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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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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对北京市工作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决落实宏观调控措施，紧紧围绕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和“新北京、

新奥运”战略构想，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和

谐社会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实现了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十五”计划顺

利完成。 

  一一一一、、、、综合综合综合综合 

  初步核算，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81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7.7 亿元，下降 1%；第二产业增加值 2100.5 亿元，增长 11.7%；第三产业增加值 4616.3 亿元，

增长 11.2%。按常住人口计算，当年人均 GDP 达到 44969 元（折合 5457 美元），比上年增长 8.1%，

是 2000 年的 1.9 倍。 

  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2%，比 2000 年下降 1.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贡献率为

33.8%，下降 1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贡献率为 66.4%，提高 14.4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0

年的 2.5：32.7：64.8 变化为 2005 年的 1.4：30.9：67.7。 

  “十五”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9%，超出“十五”计划目标 2.9 个百分点，高

于“九五”时期平均增速 1.6 个百分点。其中三次产业年均分别增长 2.7%、11.7%和 12.3%。 

表表表表 1111：：：：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指         标 2005 年 比上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6814.5 11.1 

  第一产业 97.7 -1.0 

  第二产业 2100.5 11.7 

    工业 1782.4 12.8 

    建筑业 318.1 5.9 

第三产业 4616.3 11.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92.9 8.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17.2 14.7 

    批发和零售业 640.4 9.3 

 



    住宿和餐饮业 176.9 8.2 

    金融业 792.8 9.9 

    房地产业 488.9 8.8 

    其他服务业 1607.2 13.9 

  

 

三次产业比重变化情况三次产业比重变化情况三次产业比重变化情况三次产业比重变化情况 

 

  全市万元 GDP 能耗为 0.81 吨标准煤，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 3.9%，降幅高于上年 1.1

个百分点。万元 GDP 水耗为 50.9 立方米，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 9.8%。 

  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6%，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

分点，比 2000 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 

  全市完成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91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5%。地方财政支出（一般预

算，含中央追加）1050.9 亿元，增长 17%。“十五”期间，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和支出（一



般预算）累计分别达到 3244.4 亿元和 3871.5 亿元，分别是“九五”时期的 2.7 倍和 2.6 倍，年

均分别增长 25.3%和 18.4%。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1.5%，高于上年 0.5 个百分点；其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为 101.9%。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 101.3%，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 111.4%，分别比

上年回落 1.7 个和 2.8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 100.7%，低于上年 3.6 个百分点。房

屋销售价格指数为 106.9%，高于上年 3.2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为 107.1%，上升

2.8 个百分点。 

表表表表 222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单位：% 

  
 指     标 2005 年 

其中：低收入层    
2004 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5 101.9 101.0 

其中：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101.3 100.9 101.8 

食  品 104.9 103.6 104.8 

烟酒及用品 100.0 100.2 101.2 

衣  着 100.1 99.2 98.9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99.7 99.7 96.9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98.0 97.7 99.2 

交通和通信 97.5 99.5 95.7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99.7 100.0 101.5 

居  住 105.9 106.9 101.4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11%，比上年末提高 0.81 个百分点，仍处于 2.3%的计划调控目标之

内。当年全市共安排 19.9 万名失业人员就业，6.8 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依然较为粗放，经济社会发展与资

源环境的矛盾仍显突出，就业压力有所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解决“三农”问题、

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任重道远。 

        二二二二、、、、农业农业农业农业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19.2 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24.4%，粮食产量 94.9 万吨，比上年增产 35.3%。

其他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除鲜蛋较上年有所增长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表表表 3333：：：：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指   标 单位 2005 年 比上年增长% 



粮食总产量 万吨 94.9 35.3 

蔬菜总产量 万吨 423.9 -13.3 

肉类总产量 万吨 66.7 -5.8 

鲜蛋总产量 万吨 16.0 0.5 

牛奶总产量 万吨 64.2 -8.3 

水产品总产量 万吨 6.4 -4.5 

出栏生猪 万头 448.7 -2.6 

出栏家禽 万只 16852.5 -3.2 

  观光休闲农业发展较快。农业观光园达 512 个，比上年增长 39.1%，观光旅游收入 4.1 亿元，

增长 49.3%；民俗旅游户 8691 个，接待人数为 770 万人次，增长 28.4%。种业收入 5.9 亿元，比

上年增长 35.6%。 

        三三三三、、、、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和建筑业 

  全市完成工业增加值 178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1705.4 亿元，增长 13.1%。产销衔接良好，产品销售率为 98.5%，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 

  “十五”期间，全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4%，比“九五”时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 

表表表表 444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指        标 2005 年 比上年增长% 

工业增加值 1705.4 13.1 

轻工业 345.4 10.5 

重工业 1360.0 13.8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 517.5 20.0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1004.0 10.5 

其中：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258.7 14.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50.5 12.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59.2 14.9 

       专用设备制造业 64.5 23.1 

       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9.7 34.5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228.0 28.0 

  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按现价计算。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517.5 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20%。其中电子与信息增长

22%，生物医药增长 10.1%，新材料增长 13.2%，光机电一体化增长 18.4%；占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的比重分别为 70.4%、6.8%、8.7%和 10.7%。程控交换机、移动电话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主要高

新技术产品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12.4%、35.1%和 23.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比重

为 29%，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6%。 

  全市生产汽车 58.6 万辆，比上年增长 8.8%。其中轿车 22.1 万辆，增长 47.1%。“十五”期

间，全市累计生产汽车 179.5 万辆，年均增长 36.1%（“九五”时期汽车产量年均下降 6.9%）。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177.7%，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

391.1 亿元，下降 1.2%。 

表表表表 5555：：：：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2005 年 比上年增长% 

钢材 万吨 966.2 11.4 

发电量 亿千瓦时 209.0 3.8 

液化石油气 万吨 47.4 10.1 

化肥（折纯） 万吨 5.9 7.6 

乙烯 万吨 99.0 0.8 

汽车 万辆 58.6 8.8 

  其中：轿车 万辆 22.1 47.1 

彩色显像管 万只 983.1 -6.4 

显示器 万部 577.8 15.7 

微型计算机 万台 649.6 23.4 

程控交换机 万线 3652.2 12.4 

移动电话机 万台 9108.2 35.1 

饮料酒 万千升 163.1 9.8 

乳制品 万吨 56.9 18.3 

  全市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31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全市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

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 51.8 亿元，增长 29.5%；上缴税金 70.3 亿元，增长 27.1%。 

  “十五”期间，全市建筑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1%，比“九五”时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 

         四四四四、、、、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全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82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增幅比上年回落 5.4 个百分

点。其中，城镇投资增长 11.2%，农村投资增长 18.7%。 



表表表表 666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亿元  

指       标 2005 年 比上年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827.2 11.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2595.4 11.2 

其中：房地产开发 1525.0 3.5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231.8 18.7 

  其中：生产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 1302.2 23.4 

第一产业    11.9 83.1 

第二产业 409.7 21.8 

            其中：工业 383.4 19.0 

          第三产业 880.6 23.7 

  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610.7 31.8 

其中：住宅投资 853.8 1.2 

  全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5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增幅比上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商品

房销售面积 2803.2 万平方米，增长 13.4%；其中住宅 2566 万平方米，增长 12.3%。商品房空置面

积 1374.2 万平方米，增长 31.6%。商品房销售额 1758.8 亿元，增长 40.8%。 

  全市基础设施投资 61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8%，增幅比上年提高 20.9 个百分点；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21.6%，比上年提高 3.3 个百分点。 

  全市房屋施工面积 14096.2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7.4%；其中住宅 8043.2 万平方米，增长

7.1%。房屋竣工面积 4679.2 万平方米，增长 11.3%；其中住宅 3024.1 万平方米，增长 14.1%。 

  “十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 10857.4 亿元，相当于“九五”时期的 2倍。

五年间投资年均增长 17.7%，比“九五”时期提高 8.9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达到

5974 亿元，相当于“九五”时期的 3倍；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累计达到 2260 亿元，相当于“九五”

时期的 1.6 倍。 

  “十五”期间，全市房屋施工面积累计达到 55603.8 万平方米，相当于“九五”时期的 1.8

倍；其中住宅 33754.9 万平方米，相当于“九五”时期的 2 倍。房屋竣工面积累计达到 17311.8

万平方米，相当于“九五”时期的 1.8 倍；其中住宅 11927.8 万平方米，相当于“九五”时期的 2

倍。 

        五五五五、、、、国内贸易国内贸易国内贸易国内贸易 

  全市批发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64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住宿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176.9 亿

元，增长 8.2%。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90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10.8%。 

表表表表 7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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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指    标 2005 年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902.8 10.5 

按商品用途分     

吃的商品 748.7 16.1 

穿的商品 281.5 16.3 

用的商品 1638.7 6.5 

烧的商品 233.9 16.2 

按行业分     

  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 2529.4 13.6 

   餐饮业 267.9 7.1 

按地区分     

  城镇 2519.1 9.1 

  郊区 383.7 20.8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零售额中，通讯器材类增长 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4%，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17.2%，家具类增长 4.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30.5%。 

  全市销售机动车 57万辆，比上年增长 27.5%。其中，新车 37.2 万辆，增长 22.3%。 

  全市社会商品购进总值 12308.7 亿元，增长 20%；商品销售总值 13400.1 亿元，增长 18.8%。 

  年末全市连锁商业门店数达到 5973 个，比上年末增加 541 个，比 2001 年末增加 3850 个；实

现零售额 95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郊区乡镇连锁超市、便利店达到 1123 个，比上年末增加

681 个。 

  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商品销售收入 965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利润总额 228.1

亿元，增长 12.4%。 

  “十五”期间，全市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8%，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4%。

全市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1662.9 亿元，相当于“九五”时期的 1.7 倍。五年间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年均增长 11.8%，与“九五”时期持平。 

        六六六六、、、、对外经济对外经济对外经济对外经济 



  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达125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8%；其中出口308.7亿美元，增长50.1%。

地方企业进出口总值 403.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3.6%；其中出口 171 亿美元，增长 61.1%。地方

企业出口中，机电产品出口120.5亿美元，增长69.2%；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89.9亿美元，增长73.8%；

占地方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 70.5%和 52.6%，分别比上年提高 3.4 个和 3.9 个百分点。 

  “十五”期间，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累计达到 3927.4 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 1.3 倍；

其中出口 927 亿美元，增长 85%。地方企业进出口总值累计为 1147.6 亿美元，其中出口 458.4 亿

美元，分别比“九五”时期增长 2 倍和 1.9 倍。 

表表表表 8888：：：：全市进出口总值全市进出口总值全市进出口总值全市进出口总值    

                                                                                                单位：亿美元 

指    标 2005 年 比上年增长% 

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 1255.7 32.8 

出口 308.7 50.1 

进口 947.0 28.0 

其中：地方进出口总值 403.2 43.6 

出口 171.0 61.1 

进口 232.2 33.0 

  全市签订利用外资项目 2136 个，比上年增长 18.3%；合同外资金额 65.2 亿美元，增长 4.2%；

实际利用外资 35.3 亿美元，增长 14.4%。“十五”期间，全市共签订利用外资项目 7821 个，合同

外资金额 219.6 亿美元，分别比“九五”时期增长 90.8%和 87.3%。实际利用外资五年累计达 123.2

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 24.6%。 

  对外承包工程与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 7.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9.5%。“十五”期间，累

计完成营业额 20.8 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 38.7%。 

        七七七七、、、、交通交通交通交通、、、、邮电和旅游邮电和旅游邮电和旅游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39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8%。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实现增加值 517.2 亿元，增长 14.7%。“十五”期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5.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6.6%。 

  货物运输总量 32530 万吨，比上年增长 2.6%。其中，铁路 1976 万吨，增长 0.9%；公路 30050

万吨，增长 2.7%；民航 77 万吨，增长 5%。“十五”期间，货运总量累计达到 15.7 亿吨，比“九

五”时期增长 1.5%。 

  旅客运输总量 60839 万人，比上年增长 22.3%。其中，铁路 5778 万人，增长 6.3%；公路 51925

万人，增长 25.2%；民航 3136 万人，增长 10%。“十五”期间，客运总量累计达到 19.2 亿人，比

“九五”时期增长 2.1 倍。 



  年末全市公共电汽车（含小公共，下同）线路达到 622 条，运营里程 19121 公里，比 2000 年

末增长 22%。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 114 公里，比 2000 年末增加 60公里。全市共有公共电汽车运

营车辆 1.9 万辆,客运出租车运营车辆 6.66 万辆，分别比 2000 年末增长 40%和 2.3%。全年城市公

共交通共运送乘客 53.3 亿人次（不含出租车），比 2000 年增长 31%；其中公共电汽车运送乘客

46.5 亿人次，轨道交通运送乘客 6.8 亿人次。全年出租汽车客运量达到 6.5 亿人次，比 2000 年增

长 4.8%。 

  年末全市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 214.6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14.7%，其中轿车 130.8 万辆，增长

19.3%；分别比2000年末增长1.1倍和 1.7倍。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154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8.7%；

其中轿车 99.2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23.5%；分别比 2000 年末增长 2.1 倍和 3.1 倍。 

  全市完成邮电业务总量417.5亿元（2000年不变价），比上年增长21.3%，比2000年增长94.4%。

其中，邮政业务总量 3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电信业务总量 3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7%。

新增固定电话用户 102.6 万户，年末达到 950 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 854.5 万户，乡村电话用

户 95.5 万户。固定电话主线普及率达到 62.7 线/百人，比 2000 年增加 28.3 线/百人。新增移动

电话用户 129.3 万户，年末达到 1470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 97 部/百人，比 2000 年增加 70.5

部/百人。 

  全市接待入境旅游者 362.9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5%。其中，外国人 311.6 万人次，增长 16.2%；

港、澳、台同胞 51.3 万人次，增长 8.2%。全市旅游外汇收入 36.2 亿美元，增长 14.2%。全年出

境旅游者达 51.7 万人次，增长 0.7%。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 1.25 亿人次，增长 4.6%。国内旅游收

入 1300 亿元，增长 13.5%。“十五”期间，全市共接待入境旅游者 1460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累

计达到 148 亿美元，分别比“九五”时期增长 21.3%和 21.4%。共接待国内旅游者 5.6 亿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4968.7 亿元，分别比“九五”时期增长 26.3%和 1.3 倍。 

        八八八八、、、、金融金融金融金融、、、、证券和保险证券和保险证券和保险证券和保险 

  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79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9%。“十五”期间，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6%，比“九五”时期下降 6.3 个百分点。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 28970 亿元，比年初增加 5093.6 亿元，同比多

增 1764.9 亿元。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 15335.5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年初增

加 1993.1 亿元，同比多增 79.7 亿元。 

表表表表 9999：：：：全市金融机构全市金融机构全市金融机构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含外资含外资含外资））））本外币存贷款本外币存贷款本外币存贷款本外币存贷款    

                                                                                                单位：亿元   

 指     标 2005 年末数 比年初增加额 增加额同比增减 

各项存款余额 28970.0 5093.6 1764.9 

其中：企事业存款 16340.0 3046.6 933.8 

储蓄存款 8315.8 1161.5 448.7 

各项贷款余额 15335.5 1993.1 79.7 



其中：短期贷款 5167.2 354.7 -256.1 

中长期贷款 8632.4 1159.4 -67.6 

票据融资 1140.0 354.7 362.9 

  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 9322.5 亿元，比上年下降 49.6%。其中股票成交额 4343.7 亿元，下

降 40.1%；国债成交额 305.4 亿元，下降 54.5%；基金成交额 91.3 亿元，增长 15.7%。 

  年末全市有各类保险公司 44 家，比上年增加 13 家；保险中介机构 227 家，增加 47家。全年

保费收入 49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2%。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67.1 亿元，增长 1.3%；人身险

保费收入 389.4 亿元，增长 1.2 倍；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 41.3 亿元，增长 21.3%。全年

各类保险赔款给付支出 7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3%；其中财产险赔款 35.2 亿元，寿险业务给付

29 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 11.2 亿元，分别增长 2.7%、1.2 倍和 37.3%。 

        九九九九、、、、开发区开发区开发区开发区 

  年末全市28个开发区累计入区企业34630家，其中投产企业25723家，分别比上年末增加5271

家和 1839 家。全年各类开发区实现总收入 644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9%，其中出口销售收入

995.1 亿元，增长 68.9%；实现利润 357.2 亿元，增长 13%；应缴税金 267.6 亿元，增长 22.2%。 

  中关村科技园区投产开业企业 21257 家，实现总收入 481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其中出

口销售收入 730.3 亿元，增长 1.2 倍；实现利润 270.2 亿元，增长 5.8%；应缴税金 167.5 亿元，

增长 14%。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产开业企业 942 家，实现总收入 12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4%，其

中出口销售收入 444.6 亿元，增长 1.3 倍；实现利润 85.9 亿元，增长 30%；应缴税金 42.6 亿元，

增长 40%。 

        十十十十、、、、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全市共有普通高等院校 79 所，比 2000 年末增加 20所。全年招收本专科学生 15.6 万人，

本专科在校生达到 53.7 万人，毕业学生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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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万人。本专科在校生与在学研究生分别比 2000 年末增加 25.4

万人和 10.1 万人。 

  年末全市有普通中等学校 917 个，全年招生 25.9 万人，在校生 85.9 万人，毕业生 30.4 万人。

小学 1403 所，招生 7.1 万人，在校生 49.4 万人，毕业生 9.3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25 所，招生 635

人，在校生 6353 人，毕业生 1043 人。幼儿园 1358 所，在园幼儿 20.2 万人。 

  年末全市民办学校数达到 517 所，在校生 31万人，毕业生 5 万人。 

  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3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 “十五”期间，R&D 经费

支出累计达到 1343.9 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 2.1 倍。全市开展科技活动的单位 7400 个，拥

有科技活动人员 34万人，分别比 2000 年增长 1.2 倍和 30.3%。全市专利申请量与批准量分别为



2.3 万项和 1 万项。“十五”期间，专利申请量和批准量累计分别达到 8.4 万项和 4万项，分别比

“九五”时期增长 1.3 倍和 77.8%。全市签订技术合同 3.8 万项，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489.6 亿元。

“十五”期间，技术合同签订项目数与成交总额累计分别达到 15.6 万项和 1592.2 亿元，分别比

“九五”时期增长 71%和 2.8 倍。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卫生和体育卫生和体育卫生和体育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 26 个，总藏书 3465.6 万册，比 2000 年末增长 14.8%。全市 11 个市

属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举办国际国内演出 6905 场。年末有线电视用户达到 282 万户，比 2000 年末

增长 68%；有线电视入户率为 64.1%，比 2000 年末提高 18.3 个百分点。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

别达到 100%和 99.99%。北京地区出版的报纸、期刊和图书分别达到 253 种、2810 种和 10.6 万种，

分别比 2000 年末增加 13种、458 种和 5.1 万种。全市各类电影院全年放映电影 22.6 万场，比 2000

年增长79.3%，观众达到873.8万人。全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64

处。北京地区注册登记的博物馆达到 129 座,馆藏文物 323.8 万件。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7236 个，比 2000 年末增加 1132 个。其中，医院 511 个，卫生院 145

个，乡村卫生室 2329 个。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床位 7.8 万张，比 2000 年末增长 10.1%。其中，医院

7 万张，卫生院 3688 张。全市卫生技术人员达到 11.6 万人，比 2000 年末增长 0.8%。其中执业医

师 4.8 万人，注册护士 4.2 万人。全市医疗机构共诊疗 7097 万人次，健康检查 343.6 万人次。 

  年末全市共有体育场馆 6105 个，比 2000 年末增加 1432 个。全民健身工程总面积达到 376 万

平方米，总投资 6.62 亿元。全市共有专业体育运动员 820 人，共获得国际和全国性比赛奖牌 307.5

枚，其中金牌 118 枚，银牌 94.5 枚。“十五”期间，全市运动健儿共获得国际和全国性比赛奖牌

1461 枚，比“九五”时期增加 600 余枚。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人口人口人口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1538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45.3 万人，比 2000

年末增加 174.4 万人。全市人口出生率为 6.3‰，死亡率 5.2‰，自然增长率 1.1‰。据公安部门

统计，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1180.7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7.8 万人，比 2000 年末增加 73.2 万人。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653 元，比上年增长 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2%。

其中，20%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5.9%，20%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1.2%。“十五”

期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递增 10.4%，高于“九五”时期 3.3 个百分点。城市居民

恩格尔系数为 31.8%，比 2000 年降低 4.5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19.5 平方米，比

上年增加 0.4 平方米，比 2000 年增加 2.7 平方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860 元，比上年增长 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1%。其中，20%

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增长 16.7%，20%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增长 5.3%。“十五”期间，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年均实际递增 9.9%，高于“九五”时期 3.7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2.8%，

比 2000 年下降 3.9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6.9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2.7 平方米，比

2000 年增加 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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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万人、574.8 万人、394.6



万人和 328.9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净增 60 万人、90.8 万人、86.6 万人和 69.9 万人。其中，基本

养老、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 2000 年末增加 128.4 万人和 106.8 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比 2001 年末增加 358.2 万人。全市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40.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8 万

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 249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5 万人，参合率为 81%，高于上

年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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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万

人，比上年减少 0.6 万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 7.8 万人，比上年增加 0.3 万人。其中

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达到 4 万人，比上年增加 0.3 万人。 

表表表表 10101010：：：：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变化情况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变化情况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变化情况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变化情况    

                                                                                                单位：元/月 

项     目 2005 年 2000 年 

失业保险金 382-491 300-385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300 280 

职工最低工资 580 412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统筹范围内） 563 421 

  年末我市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 323 家，床位 3.2 万张，收养各类人员 2 万人。城镇建立

各种社区服务设施 1770 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 162 个。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资源与环境资源与环境资源与环境资源与环境 

  我市继续严格土地管理，加大闲置土地的收回力度，土地供应在得到控制的前提下，满足了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年土地供应总量 6000 公顷，其中基础设施用地 3281 公顷，为全年

计划供地量的 153%；经济适用房用地 295 公顷，为全年计划的 148%，规划建筑面积 335 万平方米。 

  全市能源消费量 5500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7%，增幅同比回落 2.8 个百分点。 

  全年平均降水量 468 毫米，比上年减少 13%。全年总用水量 34.5 亿立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

其中，生活用水增长 5%，工业用水下降 15%，农业用水增长 0.7%。全社会节水意识增强。全年农

业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0万亩，工业和生活完成节水技改措施 56 项。 

  城八区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248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30.5%；城八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70%，比

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比 2000 年提高 30 个百分点。新建再生水利用管线 70 公里，污水再生利

用率达到 30%。城八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5.2%（按产生量计算）。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

好于二级的天数为 234 天，比上年增加 5 天，占全年总天数的 64.1%，比 2000 年提高 15.7 个百分

点。城八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2.5%，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比 2000 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城

八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1.1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1平方米，比 2000 年增加 2.4 平方米。 

  全市共完成绿化造林 16 万亩，植树 1792 万株。飞播造林 3 万亩，封山育林 13 万亩。全市林

木覆盖率达到 50.5%,比 2000 年提高 8.6 个百分点。三道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取得进一步进展。其中，

绿化隔离地区新增绿地面积 3 万亩，平原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新增绿地面积 2.5 万亩，山区绿色生

态屏障建设新增绿地面积 10.5 万亩。全市有自然保护区 20 个，面积为 1342 平方公里，其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1个。拥有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7个，面积 9245.8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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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注明外，增加值增长速度均按可比价计算。 

3、按国家统计局要求，本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历史数据根据经济普查结果作

了相应调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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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利用外资数据均为客商直接投资口径。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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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城市、农村 20%高、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增速未扣除价格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