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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季度平谷区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2010-05-12   

  在政策驱动和经济逐步回暖的共同作用下，2010年一季度，平谷区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工

业生产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大中型企业支柱地位显著，支撑作用较强；外资企

业发挥主导作用，贡献突出；产销衔接良好，工业品出口势头强劲。  

  一、总体情况  

 

  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86家，完成工业总产值37.5亿元，同比增长30.4%。其中完成新产品产值901.9万

元，同比增长46.9%。实现工业销售产值37.3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实现出口交货值1.9亿元, 同比增长21.6％。  

  如图所示，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各月完成工业总产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较快增长。一、二、三月完成工

业总产值分别为13.6亿元、10亿元、14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47.9％、21.3%、24.1％。  

 

  二、主要运行特点  

  1．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涉及的27个大类行业中，有18个行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占全区规上工业66.7%；9个行业

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占全区规上工业的33.3%。  

  从主要行业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以生产汽车配件为主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仍是全区工业的支柱产业。一季

度，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0.6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55%，同比增长41.6%，对全区规上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9.3%，拉动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上升21.1个百分点。其次是食品制造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分别完

成工业总产值3.4亿元和2.8亿元，同比增长54.2%和33.1%。 

 

 

   2．大中型企业支柱地位显著，支撑作用较强  

  全区大中型工业企业24家，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9%，一季度，完成工业总产值23.1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

61.6%，同比增长34.1%，对全区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7.3%，拉动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上升20.5个百分点。实

现工业销售产值22.9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61.4%，同比增长40.7%，对全区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9.2%，拉动

全区规上工业销售产值上升23.9个百分点。  

  全区小型工业企业162家，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7.1%，一季度，完成工业总产值14.4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

38.4%，同比增长24.8%，低于全区规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实现工业销售产值14.4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38.6%，同

比增长25.9%，低于全区规上工业增速8.7个百分点。  

  3．外资企业发挥主导作用，贡献突出  

2010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完成情况表 

行业大类名称 

工业总产值 （万元） 

比重（%） 
本期 同期 增速（±%） 

合  计 375389.7 287859.2 30.4 100.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06498.1 145871.5 41.6 55.0 

食品制造业 34469.7 22355.4 54.2 9.2 

农副食品加工业 27959.4 21004.5 33.1 7.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4824.1 14724.6 0.7 4.0 

金属制品业 12920.8 10391.9 24.3 3.4 

造纸及纸制品业 12763.1 13058.3 -2.3 3.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8035.2 5808.7 38.3 2.1 

纺织业 7515.8 7007.6 7.3 2.0 

专用设备制造业 6183.4 5476.5 12.9 1.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6077 7742 -21.5 1.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784.8 6582.7 -12.1 1.5 

饮料制造业 5452.6 3952.9 37.9 1.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168.6 3032.7 37.5 1.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648.7 2379.1 53.4 1.0 

医药制造业 3519.8 3188.2 10.4 0.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452.5 4985 -30.7 0.9 

塑料制品业 3311.6 2837.2 16.7 0.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288.1 1344.6 70.2 0.6 

通用设备制造业 1781.5 2515.4 -29.2 0.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682 1134.2 48.3 0.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321.7 978.1 35.1 0.4 

橡胶制品业 839.2 492.7 70.3 0.2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396.9 292.7 35.6 0.1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86.9 192.2 -2.8 0.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6.8 229.4 -22.9 0.1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31.4 229.9 -42.8 0.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 51.2 -100 0.0 



  全区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52家，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8%，一季度，完成工业总产值26.2亿元，占全区规上

工业69.8%，同比增长38.9%，对全区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3.8%，拉动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上升25.5个百分

点。全区内资企业134家，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2%，完成工业总产值11.3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30.2%，同比增长

14.2%，低于全区规上工业增速16.2个百分点。 

 

 

4．产销衔接良好，工业品出口势头强劲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销售产值37.3亿元，同比增长34.6%；工业产销衔接良好，工业产销率达

99.5%,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2个百分点。 

  在保持国内市场销售占有率的同时，全区工业企业还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增加产品出口。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工业出口交货值1.9亿元，同比增长 21.6%。从行业大类看，全区规上企业有产品出口的涉及12个行业，有5个行

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个行业同比下降。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最多，达6690.2万元，同比增长75.9%。其余

依次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4564万元，同比下降20.3%；食品制造业2371.9万元，同比增长68.2%。 

 

 

  三、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2010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完成情况表 

行业大类名称 

出口交货值(万元) 

比重（％） 
本期 同期 增速（±%） 

合  计 18809.8 15473.1 21.6 100.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6690.2 3803.1 75.9 35.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4564 5729.2 -20.3 24.3 

食品制造业 2371.9 1410.3 68.2 12.6 

专用设备制造业 1863.7 705.7 164.1 9.9 

纺织业 1020.3 1323.2 -22.9 5.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938 829.7 13.1 5.0 

金属制品业 789.3 819.9 -3.7 4.2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18.8 357.4 -10.8 1.7 

橡胶制品业 120.9 83 45.7 0.6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85.6 132.2 -35.2 0.4 

饮料制造业 47.1 242.2 -80.6 0.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 37.2 -100 0.0 



 1．行业发展不均衡是工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全区186家规上工业企业中，以生产汽车配件为主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仅22家，一季度完成产值已超过规上工

业产值的五成，是全区工业经济增长重要支撑产业，一旦出现波动，将会影响到全局的波动。为适应当前严峻复杂的经

济形势，保持全区工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冲击，必须在调整行业结构上下真功夫、下大力量。而

工业行业的调整主要是产品结构的调整，要找准产品发展的方向。  

 

  2．新产品开发力度有待提高  

  全区工业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落后、产品单一、企业核心竞争力差，新产品开发力度不够等问题。一季度，规上工业

完成新产品产值仅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0.24％。从科技活动上看，参与研究开发的企业偏少，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全国

第二次R&D资源清查显示：2009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6家，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3.5%，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22%。当前许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

的状态。全区应逐步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注重培养、引进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提高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并以优

势项目为平台，借助高校和科研单位等外部力量进行攻关，推动满足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同时要在政策上

给予优惠、支持和帮助，在资金上给予扶持。面对新形势，要进一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3．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仍然存在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活动源泉和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扩大就业、提供社会服务、推动科技发展、

支持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尽管国家政策和监管部门一再为扶持小企业发出绿色信号，但

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象仍然存在。政府要积极建立配套完整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努力提高中小企业整体素

质，增强其内在融资能力。还要引导企业强化内部管理，促使企业强筋壮骨,使他们做大做强，提高抵御和战胜各种风

险的能力。  

  总的来看，全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招商引资力度和开发区建设，努力推进以“节能降耗”为主旨的现代制

造、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区工业经济健康、快速、持续、稳定发展，使平谷区的工业企业成为全区经

济发展的强势力量,实现“工业强区”的发展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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