企业
　集体联营企业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２ ２４６３ ５４７５ ３５６２
　其他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１ １０５２８８ ３０１８６６ １７５１３２
　国有独资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６１ １０５２８８ ３０１８６６ １７５１３２

股份有限公司 ６ １９０４７ ６４９４５ ４９２９３
私营企业 ５１ ３０９５６ ９２１３６ ６２６５７
　私营独资企业 ３ ９９７ ３１８５ ２７８４

　私营合伙企业 １ １０１ ５８４ ５３６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２９１４８ ８６３９６ ５７８３７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７０９ １９７１ １５０１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５ ３６７０４ １０３８０８ ６５４２８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１１ ２６２４３ ６６１２０ ４９９９９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４ １０４６１ ３７６８７ １５４２９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 ３５ １０７３０２ ３０８４７５ １９８４７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１２ １７４００ ５３２８３ ２３０８４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２１ ７３９４９ ２０８３７６ １４０７８６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１５９５３ ４６８１５ ３４６０６

—６７—



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个、万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主营业

务税金

及附加

利　润
总　额

工业中

间投入

合　计

应　交
增值税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业销

售产值

（当年价格）

１０３６５５１ ８７３３ ５９０３６ ８２１８３７ ４４５３５ ４８０７６ １００７９９３ １０１１０７９

５２３５４５ ４２０５ ２５２１１ ３９１８２１ ２２０８９ ３３５７７ ４９７４９０ ４９７８１４

３３９７１ ９０３ ３４９３ ２６４９５ ２１９９ ８４４ ３５３８０ ３３９９４
２６６４１ ４１２ ２９６３ １８６７２ １５９９ １４５０ ２７５６８ ２６８０７
１６６１９ ５１ －２３ １３７７９ ６３７ １２６５ １５８６８ １５４７７

４４３７ ５４ ３ ９４２ ６７７ ２２４２ ４２０６ ４２０６

４４３７ ５４ ３ ９４２ ６７７ ２２４２ ４２０６ ４２０６

２１４２０７ １８２２ １７８７５ １５５０４７ ９５７３ １５１９１ ２１３３５２ ２１３３６６

２１４２０７ １８２２ １７８７５ １５５０４７ ９５７３ １５１９１ ２１３３５２ ２１３３６６

１１２１４５ ５０７ －１２６ ７７４３９ ４６４７ ４１２１ ８５０２７ ８８４７８
１１５５２６ ４５７ １０２６ ９９４４７ ２７５９ ８４６４ １１６０８９ １１５４８７
２２７４ ２ ６ １７３７ ４８ ２２２ ２２５６ ２２７７

８６９ ２ ７ ７７６ ２３ ５０ ８６９ ８６９
１０９５３７ ４５０ １０００ ９４２５７ ２６５０ ８００１ １１０００５ １０９５２６
２８４６ ３ １３ ２６７７ ３８ １９１ ２９５９ ２８１４

１２９５５４ ４３８６ ７２６４ １１２２９９ ４９５６ ５４０５ １４２６７０ １３０２１０

７４１３７ ４３８６ ３１５ ５７４６７ ２４０４ ４６０２ ７５０４７ ７４１４９

５５４１７ ０ ６９４９ ５４８３２ ２５５３ ８０３ ６７６２３ ５６０６０

３８３４５１ １４２ ２６５６１ ３１７７１７ １７４８９ ９０９４ ３６７８３４ ３８３０５６
５４８５９ ２４ ５０２６ ３９６５７ ８１６ ２１６２ ５３０９２ ５４８２９

２９０２６３ １ １７９０２ ２４６７６６ ９８２３ ５４５７ ２７３６０２ ２８９５２５
３８３２９ １１７ ３６３４ ３１２９３ ６８５０ １４７５ ４１１４１ ３８７０２

—７７—



４－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项　　目
企　业
个　数

固定资

产合计

资　产
总　计

负　债
合　计

二、按行业分组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６ ４２３２７ １１４１４６ ４１６６６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０ １８０７９ ４０２９３ １６０６６

食品制造业 ８ ２９３２３ ８５６３８ ７４０７４

饮料制造业 ２ １９０９８ ３４７０８ ２８６１９

纺织业 ５ ３１６２ ２６６４２ １８５１５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４３ ３６２３１ ９９０３５ ７３３３９

家具制造业 ２ ６２０ ４２６０ ３７６３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５ ５５５７ ２３００２ １３２６０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１０ ５７５２ １４４０４ １１０９１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２ ３８１ １３３０ ３７７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７ ７４４３ ２８３８２ ８４７２

医药制造业 ３ １０６９１ １８３１５ １０５３３

塑料制品业 ７ ５６２９ １７２６６ １２６４８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８ ６３４３ ２７４１２ １３１４０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 １３０４ １３８４ ８７５

金属制品业 ７ ６８４７ ３９９０８ １４６０３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８ ３７７１ １３００９ ７９１２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８ ３０６２ １０２９９ ５７９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０ ７７７８１ ２３５４３７ １６０１４５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０ ６０２０ ２９９７０ １８３６９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６ ３５９９ ２３５９２ １６７４６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３ ３６３８ ８５０９ ４７８１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１ ６２ １３９ ９７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 ２０１３８ ４３２８８ ２８１５９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４４９２ ６２８２ ５６２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 ８７４２ １４７７９ ２３４５

—８７—



主要经济指标（续）
单位：个、万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主营业

务税金

及附加

利　润
总　额

工业中

间投入

合　计

应　交
增值税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业销

售产值

（当年价格）

１０７４１７ ２５３７ ２１１３６ ６８１０５ ７３１４ ３０６８ １０９１５４ １０７４１７

５３３５３ １１７ ４９４１ ３８４８８ ４８ １２８４ ５１００１ ５３２５５

１１９７３６ ５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８５６５ １１４６８ ５４２４ １２２２３７ １１９６２８

２９８２１ ４４００ －７７２ ２２０６２ ２１２０ １０４２ ２９８５１ ２９９３９

３６７４６ ４３ ３８２ ７７７８ ６１２ ８６７ ８３７５ １０４５５

１３９４９８ １５８ ２６２７ １０３６２１ ３００１ １８２１３ １３９７７４ １３９３０１

３５２６ ４ ３ ３０８１ ６９ ３４８ ３９７０ ３１８５

１２６７３ ８ １３４ １０５８６ ２５８ ６３１ １１７２０ １２７０６

７４９４ ２０ －１０８ ５６４６ ２７１ １０９３ ７４７７ ７５８８

１２９４ ５ ８１ １００７ ６０ ９８ １２８０ １２８０

１３５０５ １２２ ８９５ １１０４１ ６９６ ７２４ １３４９０ １５５６０

８４２８ ３５ ４１２ ６８９６ ８４８ ４１２ ８３３５ ８５０１

１５２４６ １５ ５８９ １１８５３ ２４６ ７８２ １７００３ １５４８２

１６６１７ ４０ ２２２５ １３３４１ ５００ １５０９ １７７７０ １６８９７

２０４２ ６ －２７３ １８５２ －１３３ ２５ １８８７ ２０４１

６９１０３ １１１ ７７８８ ６７０３６ ２９２０ １５８７ ８１７３１ ６９６７２

１２１６３ ６６ ４３２ ９９３８ ４８１ ７９２ １１７３４ １２４８９

１５０６６ ２８ １１２４ １２５２７ １１５１ ７０８ １４９８０ １５０２８

２７７５０３ ５２ １５９４２ ２３６１９９ ９３６２ ４３１８ ２５９７５６ ２７６２６７

３２０９４ ８４ １１３６ ２６７１７ １０７２ １１４８ ３１７３７ ３１１０４

４６９９９ ２８９ ２５６ ４２５４８ １６２２ ３０７４ ４７８２０ ４７２２６

３９５２ １８ －８６ ３０４２ ２０９ ３７６ ４０２２ ３７８３

１２６１ ０ －４ １２２６ １２ ８ １３４４ １２６１

６２４４ ６１ ７５ ５５６９ １５０ ２９６ ６７７７ ６２４４

１５７６ ０ －２５３ １５２８ ２２ ４６ １５７６ １５７６

３１９５ １１ ２５４ １５８６ １５７ ２０３ ３１９５ ３１９５

—９７—



４－３　全县建筑业基本情况
　

项　　目
建筑业产值

（千元）

房屋建筑

施工面积

（平方米）

工程结

算收入

（千元）

利润

（千元）

合　　计 ３５４３２８１ ２３７５９９５ ３２１６７８４ ７７５９０

　法　人 ３５００４４１ ２３５９０１５ ３１８１１８４ ７６９８９

　其中：新资质 ３４００４４１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３０９９０９７ ７６０８５

　个　体 ４２８４０ １６９８０ ３５６００ ６０１

—１８—



４－４　新资质建筑业
　

建筑业

总产值

房屋建筑

施工面积

房屋建筑

竣工面积

总　　计 ３４００４４１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８５８６２９

一、按经济类型 ３４００４４１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８５８６２９

内　资 ３３４８５４５ ２２２７５２０ ８５８６２９

国有企业 １１０８４０ ３４６２４ １３６２４

集体企业 ２８７７０５ １７５４７８ １３５２３４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６８３３２ １６９８２８５ ６０８９９４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６８３３２ １６９８２８５ ６０８９９４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６７８３ ０ ０

私营企业 ５０４８８５ ３１９１３３ １００７７７

　私营独资企业 ６０ ０ ０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５２４１ ３１９１３３ １００７７７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８４ ０ ０

　外商投资 ５１８９６ １１１４９５ ０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５１８９６ １１１４９５ ０

二、按行业类别 ３４００４４１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８５８６２９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３０３０９７０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８５８６２９

　房屋工程建筑 １７４４１８９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８５８６２９

　土木工程建筑 １２８６７８１ ０ ０

　　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１０１８４３９ ０ ０

　　水利和港口工程建筑 ６４６６０ ０ ０

　　架线和管道工程建筑 １９１９３０ ０ ０

—２８—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个、万元

年末从

业人员

固定资

产原价

工程结

算收入

工程结算

税金及附加

工程结

算利润

利　润
总　额

１２３６１ ４８７５１５ ３０９９０９７ １００８１９ ２１８８３１ ７６０８５

１２３６１ ４８７５１５ ３０９９０９７ １００８１９ ２１８８３１ ７６０８５

１２０７５ ４７９３５６ ３０１１６７５ ９８１９６ ２１７８７９ ８０６９９

６９０ ６１３２２ １４３４６５ ４４１１ １３２５１ ７０９１

２３３ ２９２８３ ２６５４３１ ８５００ ２２６７８ １４８５５

８１６３ ２５９５１０ １９８９６５３ ６５９０８ １１９４６１ ４２７４６

８１６３ ２５９５１０ １９８９６５３ ６５９０８ １１９４６１ ４２７４６

３５８ ５７７２ ５７０４４ １６０９ １１００８ ７０８８

２６３１ １２３４６９ ５５６０８２ １７７６８ ５１４８１ ８９１９

６ ９０ ３７４ １２ ９３ １４

２５６１ １２０９４７ ５０９３１０ １６２５３ ４９８３０ ８８８５

６４ ２４３２ ４６３９８ １５０３ １５５８ ２０

２８６ ８１５９ ８７４２２ ２６２３ ９５２ －４６１４

２８６ ８１５９ ８７４２２ ２６２３ ９５２ －４６１４

１２３６１ ４８７５１５ ３０９９０９７ １００８１９ ２１８８３１ ７６０８５

１０９７９ ４１７０２２ ２８０２７２１ ９１３２８ １９８１１４ ７３４２５

４２４５ １６５８７７ １５５８０４９ ５０４０５ １０３２２５ ４４２７９

６７３４ ２５１１４５ １２４４６７２ ４０９２３ ９４８８９ ２９１４６

５９６１ １８６９２１ ９４３６３４ ３１２９９ ６３６５０ ２６０５５

２２２ ３８７７０ ５５０００ １８９９ ７７１５ －１３２０

４５０ １８７１６ ２３４５１２ ７３５２ ２１４８０ ４８０１

—３８—



４－４　新资质建筑业
　

建筑业

总产值

房屋建筑

施工面积

房屋建筑

竣工面积

　　其他土木工程建筑 １１７５２ ０ ０

建筑安装业 ２０４７１２ ０ ０

建筑装饰业 １１４０５３ ０ ０

其他建筑业 ５０７０６ ０ ０

　工程准备 ５０７０６ ０ ０

三、按隶属关系 ３４００４４１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８５８６２９

中　央 ８１９２０５ １２５１１９ １３６２４

市 １１５３６６ ０ ０

（区）县 ５４７９ ０ ０

镇 ７４８２００ ９２９２６８ ４３４７６２

村委会 ２１０９００ ２９６２８５ １２５４２４

其　他 １５０１２９１ ９８８３４３ ２８４８１９

四、按企业资质等级 ３４００４４１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８５８６２９

施工总承包 ２０９７２８８ ２３３９０１５ ８５８６２９

　一　级 １０７６５９１ １４０２０００ ４８３５７０

　二　级 ９４８４４３ ９０２３９１ ３６１４３５

　三　级 ７２２５４ ３４６２４ １３６２４

专业承包 １３０３１５３ ０ ０

　一　级 １１６２１０４ ０ ０

　二　级 ５２１１６ ０ ０

　三　级 ８８９３３ ０ ０

—４８—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
单位：个、万元

年末从

业人员

固定资

产原价

工程结

算收入

工程结算

税金及附加

工程结

算利润

利　润
总　额

１０１ ６７３８ １１５２６ ３７３ ２０４４ －３９０

４７５ １３６９８ １１２８００ ３６７７ ６５１６ １１４６

６８９ ２２２５７ １３３５４８ ４１９７ １３７３８ １３３４

２１８ ３４５３８ ５００２８ １６１７ ４６３ １８０

２１８ ３４５３８ ５００２８ １６１７ ４６３ １８０

１２３６１ ４８７５１５ ３０９９０９７ １００８１９ ２１８８３１ ７６０８５

４５９８ １２８４８８ ７０８５３１ ２４１２３ ２５８４２ －２９１

４４０ ７３３０８ １０５０２８ ３５１６ ８１７８ －１１４０

１８ ６２３ ５４７９ １７７ １５５５ ２６

１５９８ ４９１４７ ４４３９５３ １４３９８ ３４０９２ ２１４２１

９００ １９５０ １８８９３０ ６１２０ ２３３００ １４０９０

４８０７ ２３３９９９ １６４７１７６ ５２４８５ １２５８６４ ４１９７９

１２３６１ ４８７５１５ ３０９９０９７ １００８１９ ２１８８３１ ７６０８５

６２８９ ２８２８５１ １９７９９２８ ６３２６１ １５７９４９ ６４６０８

１８２６ ６４７４８ ９０８５５６ ２９５７３ ５２３４４ ２０８３３

４００８ １９０６６９ ９６１３５１ ３０６３６ ８６９４７ ３６３７２

４５５ ２７４３４ １１００２１ ３０５２ １８６５８ ７４０３

６０７２ ２０４６６４ １１１９１６９ ３７５５８ ６０８８２ １１４７７

５３９４ １７３１５０ ９２０６５４ ３１２１３ ３８５７２ ６４３１

３９１ １４６１６ ７１３７６ ２３２７ ７４０５ －４４７

２８７ １６８９８ １２７１３９ ４０１８ １４９０５ ５４９３

—５８—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１．工业总产值：指工业企业在本年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
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工业总产值的内容包括三部分：生产的成品价值、

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２．主营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未执行
２００１年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用“产品销售收入”的本期累计数代替。

３．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未
执行２００１年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用“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的本期累计数代替。
４．利润总额：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

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亏盈总额，包括营业利润、补贴收入、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

支净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的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５．工业中间投入：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用于工业生产活动所一次性消耗的
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及其他实物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是计算工业增加

值的基础指标。工业中间投入包括直接材料、制造费用和其他直接费用中的中间

投入、管理费用中的中间投入、营业（销售）费用中的中间投入和财务费用五个指

标，企业应首先计算出这五个指标，再加总计算出工业中间投入合计。

６．建筑业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
生产的建筑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它包括建筑工程产值、设备安装工程产值、其

他产值三部分内容。

是指建筑业企业自行完成的以工程预（概）算为依据，按工程进度计算的建

筑安装总价值。基本公式为：

建筑业总产值＝∑［分部分项实际完成实物量 ×预算单价 ×（１＋间接费
率）］×（１＋利润率）×（１＋税率）
７．工程结算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指本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款结算

收入以及向发包单位收取的除工程价款以外按规定列作营业收入的各种款项，

如临时设施费、劳动保险费、施工机构调迁费等以及向发包单位收取的各种索

赔款。根据“利润表”中“工程结算收入”项的本期累计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１年企业
会计制度的单位根据“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收入”项本期累计数填报。

８．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是指报告期内施过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具体包
括：本期新开工的房屋面积、上期施工跨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上期停缓

建本期复工的房屋面积、本期开工又停缓建和本期竣工的房屋面积。

—６８—



五、商业 餐饮业 服务业



５－１　商业、餐饮业、社会
　

经济类型

网点（个）

商 业 限额以

上企业

餐饮业 限额以

上企业

住宿业 星级及限额

以上企业

社会

服务业
限额以

上企业

总　　计 １０６７６ ４２ １７００ ９ ８２９ ２１ ６３０６ ２６

国有企业 ６０ ５ １５ ７ １６１ ６

集体经济 ７１ ３ ２ ７ ７７ ３

个体经济 ９６４２ １６０８ ７４５ ４８８５

其他经济 ９０３ ３４ ９０ ９ ６２ １４ ９５５ １７

—８８—



服务业营业网点
　

从业人员（人）

商 业 限额以

上企业

餐饮业 限额以

上企业

住宿业 星级及限额

以上企业

社会

服务业
限额以

上企业

２２３１７ ２６０９ ７２８ ５５２１ ３１５７ ２１１０２ １０７３

３２５ ３１２ １０２２ ３２３ ４７５１ ３２９

５１０ ２３ ２２ １６７ １３９９ １２６

１３１５６ ４７２３ １２１３ ６７９７

８３２６ ２２７４ １８２１ ７２８ ３１１９ ２８３４ ８１６０ ６１８

—９８—



５－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项　　目 金额（万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４００６７３

　１．按用途分

吃 １７７８３９

穿 ６２６７４

用 １４５５６８

烧 １４５９２

　２．按行业分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０８３８２

餐饮业 ６１３６４

住宿业 １１５４４

其他行业 １９３８３

—０９—



５－３　各类商品交易市场情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２００６年

市场数 个 ３６

摊位容量 个 ６９１７

出租摊位数 个 ５４９７

　其中：个体摊位数 个 ５４９７

营业面积 平方米 ３３９２２６

成交额 万元 ８６５８４

　其中：零售额 万元 ７２２４５

吃 万元 ３３９５５

穿 万元 ２１５２９

用 万元 １６５４４

烧 万元 ２１７

—１９—



５－４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计量单位：千元、人

指 标 名 称 合　计 批发业 零售业

流动资产 ８６６１１７ ６８１０６５ １８５０５２

固定资产 ２１９２７４ １１０６００ １０８６７４

资产总计 １１３１３８８ ８３２５５５ ２９８８３３

负债合计 ８９１９６４ ６５７７５２ ２３４２１２

实收资本 ２１０２６２ １５６４１７ ５３８４５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９３７１２６ ２５２９８９７ ４０７２２９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７７７３０９ ２４０７１６９ ３７０１４０

营业费用 １２８４５６ ９６０９４ ３２３６２

管理费用 ６４３９９ ４７９１９ １６４８０

财务费用 ５５９６ ９２３ ４６７３

营业利润 －１２８４２ －１７２１０ ４３６８

利润总额 －４６５９ －９３７０ ４７１１

本年应交增值税 １７６７２ １３０３４ ４６３８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 ４４１１０ ２９３６１ １４７４９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２６０９ １５４９ １０６０

—２９—



５－５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计量单位：千元、人

指 标 名 称 合　计 住宿业 餐饮业

流动资产 ２５０５４６ ２１０６６５ ３９８８１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３６２７７９ １２８１５９６ ８１１８３

资产总计 １７５３９８０ １６２７９０３ １２６０７７

负债合计 ７１４９３３ ６３７２９３ ７７６４０

实收资本 ４３６１４８ ３９９０４８ ３７１０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８６１７ ２４８２９７ ４０３２０

主营业务成本 ９０９３１ ６４９１８ ２６０１３

营业费用 １３５１０７ １２０４６８ １４６３９

管理费用 １０９８９４ １０１６７８ ８２１６

财务费用 ５９９５ ５３１５ ６８０

营业利润 －６４５５４ －５３９６３ －１０５９１

利润总额 －６２７６１ －５２２６７ －１０４９４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 ５４９４９ ４７９５１ ６９９８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３８８５ ３１５７ ７２８

—３９—



５－６　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财务状况
单位：千元、人

指 标 名 称 本年数据 指 标 名 称 本年数据

一、年初存货 ５８５１０８

二、年末资产负债 ─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２２８５０

　其中：现金 １４６７１

银行存款 １００６０９

短期投资 ２２０

应收账款（净额） ７５６５８

存货 ５９９４４８

长期投资合计 ４７１１７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９０７０

长期债权投资 ０

固定资产合计 ３４１７２１

其中：固定资产原价 ３３０６３２

减：累计折旧 ６５３３４

　其中：本年折旧 １４６７１

在建工程 ６５３５３

无形资产 ７５６４

资产总计 １６２１１７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５２２５９

长期负债合计 ６０６７１７

　其中：应付债券 ０

负债合计 １１５８９７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６２１９６

　其中：实收资本 １８０１８７

　　１．国家资本 ５６２７５

　　２．集体资本 ７１１

　　３．法人资本 ５８２９７

　　４．个人资本 ５６９３４

　　５．港澳台资本 ０

　　６．外商资本 ７９７０

三、利润及分配 ─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５８８３

主营业务成本 ４３０４７０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５２０６

主营业务利润 ７０２０７

其他业务收入 ４１１７

其他业务利润 ３５４６

营业费用 ４４２３１

管理费用 ５０２２２

　其中：税金 １９３５

财产保险费 ２２５

差旅费 ２３１２

工会经费 ３０４

财务费用 ４２５９

其中：利息支出（净额） ２９１５

营业利润 －２４９５９

投资收益 １０４

补贴收入 ３３７６３

利润总额 ８６７０

应交所得税 ４０９７

应付股利 ５４３０

转作资本（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０

四、其他 ─

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 ２２８８７

应付福利费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 ３５４２

应交增值税（不含期初未抵扣税） ４５２

上缴的各种费用 ３４

劳动、失业保险费 ２７４４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 ５３４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１０７３

—４９—



５－７　限额以上服务业财务状况汇总（行政、事业会计制度）
单位：千元

指 标 名 称 本年实际 指 标 名 称 本年实际

一、年末资产负债 ─

资产合计 ４２５４３７８

　其中：现金 ７９１５

银行存款 ５０１１５７

有价证券 ０

对外投资 ８３２４

固定资产（原值） ３３２７５０３

负债合计 ４８５１７１

二、收入和支出 ─

上年结余 １２６０３２

收入合计 ２４０９１３２

　其中：财政拨款 １４９８２６１

上级补助收入 ４４４９１

事业收入 ６９９２４５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４１６０３

支出合计 ２３４４８５１

其中：人员支出（工资福利支出） ６０３８６０

公用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 ６８０２４０

　其中：福利费 ７８２６

劳务费 ４４６４

办公设备、专用设备、交通工具购置费 ８２７９４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１７８０４１

其中：助学金 ５９６９

抚恤金、生活补助和救济费 ８３１７

收支结余 １９０３１３

三、其他资料 —

应交税金（不含所得税） １１５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１６０３２

—５９—



５－８　限额以上服务业单位资产
　

指 标 名 称 单位数 资产合计 其中：现金

合　　计 ９６ ４２５４３７８ ７９１５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９６ ４２５４３７８ ７９１５

按行业门类分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 ４２５２４ ９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 ８８８７ ５３９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 １７１２１５１ ２７

　教　育 ３０ ６６０７０４ ２４３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 ３０６２７７ １７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 ３７２１７ 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５０ １４８６６１８ ７０８０

—６９—



负债表（行政、事业会计制度）
　

银行存款 有价证券 对外投资 固定资产（原值） 负债合计

５０１１５７ ０ ８３２４ ３３２７５０３ ４８５１７１

５０１１５７ ０ ８３２４ ３３２７５０３ ４８５１７１

３６ ０ ０ ４２４７９ ０

７０６ ０ ０ ４０１４ ７３５２

６１１０５ ０ ９２４ １５２４４８５ １５８２４７

８５２１０ ０ ０ ５３７９７８ ４７７７３

３００８９ ０ ０ １９７４３８ ８７６６６

１４３３ ０ ０ ３５７８４ ４４４

３２２５７８ ０ ７４００ ９８５３２５ １８３６８９

—７９—



５－９　限额以上服务业收支表
　

指 标 名 称 单位数
上　年
结　余

收　入
合　计

合　　计 ９６ １２６０３２ ２４０９１３２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９６ １２６０３２ ２４０９１３２

按行业门类分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 ０ ３０３６６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 －４５ ８８４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 －１９１１５ ４９０５６９

　教　育 ３０ １３０７４ ３７９１４６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 －３９１６ ３０９３０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 １６５９ ７０２６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５０ １３４３７５ １１８３８７６

—８９—



（行政、事业会计制度）
　

其中：

财政拨款

上级补

助收入

事　业
收　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支　出
合　计

人　员
支　出

１４９８２６１ ４４４９１ ６９９２４５ ４１６０３ ２３４４８５１ ６０３８６０

１４９８２６１ ４４４９１ ６９９２４５ ４１６０３ ２３４４８５１ ６０３８６０

３０３６６ ０ ０ ０ ３０３６６ ３００１

６１７ ４０ ０ ８１８９ ９３５８ １６２０

８２４８３ １１０９４ ３６４６０７ ３２３８４ ５４８０６５ ７１８４８

３２３８７６ ０ ５５１１５ ０ ３６８９５７ １６４７２７

５５８４０ ９３５ ２４６６１９ ０ ３０４０２７ ７８０７５

３７５２ １１４１ ２１３３ ０ ７６２４ ３９０２

１００１３２７ ３１２８１ ３０７７１ １０３０ １０７６４５４ ２８０６８７

—９９—



５－９　限额以上服务业收支表
　

指 标 名 称
公　用
支　出

其中：

福利费
劳务费

办公设备、

专用设备、交

通工具购置费

合　　计 ６８０２４０ ７８２６ ４４６４ ８２７９４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６８０２４０ ７８２６ ４４６４ ８２７９４

按行业门类分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７１１６ １４ ０ 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７７１２ １５４ ０ ２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０５６７ ３９６０ ４２５ ７４１２

　教　育 ９８６７０ １３１２ １１４ ７１７５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８０１８５ １１９６ ９６７ ２７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５５３ ０ １４４７ ９６２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３０３４３７ １１９０ １５１１ ６６９４９

—００１—



（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续）
　

对个人和

家庭补助支出

其中：

助学金

抚恤金、生活

补助和救济费

收　支
结　余

应缴税金

（不含所得税）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１７８０４１ ５９６９ ８３１７ １９０３１３ １１５ １６０３２

１７８０４１ ５９６９ ８３１７ １９０３１３ １１５ １６０３２

２４９ ０ ２０ ０ ０ ６５

０ ０ ０ －５５７ ０ ４１

２２７２３ １ ６１７ －７６６１１ １０２ ２０６７

５９０４２ ５９４５ ２０９４ ２３２６３ ０ ５１３３

１４２５１ ０ ５６８ １３６０ ０ ２１２０

２０７ ０ ０ １０６１ １３ １０５

８１５６９ ２３ ５０１８ ２４１７９７ ０ ６５０１

—１０１—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全社会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业和
餐饮业及其他行业售给城乡居民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

品金额。这个指标反映通过各种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

品总量，是研究人民生活、社会购买力、货币流通等问题的重要指标。

２．商品市场成交额：指市场进行交易的全部成交金额，包括成交后兑现的
金额和签约合同成交的全部金额。

３．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批发企业年商品销售总额在２０００万元以上，
零售企业年商品销售总额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
４．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指年营业收入在２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
５．限额以上服务业：指年营业收入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

—２０１—



六、交通运输 邮电及公用事业



６－１　交通运输运营情况
　

单　　位 本　　年

客运量 万人 ２２９２．４９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１０２４２５．５１

客运收入 万元 １４９１２．０４

货运量 万吨 ８０３．８９

货运周转量 万吨公里 ２２５９７．９

货运收入 万元 ２５０６９．１３

资料来源：密云县交通局

—５０１—



６－２　公　　路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一、公路工程总投资 万元 ３２９８７

其中：新改建大中修工程 万元 ２４１９６

中小修维护工程 万元 １９１６

乡公路工程 万元 ３８２

绿化工程 万元 ３１４

其他工程 万元 ６１７９

二、全县公路里程 公里 １８８０

其中：绿化里程 公里 ９６６

油路面里程 公里 １６２０

１．干线 公里 ２８８

２．县公路 公里 ２９２

３．乡公路 公里 ６４８

４．专用公路 公里 ５２

５．村道 公里 ３４０

三、公路桥梁总数 延米／座 １１００５／３５２

四、公路植树 株 ４５１０

五、公路分局 个 １

职工人数 人 １０２

工资总额 万元 ３６０

其中：汽车 辆 ３５

六、养路费收入 万元 ５９６７

资料来源：密云县公路局

—６０１—



６－３　邮 政 事 业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一、基本情况

１．邮政局所 处 ２２

其中：局 处 １

支　局 处 ５

所 处 １６

２．报刊亭 处 ４７

其中：局办 处 ４７

二、主要设备

汽　车 辆 ２８

摩托车 辆 ６

自行车 辆 ８０

过戳机 台 ０

微　机 台 ６４

三、财务情况

收　入 万元 ２５４９．２

支　出 万元 １８９５．９

四、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３１４１．９

五、业务交换量

函　件 万件 ２３２．７

包　件 万件 ４．３

汇　票 万张 ６．９

报刊累计数 万份 １０８４．８

六、邮路

日行全长 公里 １８４７

投递道段 条 ５２

七、邮政储蓄

储　户 户 ２０７５０１

储蓄余额 万元 ９４９７９．８

资料来源：密云县邮政局

—７０１—



６－４　城市供电设施及用电量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上　　年

１．变电站 座 ２０ １９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座 ７ ６

３５千伏变电站 座 １３ １３

２．变电站变压器（不含用户站） 台 ３７ ３５

总容量 千伏安 ６０８７００ ５４６０００

　其中：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变压器 台 １４ １２

总容量 千伏安 ３９９０００ ３４７５００

３５千伏变电站变压器 台 ２３ ２３

总容量 千伏安 ２０９７００ １９８５００

３．１１０千伏输电线路 （局属） 公里 ７４．９８２ ７４．９７９

３５千伏输电线路 （局属） 公里 ２３８．５５９ ２２５．８６２

１０千伏输电线路 （局属） 公里 １５８９．６ １６３３．１４

４．配电变压器 （局属） 台 ２９９６ ２６８４

总容量 （局属） 千伏安 ３２６２５０ ３１２２７５

５．城镇低压路灯线路 公里 １４１．５ １４０．９

６．全年全县总用电量 万千瓦／时 ８４８２４．５４ ８０２６７．０４

其中：工业用电 万千瓦／时 ４５４６３．９５ ４３６２７．９９

农业用电 万千瓦／时 ３６７９．１４ ３２４８．５４

农村居民生活用电 万千瓦／时 ７８１６．３８ ５９７７．４５

城镇居民生活用电 万千瓦／时 ６１５６．６７ ７２６８．１８

其　它 万千瓦／时 ２１７０８．４ ２０１４４．８８

７．日最大供电量 万千瓦／时 ３０３ ３０５

８．发电站 座 １９ １９

资料来源：密云县供电局

—８０１—



６－５　水资源及用水情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本　　年 上　　年

降水量 毫米 ５６６ ４５２

水资源总量 亿立方米 ４．２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亿立方米 ３．１

地下水资源量 亿立方米 １．９

供水总量 万立方米 １０３２３ ４０７６９

　其中：城市供水量 万立方米 １１８８ ３９６３．５４

用水总量 万立方米 ８８６８．０６ ５５３７．０９

　其中：农业用水 万立方米 ３７４１．８４ ２６１７．８１

工业用水 万立方米 ６４８．５２ ６８９．２７

生活用水 万立方米 ３３５７．３ ２２２８．７５

　 　其中：城　市 万立方米 ５６６．４７ ５５３．０１

生态用水 万立方米 １１２０．４ １．２６

　其中：第一产业 万立方米 ３７４１．８４ ２６１７．８１

第二产业 万立方米 ６４８．５２ ６８９．２７

第三产业 万立方米 １５４１．８５ ３７５．２２

居民生活 万立方米 ２９３５．８５ １８５４．７９

平原地区地下水埋深 米 ３０．８７ ２９．２５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千公顷 ３．５ ４．５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８１ ８０

农村安全饮水达标率 ％ ７５ ７０

资料来源：密云县水务局

—９０１—



６－６　城市园林绿化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年末实有树木 万株 １２０

全年植树 万株 ３０

年末实有草坪 万平方米 ２４５

绿化道路总长度 公里 ８１．１１

城市绿化覆盖率 ％ ３９．２７

城市绿化覆盖面积 公顷 ６１９．７

城市绿地面积 公顷 ６００．６７

城市人均占有公共绿地 平方米 ２４．８４

城市人均绿地 平方米 ５８．５４

县级公园 个 １９

资料来源：密云县园林绿化中心

—０１１—



６－７　环 境 保 护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环保总投资 亿元 ３．２７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９６．２５

降尘量 吨／平方公里／月 ５．５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分贝 ５３．４

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分贝 ６９．２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 ４９．９６

可吸收颗粒物年平均值 毫克／立方米 ０．１２４

二级好于二级天数 天 ２７５

资料来源：密云县环保局

—１１１—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１．货运量：指在一定时期内，以重量单位吨计算的，由各种运输工具实际完
成运输过程的货物数量。公路的货运量是按报告期内已送达目的地并卸完的

货送物数量为报告期的运输量。

２．货物周转量：指一定时期内由各种运输工具实际完成的运送货物量与运
送距离的乘积。

货物周转量＝∑（每批货物重量×该批货物的运程）
３．客运量：指一定时期内实际各运输部门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
４．旅客周转量：指在报告期内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与其相应的旅客运送距

离的乘积。

旅客周转量＝∑（实际运送的每一旅客×该旅客出发站与到达站的距离）

—２１１—



七、对外经济旅游



７－１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情况

实际使用外资

项目（个） 金额（万美元）

合　　　计 １４ ２６８９

一、按投资方式分组

　中外合资企业 ４ １０１８

　中外合作企业 １ ５４

　外资企业 ９ １６１７

二、按产业分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１２ ２５９４

　第三产业 ２ ９５

三、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制造业 １２ ２５９４

　住宿业 １ ４１

　商务服务业 １ ５４

四、按投资国别（地区）分组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２ ２１４

　美　国 １ ４１

　韩　国 ５ １０４０

　香　港 ４ １０９７

　台　湾 ２ ２９７

资料来源：密云县商务局

—５１１—



７－２　旅游业综合情况
　

企　业　类　别
单位数

（个）

接待人数

（万人次）

营业收入

（万元）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人）

合　　计 ２１３７ ６４２ ７７９９３ １１７４６

住宿业 ６０５ ９７ ２９４９０ ５４４２

　＃星级饭店及５００万以上 ２１ ５３ ２４３０５ ３１５７

旅游区（点） ３０ １８７ ７６９４ ８７８

　＃Ａ级及主要旅游区（点） １０ １０８ ４４２２ ７５１

旅行社 ５ １ １３０４ ３８

　＃国际旅行社 ０ ０ ０ ０

旅游餐饮 — — ９８６５ —

旅游商业 — — １５３８７ —

旅游交通 ０ ０ ０ ０

民俗旅游 １４９７ ３５６ １４２５３ ５３８８

　民俗接待户 １３５０ ２０８ ６８９８ ２６６９

　观光农业园 １４７ １４８ ７３５５ ２７１９

注：此数据由北京市统计局反馈，２００５年旅游综合收入调整为６７２９２万元。

—６１１—



八、固定资产投资



８－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项　　　　目
本年完成投资

（万元）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合　　计 ４５２２７８ ３４４１３４

一、城镇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２１６９ １６１２９８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 １７８９３６ ８６６９３

三、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１１７３ ９６１４３

１．农村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４１２１ ９１２４５

２．农民建房投资 ４６９７ ２５４３

３．农户固定资产投资 ２３５５ ２３５５

—９１１—



８－２　城镇单位分行业
　

项　　　　目
本年完成

投　　资
（万元）

本年新增

固定资产

（万元）

合　　计 ３１１１０５ ２４７９９１

农、林、牧、渔业 ４５６０ ４５６０

工　业 ４５６６４ ４０９４６

建筑业 ６００ ６０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９１４ ２９１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０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８６６０ １０１８２６

教　育 ７６５１ ６１５１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５２０ １５０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６０６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４７９４ ２８０１

房地产业 １７８９３６ ８６６９３

—０２１—



固定资产投资一览表
　

本年房屋建筑面积（平方米）

施工面积
住　宅

竣工面积
住　宅

２２０７２４６ １４２６９９７ ７０２０６７ ４０９００８

０ ０ ０ ０

１６３４３４ ０ １４３１１４ ０

５９５０ ０ ５９５０ ０

２８０００ ０ ２８０００ ０

１５２７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５３ ０ ６０５３ ０

１３９０１ ０ ６２０５ ０

７８５０ ０ ０ ０

２７１８８ ０ ４８６３ ０

１９２５６９４ １４２６９９７ ５０７８８２ ４０９００８

—１２１—



８－３　农村单位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项　　　　目
本年完成投资

（万元）

合　　计 １３４１２１

农、林、牧、渔业 ４１７４

采矿业 ３４２１

制造业 ３２９１８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１４３

建筑业 １０６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３２４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５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１１０８

房地产业 ４８８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００

科研地质勘查业 ５０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７２８５

教　育 ６５７２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９０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１３９３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８０５５

—３２１—



８－４　农村单位分乡镇
　

乡　镇　名　称
本年完成

投资

（万元）

本年新增

固定资产

（万元）

合　　　计 １３４１２１ ９１１６４

密 云 镇 １５７５ ８４０

溪 翁 庄 镇 ２９４４８ １６９８０

西田各庄镇 ７９５４ ８３８４

十 里 堡 镇 ７２４４ ７１６３

河 南 寨 镇 ６６０１ ６６０１

巨 各 庄 镇 ２２９６２ ９５５２

穆 家 峪 镇 １４０６９ ５２７４

太 师 屯 镇 １２１９４ ８４８５

高 龄 镇 ３０８７ ２２２８

不 老 屯 镇 ６２０ ６２０

冯 家 峪 镇 ６０４６ ５５５５

古 北 口 镇 ５０８２ ２９２７

大 城 子 镇 ３０９５ ３０９５

东 邵 渠 镇 ３４４５ ３４４５

北 庄 镇 ３０３０ ３０３０

新 城 子 镇 ９５９ ９５９

石 城 镇 ６４７２ ５７８８

檀 营 乡 ２３８ ２３８

—４２１—



固定资产投资
　

本年房屋建筑面积（平方米）

施　　工 其中：住宅 竣　　工 其中：住宅

４０３５０４ ６７０７１ １３９４４６ ４１５１

１４６３ ０ ９６３ ０

１５１５７３ ０ １６９５８ ０

３２９７０ ０ １８１７０ ０

３０６６２ ０ ３０６６２ ０

１２４０５ ０ １２４０５ ０

１０５１００ ６２９２０ ２４１１５ ０

２６９６０ ０ ２２３０ ０

１６９４８ ６００ １５３２１ ６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５５１ ３５５１ ３５５１ ３５５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００ ０ １２００ ０

３３３２ ０ ３３３２ ０

４４４４ ０ ４４４４ ０

７００ ０ ７００ ０

１２１９６ ０ ５３９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２１—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集体、联营、股份制、私营、个
体、外商、港澳台商等各种投资主体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以及城乡居民

个人建房投资。

２．房地产开发统计对象：是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以及销售商品房屋
及其相关或类似的经济活动；具体体现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单位进行的商品房

屋建设和土地开发经营活动。

３．房地产开发统计范围：凡是进行商品房屋建设和土地开发及经营活动的
企业单位都应纳入房地产开发统计的范围。

—６２１—



九、劳动工资



９－１　城镇单位职工
　

项　　　目
从业人员

年末人数

（人）
在岗职工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在岗职工

总　　计 ７５１５２ ７４０８０ ７９３７０ ７８３０３

中　央 ２３４１ ２１０１ ２３９１ ２１７６

市　属 ２６４５ ２６０２ ２６９２ ２６３８

县　属 ３６５４４ ３６３００ ３８６６３ ３８４２２

其　它 ３３６２２ ３３０７７ ３５６２４ ３５０６７

国有经济 ２６１８４ ２５９２８ ２６３５１ ２６１００

集体经济 ３６５６ ３６１９ ４７７８ ４７３１

其他经济类型 ４５３１２ ４４５３３ ４８２４１ ４７４７２

企　业 ５２８７６ ５２０１６ ５７１３５ ５６２７８

事　业 １５９７９ １５８８８ １６００９ １５９２０

机　关 ６２９７ ６１７６ ６２２６ ６１０５

Ａ、农、林、牧、渔业 ８２８ ８２８ ８２５ ８２５

Ｂ、采矿业 ３０８１ ３０５８ ３０５７ ３０３５

Ｃ、制造业 ３３５８２ ３３２６１ ３６５３７ ３６２０３

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７０ ５６８ ５４３ ５４１

Ｅ、建筑业 ５３２４ ５００６ ６３５２ ６０４５

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７７ ２７７

Ｇ、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８ ３６ ４２ ４０

Ｈ、批发和零售业 ２６１４ ２５８６ ２７４５ ２７１７

Ｉ、住宿和餐饮业 ２２２５ ２２１９ ２４０２ ２３９６

Ｊ、金融业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Ｋ、房地产业 ２２２１ ２１２１ ２１７４ ２０７５

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９２０ ８９９ ９１１ ８９２

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２５４ １２１４ １２７５ １２３８

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７１８ ２６８８ ２８１０ ２７８０

Ｏ、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７０９ ７０７ ７０２ ７００

Ｐ、教育 ７６５５ ７６５３ ７７０８ ７７０５

Ｑ、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３４０１ ３３４７ ３３５５ ３３０３

Ｒ、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１１ ３１１ ３１１ ３１１

Ｓ、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７３９９ ７２７６ ７３３２ ７２０８

—８２１—



人数及职工工资
　

从业人员

劳动报酬

（万元）
在岗职工

不在岗职工

年末人数

（人）

生活费

（万元）

从业人员

平均报酬

（元）

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

（元）

不在岗职工

平均生活费

（元）

１７５５８４ １７１７１７ １４３６ １７２１ ２２１２２ ２１９３０ １１４７５

６１５２ ５８１５ １７８ １６９ ２５７２８ ２６７２４ ９６４０

９２５９ ９１７４ ２８１ ３８９ ３４３９５ ３４７７７ １３５９２

１００５８０ １００１２７ ７４０ １０３０ ２６０１５ ２６０６０ １２９９２

５９５９３ ５６６０１ ２３７ １３４ １６７２８ １６１４１ ５４２９

８８７３５ ８８３６２ ５７５ ９８６ ３３６７４ ３３８５５ １６００１

７１４６ ７０８６ １５０ ２６４ １４９５７ １４９７７ １７９７８

７９７０２ ７６２７０ ７１１ ４７１ １６５２２ １６０６６ ６３９５

９７７０２ ９４０９３ １０９０ ９３９ １７１００ １６７１９ ８１３４

５０２５４ ５００９８ １９８ ３４９ ３１３９１ ３１４６９ １７６３７

２７６２８ ２７５２７ １４８ ４３３ ４４３７６ ４５０８９ ２９２８４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０ ０ １７８２１ １７８２１ ０

８５８６ ８５１０ １２７ １５６ ２８０８８ ２８０４０ ９３９４

５６５８３ ５４６３８ ４９０ ３０４ １５４８７ １５０９２ ６０８１

１４６１ １４６０ ４５ ２５ ２６９００ ２６９７８ ５６１３

１０４０８ ９６４６ １８１ １７２ １６３８５ １５９５７ ９１２７

７４９ ７４９ ５８ ９７ ２７０４６ ２７０４６ １３４５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 ０ ２４３８７ ２５４４６ ０

４９５０ ４９０２ ４４ ２８ １８０３１ １８０４２ ６７３９

３５４０ ３５１９ ２７ ２７ １４７３６ １４６８６ １２７５０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１９０６４ １９０６４ ０

６２４７ ５６３３ ３３ ４４ ２８７３６ ２７１４７ １２１４６

１６５０ １５９８ ７２ ７３ １８１１４ １７９２０ １０２２９

３３６１ ３２８４ １３４ ２５４ ２６３６４ ２６５３０ １９０８１

７４６９ ７４３１ ５０ ８１ ２６５８０ ２６７３１ １５８８５

１７７６ １７７６ ３ ３ ２５３０４ ２５３６６ ９０５２

２３７５６ ２３７５４ １ ０ ３０８２０ ３０８２９ ２６６４

１０８０４ １０６７９ １０ ４ ３２２０２ ３２３３２ ４１２８

８９８ ８９８ ７ ３ ２８８７７ ２８８７７ ４２５７

３１７５０ ３１６４５ １５３ ４５１ ４３３０４ ４３９０３ ２９４９５

—９２１—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包括在岗职工，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外籍及港澳台方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年末人数：从业人员与不在岗职工之和。

城镇单位：指密云辖区内所有独立核算法人单位，不含乡办集体企业和私

营企业。

—０３１—



十、财政、金融



１０－１　财　政　收　支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　　年

一、财政收入 ７２９７７

（一）一般预算收入 ７１０８５

１．固定税收 ８４１１

房产税 ３５６４

车船税 ５０１

印花税 ４６８

资源税 ２１４３

屠宰税

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 １７３５

２．共享税收 ５３３６６

增值税 ７８６８

营业税 ２９７２２

城市维护城建税 ２０８３

城镇土地使用税 ３４２

土地增值税 ４９３

教育费附加收入 １４５９

企业所得税 １１３９９

资料来源：县财政局

—３３１—



１０－１　财　政　收　支（续一）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　　年

企业所得退税

３．分级收入 ９３０８

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３５５１

海域场地矿区使用费收入 １６

行政性收入 １５８８

罚没收入 ２３０３

专项收入 １４７５

其它收入 ３７５

（二）基金预算收入 １８９２

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收入 ５４２

文教部门基金收入 ０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０

农业部门基金收入 ２１

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４８０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０

其他部门基金收入 ８４９

地方财政税费附加收入 ０

二、支出总额 ２７９４４１

（一）一般预算支出 ２７６９８６

—４３１—



１０－１　财　政　收　支（续二）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　　年

１．基本建设支出 ２７７７７

２．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１６４７６

３．简易建筑

４．科技三项费用 ７２

５．农业支出 ３５９２０

６．林业支出 ６１５７

７．水利和气象支出 ５４０７

水利行业管理 ２１６０

防汛岁修抗旱 １３０

水文水质水土水资源管理 ０

水利建设 ３０９９

气象支出 １８

８．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 ６８２

９．文体广播事业费 ７１６３

文化事业费 ３２５２

文物事业费 １６１

体育事业费 ５８９

档案事业费 ３９１

地震事业费 ５５

广播电影电视事业费 ４０９

计划生育事业费 １９７７

党政群干部训练事业费 ３２１

其它文体广播事业费 ８

１０．教育支出 ３５６７６

１１．科学支出 ８１３

１２．医疗卫生支出 １０７４９

卫　生 ７１２９

—５３１—



１０－１　财　政　收　支（续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　　年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２９５７

中　医 ６６３

１３．其他部门的事业费 ９２９１

１４．抚恤和社会救济费 ６０２８

１５．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 １３６５５

１６．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１４９０

１７．行政管理费 ４１９３２

１８．公、检、法、司支出 １３５２１

１９．政策性补贴支出 １９７０

２０．城市维护费 ７２８３

２１．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

２２．专项支出 １０６４５

２３．其他支出 ２４２７９

（二）基金预算支出 ２４５５

１．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支出 ３４１

２．文教部门基金支出 ５７８

３．农业部门基金支出 １１７１

４．地方财税费附加支出 ０

５．其他部门基金支出 ２８５

６．土地有偿使用支出 ８０

—６３１—



１０－２　各乡镇财政收支
单位：万元　

乡　镇　名　称 收　　入 支　　出

总　　计 ３４８６０．３ ６９５０８．４

鼓楼街道办事处 ９１４．５ ２２３４．１

果园街道办事处 ３８７．２ ２０６４．６

密 云 镇 １２４６．２ ２６１４．８

溪 翁 庄 镇 １６７７．９ ３７５４．７

西田各庄镇 ４５５３．６ ５３９０．７

十 里 堡 镇 ２２１４．４ ３３６８．９

河 南 寨 镇 １９１４．２ ３２２９．９

穆 家 峪 镇 ４７７８ ６０２４．６

巨 各 庄 镇 １６２１．７ ５２９６．２

东 邵 渠 镇 １７０１．７ ２６５２．０

大 城 子 镇 ６１６．４ ２５０１．７

太 师 屯 镇 ２２３８．１ ４８６９．２

北 庄 镇 １７０７．５ ３３７４．８

新 城 子 镇 １４５３．８ ３０５１．７

古 北 口 镇 ２０３１．６ ３３４４．５

高 岭 镇 １０１８．９ ２４９０．３

不 老 屯 镇 ５９１．９ ３４６３．６

冯 家 峪 镇 ２１６９．８ ４５３９．０

石 城 镇 １４００．６ ４５２１．３

檀营地区办事处 ６２２．３ ７２１．８

此表数据由财政局提供

—７３１—



１０－３　银行信贷分类
　

项　　　　目 本　年　实　际

一、存款余额 １３５１１１７

１．工　业 ２９８３０

２．商　业 ２０５７３

３．企　业 ２５８１１９

４．建筑业 ２９５２８

５．机关团体 ７１４７４

６．其　它 １４５６６０

７．储　蓄 ７９５９３３

　其中：活　期 ３０８３６３

定　期 ４８７５７０

二、贷款合计 ７５２５４９

１．工　业 ２２１２０６

２．商　业 １０８２８８

３．建筑业 １９８５７

４．农　业 ２８０４９

５．乡镇企业 ２０９８５

６．科　技 ５０９

７．固定资产 ６０００

８．合资进口企业 ７００

９．粮食收购 ６２３８９

１０．其　它 ２８４５６６

资料来源：各金融机构

—８３１—



十一、人口及计划生育



１１－１　年末常住人口
　

项　　　　目 单　　位 人　　数

常住人口 万人 ４５

　其中：半年以上外来人口 万人 ４．１

注：本表数据由北京市统计局根据当年人口抽样调查及相关资料计算反馈

—１４１—



１１－２　户　籍　人
　

项　　　　目
合　　　　计

户　数
人　　　数

小　计 男 女

合　　计 １８９４０５ ４２９０８２ ２１５７０１ ２１３３８１

鼓楼街道办事处 ２６０１８ ６９６３９ ３４９０１ ３４７３８

果园街道办事处 １０６９１ ２８９８０ １４９５５ １４０２５

密 云 镇 ３４５７ ８０４９ ３８６０ ４１８９

檀 营 乡 ２０６８ ４２５５ ２１０２ ２１５３

穆 家 峪 镇 １４４７５ ３０９８１ １５３３７ １５６４４

河 南 寨 镇 １０５９９ ２３７８２ １１８３９ １１９４３

十 里 堡 镇 ９６７１ ２０８２３ １０３０４ １０５１９

西田各庄镇 １８９０８ ４０５６８ ２０３０９ ２０２５９

溪 翁 庄 镇 １０２８２ ２１６７２ １０７６８ １０９０４

巨 各 庄 镇 １２０７９ ２４８６４ １２５０５ １２３５９

东 邵 渠 镇 ６２６３ １３７４４ ７００６ ６７３８

大 城 子 镇 ７６０３ １６９７７ ８６９２ ８２８５

北 庄 镇 ３９５４ ８９７２ ４５９３ ４３７９

太 师 屯 镇 １６９１４ ３４８２２ １７４５３ １７３６９

新 城 子 镇 ５９１１ １２６６７ ６４６７ ６２００

古 北 口 镇 ４２３６ ９２６０ ４６７１ ４５８９

高 岭 镇 ７４８６ １８７０６ ９４８６ ９２２０

不 老 屯 镇 １１２３５ ２４６２６ １２３９４ １２２３２

冯 家 峪 镇 ４７４７ ９７１１ ５０４４ ４６６７

石 城 镇 ２８０８ ５９８４ ３０１５ ２９６９

资料来源：密云县公安局

—２４１—



口　情　况
　

非　农　业　人　口 农　业　人　口

户　　数 人　　数 户　　数 人　　数

７８６３０ １５８１７３ １１０７７５ ２７０９０９

２５８６３ ６９３７９ １５５ ２６０

１０６９１ ２８９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４５７ ８０４９

２０６８ ４２５５ ０ ０

３５５９ ４２２７ １０９１６ ２６７５４

２５４３ ２９２９ ８０５６ ２０８５３

３９０３ ７６０５ ５７６８ １３２１８

４８７１ ６０３５ １４０３７ ３４５３３

４０１０ ６８４７ ６２７２ １４８２５

３２４８ ３８９２ ８８３１ ２０９７２

１４４３ １５９３ ４８２０ １２１５１

１６５４ １８７５ ５９４９ １５１０２

８６０ １００１ ３０９４ ７９７１

６４２３ ９８９９ １０４９１ ２４９２３

１１５７ １３０１ ４７５４ １１３６６

１３２８ １９６０ ２９０８ ７３００

１２６０ ２０５５ ６２２６ １６６５１

２４０９ ２７４２ ８８２６ ２１８８４

９１３ １０５６ ３８３４ ８６５５

４２７ ５４２ ２３８１ ５４４２

—３４１—



１１－３　人口实际出生
　

人口出生

总　　数
（人）

人口出生

率（‰）

计划内生

育　　数
（人）

计划生育

率（％）

总　　计 ３３２３ ７．７８ ３１９１ ９６．０３

鼓楼街道 ３７２ ５．１４ ３６８ ９８．９２

果园街道 １４６ ５．２３ １４３ ９７．９５

密 云 镇 ７０ ８．４９ ６８ ９７．１４

溪 翁 庄 １８８ ８．８２ １３５ ７１．８１

西田各庄 ４０４ ９．９２ ３８５ ９５．３０

十 里 堡 ２０７ １０．６２ ２０１ ９７．１０

河 南 寨 ２０１ ８．５１ １９５ ９７．０１

巨 各 庄 １５２ ８．４１ ２０２ ９７．１２

穆 家 峪 １６７ ６．７１ ２０４ ９７．１４

太 师 屯 ８３ ７．９６ ２６１ ９７．０３

高 岭 １５２ ８．５６ １４９ ９８．０３

不 老 屯 １６７ ６．７６ １６２ ９７．０１

冯 家 峪 ８３ ８．４３ ８２ ９８．８０

古 北 口 ５４ ５．９４ ５３ ９８．１５

大 城 子 １２０ ６．８４ １１９ ９９．１７

东 邵 渠 １０２ ７．９０ ９９ ９７．０６

北 庄 ６０ ６．６４ ５９ ９８．３３

新 城 子 ８４ ６．６１ ８３ ９８．８１

石 城 ５３ ９．３９ ５３ １００

檀 营 ２７ ６．１７ ２７ １００

县 直 非 １４４ １４３ ９９．３１

修 正 数 ２ ０ ０．００

—４４１—



及计划生育情况
　

超计划外

生 育 数

（人）

人口自然

增 长 率

（‰）

已婚育龄

妇女人数

（人）

选用各种

避孕方法

人数（人）

综合避孕

节 育 率

（％）

１３２ ０．２５ ９０２０８ ８２０７０ ９０．９８

４ ２．６１ ５６６５ ５１９３ ９１．６７

３ ３．９４ １７５４ １５５７ ８８．７７

２ ２．９１ ２０５６ １８５８ ９０．３７

５３ ０．６６ ４７２０ ４３３９ ９１．９３

１９ ８．２０ ９０８２ ８４９４ ９３．５３

６ １．０３ ４７０８ ４２４４ ９０．１４

６ ０．６８ ５３９８ ４９６０ ９０．０３

６ １．４１ ５４００ ４８５５ ８９．９１

６ ０．５１ ７０６０ ６１５３ ８７．１５

８ ６．５７ ７７５６ ７１８４ ９２．６３

３ ４．２２ ４０８０ ３７１７ ９１．１０

５ ６．８８ ５４０６ ４９３６ ９１．３１

１ ２．６４ ２００９ １８４１ ９１．６４

１ ２．４２ １９６８ １６９７ ８６．２３

１ ４．５０ ３８０５ ３４２９ ９０．１２

３ １．７８ ２９０１ ２７１８ ９３．６９

１ １．４４ １９３６ １７３０ ８９．３６

１ ２．７６ ２５６２ ２４０７ ９３．９５

０ ７．０８ １２２９ １１４７ ９３．３３

０ ４．５７ ９６４ ８８９ ９２．２２

１ ９７４９ ８８２２ ９０．４９

２

—５４１—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一、总人口：一定地区范围内在一定时点上有生命的人口的总和、即常住人

口加暂住人口。

二、常住人口：指居住在本市、户口登记地在本市的人和居住在本市，户口

登记地在外省，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

三、出生率、死亡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死

亡人数的比率，一般用千分数表示。

四、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

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数表示。

—６４１—



十二、文教卫生体育及其他



１２－１　教　育　事　业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一、成人高等教育

１．电　大

在校学生 人 ２７３５

本年毕业生 人 ８５０

本年招生 人 １１２６

专　业 类 １５

教职工 人 ３４

专任教师 人 ８

２．自　考

本年参加考生 人 １８７９

本年毕业生 人 ６３

专　业 类 ３９

二、社会力量办学

在校生数 人 ７９７３０

本年结业生 人 ６７７５６

教职工 人 ６５３

三、普通中学 所 ２３

完全中学 所 ２

初级中学 所 １８

高级中学 所 ３

班　数 个 ５３９

高　中 个 ３６８

初　中 个 １７１

本年招生 人 ６９１９

　高　中 人 ２２９１

　初　中 人 ４６２８

本年毕业生 人 ８８４０

　高　中 人 ２４９９

—９４１—



１２－１　教　育　事　业（续一）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初　中 人 ６３４１

　在校学生 人 ２１５５３

　高　中 人 ７９７３

　初　中 人 １３５８０

教职工 人 ３００１

专任教师 人 １８０９

　初　中 人 １２１０

　高　中 人 ５９９

行政人员 人 １５９

工勤人员 人 ４２６

校办厂校工 人

带课教职工 人

四、职业中学 所 ２

本年招生 人 ３３８

本年毕业生 人 ４９３

在校学生 人 １３６７

教职工 人 ２９０

专任教师 人 １４２

五、小　学 所 ５０

班　数 个 ７４９

本年招生 人 ３１２８

本年毕业生 人 ４６３２

在校学生 人 ２３１２５

教职工 人 ２９４１

专任教师 人 １７２２

行政人员 人 １９５

工勤人员 人 ３８８

—０５１—



１２－１　教　育　事　业（续二）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代课教职工 人

六、幼儿园 所 １３０

其中：农　村 所

班　数 个 ３３４

在园幼儿 人 ６７８３

教职工 人 １０２９

七、聋哑学校 所 １

班　数 个 １２

本年招生 人 １３

本年毕业生 人 １６

在校学生 人 １００

教职工 人 ３６

专任教师 人 ２８

八、在专任教师中

小学高级教师 人 ６２６

小学一级教师 人 １０５３

小学二级教师 人 ９

中学高级教师 人 ２５１

中学一级教师 人 ７１８

中学二级教师 人 ８７５

中学三级教师 ３

中学教师 人 １８０９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人 １８０９

小学教师 人 １７２２

　其中：中师以上学历 人 １７２２

资料来源：密云县教委

—１５１—



１２－２　卫　生
　

项　　　　目
机构数

（个）

床位数

（张）

一、县属机构 ３３ １２１９

１．医　院 ８ ９０８

综合医院 ５ ６５６

中医医院 １ １４２

专科医院 ２ １１０

肿瘤医院 １ ５０

心血管医院 １ ６０

２．卫生院 １５ １６５

乡镇卫生院 １５ １６５

３．采供血机构 １

４．妇幼保健院（所、站） １ ６０

５．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２ ８６

精神病防治所 １ ８５

结核病防治所 １ １

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 １

７．卫生监督所（局） １

８．其他卫生机构 ３

二、农村卫生事业 ４７８

三、个体机构 ９０

资料来源：密云县卫生局

—２５１—



事　业
　

人　　员　　数（人）

合　计
卫　生　技　术　人　员

小计
执业

医师

执业助

理医师

注册

护士

药剂

人员

检验

人员
其他

其他技

术人员

管理和工

勤人员

２８４９ ２１８０ ７１７ ２７６ ６６０ ２２２ １３２ １６４ ８５ ４９２

１７３７ １４６２ ４５９ １９６ ５１２ １５３ ６４ ７８ ２７ ２４８

１２９４ １０９６ ３０５ １８６ ３９６ １０５ ４６ ５８ ２１ １７７

３９７ ３３１ １４６ １０ １０６ ４４ １５ １０ ３ ６３

４６ ３５ ８ １０ ４ ３ １０ ３ ８

１９ １４ ３ ２ ２ １ ６ ２ ３

２７ ３１ ５ ８ ２ ２ ４ １ ５

１９３ ３７９ ９３ ５２ ６６ ５４ ２１ ８４ ３３ ８９

４９３ ３７９ ９３ ５２ ６６ ５４ ２１ ８４ ３３ ８９

２６ １７ ３ ５ ９ ９

２６８ ２２３ １２１ ８ ６３ １４ １５ ２ ８ ３７

４１ ２６ ８ ５ １１ １ １ ３ １２

２２ １５ ２ ５ ８ ２ ５

１９ １１ ６ ３ １ １ １ ７

９３ ７３ ３３ １５ ３ ２２ １ １９

７２ ７２

１９ １３ ６

５４７ ５４７ ２２ ５２５

１７６ １７６ ７１ １１ １７ １８ ４ ５５

—３５１—



１２－３　文化体育事业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一、新华书店 个 １

直属营业点 个 ４

发行图书 万册 １５０

二、电影公司 个 １

电影机 套台 ４５

电影放映队 个 ３３

电影场次 场次 ８７６８

观　众 万人次 ２５７

三、影剧院 个 １

电影放映 场次 ８７０

戏曲文艺演出 场次 ３２

观　众 万人次 ７

四、文化馆 个 １

文化站 个 １８

组织文化演出 场次 １０００

观　众 万人次 １５

五、图书馆 个 １

藏　书 万册 ２６

六、广播站 个

其中：乡级站 个

—４５１—



１２－３　文化体育事业（续）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七、体　育

１．体育场 个

２．县级运动会 次 １

参加运动员 人 １００００

３．参加市级运动会 项次 １８

参加运动员 人 ２２４

４．参加全国比赛 项次

参加运动员 人

５．参加国际比赛 项次

参加运动员 人

６．破纪录 项

其中：亚洲纪录 项

全国纪录 项

市纪录 项

县纪录 项

７．业务体校培训 人 １８０

田径班 人 ７０

射击班 人 １０

自行车 人 ４０

篮　球 人 ４０

举　重 人 ２０

资料来源：密云县文委、体育局

—５５１—



１２－４　民　政　事　业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一、优待抚恤

１．革命伤残人员 人 ４６３

在职伤残人员 人 ２５４

在乡伤残人员 人 ２０９

２．享受定期抚恤人数 人 ２００

３．在乡复员军人 人 ６６０

４．优待军烈属户数 户 １４２９

５．优待军属金额 万元 ２５９

二、社会救济

１．社会敬老院院数 所 ２０

收养人数 人 ８４２

２．城镇低保户数 户数 ７４８

３．城镇低保人数 人 １３５７

４．农村低保户数 人 ３１７４

５．农村低保人数 人 ５９６０

三、农村自然灾害情况

１．受灾面积 千公顷 ４．４

２．受灾人口 万人 ６５３７４

３．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１７５２．３２

—６５１—



１２－４　民　政　事　业（续）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１．社区居委会 个 ６５

委员人数 人 ２８６

２．村民委员会个数 个 ３３８

委员人数 人 １１３３

五、国内婚姻登记

１．本年登记结婚对数 对 ４６５８

２．本年登记离婚对数 对 ６３７

六、年末实有社团机构 个 ７９

年末实有民办非企业单位 个 ５０

七、光荣院

１．职工人数 人 ２１

２．收养老人人数 人 １９

八、军队地方离退休人数

１．军队离退休人数 人 ４２

２．地方退休退职人数 人 ６２

九、殡仪馆

１．职工人数 人 １９

２．全年火化尸体数 具 ２４２６

十、烈士纪念建筑物 处 ２

资料来源：密云县民政局

—７５１—



１２－５　气　象　资　料
　

月　份
降水量

（ＭＭ）
平均气温

极　端　气　温

最　高 日　期 最　低 日　期
日照时数

全　年 ５７９．７ １１．８ ３７．５ ２１／６ －１７．２ ４／２ ２１２８．４

１ １．５ －４．０ ６．６ ２７ －１６．８ ６ １４２．０

２ ２．６ －３．０ １３．３ １９ －１７．２ ４ １６０．０

３ ０ ６．２ ２２．３ １６ －１０．０ １ ２５９．１

４ ９．２ １３．０ ３０．７ ３０ ０．２ １３ ２１１．３

５ ６３．１ １９．６ ３２．０ ２３ ６．５ １３ １７８．９

６ １４３．１ ２４．３ ３７．５ ２１ １２．４ １４ １６５．５

７ １４０．４ ２４．９ ３４．０ ２１ １８．３ ２３ １２２．７

８ １７７．７ ２５．２ ３３．８ １５ １５．６ ２３ １４１．６

９ １６．７ １９．７ ３４．２ １８ ５．２ ９ ２２３．５

１０ ２１．６ １４．７ ３０．８ ４ ２．４ ２７ １８６．１

１１ ２．８ ４．８ ２２．５ ２ －８．４ ３０ １８３．６

１２ １．０ －３．７ ６．９ ２３ －１４．１ ２９ １５４．１

资料来源：密云县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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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火灾发生和损失、消防设施发展情况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比上年

增　减

全县消防队数 队 ２ １

全县消防人数 人 １５７ ７６

全县消防车辆 辆 １２ ３

发生火灾 起 ２３２ －８

　其中：工　业 起 ４

商　业 起 －７

乡　村 起 １４８ －３２

文教卫生 起

居　民 起 ４０ １１

交通邮电 起 ２３ １１

机关团体 起

基建工地 起 ４

街道服务业 起 １３ ９

其　他 起

　其中：重大火灾 起

火灾经济损失 万元 １６１５３９０ １２１．５３９

火灾伤亡人数 人 ２ ２

　其中：伤 人 １ １

死 人 １ １

资料来源：密云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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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交通事故
　

项　　　　目 单　　位 本　　年

交通事故总计 起 ７９９６

　其中：伤 人 １９６

亡 人 ６４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７８６

资料来源：密云县公安局

１２－８　刑事案件发案、破案分类情况
　

项　　　　目 发案数（起） 破案数（起）

总　　计 １５２９ ９２６

重大案件

刑事案件分类

　杀　人 １２ １１

　伤　害 １０４ ９６

　放　火 １７ １１

　抢　劫 ９４ ５４

　强　奸 ５１ ４６

　盗　窃 ８５６ ４２６

　诈　骗 ９７ ２８

　其　它 ２９８ ２５４

资料来源：密云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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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０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８日

　　２００６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认真贯彻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取得重大成就。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

济结构矛盾突出。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９４０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７％。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２４７００亿元，增长 ５０％；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０２００４亿元，增长

１２５％；第三产业增加值８２７０３亿元，增长１０３％。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１１８％、４８７％和３９５％。

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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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１５％，其中服务价格上涨１８％。商品零售价

格上涨１０％。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３０％。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６０％。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１５％。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１２％。７０个大

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５５％。

表１　２００６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单位：％

指　　标 全　国
城　市 农　村

居民消费价格 １５ １５ １５
　食　品 ２３ ２５ ２１
　　其中：粮食 ２７ ２７ ２９
　烟酒及用品 ０６ ０８ ０３
　衣　着 －０６ －０６ －０４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１２ １３ １０
　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 １１ ０９ １５
　交通和通信 －０１ －０７ １３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０５ ００ －１４
　居　住 ４６ ４７ ４６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７６４００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５７５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

员２８３１０万人，新增加１１８４万人，净增加９７９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４１％，比上年末下降０１个百分点。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１０６６３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２４７５亿美元。年末人民币

汇率为１美元兑７８０８７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３３５％。

全年全国税收收入３７６３６亿元（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比上年

增加６７７０亿元，增长２１９％。

二、农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１０５３８万公顷，比上年增加１１０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

５４０万公顷，增加３４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１３８０万公顷，减少５２万公顷；糖料

种植面积１７８万公顷，增加２２万公顷；蔬菜种植面积１８１８万公顷，增加４６万公

顷。

全年粮食产量４９７４６万吨，比上年增加１３４４万吨，增产２８％；棉花产量

６７３万吨，增产１７８％；油料产量３０６２万吨，减产０５％；糖料产量１０９８７万吨，

增产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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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６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吨

产 品 名 称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４９７４６ ２８
　夏　粮 １１３８１ ７０
　早　稻 ３１８７ ００
　秋　粮 ３５１７８ １７
油　料 ３０６２ －０５
　花　生 １４６１ １８
　油菜籽 １２７０ －２７
棉　花 ６７３ １７８
糖　料 １０９８７ １６２
　甘　蔗 ９９２５ １４６
　甜　菜 １０６２ ３４８
烤　烟 ２４７ １３
茶　叶 １０２ ９０
水　果 １７０５０ ５８
蔬　菜 ５８２３３ ３２

图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粮食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肉类总产量８１００万吨，比上年增长４６％。其中，猪、牛、羊肉分别增

长４３％、５３％和７８％。全年水产品产量５２５０万吨，增长２８％。全年木材

产量７８００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４０３％。
—５６１—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１０８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１２８万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９０３５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１６６％；产品销售率９８１％。

表３　２００６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指　　标 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７９７５２ １６６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２８３９６ １２６

　其中：集体企业 ２５５８ １１６

股份制企业 ３９９１８ １７８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２２５０２ １６９

　其中：私营企业 １５５４７ ２４４

　其中：轻工业 ２４３１４ １３８

重工业 ５５４３８ １７９

图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２２１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７３％；发电量２８３４４

亿千瓦小时，增长 １３４％；原煤 ２３８亿吨，增长 ８０％；原油 １８４亿吨，增长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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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钢产量４２亿吨，比上年增长１９７％；钢材４７亿吨，增长２５３％；水泥

１２４亿吨，增长１５５％；十种有色金属增长１７２％；硫酸、纯碱、烧碱、乙烯等主

要化工产品增长９６％至２４５％。

汽车产量７２８万辆，比上年增长２７６％，其中轿车３８７万辆，增长３９７％。

移动通信手持机、微型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品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５８２％和 １５５％。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１８７％。

表４　２００６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纱 万吨 １７４００ ２００

布 亿米 ５５００ １３５

化学纤维 万吨 ２０２５５ ２１７

成品糖 万吨 ９４９１ ４０

卷　烟 亿支 ２０２１８１ ４３

彩色电视机 万台 ８３７５４ １１

家用电冰箱 万台 ３５３０９ １８２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６８４９４ １３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亿吨标准煤 ２２１ ７３

原　煤 亿吨 ２３８ ８０

原　油 亿吨 １８４ １７

天然气 亿立方米 ５８５５ １８７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２８３４４０ １３４

　其中：火　电 亿千瓦小时 ２３５７３０ １５１

水　电 亿千瓦小时 ４１６７０ ５０

粗　钢 万吨 ４２２６６０ １９７

钢　材 万吨 ４７３３９６ ２５３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１９１７０ １７２

　其中：精炼铜（铜） 万吨 ２９９８ １５０

电解铝 万吨 ９３５０ ２０１

氧化铝 万吨 １３７００ ５９４

水　泥 亿吨 １２４ １５５

硫　酸 万吨 ４９８１０ ９６

—７６１—



续

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纯　碱 万吨 １５９７２ １２４

烧　碱 万吨 １５１１８ ２１９

乙　烯 万吨 ９４０５ ２４５

化肥（折１００％） 万吨 ５５９２８ ８０

发电设备 万千瓦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９６

汽　车 万辆 ７２７９ ２７６

　其中：轿车 万辆 ３８６９ ３９７

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１９９ ２２０

集成电路 亿块 ３３５８ ２４４

程控交换机 万线 ７４０４６ －４１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４８０１３８ ５８２

微型电子计算机 万台 ９３３６４ １５５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１８７８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

表５　２００６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指　　标 利润总额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１８７８４ ３１０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８０７２ ２７０

　其中：集体企业 ５６１ ２９５

股份制企业 １００７３ ３２３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５１６２ ２６７

　其中：私营企业 ２９４８ ４３６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１１６５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４％。全国具有

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１０７１亿元，增长１８１％；上

缴税金１４０４亿元，增长２１０％。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９８７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４％。其中，城镇投资

９３４７２亿元，增长２４５％；农村投资１６３９７亿元，增长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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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完成５４５４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３％；中部地区完成

２０９０５亿元，增长３０６％；西部地区完成２１９１６亿元，增长２５４％；东北地区完

成１０５２０亿元，增长３６２％。

在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投资４５２１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９％。

第一产业投资１１０２亿元，增长３０７％；第二产业投资３９７６０亿元，增长２５９％；

第三产业投资５２６１１亿元，增长２３３％。

表６　２００６年分行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行　　业 投资额 比上年增长％

总　　计 ９３４７２ ２４５

农、林、牧、渔业 １１０２ ３０７

采矿业 ４１６８ ２８９

制造业 ２６３９９ ２９４

　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５５６ １９９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８５４ ３３０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２４７ －２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９７４ ２５２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６８７ ３８７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１９６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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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行　　业 投资额 比上年增长％

建筑业 ９９７ ５０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１４０ ２５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７８６ １４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８８５ ２３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９２９ ３７４

金融业 １１８ １１７

房地产业 ２１４４６ ２５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６６ ３７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４６５ ９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４５３ ２２２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８２ ３４５

教　育 ２１１４ ７５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９３ １７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８５０ ２３９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８８５ １８３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１９３８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８％，其中，商品住宅投资

１３６１２亿元，增长２５３％。商品房竣工面积５３０１９万平方米，下降０６％。商品

房销售额２０５１０亿元。其中，期房销售额为１４３６６亿元，所占比重为７００％。

表７　２００６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新增发电机组容量 万千瓦 １０１１７
２２万伏及以上变电设备 万千伏安 １５５３１
新建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１６０５
增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 公里 ７０５
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３９６０
新建公路 公里 ９３７２０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４３２５
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 万吨 ４５７２６
新增局用交换机容量 万门 ３０６７
新增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１９
新增数字蜂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户 １２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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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铁路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实现全线通车。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

计完成投资１１９亿元。三峡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１３１３亿元。三峡电站已投

产机组全年发电４９２亿千瓦小时，累计发电已达１４６１亿千瓦小时。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６４１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７％。分城乡看，城

市消费品零售额５１５４３亿元，增长１４３％；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２４８６７亿

元，增长１２６％。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６４３２６亿元，增长１３７％；住

宿和餐饮业零售额１０３４５亿元，增长１６４％；其他行业零售额１７３９亿元，增长

２３％。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２６３％，石

油及制品类增长 ３６２％，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１４５％，通讯器材类增长

２２０％，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１９２％，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２４０％，日

用品类增长１５７％，家具类增长２１３％，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１５５％，服装

类增长１９２％，化妆品类增长１８６％，金银珠宝类增长２８５％。

图５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六、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１７６０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８％。其中，出口９６９１亿美

元，增长２７２％；进口７９１６亿美元，增长２００％。出口大于进口１７７５亿美元，

比上年增加７５５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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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０６年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美元

指　　标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进出口总额 １７６０７ ２３８
　出口额 ９６９１ ２７２
　　其中：一般贸易 ４１６３ ３２１

加工贸易 ５１０４ ２２５
　　其中：机电产品 ５４９４ ２８８

高新技术产品 ２８１５ ２９０
　　其中：国有企业 １９１３ １３４

外商投资企业 ５６３８ ２６９
其他企业 ２１３９ ４３６

　进口额 ７９１６ ２００
　　其中：一般贸易 ３３３２ １９１

加工贸易 ３２１５ １７３
　　其中：机电产品 ４２７７ ２２１

高新技术产品 ２４７３ ２５１
　　其中：国有企业 ２２５２ １４２

外商投资企业 ４７２６ ２２０
其他企业 ９３８ ２４４

出口大于进口 １７７５
　其中：一般贸易 ８３１

加工贸易 １８８９
其他贸易 －９４５

表９　２００６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美元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比上年增长％ 进口额 比上年增长％

美　国 ２０３５ ２４９ ５９２ ２１８
欧　盟 １８２０ ２６６ ９０３ ２２７
中国香港 １５５４ ２４８ １０８ －１１８
日　本 ９１６ ９１ １１５７ １５２
东　盟 ７１３ ２８８ ８９５ １９４
韩　国 ４４５ ２６８ ８９８ １６９
中国台湾 ２０７ ２５３ ８７１ １６６
俄罗斯 １５８ １９８ １７６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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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４１４８５家，比上年下降５８％。实际使用外

商直接投资金额６９４７亿美元，下降４１％。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为５７７％；

房地产业为１１８％；金融业为９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６１％；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为２９％。

表１０　２００６年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行 业 名 称

合同项目

（企业）

（个）

比上年

增长％

实际

使用金额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总　　计 ４１４８５ －５８ ６９４７ －４１

农、林、牧、渔业 ９５１ －１０１ ６０ －１６５

采矿业 ２０８ －１７５ ４６ ２９７

制造业 ２４７９０ －１４３ ４００８ －５６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７５ －３９ １２８ －８１

建筑业 ３５２ －２３０ ６９ ４０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６５ －９４ １９８ ９５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３７８ －７７ １０７ ５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６６４ ７９３ １７９ ７２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６０ －１２２ ８３ ４７８

金融业 ６４ １０３ ６７４ －４５２

房地产业 ２３９８ １３１ ８２３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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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行 业 名 称

合同项目

（企业）

（个）

比上年

增长％

实际

使用金额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８８５ －３２ ４２２ １２８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０３５ １１８ ５０ ４８１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３２ －５０ ２０ ４０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３６ －２８３ ５０ ９３９

教　育 ２７ －４７１ ０３ ６５６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０ －９１ ０２ －６１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４１ －１１４ ２４ －２１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４ ００７ ９１１

　　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１６１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６％。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３００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７９％；对外劳务

合作完成营业额５４亿美元，增长１２３％。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１２０３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３％。

表１１　２００６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运输总量 亿吨 ２０２５ ８９

　铁　路 亿吨 ２８８ ７１

　公　路 亿吨 １４６１ ８９

　水　运 亿吨 ２４４ １１０

　民　航 万吨 ３４９４ １３９

　管　道 亿吨 ３２ ６７

货物运输周转量 亿吨公里 ８６９２１２ ８４

　铁　路 亿吨公里 ２１９５４０ ５９

　公　路 亿吨公里 ９６４７０ １１０

　水　运 亿吨公里 ５３９０７８ ８５

　民　航 亿吨公里 ９４３ １９５

　管　道 亿吨公里 １３１８２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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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０６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旅客运输总量 亿人 ２００８ ８７
　铁　路 亿人 １２６ ８７
　公　路 亿人 １８４５ ８７
　水　运 亿人 ２２ ６３
　民　航 万人 １５９６１３ １５４
旅客运输周转量 亿人公里 １９２０２７ ９９
　铁　路 亿人公里 ６６２２０ ９２
　公　路 亿人公里 １０１３５９ ９１
　水　运 亿人公里 ７４９ １０５
　民　航 亿人公里 ２３６９９ １５９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４５６亿吨，比上年增长１５６％，其

中外贸货物吞吐量１５７亿吨，增长１６８％。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９３００万标

准箱，增长２３０％。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４９８５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１３９９万

辆），比上年末增长１５２％，其中年末私人汽车保有量２９２５万辆，增长２３７％。民用

轿车保有量１５４５万辆，增长２７２％，其中私人轿车１１４９万辆，增长３３５％。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１５３２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６％。其中，邮政业务总量

７２９亿元，增长１６９％；电信业务总量１４５９２亿元，增长２６１％。全年新增局用交换

机３０６７万门，总容量达到５０亿门。新增固定电话用户１７３７万户，年末达到３６７８１

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２５１３９万户，农村电话用户１１６４２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

户６７６８万户，年末达到４６１０８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８２８８９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８５０５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６３部／百人。

图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年末电话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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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入境人数１２４９４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３９％。其中，外国人２２２１万人

次，增长９７％；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１０２７３万人次，增长２７％。在入境旅游

者中，过夜人数４９９１万人次，增长６６％。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３３９５亿美元，增

长１５９％。全年国内出境人数达 ３４５２万人次，增长 １１３％。其中因私出境

２８８０万人次，增长１４６％，占出境人数的８３４％。全年国内出游人数达１３９

亿人次，增长１５％；国内旅游总收入６２３０亿元，增长１７９％。

八、金融、证券和保险

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Ｍ２）余额为３４６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１６９％；狭

义货币供应量（Ｍ１）余额为１２６万亿元，增长１７５％；流通中现金（Ｍ０）余额为

２７万亿元，增长１２７％。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３４８万亿

元，增长１６０％；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３９万亿元，增长１４７％。

表１３　２００６年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指　　标 年末数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３４８０６５ １６０
　其中：企业存款 １１８８８１ １６８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１６６６１７ １３３
　其中：人民币 １６１５８７ １４６
各项贷款余额 ２３８５１９ １４７
　其中：短期贷款 １０１７６２ １０９

中长期贷款 １１３１７３ ２１３

图８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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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农村金融合作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
币贷款余额２６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４２７７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
贷款余额２４万亿元，增加２０６８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１９９万亿元，增
加１４３９亿元。

全年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发行、配售股票共筹集资金５５９４亿元，比上年增加
３７１２亿元。其中，发行Ａ股（包括增发及可转债）１２８只，配股２只，筹集资金
２４６４亿元，增加２１２６亿元；发行 Ｈ股共３４只，筹集资金３１３１亿元，增加１５８６
亿元。年末境内上市公司（Ａ、Ｂ股）数量由上年末的１３８１家增加到１４３４家，市
价总值８９４０４亿元，比上年末增长１７５７％。

全年发行企业债券１０１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６１亿元；发行短期融资券２９４３
亿元，增加１５５１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５６４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４％，其中寿险业务保费
收入３５９３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保费收入５３９亿元；财产险业务保费
收入１５０９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１４３９亿元，其中寿险业务给付４６５亿元；
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１７７亿元；财产险业务赔款７９６亿元。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４０万人，在学研究生１１０万人，毕业生２６万人。普通高等
教育招生５４０万人，在校生１７３９万人，毕业生３７７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７４１
万人，在校生１８０９万人，毕业生４７６万人。全国普通高中招生８７１万人，在校生２５１５
万人，毕业生７２７万人。全国初中招生１９３０万人，在校生５９５８万人，毕业生２０７２万
人。普通小学招生１７２９万人，在校生１０７１２万人，毕业生１９２８万人。特殊教育招生
５万人，在校生３６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２２６４万人。

图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各类教育招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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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２９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１％，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１４１％，其中基础研究经费１４８亿元。全年国家安排了１４０９项

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和２８４１项“８６３”计划课题。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７个、国

家工程实验室３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４３８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

以上科技成果３３万项。全年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５７３万件，其中国内申请

４７万件，占８２１％；受理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２１万件，其中国内申请１２２万

件，占５８１％；全年授予专利权２６８万件，其中国内授权２２４万件，占８３５％；

授予发明专利权５８万件，其中国内授权２５万件，占４３４％。全年共签订技

术合同２０６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１８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４％。

年末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２１４５８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３２５个。全国

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１８４个，已累计完成对４９万个企业的产品认证。

全国共有法定计量技术机构３７５０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３７３０万台（件）。

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１９５０项，其中新制定１１００项。全国共有各类气象台

站１８０５３个，其中国家气候观象台２４９个，国家气象观测站２２９７个，区域气象观

测站１５５０７个。全国共有地震台站１２５３个，地震遥测台网３１个。全国共有

８８００个海洋观测站、监测站位。测绘部门公开出版地图１７７９种，测绘图书５３２

种。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２７６６个，文化馆２８８９个，公共图书馆２７６７个，

博物馆１５９３个。广播电台２６７座，电视台２９６座，教育台４６个。全国有线电视

用户１３８６２万户，２０９个城市开展有线数字电视业务，用户１２６２万户。年末广

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５０％；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６２％。全年生产故事

影片３３０部，科教、纪录、动画影片６２部。全国出版各类报纸４１６亿份，各类期

刊３０亿册，图书６２亿册（张）。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３９９４个，已开放各类档案

６３５５万卷（件）。国家颁布了首批５１８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３０万个，其中医院、卫生院５９万个，妇幼保健院

（所、站）３００６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１４０４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

站）３５８７个，卫生监督检验机构２２５６个。卫生技术人员４５２５万人，其中执业

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１９７万人，注册护士 １３８６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

３２１６万张。乡镇卫生院４万个，床位６８万张，卫生技术人员８５７万人。全年

全国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人数３４８９万例，报告死亡１０６２３人；报告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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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２６６８４／１０万，死亡率０８１／１０万。全国１４５１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５０７％；４１亿农民参加了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８０５％。

全年我国运动健儿在２４个项目中共获得了１４１个世界冠军，１１人３队２５

次创２１项世界纪录。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十五届多哈亚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共获

得１６５枚金牌，８８枚银牌，６３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数均超过上届亚运会，第七次

蝉联金牌榜第一。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国总人口为１３１４４８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６９２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１５８４万人，出生率为１２０９‰；死亡人口８９２万人，死亡率为６８１‰；自然增长

率为５２８‰。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９２５。

表１４　２００６年人口数及其构成

单位：万人

指　　标 年末数 比重（％）

全国总人口 １３１４４８ １０００

　其中：城　镇 ５７７０６ ４３９

乡　村 ７３７４２ ５６１

　其中：男　性 ６７７２８ ５１５

女　性 ６３７２０ ４８５

　其中：０－１４岁 ２５９６１ １９８

１５－５９岁 ９０５８６ ６８９

６０岁及以上 １４９０１ １１３

其中：６５岁及以上 １０４１９ ７９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３５８７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

７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１７５９元，实际增长１０４％。农村居民家庭恩

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４３％，城镇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３５８％。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６９３元测算，年

末农村贫困人口为２１４８万人，比上年末减少２１７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６９４

－９５８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３５５０万人，比上年末减少５１７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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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１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１８６４９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１６２万

人。其中参保职工１４０２８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４６２１万人。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

疗保险的人数为１５７３７万人，增加１９５４万人。其中参保职工１１５８７万人，参保退

休人员４１５０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１１１８７万人，增加５３９万人。全国

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１０２３５万人，增加１７５７万人。其中参保农民工２５３８万人，

增加１２８６万人。全国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为６４４６万人，增加１０３８万人。

全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８５１７亿元，总支出６５８３亿元。年末全国领取
—０８１—



失业保险金人数为３２７万人。全年２２４１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

年增加６７万人；１５０９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增加６８４万人。

年末全国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床位１７５万张，收养各类人员１３６万

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１２万个，其中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９８１７个。

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４９６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１７４亿元，直接接收社会

捐赠款３５亿元。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实际建设占用耕地 １６７万公顷。灾毁耕地 ３６万公顷。生态退耕

３３９万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４万公顷。查出往年建设未变更上报的

建设占用耕地９１万公顷。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３６７万公顷。当年净

减少耕地３０６万公顷。

全年水资源总量２５５００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９１％；人均水资源１９４５立

方米，减少９６％。全年平均降水量６０４毫米，减少６２％。年末全国大型水库

蓄水总量１８０６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减少２４５亿立方米。全年总用水量５６７０亿

立方米，比上年增长０７％。其中，生活用水增长０７％，工业用水增长１９％，

农业用水增长 ０２％。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２７９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８８％。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１５１立方米，下降９０％。全国人均用水量为

４３２立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年曾有３５７８万人口、２９３６万头大牲畜因干旱

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

国土资源调查及地质勘查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２１３处，其中，能源矿产地４２

处，金属矿产地８５处，非金属矿产地８５处，水气矿产地１处。有７２种矿产新增查

明资源储量，其中，石油９４４亿吨，天然气５３８１亿立方米，原煤３６７亿吨。

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４５７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完成２５２万公顷。林业重

点工程完成营造林面积２９７万公顷，占全年营造林面积的６５％。全民义务植树

１８９亿株。截至２００６年底，全国共命名国家级生态示范区２３３个，自然保护区

达到２３９５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６５个，自然保护区面积１５１５４万公顷，占

国土面积的１５％。新增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４２万平方公里，新增实施水土

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６２万平方公里。

初步测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２４６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９３％。其中，

煤炭消费量２３７亿吨，增长９６％；原油３２亿吨，增长７１％；天然气５５６亿立

方米，增长１９９％；水电４１６７亿千瓦小时，增长５０％；核电５４３亿千瓦小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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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２４％。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４５亿吨，增长１７２％；铜３７２万吨，下降

４０％；铝８６５万吨，增长３２１％；乙烯９３９万吨，增长２３９％；水泥１２０亿吨，

增长１４５％。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１２１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１２３％。

图１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能源消费总量及其增长速度

七大水系的４０８个水质监测断面中，有４６％的断面满足国家地表水Ⅲ类标

准；２８％的断面为Ⅳ～Ⅴ类水质；超过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占２６％。与上年相

比，七大水系水质状况无明显变化。

全国近岸海域２８８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的监测点占６７７％，比上年上升０４个百分点；三类海水占８０％，下降０９个

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占２４３％，上升０５个百分点。全国海域未达到清洁

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１４９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约１０万平方公里，其

中，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约为２９万平方公里。

在监测的５５９个城市中，有３４９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

准，占监测城市数的６２４％；有１５９个城市为三级，占２８４％；有５１个城市为劣

三级，占９１％。在监测的 ３７８个城市中，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好的城市占

５０％，较好的占６３８％，轻度污染的占２９３％，中度污染的占１６％，重度污染

的占０３％。

全年全国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排放总量１４３１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２％；二氧

化硫（ＳＯ２）排放总量２５９４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８％。

２００６年底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 ６１２２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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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５６％，提高４个百分点；集中供热面积２６５亿平方

米，增长５１％；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３３５％，提高１个百分点。

全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５２８亿元，比上年上升２３８％。全

年农作物受灾面积 ４１０９万公顷，上升 ５９％。其中，绝收 ５４１万公顷，上升

１７７％。全年共发生森林火灾７７７５起，比上年减少３７６７起。发生特大森林火

灾５起，比上年增加２起。因森林火灾造成受害森林面积４１万公顷，增加４５

倍。全年因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２１８亿元，减少３４３％。全年发生赤

潮９３次，增加１１次；累计赤潮面积约１９８４０平方公里，减少２６７％。全年共发

生各类地质灾害１０２８万起，造成６６３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４４２亿元。全年

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５级以上地震１４次，地震成灾事件１０次。地震灾害共造

成大陆地区约 ６６７万人受灾，减少 ６８％；受灾面积约 ７１６８平方公里，减少

５２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８亿元，减少６９６％。

全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１１２８２２人，比上年下降１１２％。亿元 ＧＤＰ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人数为０５６人，下降２０４％；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

１０万人死亡人数为３３３人，下降１３５％；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２０４人，下降

２７４％。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３７８７８１起，造成８９４５５人死亡、４３１万人受

伤，直接财产损失１４９亿元；道路交通万车死亡人数为６２０人，下降１８４％。

注：

１．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２．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３．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４．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５．钢材产量及消费量数据中均含部分使用钢材加工成其他钢材的重复计

算因素。

６．固定资产投资按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计算的合计数据小于全国数

据，是因为有部分不分地区的投资未计算在地区数据中。

７．房地产业投资中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位自建房屋以及物

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８．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按２００５年不变

价格计算，邮电业务总量按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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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２００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５日

　　２００６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首都经济社会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发

展势头，实现了“十一五”时期的良好开局。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７７２０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连续第８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９８亿元，增长０６％；第二产业增加

值２２１７２亿元，增长１２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５４０５１亿元，增长１１９％，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７０％。按常住人口计算，当年人均 ＧＤＰ达到４９５０５元

（折合６２１０美元），比上年增长８８％。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１４：２９５：６９１

变化为１３：２８７：７０。

全市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３６３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８％，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４７１％；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６０３６亿元，增长２６３％，所占比

重为７８％。

表１：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０６年 比上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７７２０３ １２０

其中：高技术产业 ６０３６ ２６３

　其中：现代服务业 ３６３７４ １２８

　第一产业 ９８０ ０６

　第二产业 ２２１７２ １２６

　　工　业 １８４８５ １２１

　　建筑业 ３６８７ １５８

　第三产业 ５４０５１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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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　　标 ２００６年 比上年增长％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４８４ ９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６８０７ １４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２６１ １０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９４６ ７１

　　金融业 ９６３１ １３５

　　房地产业 ４７８８ ２０

　　其他服务业 １９１３４ １４５

　　全市完成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１１１７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５％；其中

实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１１７８亿元、４６１亿元、２１３９亿

元和１０２３亿元，分别增长２０７％、２０１％、２９８％和２１％。地方财政支出（一

般预算，含中央追加支出）１２９２５亿元，增长２２１％。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１００９％，低于上年０６个百分点；其中，低收入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１０１２％，低于上年０７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为９９１％，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１０５５％，分别低于上年２２个和

５９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１００４％，低于上年０３个百分点。房

屋销售价格指数为１０８８％，高于上年１９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指数为１０９６％，高于上年２５个百分点。

表２：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单位：％

项　　目 ２００６年
其中：低收入层

２００５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２ １０１５
　其中：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１０１２ １０１２ １０１３
食　品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３ １０４９
烟酒及用品 ９９９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０
衣　着 ９９７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１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１０１２ １０１６ ９９７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１０１１ ９９２ ９８０
交通和通信 ９９３ １０１５ ９７５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９８７ ９９３ ９９７
居　住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５ １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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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房地产价格指数

单位％

指　　标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５年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１０８８ １０６９

商品房 １０８６ １０６６

　其中：住宅 １０９６ １０７１

　　其中：普通住宅 １１１２ １０８２

高档住宅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３

　二手房 １０９８ １０９４

　　其中：住宅 １０９８ １０９７

房屋租赁价格指数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４

　其中：住宅 １０４４ １０３１

土地交易价格指数 １０５２ １０３８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１９８％，比上年末下降０１３个百分点，低于计划调

控目标０５２个百分点。当年全市共安排１９１万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８７

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二、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１５８１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４３万人。其中，户籍人口１１９７６万人，增加１６９万人；外来人口３８３４万

人，增加 ２６１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２４３％。全市常住人口出生率

６２６‰，死亡率４９７‰，自然增长率１２９‰。全市常住人口密度为９６３人／平方

公里，每平方公里比上年末增加２６人。

人民生活：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１９９７８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２％，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１２２％。其中，２０％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１４２％；２０％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１１％。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

为３０８％，比上年降低１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水平（人均住房使用面

积）达到２００６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０６１平方米。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８６２０元，比上年增长９７％，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８７％。其中，２０％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增长７３％；２０％高收入户人均纯

收入增长８１％。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３２％，比上年下降０８个百分点。农

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３９１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２２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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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年末全市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人数分别为

６０４１万人、６７９５万人、４８２２万人和４６５３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净增８４１万

人、１０４７万人、８７６万人和１３６４万人。全市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

为４４８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４２万人；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２６１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０６万人，参合率为８６９％，高于上年５６个百分点。社

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有所提高。全市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为１５２万

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８１万人。

表４：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变化情况

单位：元／月

项　　目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５年

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 ３９２ ３８２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３１０ ３００

职工最低工资 ６４０ ５８０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统筹范围内） ６２０ ５６３

　　年末全市有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３３７家，床位３４万张，收养各类人

员２１万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１３６５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１６５个。

三、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资源：全年土地供应总量６５０９公顷，比上年增长２％。其中基础设施用地

３２５１公顷，下降９４％；产业用地１３１１公顷，增长３０６％；住宅用地１３１８公顷，

增长４９７％，其中经济适用房用地５３２公顷（含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保障性住

房），规划建筑面积８８７万平方米，分别增长８０３％和７１６％。

全年平均降水量４４８毫米，比上年减少４３％。全市总用水量３４３亿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０６％。其中，生活用水增长２２％，工业用水下降８１％，农业

用水下降３３％。初步测算，全市万元 ＧＤＰ水耗为４４４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１１２％。全年农业新增节水灌溉面积１１３千公顷，全市完成节水技改措施３８９

项，其中工业节水技改措施８０项。

环境：全市城八区处理污水７８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到９０％，比上年提高

１９９个百分点；郊区污水处理率达到４２％。城八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９６５％（按产生量计算），郊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５７５％，分别比上年提

高１３个和１０９个百分点。市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为２４１天，

比上年增加７天，占全年总天数的６６％，比上年提高１９个百分点。全年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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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排放总量削减７９％，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削减５２％。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２５％，比上年提高０５个百分点。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１２平方米。

全市共完成绿化造林１２７７６９公顷，其中飞播造林２０００公顷。本年新增封

山育林９３３３公顷。全市林木绿化率达到５１％，比上年提高０５个百分点。全

市有自然保护区２０个，面积为１３６万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个。

安全生产：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肇事、生产安全、火灾死亡事故１４７１起，比

上年下降４６％；死亡１６１８人，比上年下降７％。其中，道路交通事故１２５５起，

死亡１３７３人；生产安全事故１７２起，死亡１９６人；火灾事故４４起，死亡４９人。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０２３，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为４７８，

工矿商贸从业人员１０万人死亡率为２４，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３１２，均处于年

度控制指标内。

四、农业和农村建设

全市农林牧渔业产值２６９６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０３％。粮食播种

面积２２万公顷，比上年增长１４３％，粮食产量１０９２万吨，比上年增产１５％；肉类

总产量５７２万吨，比上年下降１４２％；蔬菜产量３９４２万吨，比上年下降７％。

全市实际经营的农业观光园为１２３０个，比上年增加２１８个；观光园总收入

１０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３１％，其中采摘收入２４亿元，增长３１９％。民俗旅

游接待户８７２６户，比上年增加１４５８户；民俗旅游总收入３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６４％。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户从业人员７１万人，比上年增加１６万人；农

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户接待人数达到２１９３１万人次，增长３２８％。

新农村建设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解决了３２万农民饮水安全问

题，完成自然村通油路４７１公里。实施“亮起来、暖起来、循环起来”工程，安装太

阳能灯４万盏；普及吊炕４６万铺；新建沼气工程３８项，生物质气化工程４２项。

五、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市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８４８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１％。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１７６７４亿元，增长１４１％。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高

技术制造业、现代制造业分别完成增加值４６３４亿元和７３１３亿元，分别增长

２８３％和２２１％，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２６２％和４１４％（二者

有交叉部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完成增加值３３０２亿

元，增长３４４％；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完成增加值１６３４亿元，增长１７３％。产

销衔接良好，产品销售率为９８７％，比上年提高０４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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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０６年 比上年增长％

工业增加值 １７６７４ １４１
　轻工业 ３４９０ ５８
　重工业 １４１８４ １６３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４６３４ ２８３
　其中：现代制造业 ７３１３ ２２１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９５４７ ９４
　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３０２ ３４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３４７ １１９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６３４ １７３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６５７ ８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０８３ ４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６７７ １４１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６５９ １４４
医药制造业 ５４９ １３３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４４３ －４２

　　全市生产汽车 ６８３万辆，比上年增长 １６６％，其中轿车 ２７万辆，增长

２１８％；生产微型电子计算机７３５６万台，增长２８７％；生产程控交换机４７６５５

万线，增长６７４％；生产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１４１４３万台，增长５６４％。

表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２００６年 比上年增长％

钢　材 万吨 １０４２６ ８１
发电量 亿千瓦时 ２０５５ －１７
原油加工量 万吨 ８２８９ －１０
乙　烯 万吨 ９９１ ０２
汽　车 万辆 ６８３ １６６
　其中：轿车 万辆 ２７０ ２１８
彩色显像管 万只 ９７８９ －０７
显示器 万台 ６８０７ １９８
微型电子计算机 万台 ７３５６ ２８７
程控交换机 万线 ４７６５５ ６７４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１４１４３０ ５６４
啤　酒 万千升 １５８７ ３７
饮料酒 万千升 １７１０ ４０
乳制品 万吨 ６４０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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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全市建筑业实现增加值３６８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８％。具有资

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 ７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２％；上缴税金７１６亿元，增长９１％。

六、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３３７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３％，增幅比上年提高７５个百分点。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完成城镇投资

３０８６３亿元，增长１８９％，增幅高于上年７７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１７１９９亿元，增长１２８％，增幅提高９３个百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为５１％，比上年下降２９个百分点。完成农村投资２８５２亿元，增长２３％，增幅高

于上年４３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基础设施投资８４２亿元，增长８９６％。

表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０６年 比上年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３３７１５ １９３

　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９３５３ ５３２

　按城乡划分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３０８６３ １８９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１７１９９ １２８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２８５２ ２３０

　按三次产业划分（含房地产开发投资）

　　第一产业 １４５ ２１８

　　第二产业 ３６３２ －１１４

　　　其中：工业 ３５８０ －６６

　　第三产业（含房地产开发投资） ２９９３８ ２４５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２１８％，增幅低于上年６１３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由上年的增长２１８％转为下降１１４％，其中工业投资

由增长１９１％转为下降６６％；第三产业投资增长２４５％，增幅提高０８个百

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８８８％，比上年提高３７个百分点。

全市完成基础设施投资９３５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３２％，增幅比上年提高

２１４个百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２７７％，比上年提高６１个百

分点。其中，交通运输、公共服务业分别完成投资４３９６亿元和２６５３亿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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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增长９６２％和６５４％。

房地产开发：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１０４８３５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２５％；

其中商品住宅６３１１３万平方米，下降１３３％。商品房竣工面积３１９３９万平方

米，下降１５３％；其中商品住宅２１９３３万平方米，下降２２８％。全市商品房销
售面积（含现房和期房）２６０７６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２２０５万平方米；商品房

销售额（含现房和期房）２１５９亿元，其中商品住宅１６２６３亿元。商品房空置面

积１０３９７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减少３３４５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空置４９４１
万平方米，减少３０５６万平方米。

七、内外贸易

国内贸易：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３２７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８％，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１２６％。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零售额中，通
讯器材类增长 ２１２％，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１１９％，家具类增长

２６４％，汽车类增长１７３％，石油及制品类增长３５１％。

表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０６年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３２７５２ １２８

　按商品用途分

　　吃的商品 ８１３８ ８７

　　穿的商品 ３１２８ １１１

　　用的商品 １８４１３ １２４

　　烧的商品 ３０７３ ３１４

　按行业分

　　批发、零售贸易业 ２８６５６ １３３

　　餐饮业 ２８７２ ７２

　　其他行业 １２２４ １６１

　按地区分

　　城　镇 ２８５７５ １３４

　　郊　区 ４１７７ ８９

　　全市销售机动车７１４万辆，比上年增长２５２％。其中，新车３９１万辆，增

长５１％，旧车３２３万辆，增长６２８％。

对外贸易：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１５８１８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６％；其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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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３７９８亿美元，增长２３１％。地方企业进出口总值５５２８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３７１％；其中出口２３２１亿美元，增长３５７％。地方企业出口中，机电产品出

口１７２８亿美元，增长４３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１２９１亿美元，增长４３６％；

占地方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７４５％和５５６％（二者有交叉部分），分别比上年

提高４个和３个百分点。

表９：全市进出口总值

单位：亿美元

指　　标 ２００６年 比上年增长％

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 １５８１８ ２６０

　出　口 ３７９８ ２３１

　进　口 １２０２０ ２７０

　　其中：地方企业进出口总值 ５５２８ ３７１

出　口 ２３２１ ３５７

进　口 ３２０７ ３８１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共完成营业额８４亿美元，比上

年增长１７％。

八、利用外资和开发区

利用外资：全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２１０６个，比上年下降１４％。实际利用

外资４５５亿美元，增长２９１％。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制造业１０６亿美元，

下降６８％；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１７４亿美元，增长４０３％；房地产业７２亿美

元，增长５５９％；批发零售业２４亿美元，增长８５倍。

开发区：年末全市１９个开发区累计入区企业３５２１８个，其中投产开业企业

２７９８２个，分别比上年末增加４７４４个和１０７３个。全年各类开发区实现总收入

８３４９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５％；实现利润４５２８亿元，增长１７７％；应缴税金

３６４４亿元，增长２９９％。

中关村科技园区投产开业企业２３８６９个。实现总收入６４４８亿元，比上年增

长３１７％；出口创汇 １２４８亿美元，增长 ３２２％；实现利润 ３７６９亿元，增长

１７１％；应缴税金２０８４亿元，增长１４９％。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产开业企业１０３１个。实现总收入２０００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５８７％；实现利润 １２５亿元，增长 ４８８％；应缴税金 ９０亿元，增长

９１１％。
—２９１—



九、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全年货物周转量４７８６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２％。其中，铁路２６２６

亿吨公里，下降１５５％；公路８８６亿吨公里，增长３６％；民航３３６亿吨公里，

增长１９３％；管道９３８亿吨公里，增长４６６％。铁路、公路、民航、管道各种运

输方式货物周转量比重分别为５４９％、１８５％、７％和１９７％。与上年相比，公

路、民航、管道比重分别上升１个、１３个和６５个百分点，铁路比重下降８８个

百分点。

全年旅客周转量８２５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１６２％。其中，铁路８９１亿人

公里，增长１４８％；公路７９２亿人公里，增长３３２％；民航６５６７亿人公里，增

长１４６％。铁路、公路、民航三种运输方式旅客周转量比重分别为 １０８％、

９６％和７９６％。与上年相比，公路比重上升１２个百分点，铁路、民航比重分

别下降０１个和１１个百分点。

表１０：各种运输方式周转量（北京地区）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２００６年 比上年增长％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４７８６ －２０

　铁　路 亿吨公里 ２６２６ －１５５

　公　路 亿吨公里 ８８６ ３６

　民　航 亿吨公里 ３３６ １９３

　管　道 亿吨公里 ９３８ ４６６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８２５０ １６２

　铁　路 亿人公里 ８９１ １４８

　公　路 亿人公里 ７９２ ３３２

　民　航 亿人公里 ６５６７ １４６

　　年末全市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２４４１万辆，比上年末增长１３８％；其中轿

车１５４１万辆，增长 １７８％。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 １８１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１７６％；其中轿车１２１万辆，增长２２％。

邮电：全市完成邮电业务总量５０４３亿元（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比上年增长

２２１％。其中，邮政业务总量 ３５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７％；电信业务总量

４６９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７％。年末固定电话用户达到９０５１万户，其中城市

电话用户８０４３万户，农村电话用户 １００８万户。固定电话主线普及率达到

５７２线／百人。全年新增移动电话用户８１２万户，年末累计达到１５４１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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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９７５部／百人，每百人比上年增加１２部。

旅游：全年接待入境旅游者３９０３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７５％。其中，外国

人３３８３万人次，增长８６％；港、澳、台胞５２万人次，增长１４％。全市旅游外

汇收入 ４０３亿美元，增长 １１２％。全年出境旅游者达 ７９２万人次，增长

５３１％。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１３２亿人次，增长５６％。国内旅游收入１４８２７

亿元，增长１４％。国内外旅游收入总计达到１８０３７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１３２％。全年星级饭店客房出租率达到６１３％。

十、金融、证券和保险

金融：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３３７９３３亿元，比年初

增加４８０４７亿元，同比少增２８６８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３１３１３８亿元，比

年初增加４５１１亿元，同比少增５５２５亿元。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

额１８１３１６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８１８亿元，同比多增１０３４４亿元；其中人民币贷

款余额１５６３２７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８２０亿元，同比多增５６１６亿元。

表１１：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贷款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０６年末数 比年初增加额 增加额同比增减

各项存款余额 ３３７９３３ ４８０４７ －２８６８

　其中：企事业存款 １９１７７４ ２８９０７ －１５５９

储蓄存款 ９５１５０ １２１４２ ５２７

各项贷款余额 １８１３１６ ２８１８０ １０３４４

　其中：短期贷款 ５３７７１ １７５３ －６０８

中长期贷款 １１１４２８ ２５３８７ １４６９４

票据融资 １０７２７ －５７１

　　证券：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１９５５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倍。其中股

票成交额１４８５１５亿元，增长２４倍；国债成交额１７８１亿元，下降４１７％；基

金成交额２９８３亿元，增长２３倍。

保险：年末全市有各类保险公司５５家，比上年增加１１家；保险中介机构２５５

家，增加３０家。全年保费收入４１１５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７４％。其中，财产险保

费收入８４４亿元，增长２４８％；寿险保费收入２７５６亿元，下降２９２％；健康险和

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５１６亿元，增长２４８％。全年各类保险赔款给付支出８４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４％；其中财产险赔款３８９亿元，寿险业务给付３２１亿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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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１３亿元，分别增长１０４％、１０８％和１６３％。

十一、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年末，全市共有普通高等学校８２所，比上年末增加３所；全年招收普

通本专科学生１５５万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达到５５５万人，毕业学生１３２万

人。全市共有５１所普通高校和１１５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全年在学研究生

达到１７８万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与在学研究生分别比上年末增加１８万人

和１３万人。

年末全市有普通高中３３５所，全年招生７６万人，在校生２５９万人，毕业生

７８万人。普通初中３７２所，全年招生９１万人，在校生２８８万人，毕业生１２４

万人。小学１３１０所，招生７３万人，在校生４７３万人，毕业生９１万人。特殊

教育学校２４所，招生６４３人，在校生６４４８人，毕业生１１５２人。幼儿园１３６１所，

在园幼儿１９８万人。

年末全市民办学校数达到５４７所，在校生２７９万人，毕业生５３万人。

科学技术：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 ４５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６％；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５８％，比上年提高０３个百分点。全市开展科

技活动的单位７５００个，拥有科技活动人员４５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５５％和

１７５％。全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２７万件和１１万件，分别比上年增

长１７６％和１１３％。全市成交技术合同５２万项，成交总额６９７３亿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３７５％和６０５％。

十二、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年末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２５个，总藏数３７１９万册（件），比上年末增

长２６％。市属１１个专业艺术剧团共举办演出６４１２场，其中国内演出 ５５１２

场，国内演出观众人数为３３８８万人次，演出收入８５７４万元。年末有线电视用

户达到３１８７万户，比上年末增长１３％；有线电视入户率为７０６％，比上年末提

高６５个百分点。北京地区出版的报纸（不含校报）、期刊和图书分别达到２５５

种、２８０９种和１２５万种，报纸和期刊种类数与上年末持平，图书比上年末增加

１７万种。全市各类电影放映单位（含二级市场）全年放映电影２８万场，比上

年增长２３９％；观众达到１２２１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３９７％；票款收入达到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１％。全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９８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２２４处。北京地区注册登记的博物馆达到１３３座，馆藏文物３２３８万件。

卫生：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４８１０个。其中，医院５３６个，卫生院１５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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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床位８１万张，其中医院７５万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医院床

位６３张。全市卫生技术人员达到１２３万人，比上年末增长２８％。其中执业

医师５２万人，注册护士４４万人。平均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４３９人，平均每

千人拥有注册护士 ３７２人。全市医疗机构共诊疗 ８１０７２万人次，健康检查

５１８８万人次。

体育：年末全市共有体育场馆６１１３个，比上年末增加１个。全民健身工程总

面积达到３９０２万平方米，总投资６６８亿元。全市共有专业体育运动员约９００

人，年内共获得国际和全国性比赛奖牌３６５枚，其中金牌１５６枚，银牌１０７枚。

公报注释：

１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２本公报中增加值为现价，增长速度均按可比价计算。

３低收入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低收入层居民家庭购买的消费品及

服务价格变动情况的相对数。北京市从２００５年开始编制分收入层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分组标志以城镇住户调查资料为依据，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排队，最低

的１０％划为低收入层。

４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

５本公报中万元ＧＤＰ水耗按现价计算，下降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６城市、农村２０％高、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增速未扣除价格因素。

７农业观光园与民俗旅游数据为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初步统计数，

增长速度按可比口径计算。

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非

国有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是指年销售额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批发企

业和年销售额５００万元及以上零售企业。

９为便于与国家和各省市统计数据对比，自２００６年年度初步统计数据开

始，北京市按三次产业划分投资时，将房地产开发投资计入第三产业投资。

１０利用外资数据均为客商直接投资口径。

１１２００６年开发区个数由原来的２８个整合为经国务院批准的１９个，相关

数据增长速度按可比口径计算。

１２２００６年铁路货物周转量中不含大秦线相关数据，故与２００５年比较时出

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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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１日在密云县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县长　王孝东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密云县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

委员提出意见。

一、三年工作回顾

本届政府任期的三年，正处于“十五”向“十一五”过渡的关键时期，发展环

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三年来，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坚

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县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牢固

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绩，为实现创建国家生态县的目标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一）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三年来，我们围绕创建国家生态县这一目标，全面推进生态经济体系建设，

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重大转变，经济步入健康发展轨道。２００６年，全县预计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８６亿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３９５％，年均增长１１７％；税收总额１９６

亿元，可比增长７６％，年均增长２０７％；财政收入６６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

２００３年增长５１％，年均增长１４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６１００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７６９０元，年均增长幅度均达到９％以上。

都市型农业持续发展，主导产业实现升级。三年来，全县累计投入支农资

金１０５亿元。全面实施了“２２１行动计划”，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

明显加快。绿色养殖、特色林果、无公害蔬菜三大产业实现升级。新建农业标

准化基地１５１个，发展有机食品基地３万亩，培育农副产品品牌６０个，奶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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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板栗、蔬菜等优势产品实现产业化经营；农业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得到

重点开发，红酒文化带、水景观光园等重点农业休闲项目已经启动，１０３个休闲

渔业园区、７０个观光休闲采摘园建成并取得效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得到较快

发展，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２０７个，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显著增强。加快农业保

障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成了动植物防疫检疫、病虫害防控

和生态环境建设等保障系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顺利完成农村二轮土

地延包、农村税费改革、山区生态林补偿、国家粮食直补等直接关系农民利益的

重点工作。高度关心农民的生产生活，解决了农村１８６万人饮水困难。

大力推进增长方式转变，环境友好型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以构建“布局合

理、产业友好、主导突出、节约高效、总量增加”的环境友好型工业体系为目标，

调整优化工业布局，强化“一区七基地”在全县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２００６

年，“一区七基地”预计实现增加值１８７亿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４９６％，占全县工

业增加值的６０％；安置劳动力就业５０１２４人，比２００３年增加２００３６人。大力培

育发展主导行业和规模企业，汽车零部件、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电子信息和生

物医药行业在全县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达到了６０９％；规模以上企业达到１８６

家，产值已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９０％以上。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累计完成

技术改造项目１８４个，投入技改资金１７亿元。积极推进生态工业发展，启动了

开发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３个生态型农民就业基地建设，３０家规模企业通过

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２００６年，全县预计实现工业增加值３１２亿元，比２００３

年增长３９１％；工业利润５亿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２１７％。

积极开拓外埠市场，建筑建材及房地产开发业保持稳步增长。三年来，面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快推进行业内部结构调整，综合竞争力明显增强。全县

累计实现建安产值１３６７亿元，上缴税金６９９亿元。根据密云大规模城市建设

后县内建筑市场逐渐收缩的实际情况，县政府及时制定出台了鼓励建筑企业

“打外埠”的扶持政策，实现了建筑业主要指标５０％以上来自外埠，完成了建筑

市场的战略性转移。根据建设生态人居的要求，大力发展新型建材，关闭淘汰

粘土砖等重污染、高能耗生产企业１２８家，新建、改造新产品生产线３条。制定

了生态型建筑和房地产业发展规划，一批宜居的绿色环保、生态型建设项目开

始启动。

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旅游、商贸、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编制完成

了《密云县休闲旅游总体规划》和《云蒙山开发总体规划》。加快建设旅游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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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着力培育旅游龙头企业，月亮河洲际酒店、云蒙风情大道等一批重点旅游

项目开工建设，云蒙山开发取得实质性进展，司马台、黑龙潭等骨干景区提升规

划得到全面落实。民俗旅游蓬勃发展，三年来，累计发展民俗村３５个、民俗户

１５１１家。全面改善旅游整体环境，在全市范围内发行了密云旅游护照，率先推

出了密云旅游标识系统，成功举办了鱼王美食节、白河户外运动节等系列旅游

活动。三年来，共接待游客１６０１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２０４亿元。

商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三年来，共新增商业设施面积１０万平方米。

华远综合集贸市场建成投入使用，县、镇、村三级集贸市场体系得到完善。实施

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成农村连锁超市２００余家。县农资配送中心和１６

家农资连锁超市建成并投入使用。在城区建设中小型社区便民菜店１４个。加

强食品质量监测，食品抽样检测合格率三年始终位居全市首位。商业市场购销

两旺，预计２００６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突破４０亿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５０％。交

通行业快速发展，客运、货运和维修业收入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加大治超

治限和打击“黑车”工作力度，有效遏制了非法客运、货运行为，维护了正常的交

通秩序。

招商引资取得新成绩，外向型经济稳步发展。２００４年，受工业园区清理整

顿、土地政策收紧等因素的影响，全县招商引资陷入低谷。面对新形势，县政府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寻找突破：一是成功实现开发区扩规，将原云西经济区５０８

平方公里土地纳入密云经济开发区范围，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二是整合资源，

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三是制定出台了《支持乡镇引进实体企业入驻开发区

暂行办法》。三年来，全县共引进落地实体项目３８０个，其中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以

上的大项目８０个。华源仁济、北汽福田、今麦郎饮品、汇源果汁等一批重大项

目落户我县。

认真贯彻国务院和北京市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条例，完善落实各项政策，鼓

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三年来，全县私营个体企业从２０２３３户发展到２６５７０户；

注册资金由１４３３亿元增长到１７２７亿元；从业人员从８６９０３人增长到９０８５６

人。非公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向型经济保持较快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由２００３年的３０５家增加到２００６

年的３８０家，预计２００６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２６５５万美元；实现出口总值９０００

万美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４４％。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微观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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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果。理顺了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初步建立了以统计评价、业绩考核、产权监

管为主体的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对６家国有商贸企业进行了整合，完成了

矿山公司等１０家国有集体企业的转制。富帛公司依法清算解散工作基本结

束。健全机制、整合资源，利用银农、银企、银政三个融资平台，三年来共融资

１５２亿元；争取市资金支持３６６亿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１３０亿元，贷款余额

７６亿元，为全县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

等财政改革不断深化，财政管理水平明显提高。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坚持依法

治税，加强税收监管，做到应收尽收。

（二）生态涵养取得重大突破，城乡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认真履行生态涵养发展区职责，在全市率先提出了创建国家生态县的奋斗

目标。

围绕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生态县建设阶段性任务，全

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潮河治理一期、县污水处理厂中

水回用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完工。在县城重点地区集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卫生

清洁活动。围绕城镇周边、水库周边、主要景区周边和公路沿线，大力推进

“２００８环境整治”工作。“城中村”改造扎实推进，“旧村改造”工程全面启动。

大规模开展城市绿化，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２００３年的２４６平方米提高到

２７７平方米。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对县城地区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

调整；制定出台了《进一步明确城市管理责任的意见》等一系列城市管理的规范

性文件，强化了街道、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城市管理水平明显提高。通过

全县上下共同努力，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已通过全国爱卫会验收，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的各项指标已基本达标。

城乡路网建设扎实推进。三年来，共投资８９６亿元，实施水源路等市政道

路及排水工程４３项，铺设雨污排水管线２１１公里，“七横十二纵”的城市道路总

体框架基本形成。投资２４９亿元，完成了密兴、密平、密西、密关、密顺路一期

等５条县级公路扩建改造任务。投资１１９亿元，实施“村村通油路”１３１条，总

长３９７公里，乡村交通状况大为改观。目前，全县公路总里程１３４６公里，路网

密度每百平方公里６０４公里，县级以上公路油路铺装率达到１００％，比２００３年

提高了２３个百分点。

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坚持“高标准、低成本、

能承受、可推广”的原则，全面启动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和社会主义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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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试点村建设，太师屯镇成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溪翁庄、十里堡等７个镇成为

市级环境优美乡镇，１２６个行政村成为市级文明生态村，古北口、庄头峪等６个

市级新农村试点和石城镇新农村建设重点工程顺利推进。全面开展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实施“三治五化四进村”工程，在全县建成“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

的垃圾处理系统，全县累计改造无害化达标厕所４８万个，硬化街道２１６７万

平方米，栽植各种树木７０万棵，安装路灯１３万盏。以沼气、太阳能、节能吊炕

和生物质能源为重点的新能源推广应用取得实效，建沼气池 ４５８个，节能炕

２７１万铺，装太阳能热水器２２８万户。所有行政村均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

通”。

不断强化生态屏障建设，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小流域综合

治理２００平方公里，完成了白马关河道整治任务。全县林木覆盖率达到

５８８％，水库集水区林木覆盖率达到７１％；城镇绿化覆盖率达到３５１％。县城

地区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占有效监测天数的比例达到７０％以上。

坚持打击、治理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相结合，组建了专业矿产资源执法队伍，建

立了矿产资源执法责任制，不断加大矿产资源执法力度，非法开采运输矿产资

源的势头得到全面遏制。

（三）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和谐氛围日益浓厚

启动了全国科技进步县创建工作。加大科技推广普及力度，深入推进系列

科普活动，群众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创建科普示范基地２５个，实施各类科技

项目１２２项，在远郊区县首次举办了大型国际科普互动展。全面开展了与中国

农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学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全市率先完成行

政村通光纤任务，启动了“数字乡镇”试点，建成了农村信息资源中心。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密云县知识产权局正式挂牌成立，专利申请量保持较快增长。

“首都农村教育现代化试验区”建设全面推进。教育投入逐年增加，义务教

育经费依法实现“三个增长”，“三免一补”政策得到落实。巨各庄中学等一批

教育重点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２０１０年前计划保留的学校全部实现信息化“班

班通”，城乡办学条件基本实现均衡化。对外合作办学进一步加强，首师大密云

附中、北师大密云实验中学相继成立。城乡教师岗位交流工作全面启动。素质

教育深入实施，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扎实推进，较好地

发挥了教育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能。

围绕“生态密云，休闲之都”主题，着力打造生态密云文化品牌，成功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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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届密云生态文化节。新建了密云文化馆，建设基层文化活动室３０６个。按照

“三贴近”的原则，围绕国家生态县建设，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

秀作品。加强了密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送文化下乡”活动蓬勃

开展。集中开展了网吧整治、打击音像和图书盗版等专项行动，文化市场秩序

明显改善。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新建了清真寺。

城乡医疗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对外医疗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首都医科

大学燕京医学院附属密云医院”挂牌成立。新建、改建乡镇“１２０”急救站５个、

传染病接诊室２２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９６家、村卫生室１７１家。推行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参加农民已达２１万人，参合率７３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得

到加强，计划生育依法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全民健身周、第五届全民健身

体育节、第五届全民运动会。加强体育设施建设，所有行政村实现健身设施“村

村有”。全县体育用地总面积达到２４０８万平方米，人均达到５６平方米，在全

市处于领先水平。县体育中心一期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体育局综合楼竣工并投

入使用。

认真落实各项就业政策，努力开发就业岗位。建立职业介绍服务机构 ５

家，在全县各乡镇、街道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所。三年来，共安排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２７６７人、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１１１１５人。积极探索政府购

买就业岗位的新路子，通过设立生态林管护员、村级保洁员、防疫员、管水员，万

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当地就业。高度重视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每

年有本县１００名未就业的大学生加入志愿者队伍，今年又有１８８名大学生“村

官”走上工作岗位。

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三年来，养老、失业、工伤、基本医疗及生

育保险扩面征缴年增长率均在１０％以上。今年县政府颁布实施了《密云县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为农民“老有所养”奠定了基础。加强城乡救助体系建设，

扩大低保范围，提高低保标准，实现了应保尽保。认真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大幅

度提高城乡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标准，实现了退伍军人货币化安置。落实“山区

星光计划”，建成６１个“星光老年之家”。

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众的安全感满意率名列全市前茅。继续加

大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打击力度，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深入贯彻落

实国务院新《信访条例》，建立了县领导牵头处理重大、疑难信访问题的有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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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组建了密云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在乡镇和街道设立了信访办公室，建立

了五级信访矛盾调处网络，信访网络进一步完善。

健全制度，落实责任，生产、交通、消防、食品、药品、社会公共安全等各项工

作均得到加强。制定了《密云县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了安全委

员会季度例会、安全生产综合考核等一系列安全生产制度。认真开展了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专项整治，全县六种非正常死亡事故明显下

降。

档案、人防、地震、征兵、残疾人、对口支援、对外交流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

新成绩。

（四）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民主法制建设扎实推进

牢固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和重在建设的方针，以创建首都文明县为载体，深

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学习教育活动，努力培养公民的文明素

质和发展意识。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纲要，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文明行

为，大力实施以社会公德建设为重点的现代文明礼仪教育实践工程。努力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强化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丰富并创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深入开展文明

村、文明社区、文明家庭和“十大创绿”等各类群众性创建活动。积极推进科教、

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和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工作。探索出了村民

道德评议会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途径。

坚持法制宣传与法制实践相结合，突出重点，创新形式，普治并举。顺利通

过了“四五”普法验收，启动了“五五”普法规划。三年来共承办各类法律援助

案件３０７件，有效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五）政府自身建设得到加强，执政水平进一步提高

认真执行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坚持定期向人大

报告工作。主动听取人大、政协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３２３件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委员提案全部办复。进一步密切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的联

系。制定了《关于本县行政机关进一步接受监督的意见》，推进了行政机关接受

监督工作的规范化。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入推行行政执法责

任制，颁布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

深化政务公开和全程办事代理制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积极探索推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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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的新模式，与北京大学合作，启动了创建“区域法律治理模式”试点。完

成了县政府门户网站改版、信息中心核心机房改造等信息化工程，启动了县应

急指挥系统平台建设。建成了密云县行政服务中心。

加强班子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坚持政府常务会会前学习制度；贯彻落

实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集体研究；强化班子成员间的补位和协作意

识，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了《行政许可

法》、《公务员法》学习活动。加强了行政机关基础工作。对各乡镇政府和政府

各部门的责任制考核办法进行了完善。加强人才引进，三年来共引进各类人才

８５０余名。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实行“一岗双责”，

把反腐倡廉的各项任务纳入政府各部门的总体工作中，做到同部署、同落实、同

检查、同考核，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深入开展

专项治理，建立健全民意测评、网络热线和民主评议等三项机制，促进了政风行

风建设。坚持从严治政，三年来共查处案件１０７件，给予党政纪处分１０２人。

各位代表，过去的三年，是密云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高度统一的三年；是与时俱进、加快调整，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增长、社会事业得

到较快发展的三年；是落实“三农”政策、加大“三农”投入，农村面貌变化最大、

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三年；是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城乡建设快速推进，一体化

进程明显加快的三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坚强领导的结

果；是全县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县人大、县政协及各民主党派、人

民团体、驻密单位和各界人士监督、帮助、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县政府，向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驻密部队和中央市属单位，

向所有关心、支持密云发展建设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回顾过去三年发展的实践，我们感触颇深：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本届政府成立以来，面对“２·５”

事故后全县低迷的状态和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土地政策收紧的严峻形势，面对

全市战略布局调整和功能分区所带来的新机遇，积极调整思路，谋求发展。在

县委十届二次全会上，适时地提出了坚持“五个不动摇”的工作要求；在县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在全市率先争创国家生态县的奋斗目标，确定

了创建工作“三步走”的战略；在县委十届四次全会上，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划

分“两大功能区”，构建“一区两带”和“一城六重点镇”的战略构想。一系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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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策，既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密云发展的要求，又充分印证了全县广大干部

在逆境中奋起、在调整中发展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极大地解放和统一了全

县人民的思想，推动密云经济社会发展走出低谷，打破徘徊，实现了保水、富民、

强县统一协调发展。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届政府上任之初，正处于密

云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调整与发展的任务较重。面对新的形势，我们按照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着手对财政扶持政策、产业内部结构、政府投入格局等诸多

方面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对引进非落地实体企业的财政扶持，制定出台了对引

进落地生产经营企业财政支持办法；完善了促进工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建筑

企业“打外埠”等各项扶持政策。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和人

与自然的和谐，更加重视速度、质量、效益的内在统一。落地实体企业在全县财

政收入中的比重由２００３年的３７４％提高到２００６年的７１３％；在挤除“水分”

的同时，可支配财力明显增加，全县可支配财力由２００３年的１０１２亿元增加到

２００６年的１５９７亿元。通过近三年的调整，全县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生态农

业、环境友好型工业、特色旅游休闲业的方向更加明确，财政“软着陆”的目标基

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２００４年以

来，面对前几年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各种矛盾，面对人民群众所盼、所求，政府投

入大量精力，共筹措资金９３亿元，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一是偿还了

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偿还率达到６３％，有效化解了债务风险。二是解决了困

扰我县多年的一大批征占地遗留问题。三是针对富帛公司长期运营亏损、企业

被迫停产的实际情况，在全力协调资金，给予职工经济补偿的基础上，积极搭建

再就业平台，促成了富帛公司与南纺公司的项目合作。８０％的富帛职工实现了

再就业。四是消化了农村信用社接收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后形成的不良资产，依

法建立了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落实了农村干部任职期间养老保险补贴等一系

列政策。在积极偿还历史欠账、解决遗留问题的同时，坚持每年从群众最关心、

最急切的问题入手，确定并完成了８１件实事，解决了重残人员生活困难、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等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本届政府成立以来，

始终把提高执政能力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来抓。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的

工作监督、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社会各界对政府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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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坚持规划先行，集中各方面智慧，创新编制方式，紧密结合我县实际和

发展需要，科学编制了生态县建设规划、密云新城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十

一五”发展规划，为密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

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总量不足仍是面临的主要矛盾，工业的

主导地位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就业压力大，就业岗位需求与劳动力素质之间的

矛盾突出，“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并存；城镇化水平不高，聚集库北人

口南移的功能还没有充分体现；城市管理与居民的实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管

理水平亟待提高；经济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政府部门为企业、为群众服务

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着

力加以解决。

二、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未来五年，是密云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０８年，北京将举办

第２９届奥运会，奥运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将在今后五年充分显现。

在京承高速路二期通车的基础上，京承高速路三期也将建成通车，届时，密云对

生产力要素的吸附力将明显增强。随着国家生态县建设的不断深入，密云将步

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按照县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和要求，

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保护水源、增强实力”的工作

方针，切实履行生态涵养发展区职责，深入推进“两大功能区、一区两带、一城六

重点镇”战略布局调整，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努力构建生态

密云、实力密云、和谐密云，为创建国家生态县、开创密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发展目标：

##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１２％左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以每年７％左右的速度增长。万元

ＧＤＰ能耗、水耗比“十五”末分别降低１５％和２０％以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利

用率达到９５％以上。到２０１１年，生态经济体系基本形成，产业布局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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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重点镇和特色镇、一般建制镇三级城镇体系进一步完善，“一城

六重点镇”格局基本形成，把密云建设成为北京市东部发展带上极具吸引力的

休闲之都。到２０１１年，全县城市化水平达到５０％左右。

##

全县林木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地表水符合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二类

水体标准；城市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８０％左右；全县化学需氧

量排放总量减至２０００吨以内、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至３０００吨以内。

##

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基本形成覆盖城乡、功能齐全、运行高效

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力就业比较充分。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

体系日臻完善。

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积极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调整

今后五年，要把推进“两大功能区”、“一区两带”产业发展布局的形成和

“一城六重点镇”建设作为工作的主线，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始终坚持保水、富民、强县相统一，促进资源和功能的有序转移，推进县域总体

功能的最优化和总体效能的最大化。

水库上游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水库下游城镇、产业发展区：要通过水库下游

城镇、产业发展区的发展，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为全县经济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吸引水库上游人口南移，减轻水库周边人口承载压力；要通过水库上

游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构建，更好地涵养水源、保护环境、富裕农民，最终实现保

水与富民强县的高度统一。

密云经济开发区和白河休闲产业带、潮河科技产业带：未来五年，按照“十

一五”期间全县战略布局调整，进一步突出密云经济开发区在全县产业中的主

导地位，实现开发区的产业升级和机制创新。科学规划白河休闲产业带和潮河

科技产业带布局，制定“两带”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推进“两河”周边土地一级市

场开发，着力引进符合我县产业政策且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

企业进驻两条产业带。在巩固和壮大现有优势产业的同时，根据首都新的发展

形势和要求，依托“一区两带”，进一步丰富产业内容，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开辟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密云新城和六个重点镇：大力实施“北扩南延”，着力推进１０１国道与京承

高速路之间的新城拓展区开发建设。高标准实施潮河公园和京承高速路绿化

带建设，利用两至三年时间，打造潮河、京承高速路绿色走廊。檀营、密云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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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寨、十里堡等四个乡镇要纳入密云新城建设的总体范畴，严格按照新城规划、

镇域规划推进开发建设和旧村改造；加快推进太师屯、溪翁庄、西田各庄三个中

心镇和穆家峪、巨各庄、古北口三个特色镇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高

岭等八个一般建制镇要按照各自所处的功能分区和新城规划确定的职能定位，

扎实推进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辐射和带动作

用。

（二）构建首都水源区生态经济体系

农业是密云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在首都水源区生态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我们要不断开发农业的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真正形成都市型农业

与休闲旅游相互融通、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深化实施“２２１行动计划”，整合区

域资源，强化产业发展，整体打造密云生态农业品牌。瞄准国内外中高端市场，

加快发展绿色、无公害和有机食品。大力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提升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加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深化实施农民素质教育工程，增强农民增收致富本领。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

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到２０１１年，初步实现“主导产业突出、生态效益

显著、服务功能完备、市场品牌知名”的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目标，将农业

打造成为保障农民生活、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产业。

工业是密云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是实现农村城镇化，提升我县总体经济

实力的关键。要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大力培育五大主导行业，推进企业规模化

发展，提高产业聚集度，把二产做强。继续整合开发区一至三期土地，按照开发

区在新城规划中的功能定位，对规划进行调整，逐步形成总部基地和绿色食品

基地。全力抓好开发区四期开发，加快与北美投资集团的战略合作，提升开发

区的整体实力。积极培育“绿色能源”产业，争取将开发区纳入市政府确定的

“循环生态产业示范基地”。继续推进建筑建材房地产业的战略转移，大力开拓

外埠市场。密切县内建筑业、建材业与房地产开发业之间的合作，提高行业整

体竞争力。

休闲旅游业是我县的特色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极具潜力。要充分挖掘旅

游资源，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将密云打造成为立足京津、辐射华北的“休闲

之都”。全面落实《密云县休闲旅游总体规划》，着力发展长城文化游、农事休闲

游、山野观光游和户外体验游，满足京津地区市民的多种休闲需求。西部以云

蒙山整体深度开发为龙头，完善西线旅游基础设施，打通四合堂至南台子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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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四合堂－番字牌－冯家峪形成环线，将云蒙大道向环线延伸，扩大对周

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东部以红酒产业带为龙头，打造“１０１国道农耕休闲产

业带”；北部以古北口古镇为龙头，打造长城文化旅游带；南部以南山滑雪场、木

球俱乐部为龙头，打造体育休闲产业带；中部以水库鱼街、水景观光园为龙头，

打造密云“渔乐圈”。重点加强石城、古北口、北庄、新城子、穆家峪等９个特色

旅游镇建设。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特色旅游产品开发。针对不同层次消费需求，

调整优化商业布局。完善鼓楼商业中心功能，拓展服务空间，打造集购物、餐

饮、娱乐于一体、具有较高水准的密云商业中心；完善社区便民商业服务体系，

整合社区商业资源；继续实施连锁超市下乡工程，积极发展镇级连锁超市和村

级便利店。完善华远集贸市场基础服务设施，对３０个中小型集贸市场进行改

造升级。繁荣客货运和交通维修市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方便百姓出行。

大力发展对外经贸，坚持引进、输出两手抓，不断提高利用外资和出口贸易的规

模和水平。

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深入落实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坚持和完善

非公经济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金融担保服务，拓宽私营个体企业的融资渠道。

认真研究解决私营个体经济在土地征用、项目审批、用水用电、进出口经营权等

方面的问题，为非公经济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

（三）建设具有密云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创建国家生态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总目标，以环境优美乡镇、文明

生态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建设为平台，继续深入推进“三治五化四进村”

工程，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以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和农业生产面源污

染为重点，加强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垃圾处理体系，全面完成

一、二级保护区内污水处理和农户改厕工程。按照“亮起来、暖起来、循环起来”

的要求，积极开发沼气、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源，大力推广节能技术。继续推进医

疗服务、商业连锁、科技文化、有线电视和信息网络进村，建立起完善的为农服

务保障体系。同时，大力培育新农村主导产业，通过采取旅游带动、精品农业带

动等多种形式，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到 ２０１０

年，全县８０％以上行政村要达到文明生态村建设标准，８０％以上乡镇要成为全

国环境优美乡镇。

（四）统筹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构建和谐密云

继续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以创建全国科技进步县为平台，完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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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服务体系和科技推广体系，开发引进先进技术成果５０项，实施国家、市、

县三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４０项。继续加大知识产权工作力度。深入推进“首

都农村教育现代化试验区”建设，统筹普教、职教、成教协调发展，完善国民教育

体系和职业技能培训网络，基本满足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需要，全面提升教

育整体水平。深入挖掘密云生态文化内涵，大力构建以水源文化、边塞文化、生

命文化为主体的密云生态文化体系。利用五年时间，把密云建成具有鲜明时代

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文化大县。进一步完善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用药安全保障体系为重点的公共卫生体系，全面提高我县公共

卫生事业发展水平。到２０１１年，全县医疗急救网络人口覆盖率达到９５％，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９０％以上，计划免疫率保持１００％。稳定低生育水

平，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

展。

持续加大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工作力度。全面落实《密云县关于加强农村

劳动力培训与就业工作的意见》，整合劳动、农业、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培训资

源，加大农村劳动力免费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从业技能。继续开发社区公益

性就业岗位，培育发展前景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努力创造就业岗位。认真落

实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保体系，２０１１年，城镇职工参保率、社会保险基金征缴

率分别达到９５％、９８％以上。扎实推进农村养老保险改革。加快推进民政事业

改革和发展步伐，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城乡社会救助、社区公共服务和老年人、

孤残儿童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加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全县应急指挥系统建设，建立健全

各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构，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工

作机制。切实抓好各个领域的安全工作，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健全以县

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为龙头的五级社会矛盾排查调处网络，认真妥善处理好群众

信访，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害。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抓好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深化同法轮功等邪教分子的斗争。

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以“五五”普法为契机，针对不

同群体，充分利用《法制园地》、《法治在密云》、普法网、法制教育基地、农村法

制长廊等多种载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巩固创建首都文明县成果，深入推进文明镇村、文明社区、文明行业、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提高全县人民的文明素养，打造民主、法治、文明的和谐新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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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涵养水源保护环境

紧密围绕创建国家生态县，以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森林资源安

全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大城乡绿化力度，构筑起坚实的首都东北绿

色生态屏障。扎实推进生态育林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恢复工程，对水库

上游７条主要河流和密云新城水源地实施综合治理。认真落实《“十一五”期间

北京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全面加强工业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噪声污染、电磁污染治理，强化医疗垃圾、危险废弃物的监管与

处理，提升污染防治水平。科学调配水源，大力发展节水经济，强化节水意识，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加强与水库上游地区的联系，建立起共同保护首都饮用

水源的长效机制，确保首都人民喝上放心水。

三、２００７年工作建议

２００７年是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新一届政府任

期的届首之年。做好２００７年各项工作，对于牢牢把握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主动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２００７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９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５％；财政收入 ５６亿元，可比增长 １２％；农村经济总收入 １２０亿元，增长

７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７２００元，增长６８％；农民人均纯收入８２３０

元，增长７％；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５％以内，失业人员再就业率保持６０％

以上。

围绕上述目标，建议下届政府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加快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步伐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做大做强增收产业。继续加大无公害、绿色和有

机食品培育力度，新建标准化生产基地２０个，新发展“三品”基地２万亩；深化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红薯、糯玉米等生产基地３万亩；加快食用菌基地建设，年

生产菌棒规模达到３００万棒；进一步推进产业化经营，改造肉鸡棚舍１００栋，新

增蜂群１万箱；深度开发农业综合功能，加快休闲农业与民俗旅游融合，继续推

进红酒文化带和水景观光园等重点工程建设，启动“１０１国道农耕休闲产业带”

建设工程，新建山地休闲观光园１０个，提升已建休闲观光采摘园、休闲渔业园

区档次；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启动清水河一条川综合治理工程，完成小流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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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４０平方公里，环保治理休闲渔业园区２０个，综合治理规模养殖场１０个；强

化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组建奶牛、肉鸡等联社，完善合作社基础设施，探

索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积极稳妥地开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为生态农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加快产业布局调整，全面发展环境友好型工业。按照构建生态工业发

展体系的要求，进一步加快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调整。创新开发区发展模式，

以打造生态国际工业园区为目标，全面启动四期开发建设。加快生态型农民就

业产业基地建设。积极引导鼓励山区乡镇走出山区办工业。“一区七基地”收

入在全县工业中的比重达到７０％以上，新增劳动力就业３５００人。突出抓好主

导行业、规模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主导行业收入占全县工业收入的比重

达到６０％以上，规模企业收入比重保持９０％左右，农产品加工业收入力争突破

２０亿元。做好汇源果汁、今麦郎饮品等重点项目跟踪服务，全力推进新建、在建

项目建设进度。重点实施技术改造项目４０个，推进１０家生态示范企业建设，

实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３０家。严格依法规范、节约使用土地，提高土地利

用率。进一步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落实好县政府《关于促进工业发展的暂

行办法》，为工业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以开拓市场为核心，推动建筑、建材、房地产开发业实现新发展。扩大

施工企业“打外埠”成果，实现建筑业主要经济指标６０％来自县外的目标。继

续淘汰更新传统建材生产工艺，全面推进我县建材业整体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

高。大力发展能源节约型、土地节约型住宅，支持开发企业建设节能省地、绿色

环保、面向城乡大众的普通商品住宅。所有新建商品住宅要全部达到６５％节能

设计标准，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四节”效果明显提高。建筑行业各项主要

经济指标同比增长１０％。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旅游业整体水平。加快推进云蒙山景区开发，做

好云蒙风情大道二期规划及建设工程。进一步完善司马台、黑龙潭等骨干景区

的娱乐和接待设施，抓好司马台温泉开发项目和赛车中心建设项目的引进与建

设。打造清水河、白马关河沿线及密古路三条精品自驾游线路，完善线路服务

设施，拉动沿线民俗旅游发展。全面提升１０个精品民俗村、１００个特色民俗户

的层次和品位。加快溪翁庄水库鱼街建设。抓住京承高速路二期开通的机遇，

加大旅游宣传攻势，继续办好密云鱼王美食节、白河户外盛典、国际冰雪风情节

等旅游促销活动。加强旅游软环境建设，抓好旅游宾馆饭店、景区景点、民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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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等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为２００８奥运接待做准备。强化旅游行业管理，

完善游客投诉渠道，切实保护好游客的合法权益。

———健全商业服务网络，增强商业服务功能。加强县城商业中心建设，整

合社区商业资源，进一步完善农村连锁超市网络，提升服务功能，使乡镇及主要

行政村连锁经营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完成１５个农村集贸市场改造。加强再生

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加强小型客运市场整治，合理规划客运网线布局，在溪翁

庄和穆家峪两镇建设客运站，大力推进“村村通公交”工程，培育形成与经济社

会发展和城乡居民需求相协调的交通行业体系。

———完善相关政策，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制定并实施密

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依托“一区两带”产业布局，在继

续巩固壮大原有优势产业的同时，着重抓好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项目引

进。启动开发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等六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同时积

极引进具备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文化创意企业向六个集聚区汇集。

（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全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按照国家生态县建设规划，积极推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工作，年内达

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建设标准。落实新城规划，推进密云新城和重点镇建设。

完成新城１０平方公里控制性详细规划、地下综合管线规划编制；积极做好镇域

镇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调整及上报审批工作。实施新南路扩

建、１０１国道新城段外移一期、南河路、兴盛南路、水源路西延、城后街西延等６

项城市道路建设工程。积极配合做好京承高速路三期建设各项准备工作。启

动潮河二期治理和潮河公园、京承高速路两侧绿化项目，完成冶仙公园、河南寨

休闲公园绿化工程和檀东路、水源路东延、密西路县城段和密顺路县城段绿化

工作。尽快启动天然气大管网进县城工程和新垃圾填埋场建设。建成５座垃

圾转运站。加快太师屯、穆家峪等６个重点镇建设，完善道路、供水、环卫等市

政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商场、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大力整治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小街小巷、老旧小区、集贸市场环境。加强

环境质量监控，严格控制污染。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抓好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

按照“三区十片”管理区域，深入推行网格化管理。制定出台《密云县物业管理

办法》，健全物业管理机制，清理整顿物业管理企业，提高物业管理水平。整合

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大城市管理执法力度。继续强化街道在城市管理中的作

用，积极探索建立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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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促进社区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继续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文明生态村。启动市级新农村试点村建设 １７

个、环境优美乡镇建设５个、文明生态村建设５０个。抓好石城镇新农村一条川

试点建设。继续完善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突出抓好新农村主导产业培育。进

一步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完善垃圾处理体系和村级卫生保洁制度。继续推广无

害化污水冲式厕所，改造户厕２万个。加快推进新能源利用，新建沼气池１０００

个、节能炕８０００铺，安装太阳能热水器８０００个。加大农村私搭乱建拆除力度，

改善村庄整体环境。加快农村道路建设，完善农村路网，建设新农村道路６０公

里。继续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加大废旧矿坑、砂坑的生态修复力度。进一步

加大打击非法开采运输矿产资源工作力度，牢固坚持依法管理、属地负责、部门

联动、监督考核、追究责任五项原则，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治理成果。

（三）积极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推进全国科技进步县创建工作。积极申报科技项目，抓好三个重大科技专

项的落实，实施科技富民示范等五大科技专项工程。完善电子政务平台和网上

办公、决策辅助系统，加强全县信息图像整合，搞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水平。继续推进“首都农村教育现代化试验区”建设。按

计划落实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新标准。启动密云县第七中学建设。完善

城乡教师岗位交流工作机制。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

加快发展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整体提升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加

大县、镇、村（社区）三级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建立广播电视“村村通”三级维护

长效机制，积极争取、逐步解决计划长期保留村有线电视进村入户问题。全面

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医疗队

伍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完成县医院综合病房楼主体工程。启动县医院三

级甲等医院创建工作。完善县、镇、村（社区）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提高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加强公费医疗管理，完善公费医疗制度。继续严格执行计

划生育政策和责任追究制度，计划生育率保持９６％以上。认真落实“十一五”

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扎实推进县体育中心万人体

育场建设。举办好密云县第六届全民健身体育节。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维护民

族团结。加强档案工作。

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新开发置换社区就业岗位２０００个，实

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３０００人。完善城乡救助体系，提高社会整体救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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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乡低保制度，对纳入低保的困难群众和低保边缘户实施动态化管理，做

到应保尽保。继续实施“山区星光计划”，完成８０个村的山区老年福利服务设

施建设。积极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新增参保人数１万人。

加强安全维稳工作，努力创建“平安密云”。狠抓奥运安保基础建设，完善

应急指挥体系，进一步提高社会治安管理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落实

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职责。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监控管

理系统，强化行业专项整治，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提高

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整合社会维稳力量，开展平安创建。建立安全社区标

准，推动安全社区建设，安全社区达标率超过５０％。

加强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价值体系为核心，强

化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全县人民的文明素质和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深入开展

文明创建活动。加大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力度，扎实做好第七届村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以宪法

为核心，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坚持

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对象和

范围，为创建国家生态县、构建和谐新密云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四）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

未来五年，密云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发展、改革、稳定的任务十

分繁重，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打造廉洁、高效、务实、为民的政府，对于圆满

完成各项目标和任务至关重要。

要继续保持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牢固树立发展意识，切实担负

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以饱满的热情和充足的干劲，全身心投入到建设生态

密云、实力密云、和谐密云的伟大实践中，努力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意识和水平。自觉接受县人大的工

作监督、法律监督和县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

案办理工作。深入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扎实推进依法行

政。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深入落实宏观调控各项措施，做到依法依规能办

事、会办事、办成事。

加强学习，注重调查研究，提高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加强政治、法

律、经济、规划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针对事关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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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难点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实话、看实情，出实招、办实事。

切实加强廉政建设，提高廉洁从政和拒腐防变能力。加强公务员队伍思想

道德教育，强化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意识。深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规

定的落实，加强政风行风监察。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严厉惩治腐败。

各位代表！新的目标令人鼓舞，新的形势催人奋进，新的征程任重道远。

我们坚信，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

下，新一届政府一定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抢抓机遇、奋发进取，坚定不移地朝

着创建国家生态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新密云的宏伟目标扎实迈

进，开创密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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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支持乡镇引进实体工业企业

入驻工业开发区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地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委、办、局，各县属机构：

《密云县支持乡镇引进实体工业企业入驻工业开发区暂行办法（试行）》已

经第４８次县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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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支持乡镇引进实体工业企业
入驻工业开发区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实现我县工业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促进乡镇经济发展，充分

保护和调动乡镇招商引资的积极性，规范引进落地实体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入

及相关经济指标的统计口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乡镇引进实体工业企业进入县工业开发区，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我县生态工业发展规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第三条　乡镇引进企业以市场价格购买开发区土地、厂房或租用厂房的，

企业生产经营所形成的乡镇级财政收入和其他经济指标归引进乡镇。

第四条　乡镇引进企业以优惠价格购买开发区土地、厂房或租用厂房的，

由开发区和引进乡镇协商确定引进企业生产经营形成的乡镇级财政收入分成

比例，企业生产经营所形成的其他经济指标归引进乡镇。

第五条　乡镇引进的企业购买或租用开发区内其他企业厂房的，企业生产

经营所形成的乡镇级财政收入和其他经济指标归引进乡镇。

第六条　乡镇引进企业已按优惠的土地、厂房价格入驻的，企业生产经营

所形成的乡镇级财政收入，开发区和引进乡镇各得５０％，其他经济指标归引进

乡镇。

第七条　乡镇引进已入驻开发区的企业，扶持政策到期后，在没有新的投

入的情况下，不得以变更企业名称为由，享受开发区新的扶持政策。

第八条　本办法由县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８１２—



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

和生态文明村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地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委、办、局，各县属机构：

《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扶持奖励办法》已经第４８次县长

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遵照施行。

二○○六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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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
和生态文明村扶持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首都生态涵养发展区和饮用水源保

护区功能定位的有关要求，整体推进国家级生态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

作，确保我县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深入实施，根据市农委、市环

保局《关于继续开展“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的通知》（京政

农发〔２００５〕２６号）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创建国家级生态县的实施意见》（密发

〔２００５〕９号）以及县政府《关于推进创建北京市生态文明村活动的实施意见》

（密政发〔２００５〕３５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给予扶持奖励的

资金，是指县财政为实现创建国家级生态县目标，向县人大报送的本级预算中

补助乡镇的专项资金。

第二章　扶持奖励的范围和原则

第三条　扶持奖励的范围

（一）建立完善的长效保洁机制；

（二）农村新型无害化户厕建设；

（三）推广应用农村新型能源；

（四）编制民俗旅游生态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

（五）创建达标的环境优美乡镇；

（六）创建达标的生态文明村。

第四条　扶持奖励的原则

（一）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二）坚持突出重点、择优扶持的原则；

（三）坚持乡镇、村投资为主，县政府扶持为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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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以奖代补的原则；

（五）坚持不重复奖励的原则。市、县政策在项目区域内不重复奖励，具体

执行县定政策。

第三章　扶持奖励标准

第五条　对建立完善的长效保洁机制的扶持奖励。对推行“环卫就业”方

式、每个行政村按每百户１人的指标配备专职保洁员、严格执行保洁管理制度、

落实保洁员工作职责的乡镇，县政府按每人每月１５０元的标准对保洁员给予工

资补贴。密云镇、河南寨镇、十里堡镇、西田各庄镇、溪翁庄镇、檀营乡、石城镇、

穆家峪镇、巨各庄镇等县城周边９个乡镇和所属村的垃圾，由乡镇政府统一运

输到县垃圾填埋场处理，处理费用每年５０万元，县、镇乡两级各负担５０％，包干

使用。

第六条　对农村新型无害化户厕建设的扶持奖励。大力推进农村改厕工

作，对按照县爱卫办规划设计标准进行改厕的农户，凡农户所属行政村改厕率

达８５％（含）以上的，每新改建一户户厕，县政府无偿提供洁具一套，并给予３００

元的资金扶持。

第七条　以示范村、户为主，鼓励农村推广使用新型绿色能源。对农户按

照县农村能源办公室的规划设计要求，建设使用新型沼气池、生物质汽化炉、节

能吊炕、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照明路灯等的，经验收合格后给予一定资

金扶持。标准如下：

（一）新建沼气池按每个１５００元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

（二）新安装使用生物质汽化炉按每个３００元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

（三）新建节能吊炕按每铺２００元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

（四）新安装使用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按每个４００元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

（五）新安装使用太阳能照明路灯按县、乡镇、村１∶１∶１的投资比例标准给

予资金扶持。

第八条　对编制民俗旅游生态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的扶持

奖励。坚持“科学设计、因地制宜、规划先行、突出实效”的原则，大力推进民俗

旅游生态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对按照县有关部门规

划设计要求，编制以发展民俗旅游为主的生态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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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行政村，按每个２万元的标准给予资金扶持。

第九条　对创建达标的生态文明村的扶持奖励。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

全力推进生态文明村建设，达到市级建设标准的行政主村，经验收合格后，给予

一定资金奖励。标准如下：

（一）人口在２００户以下（含２００户）的行政主村，按每村３０万元的标准给

予资金奖励。

（二）人口在２００户以上的行政主村，以３０万元为奖励基数，每增一户增加

奖励资金５００元。

第十条　对创建达标的环境优美乡镇的扶持奖励。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对全力推进环境优美乡镇建设，达到国家级和市级环境优美乡镇的乡镇，经验

收合格后，给予一定资金奖励。标准如下：

（一）经验收合格，达到市级环境优美乡镇创建标准的乡镇，县政府给予

１００万元资金奖励。

（二）经验收合格，达到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创建标准的乡镇，县政府再给

予５０万元资金奖励。

第四章　扶持奖励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第十一条　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的建设、验收与管理由县农委负总

责。每年１０月底前，各乡镇将下一年度启动的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建

设计划和相关工程项目上报县农委，县农委会同县生态办、财政局、环保局、发

改委、市政管委等相关部门审核后，报县联席会议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执行。

第十二条　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建设的资金管理由县财政局负总

责。县农委与各乡镇签订年度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建设合同书后，由县

财政局将扶持奖励资金根据建设进度情况分三期予以拨付，启动拨付资金

３０％，项目工程过半拨付４０％，项目完成后拨付３０％。

第十三条　扶持奖励资金要全部用于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的建设，

凡符合政府采购条件的，一律实行政府采购。

第十四条　各乡镇政府要制定相应扶持奖励政策，加大对环境优美乡镇和

生态文明村建设的投入力度，乡镇政府扶持奖励政策资金投入不得低于县级政

策扶持奖励资金的５０％。
—２２２—



第十五条　各乡镇财政科要加强对专项补助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确保专款

专用，并于每年结束后一个月内向县财政局报告上一年度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

情况。

第十六条　县财政局对年度预算安排的专项补助资金实行绩效考评制度。

考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各乡镇专项补助资金的参考依据。

第十七条　县财政局对专项补助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或抽查。

对专款到位不及时或使用效益不高的乡镇，将减少或停止以后年度专项补助；

对挤占、挪用专项补助资金的，将收回和停拨补助资金；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在执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由县农委、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自本办法执行之日起，原《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

明村扶持奖励办法（试行）》（密政发〔２００５〕４０号）自行停止执行。

附件：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扶持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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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
扶持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扶持奖励办

法》，推进国家级生态县建设工作，确保顺利实现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创

建工作总体目标，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扶持奖励办法》适用范

围：年度内纳入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建设计划内的项目单位。

第三条　生态文明村建设单位指本县行政村主村所在地。

第四条　《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扶持奖励办法》实施时

间为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９年。

第二章　项目申报、审批、验收程序

第五条　《密云县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扶持奖励办法》适用范

围内的所有项目实行申报制度、审批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和验收制度。

（一）申报。凡下一年度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创建、农村新型无害化

户厕建设、农村新型能源（新型沼气池、生物质汽化炉、节能吊炕、真空管太阳能

热水器、太阳能照明路灯等）推广应用、民俗旅游生态文明村规划编制等建设计

划和相关工程项目，必须于每年的１０月底前，按照相关部门规划设计标准和要

求，详细筛选汇总并经主要行政领导审批后，由乡镇政府统一将本乡镇、村建设

的计划和项目上报到县农委。

（二）审批。每年１１月１５日前，县农委将乡镇申报的下一年度环境优美乡

镇和生态文明村建设计划和相关重点项目进行汇总，会同县生态办、财政局、发

改委、市政管委、文委、精神文明办、规划局、环保局、旅游局、林业局、水务局等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进行审核后，报联席会议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执行。

（三）合同管理。经联席会议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执行的下一年度环境优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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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和生态文明村建设计划及重点项目，由各乡镇政府统一与县农委签订合同书，

严格执行合同管理。签订合同书后开始执行，并计入年度考核和扶持奖励范围。

（四）验收。每年分三次，由县农委会同县生态办、财政局、环保局、发改委、

国土分局、规划分局、精神文明办、文委、爱卫办、水务局、林业局、旅游局等部门

对列入当年的资金扶持奖励项目按进度（启动、过半、完成）进行三次验收，由验

收工作组填写验收报告单，经县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审批和县财政局复核后，报

县长办公会批准执行。县财政局凭项目阶段验收报告单按照相关扶持奖励标

准以３：４：３比例分三次拨付扶持奖励资金。

第三章　项目实施

第六条　扶持建立完善的长效保洁机制。各乡镇要健全和完善环卫所，配

齐相应工作人员，具体负责镇域内保洁工作的督查和垃圾清运工作。各村保洁

员要求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实行保洁合同管理，执行考勤制度。

第七条　扶持改建农村新型无害化户厕。村内改厕包括本村所有住户。

新型无害化户厕建设要严格执行市爱卫会确定的三格化粪池厕所规范标准；改

厕率指应该改厕的户数占全村总户数８５％（含）以上。已经实现保洁厕所的住

户，不在政策补贴范围。

第八条　扶持编制生态文明村建设规划。民俗旅游生态文明村建设规划，须

由县规划分局推荐的具备一定资质的专业机构编制完成；一般生态文明村，可由

乡镇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村域规划和环保方案。生态文明村的村域规划必须通过

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民主讨论通过，报县规划、环保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九条　政府采购。保洁设备由县政府采购办公室委托县市政管委进行

政府采购；新型能源推广应用设施由县政府采购办公室委托县能源办公室进行

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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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密云县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促进农民增收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地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委、办、局，各县属机构：

《密云县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扶持奖励办法》已经县政府研

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二○○六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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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促进农民增收扶持奖励办法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实施“２２１行动计划”，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

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根据我县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实际，按照创建国家级生

态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扶持奖励原则

（一）市场导向，突出主体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依据市场需求，确

定发展的产业和项目。靠市场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调动和整合社会、企业及

个人资金，共同推进发展。

（二）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原则。突出都市型现代农业集约、高效的特点，提

升农业的科技、绿色、文化、加工等附加值，按照层次推进、重点推进、逐步推进

的方式，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三）突出重点原则。集中财力支持重点工程建设，抓好精品工程。

（四）项目申报原则。各乡镇确定的发展项目，必须经过县农委、财政局等

部门审批核准。

（五）推行预算制原则。扶持奖励政策资金严格执行预算制度。

（六）创新机制，集成推进原则。围绕产前、产中、产后环节，集成政策优势，

整合公共资金，对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项目予以扶持，力争实现突出重点、解决

难点、培育亮点的目标。

（七）优化结构，扶大成强原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整合优势资源，优项

增量，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强势，扶大做强主导产业。

（八）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原则。在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各个环节，突出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意识，通过合理开发、高效利用资源，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目标。

（九）不重复奖励原则。市、县政策在项目区域内不重复奖励，具体执行县

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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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持奖励内容、标准与办法

（一）种植业

１农业休闲观光园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１５０万元，重点提升农业休闲观光

园区服务档次，开发完善的生产、休闲、娱乐、体验功能，进一步引导生态农业向

休闲观光产业延伸。鼓励在占地规模２００亩（含）以上，达到市级标准化基地建

设要求的原有农业休闲观光园区的生产经营农户发展以生产、休闲、娱乐、体验

为主的民俗休闲驿站。经验收合格后，对每个新建民俗休闲驿站给予５万元的

资金奖励。

２优质花卉基地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３０万元，新发展花卉生产基地３００

亩。对占地规模在５０亩（含）以上的新建花卉生产基地，经验收合格后，给予每

亩１０００元的资金奖励。

３设施农业基地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３００万元，新发展集约化设施蔬菜基

地１０００亩。

４．农业土地资源清查。安排专项资金２００万元，全面完成全县农业土地资

源详细清查工作。

（二）养殖业

１合同肉鸡产业发展。安排专项资金２００万元，新建玻璃钢鸡舍１００栋。

对新建玻璃钢鸡舍发展合同肉鸡养殖业，按照相关标准建设，一次性养殖规模

达到５０００只（含）以上，经验收合格后，给予２万元的资金奖励。对原有闲置养

殖小区，按标准改造成玻璃钢鸡舍后发展肉鸡养殖业，一次性养殖规模达到

５０００只（含）以上，经验收合格后，给予２万元的资金奖励。

２蜜蜂产业发展。安排专项资金１５０万元，新发展蜜蜂１万群。通过养殖

合作社进一步扶持蜜蜂产业发展，对年内新发展蜜蜂且蜂群达到３０箱（含）以

上，给予每箱１５０元的资金扶持。

３畜禽防疫体系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７００万元，完成全县畜禽防疫体系建

设任务。

（三）标准化生产基地

继续加大农业主导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力度。安排专项资金２６０

万元，新发展标准化生产基地３０个。对经县有关部门审批，在县、乡镇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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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指导下，严格按照北京市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标准建设并达标的种养

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给予扶持。

经验收合格后，按实际建设投资，给予规模在１００亩（含）以上的蔬菜标准化

生产基地和５００亩（含）以上的果品标准化生产基地１０万元以内的资金扶持。

经验收合格后，对完善原有养殖小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行标准化生产的畜

牧养殖标准化生产基地给予５万元以内的资金扶持。

（四）生态有机农业

加快发展区域有机食品，采取企业运作方式，对新建板栗、鲜果、设施蔬菜、

糯玉米、芦笋、小杂粮、柴蛋鸡、蜜蜂等区域优势农产品有机食品基地建设给予

奖励。安排专项资金６１５万元，新发展有机食品生产基地２４４００亩。

１新建基地。建设有机食品基地达到相应建设规模和设计标准，经验收合格

后，果品每亩给予２００元的资金奖励，芦笋、蔬菜每亩给予５００元的资金奖励，糯玉

米、杂粮每亩给予１５０元的资金奖励，有机蜂和有机柴鸡蛋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２转换基地。进一步推进已建有机食品基地转换工作，对２００５年建设的

有机食品基地继续给予每亩２００元的资金奖励。

（五）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大力保持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安排专项资金８４２万元，进一步打造区域

生态环境。

１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安排专项资金１５０万元，完成６个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工程。对利用沼气等现代生物技术治理畜牧养殖场区的粪污工程，达到

工程设计标准，经验收合格后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２休闲渔业园区污水治理。安排专项资金３９２万元，完成２４个休闲渔业

园区污水治理工程。对休闲渔业园区污水治理达到工程设计标准，经验收合格

后，根据每个休闲渔业园区污水治理工程的实际投入，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

３林业绿化美化工程。安排专项资金３００万元，完成本年度“五河十路”

绿化、彩叶造林、卫星城及小城镇绿化等重点工程。

（六）水利工程

加快农业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３４５０万元。

１安排专项资金２５００万元，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彻底解决县内８６

万人安全饮水问题。

２安排专项资金８５０万元，实施综合开发节水灌溉工程。完成１９０００亩综
—９２２—



合开发节水灌溉工程。

３安排专项资金１００万元，实施水源地保护工程。

（七）农机化发展

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加大农机化发展力度。安排专项资金１００万元，对农

机专业服务组织和农户当年新购置的小型农业机械，继续给予资金补助。

（八）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紧密连接龙头加工销售企业，扶持培育以带动主导产业基地建设为重点的

跨区域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安排专项资金３００万元。对建立与本县农民

利益共享机制，具有市场开拓能力，有肉鸡、板栗、芦笋、糯玉米、鲜果、设施蔬

菜、花卉、小杂粮、蜜蜂等主导产品品牌的跨区域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根据

实际发展需要购置相关设施、设备，经验收合格后，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九）农产品加工、市场建设与产品开发

１市场建设与产品开发

安排专项资金６００万元，采取企业运作方式，加大对本县优质农产品的市

场建设与开发力度。

（１）安排专项资金３００万元，在本县建成密云县优质农产品展示和批发销

售大厅。

（２）安排专项资金３００万元，在北京城区的社区内创建一批密云优质农产品展

示、批发销售连锁超市。经验收合格后，对每个连锁超市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２农产品加工

对于列入市政府扶持的重点农业龙头加工企业，享受市农委等１２个单位

联合印发的《关于扶持北京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京政农发

〔２００６〕３号）。

对于未列入市政府扶持的芦笋、食用菌等生产加工企业，以及农产品有机

品牌培育工作，县政府安排４００万元给予扶持。

（１）优质芦笋基地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３００万元，采取企业化运做方式，新发

展芦笋生产基地５０００亩。对占地规模在１００亩（含）以上，达到市级标准化基地

建设要求的新发展的芦笋生产基地，经验收合格后给予每亩６００元的资金奖励。

（２）食用菌生产基地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１００万元，采取企业化运做方式，

带动农户发展食用菌生产。

（３）有机品牌建设。进一步鼓励本县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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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培育创建有机食品品牌，对取得有机食品转换证书的企业或合作社给予一定

的资金奖励。

（十）民俗旅游产业发展

加大民俗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力度。安排专项资金６００万元，扶持１０个重

点民俗旅游村发展和文化渔村建设。

１安排专项资金１５０万元，扶持１０个民俗旅游村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建设

和特色民俗村品牌培育。对如期建设完成的重点项目，经验收合格后，根据项

目投资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

２安排专项资金５０万元，扶持１０个民俗旅游村的民俗旅游规划编制和完

善。对按照相关标准编制的民俗旅游村规划，经验收合格后，每村给予５万元

的资金扶持。

３安排专项资金１００万元，在１０个民俗旅游村内培育特色民俗户１００户。

对按照相关标准建设，经验收合格后的特色民俗户，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４安排专项资金３００万元，对密云文化渔村建设给予资金扶持。

（十一）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与就业

安排专项资金２００万元。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力度，促进农村富余

劳动力就业增收。

１安排专项资金１００万元，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工程，年内完成农村

富余劳动力培训５０００人以上。

２安排专项资金６０万元，年内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３０００人以上。

３安排资金４０万元，用于失地农民和山区搬迁农民劳动技能培训２０００人

以上。

（十二）社会主义新农村产业发展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安排专项资金９００万元，重点扶持６个社

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的生态主导产业发展。对按照相关标准实施的产业发展

重点工程，经验收合格后，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

三、附　则

（一）本办法在２００６年内有效。

（二）本办法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县农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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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
对本县建筑施工企业的财政支持办法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０日第５０次县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鼓励本县建筑施工企业积极开拓县外市场，促进行业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增加县域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政给予支持的企业是指在密云县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建筑施

工企业。

第三条　财政给予企业支持主要根据建筑施工企业实现的工程收入、对县

级财政收入的贡献程度（不包括有专项用途的收入）等因素确定。

建筑施工企业在县外从事建筑施工为密云县创收的，县政府按县外工程总

收入的０５％给予一次性支持。

建筑施工企业在县内外从事建筑施工所形成的县级财政收入，以２００５年

为基数，按每年环比增加部分的５０％给予支持２年。

第四条　审核兑现。每年１２月底由县建委依据本办法负责组织兑现前的

审核工作，建筑施工企业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与甲方签订的正式项目合同文

本、与甲方的结算单据、收到甲方资金的证明材料及银行兑帐单据和建筑施工

工程税票。经县建委、财政局审核汇总后报县政府批准，县政府批准后，由财政

局将支持资金拨付给企业。

第五条　对于在县外从事建筑施工的企业同时具备第三条两种支持办法

的，只能享受第三条两种支持办法中的一种。对于弄虚作假套取财政支持资金

的企业，除等额追回财政支持资金外，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条　县政府给予企业的支持资金要用于企业开拓县外市场、技术革新

以及与企业发展相关的支出等。

第七条　对于建筑施工企业已享受国家、北京市和密云县有关财政税收优

惠政策的，不再享受本财政支持办法。

第八条　乡镇对所属建筑施工企业，按照本办法给予支持，支持奖励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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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乡镇解决。

第九条　遇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政策发生较大变化时，此办法将做相应调

整。

第十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建委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原《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鼓

励本县建筑施工企业开拓县外市场的奖励办法》（密政发〔２００４〕５７号）同时废

止。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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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
促进工业发展的暂行办法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３日第６２次县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全力构建生态工业发展体系，促进我县工业健康、快速、持续发

展，结合我县工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政府设立工业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００万元，由县财政在年度本级

预算中安排，并根据发展需求逐年扩大规模。专项资金的使用由县政府促进工

业发展专项资金领导小组负责审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专项资金的初

审、上报、管理、兑现和监督工作。

第三条　鼓励拓展工业发展空间。

（一）利用闲置荒芜土地拓展工业发展空间。

符合区域发展规划并经有关部门审批后，利用闲置荒芜土地拓展工业发展

空间，当年基础设施投资５００万元以上（含５００万元）的，按实际投入资金的３％

给予投资者一次性奖励。

（二）建设工业标准化厂房。

为吸引工业项目，通过招商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用于工业发展的乡镇，按

当年建设竣工面积，每１万平方米（含１万平方米）给予乡镇政府１０万元一次

性奖励。

（三）乡镇盘活闲置资产。

乡镇利用闲置厂房、场地，引进投资规模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按当

年实际到位资金的３％给予乡镇政府一次性奖励。

（四）县工业开发区盘活闲置资产。

根据当年盘活厂房、场地实际情况，年终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四条　鼓励工业企业入驻乡镇农民就业产业基地和县工业开发区。

（一）入驻乡镇农民就业产业基地的企业。

投资规模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含１０００万元），自签订合同之日起，３个月内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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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资金到位率７０％以上，１２个月内正式投产的，按实际到位资金的３％给予

企业一次性奖励。

（二）乡镇政府引进入驻县工业开发区的企业。

１投资规模２０００万元以上５０００万元以下，自签订合同之日起，３个月内开

工建设，资金到位率８０％以上，１２个月内正式投产的，给予乡镇政府５万元一

次性奖励。

２投资规模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１００００万元以下，自签订合同之日起，３个月内

开工建设，资金到位率７０％以上，１５个月内正式投产的，给予乡镇政府１０万元

一次性奖励。

３投资规模１００００万元以上，自签订合同之日起，６个月内开工建设，资金

到位率６０％以上，１８个月内正式投产的，给予乡镇政府２０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五条　鼓励主导行业和都市型工业企业发展。

（一）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兴办工业实体企业。

对符合我县产业发展政策、产品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吸纳就业能力

强，属于初创期的小规模企业，当年实际投资规模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给予１０

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鼓励企业向规模企业发展。

对规模以下企业当年晋升为规模企业的，给予５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鼓励规模企业做强做大。

对主导行业中，发展前景好、主导产品市场竞争力强的规模企业，年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５０％以上（含５０％）的，给予１０万元一次性奖励；同比增长３０％ －

５０％（含３０％）的，给予５万元一次性奖励。

规模企业兼并县域内企业，被兼并企业总资产在５００万元以上（含５００万

元）的，给予１０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六条　鼓励引进生产型企业总部和地区总部，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对在我县统一核算的生产型企业总部和地区总部，根据企业规模，按县财

政实得部分给予不超过６０％的资金扶持。

第七条　鼓励企业开发新产品实施科技创新。

产品经县知识产权局确认为科技创新产品的，按下列标准给予奖励：

对当年销售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新产品销售收入占５０％以上的企业，给予

２万元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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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年销售收入３０００万元以上、新产品销售收入占５０％以上的企业，给予

５万元一次性奖励。

对当年销售收入５０００万元以上、新产品销售收入占５０％以上的企业，给予

８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八条　鼓励企业实施技术改造。

对使用银行贷款实施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３００万元以上、收入同比增

长３０％以上的企业，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５０％，给予一次性贴息支持。

第九条　鼓励生态型农民就业产业基地建设和生态工业企业发展。

（一）对符合生态县发展规划、达到集约化用地标准、当年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收入同比增长３０％以上、本县农民占就业总数８０％以上的农

民就业产业基地，给予２０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对获得“市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称号的乡镇农民就业产业基地，给

予３０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对发挥资源优势与发展循环经济并重、达到生态型工业企业标准的企

业，给予５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十条　鼓励企业培育优质产品。

（一）对被确认为国家免检产品的规模企业，给予１０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对被评为北京市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２０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对被评为国家级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５０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对恢复本县原有名优品牌，当年产品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

给予５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实施ＩＳＯ１４０００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对当年通过ＩＳＯ１４０００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给予２万元一次性

奖励。

第十二条　鼓励企业吸纳本县劳动力就业。

（一）继续执行《密云县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再就业办法》（密政发〔２００４〕

７８号）的相关规定。

（二）对安置本县农民就业１５０人以上的新建企业，在享受《密云县促进城

乡劳动力就业再就业办法》（密政发〔２００４〕７８号）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给予５

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十三条　鼓励企业实施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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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施信息化建设，投入运营并达到信息化标准的企业，由企业申请，县政

府相关部门按程序上报，争取市政府专项资金支持。

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对管理人员和职工进行培训。

企业依照《职业教育法》规定足额提取培训经费，用于对一线职工和不同层

次的企业管理者进行业务素质教育、技能等级考评、岗位资格证书等培训。经

培训单位考核合格，按企业当年实际支付培训经费的２０％给予资金支持。

第十五条　对同一项目，已享受市、县其他专项资金支持的，同一年度内不

再享受本办法的奖励。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密云县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依据本办法密云县经委制定《关于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办

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工业

园区建设的办法》（密政发〔２００３〕２２号）、《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工业企业

发展的办法》（密政发〔２００３〕２３号）同时废止。

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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