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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是全面完成“十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

谐社会两大执政方略，大力推进“二三六三”发展战略，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

都保持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好发展局面和团结和谐稳定的良好政治局面。全区经

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全面

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稳步提高。 

  一、综合经济 

  经济总量：2005 年全区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保持了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预计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00 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 10%左右，区域经济实力和运行

质量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95.4%

左右，经济结构更趋合理。 

  财政收支:全年完成财政收入 37.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其中，四项主体税

种均实现增长，增值税 2.38 亿元，增长 28%；营业税 16.4 亿元，增长 5.9%；企业

所得税 10.05 亿元，增长 9.4%。全年财政支出 34.76 亿元，增长 17.6%。其中，基

本建设支出 3.37 亿元，增长 61.0%；教育支出 5.23 亿元，增长 28.6%；医疗卫生

支出 2.79 亿元，增长 12.4%；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 1.47 亿元，增长 11.5%；

城市维护费 2.0 亿元，增长 0.2%。 

  投资需求:2005 年在“三区”投资大力推进和去年基数较低的双重作用下，东

城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低开高走”的发展态势，年末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全

年完成投资 15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9%；完成开复工面积 817.9 万平方米，增

长 2.9%；完成竣工面积 307.2 万平方米，增长 77.1%。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

投资 118.7 亿元，增长 7.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34.4 亿元，增长 67.1%，拉

动全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上升 10.6 个百分点。 

  2005 年是三个经济功能区建设全面推进的一年，“三区”全年完成投资 55.5

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 36.2%。其中东二环交通商务区完成投资 40.1

亿元，占“三区”建设投资的 72.3%，开复工面积达 104.5 万平方米，成为“三区”

建设重点。东二环交通商务区现已启动了 15 个新建项目，其中中青旅大厦、中海

油大厦已完成装修，新保利大厦等 5 个项目正在进行装修，中石油大厦、机场快速

轨道等项目进展顺利。王府井现代化商业中心区升级战略逐步推进，2005 年完成投

资 9.5 亿元，实现开复工面积 48 万平方米。王府井大厦和社科院综合楼即将竣工，

王府井国际品牌中心、海港大厦等一批项目将陆续启动。 

  消费需求:在居民消费观念转变、收入稳步提高、餐饮市场日趋火爆的共同作

用下，2005 年东城区的消费市场实现平稳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突破 200 亿元，

达到 200.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其中，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51.25 亿元，增长

41.4%，拉动全区零售额增速上升 8.2 个百分点，成为全区消费品市场的主要拉动

因素。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增速增速增速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亿元 200.95 9.3  

按商品用途分 — — — 

吃的商品 亿元 71.19 35.2  

穿的商品 亿元 22.72 -24.0  

用的商品 亿元 105.51 5.4  

烧的商品 亿元 1.53 22.7  

  消费热点更趋突出。除传统的食品、服装、日用品等消费品外，中西药品类和

汽车类消费成为主流。2005 年全区中西药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28.6 亿元，增长

22.4%；汽车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17.6 亿元，增长 41.6%，成为全区零售额增长的主

要带动力量。全年销售汽车 1.14 万辆，比上年增长 1.03 倍。2005 年，受苏宁电器

外迁影响，全区的电子消费产品热度有所下降，移动电话、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的销

量增速均有所回落，分别比上年增长 43.5%、38.5%和 22.8%。 

  二、产业发展 

  工业：2005 年，全区工业一直处于低位运行，完成现价总产值 50.6 亿元，比

上年下降 37.1%；完成销售产值 87.7 亿元，增长 71%；实现出口交货值 2.3 亿元，

增长 39.9%，产销率达到 99%。 

  建筑业：2005 年全区建筑业企业运行平稳，完成总产值 82.9 亿元，比上年下

降 2.3%。全区建筑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6.0 亿元，增长 8.9%；实现利润总额

2.1 亿元，减亏 2.3 亿元；上缴税金 2.6 亿元，增长 22.4%。 

  商业：2005 年，在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中海油气开发利

用公司、中国烟草北京分公司等大型批发企业的带动下，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全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2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9%；上缴税金 34 亿元，增长 13.5%。

新型业态进一步发展，年末连锁企业已达到 28 家，连锁门店 1043 个，比上年增加

185 个。连锁企业全年实现零售额 7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7%。商品消费方式进

一步升级，全年持卡销售额达到 19.96 亿元，增长 62.1%。 

  房地产开发业：房地产开发业稳步发展。全年房地产开发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7.3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利润总额 1.6 亿元，减亏 2.6 亿元。 

  商品房市场需求活跃。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208.6 万平方米，增长 70.4%，其

中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 86 万平方米，增长 1.8 倍。全年商品房销售额 124.5 亿元，

增长 96.2%，其中经济适用房销售额 22.4 亿元，增长 1.6 倍。 

  三、对外经济 

  利用外资：全区对外开放局面进一步扩大，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1.67 亿美元，

完成全年计划的 104.1%。全区三资企业总数达到 594 家，运行质量好于全区平均水

平，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5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实现利润总额 11.9 亿

元，增长 95.9%；上缴税金 18.9 亿元，增长 24.0%，三资企业仍是全区经济的重要

支柱。 

  四、城市建设与管理 

  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有序进行。完成了 20 条胡同道路的改造升

级；配合完成东北城角联络线工程和地铁五号线北新桥 110 千伏变电站的拆迁；和

平里中街、工体规划一路、工体规划二路项目完成前期手续。 

  历史风貌保护：2005 年，微循环和解危工程稳步推进，危旧房改造和历史风貌

保护项目进展顺利。投入 8300 多万元完成了鼓楼东大街环境整治，得到了专家、

商家和群众的充分肯定。三眼井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项目正式启动，玉河试点项目

已具备启动条件。全年启动了 14 栋危楼改造，完成了 2040 户解危排险和 102 处平

房院落改造，累计拆迁居民 3012 户，回迁安置居民 4276 户。全年危改投入资金 6.0

亿元，开复工面积 44.2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5.3 万平方米。 

  城市环境：以“城中村”整治为重点，全面启动城市环境建设，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效果显著。编制了《东城区 2005-2008 年城市环境建设规划》，完成了和平里

中街 14 号院、王家园、鼓楼东南角等“城中村”的整治年度任务。全年扩大改造

绿地 5.7 万平方米，植树 8.7 万株，种植草坪 4.8 万平方米，屋顶绿化 2.2 万平方

米。全区绿化面积达到 643 公顷，人均绿地面积为 10.3 平方米；绿地覆盖面积达

到 705.4 公顷，城市绿地覆盖率达 27.8%。加强节约型城市建设，柳荫公园中水站

改造工程全部达标；完成 400 座节能卫生型公厕的翻改建和 117 座死粪井改造。 

  城市管理：城市管理新模式高效运行，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部在我

区召开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现场会，在全国进行推广运用，我区输出合作的南京市鼓

楼区、上海市卢湾区、长宁区试点工程顺利通过建设部专家组的评审验收。2005

年，我区通过运行城市管理新模式，共结案各种城市管理问题 2.5 万余件，结案率

达 93.7%，处理能力是过去的 5.4 倍，解决了一大批百姓关心的急难热点问题。 

  人居环境：基本完成直管公房平房院落用水“一户一表”改造，共改造 4535

个院落、3.7 万户居民，群众满意率达 99%以上；用电“一户一表”改造已竣工 3844

个院落、3 万户居民。房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完成了“平改坡”和老旧小区的整

治任务，基本完成低保户住房情况调查，按计划落实的无障碍设施通过验收。完成

危旧平房大修改造 1157 户、共计 1802 间，近 2.5 万平方米。切实抓好廉租房工作，

配租成功 758 户家庭，配租率达 88%。完成和平里商场、朝内菜市场和 7 家大众便

民浴池改造，有效地缓解了居民买菜不便、洗澡困难等问题。 

  大力推进治理大气污染第十一阶段工作。重点加强工地扬尘和道路遗撒治理，

完善大型工地远程监控系统。全年在前门子站和东四子站监测的空气质量好于二级

及以上天数分别为 222 天和 237 天，比上年分别增加 12 天和 16 天，区域环境噪声

平均值为 53.9 分贝，降尘量为 8.1 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降低 0.5 吨／平方

公里·月。 



  和谐社区建设：建立社区居民事务办理站，实行居委会成员分片包户，培育了

九道湾、兴化、内务、崇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典型，海晟名苑等高档社区

六方合作协调机制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区、街两级财政投入 1.2 亿元用于改善社区

硬件设施，已有 65.5%的社区组织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活动用房投入使用。 

  五、社会事业 

  科学技术：2005 年,东城区科技工作取得新进展。雍和科技园纳入中关村科技

园区规划调整方案，园区内的北京歌华创意产业中心列入《2004—2008 年北京市文

化产业发展规划》，东城区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国家网络游戏及动漫产业发

展基地。正版软件使用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和信息化实际应用取得显著成绩。 

  教育：2005 年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全年教育事业支出 5.3 亿元，其中投入 2.5

亿元，进一步加强学校硬件设施建设。新史家小学已交付使用，东直门中学教学楼

基本完工，五十五中综合实验楼进入装修阶段，二中教学楼、体育馆正进行结构施

工。 

  积极实施优质均衡发展战略，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发展成效显著。拨付资金

8000 万元，落实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战略。通过资源整合、学区化管理等措施，

提高优质资源使用效率，中小学生享受优质资源比例已分别达到 86.99%和 81.88%。

年末全区拥有教育部门办的基础教育学校 105 所，拥有教职工 9944 人，在校学生

达 74315 人，毕业学生 21376 人。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全面启动“蓝天工程”，参加各种活动人次数

21.85 万。继续加强名师、名校长工作是建设，教研、科研、继续教育三位一体的

教师教育新模式初步形成。 

  文化：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物保护力度，全年投入 1041.9 万元，完成

钟鼓楼避雷消防用水设施、天安门东侧皇城墙、杨昌济旧居、黄瓦财神庙和鼓楼围

墙等整治修缮工程。全面收集东城文物资源，正式出版了大型工具书《东华图志》。

举办 2005 年新年音乐会和“国际音乐节”文化广场演出等文化活动，丰富了群众

文化生活。年末全区拥有文化设施场所 834 个，其中书店 381 个，报亭 117 个；公

共图书馆藏书 45 万册。年末全区拥有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127 个。 

  体育：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群众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创建了“体育生活化示范

社区”，举办东城区第五届全民健身体育节、“北京·王府井·奥林匹克·社区体

育文化节”，全区体育人口达到 60%。和平里街道、景山街道、166 中学被评为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业余训练与竞技体育工作成果显著，我区培养输送的运动员

在十运会上代表北京市夺得 15 枚金牌，占北京队所获金牌的 46.87%，东城区成为

唯一获得市颁发体育特殊贡献奖的区县单位。 

  卫生：深入落实我区《关于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意见》，构建社区卫生服

务新模式工作全面启动，硬件设施改造，全科医生选调培训，居民住房、人口和健

康状况普查等基础工作有序推进，东城区被评为第一批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

继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加快公共

卫生信息平台项目建设进程。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和症状监测系

统项目，禽流感防控工作取得较好效果，全区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为 448 人／10

万人，比上年减少了 73 人。年末全区共有医疗卫生事业机构 362 家，其中医院 29

所，比上年增加了 3 家；拥有病床 8033 张，千人拥有病床 13.1 张；千人拥有执业

医生 10.4 人，千人拥有注册护士 9.2 人；各级医院诊疗病人 7984.5 千人次，治愈

率达 45.4%。 

  六、人口、就业与保障、居民生活 



  人口：2005 年年末全区户籍人口为 61.17 万人，比上年下降 2.0%。全区人口

出生率为 4.8‰，死亡率为 4.9‰，自然增长率为-0.1‰，人口自然增长保持负增

长。 

  就业与社会保障：积极落实政策，促进就业及再就业，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全

区从业人员达到 399958 人，比上年增长 2.9%。全年开发社区就业岗位 12870 个，

安置失业人员 10706 人，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 1.51 倍和 1.52 倍。全区“4050”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4923 人，同比增长 47.04%。失业人员就业率达到 69%，城镇

登记失业率为 1.32%。 

  社会保障程度进一步提高。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五项社会保险金累

计收缴 29.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五险基金平均收缴率达到 99%。累计为 7310

户 15353 人发放低保金 4984 万元。积极筹建“东城区数字化社会救助体系”，4

个街道建立爱心家园。全年累计投入 7.3 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工作，努力做到困难群

众应保尽保。 

  居民生活：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全区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05 年全区从

业人员人均收入 36785 元，比上年增长 1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280 元，比上

年增长 9.4%。人均消费性支出为 14392 元，比上年增长 10.6%，其中，居民文化娱

乐消费支出比重达 9.7%。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2.2，比上年下降 0.9。人均住房使用

面积达到 17.8 平方米。年末全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41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9%。 

 

   

  附：公报注释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零售额等指标均为当年价格； 

  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不含居民住宅销售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