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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全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落实“两新两高”区域发展战略，区域

创新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经济总量保持全市首位，经济运行稳中提质，质量效益继

续提升。 

 

  一、人口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323.7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2.1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123.7万人，占

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38.2%。常住人口出生率 7.79‰，死亡率 4.65‰，自然增长率 3.14‰。年末全区

户籍人口 241.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3万人。 

   

 

  二、综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926.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6亿元，下降 1.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707.2亿元，增

长 5.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7217.2亿元，增长 7.1%。三次产业结构为 0.02：8.92：91.06。按

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4.0万元。 



   

   

  财政收入：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4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0.1%。其中，增值税 155.5 亿

元，增长 1.2%；企业所得税 99.0亿元，下降 12.4%。 

   

   

   

  金融：全区各类金融机构达 3170家，其中银行机构 816家，保险机构 293家，证券机构 160

家。年末全区中资银行人民币存款余额 35836.0亿元，其中个人储蓄存款 7188.0亿元。人民币贷款

余额 10248.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3479.4亿元，中长期贷款 6673.2亿元。 

   



   

  

  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民生活：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4733 元，比上年增长 8.4%。全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56630 元，比上年增长 7.0%。 

   

   

  就业：年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 10597人，其中，城镇户籍登记失业人员 10004人，农村户籍登

记失业人员有 593人；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0.92%；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 64.97%，比上年提

高了 2.56 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年末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 296.8万人、

370.0 万人、254.7万人、236.0 万人和 222.9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3.2 万人、10.9万人、

13.8 万人、12.7万人和 11.7 万人。 

  年末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 1.1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保率达 96.0%，与上年持平。 

  全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为 60521人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为 767人次。 

   



  四、农业 

  全区农业观光园 87个，比上年增加 11个；实现总收入 8989.6万元，比上年增长 47.5%。民俗

旅游接待 2.1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44.0%；实现总收入 149.6万元，比上年下降 35.5%。全区实现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 4.27亿元，比上年下降 0.7%。其中，农业实现产值 1.5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 

   

  五、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577.0亿元,比上年增长 2.4%。其中，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产值 1062.0亿元，增长 3.5%。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产值 1885.8亿

元，增长 2.6%。 

   

  建筑业：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931.2亿元，比

上年下降 2.0%。其中，在本市完成产值 626.1亿元，增长 13.9%。实现竣工产值 796.5亿元，增长

26.2%。 

 

  六、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2.1%。按行业分，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投资实现较快增长，投资增速分别为

1.7倍、63.0%、47.3%。 

  房地产开发：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30.6%。年末全区房屋施工面积 1152.3万平方

米，比上年末增长 0.9%，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194.1 万平方米，增长 1.9%。房屋竣工面积 156.9

万平方米，增长 7.8%。商品房销售面积 49.4万平方米，增长 86.8%。 

 

  七、市场消费、对外经济 

  市场消费：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7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 

   



   

  对外经济：全区进出口总额 365.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4.5%。其中进口额 219.3亿美元，下降

8.7%；出口额 146.6亿美元，增长 2.6%。全年吸收合同外资 64.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71.2%；实际

利用外资额 61.5亿美元，下降 22.2%。 

   

  八、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全区共有普通中学 81所，在校生 10.6 万人，毕业生 2.96万人。小学 85所，在校生

17.3 万人，毕业生 2.7万人。幼儿园 185所，在园幼儿 6.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 9所，在校生 6310

人，毕业生 3114人。特殊教育在校生 1112人，毕业生 87人。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共有教职工 3.6万人，其中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和市级学科带头人共

595人。35岁以下教师比例占 40.7%；高级以上职称教师比例占 18.8 %。 

  科技：全区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 8.6万件和 4.9万件，分别比上年增长 5.0%和 14.1%。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 6.0万件和 2.7万件，分别增长 8.7%和 20.0%。全年签订技

术合同 5.3万项，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1899.3亿元，增长 8.7%。区内各企、事业单位获国家技术发

明奖 10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7项，国家自然科学奖 12项。 

  文化：年末区属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172.1万册，全年借阅人次 239.8 万人次；文化馆组织文艺

活动 435 次；博物馆举办展览 4次，参观人数共计 4.69万人次。 

  卫生：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1257个，比上年末增加 75个，其中，医院 9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8个。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3.7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 1.4万人，注册护士 1.6 万人。医疗机构总诊疗

3280 万人次。婴儿死亡率 1.2‰。全年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106.08/10 万。 

  体育：全区公共体育场馆 243个；全民健身工程 1364个；群众参与各类体育活动 10.3万人

次。全区运动员共获得全国性比赛奖牌 1204枚，其中金牌 480枚，银牌 368 枚，铜牌 356枚。 

   

  九、资源环境 

  水资源：全年水资源总量 1.5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4.9%。全年总用水量 3.1亿立方米，比上

年减少 3.7%，其中生活用水 2.4亿立方米，增长 0.9%；工业用水 1191万立方米，下降 2.8%；农业

用水 431 万立方米，增长 13.1%。 



  环境：全区城市污水处理率为 99.3%，比上年提高 0.3个百分点。年均细颗粒物浓度（PM2.5）

40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20.0%。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分别为 38微克/立方米和 4 微

克/立方米。 

  城市绿化覆盖率为 53.0%，比上年提高 0.46个百分点。全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3.95平方

米，比上年增加 0.03平方米。 

 

  公报注释： 

  1.本公报中 2019年数据为初步数。 

  2.地区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增加值总量按当年价格核算，增速按不变价核算，历史数据根据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进行修订。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法人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

企业。 

  4.卫生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等相关数据不含部队隶属医院数据。 

  5.公报中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

整。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北京市统计局；财政数据来自海淀区财政局；金融机构数据来自海

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就业、社会保障数据来自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出口数据来自海

淀区商务局；教育数据来自海淀区教育委员会；专利数据来自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数据、博物馆数据来自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卫生数据来自海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体

育数据来自海淀区体育局；水资源及污水处理数据来自海淀区水务局；空气质量数据来自海淀区生

态环境局；城市绿化数据来自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全区居民收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海淀调查队；

其他数据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局、北京市海淀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