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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北京市怀柔区统计局  北京市怀柔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2019年 5月 

 

2018年，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怀柔区紧密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蔡奇书记调研怀柔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区委五届七次、八次、

九次全会精神，坚持“1+3”发展模式，紧扣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持续发

力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坚持稳增长、转动能、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推动各项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一、综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09.3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7亿元，增长 0.7%；第二产业增加值 160.9

亿元，下降 3.1%；第三产业增加值 141.7亿元，增长 19.7%。 

三次产业结构为 2.2:52.0:45.8，其中，第二产业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

4.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较去年同期增长 5.0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

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5531.1 元，增长 5.4%。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下降率 4.20%。 

图 1  2014-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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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 

指  标 
绝对量  

（万元） 

比上年增长

（%） 

比重    

(%) 

地区生产总值 3092999  6.3  10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66991  0.7  2.2  

    第二产业 1609203  -3.1  52.0  

    第三产业 1416805  19.7  45.8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67208  0.7  2.2  

    工  业 1326697  -4.9  42.9  

    建筑业 283742  7.5  9.2  

    批发和零售业 53902  1.4  1.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7930  -4.6  1.2  

    住宿和餐饮业 50725  2.7  1.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269  36.3  0.4  

    金融业 164709  11.8  5.3  

    房地产业 205652  10.0  6.6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63854  38.3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5690  111.7  4.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8492  9.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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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0658  15.6  0.7  

    教  育 183549  23.9  5.9  

    卫生和社会工作 93766  20.1  3.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7072  14.2  4.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88084  14.5  6.1  

图 2  2014-201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图 3  2014-201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图 4  2014-2018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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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功能区：截至年末，三大功能区1共有规模（限额）以上法人单位

334个，占全区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总数的 47.4%；实现营业收入 538.3亿元，

同比下降 0.5%，占全区比重为 44.4%；实现利润总额 38.7亿元，同比增长

10.9%，占全区比重为 67.0%。 

表 2  2018 年功能区规模（限额）以上法人单位主要指标情况表 

区  域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应交税金 

绝对值   

（亿元） 

同比

增长

（%） 

占全区

比重（%） 

绝对值   

（亿元） 

同比

增长

（%） 

占全区

比重（%） 

绝对值 

 （亿

元） 

同比

增长

（%） 

占全区

比重

（%） 

全  区 1211.1  5.5  100.0 57.8  0.5  100.0 50.6  0.9  100.0 

  三大功能区 538.3  -0.5  44.4  38.7  10.9  67.0  32.0  -3.1  63.2  

怀柔科学城 

（怀柔部分） 
433.9  -2.8  35.8  33.9  2.0  58.6  27.7  -6.3  54.8  

    会  都 8.0  45.7  0.7  -8.0  —— —— 0.1  -14.0  0.3  

    影  都 96.4  8.1  8.0  12.8  34.0  22.2  4.1  26.1  8.2  

人口：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41.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9万人。其中，

                                                        
1 三大功能区指怀柔科学城（怀柔部分）、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国际会都）、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中

国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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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外来人口 10.3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24.9%。常住人口中，城镇

人口 29.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70.0%。常住人口出生率 8.51‰，死

亡率 5.25‰，自然增长率 3.26‰。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95人，比

上年末增加 4人。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2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1万人。 

表 3   2018 年末常住人口及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常住人口 41.4 — 

  #常住外来人口 10.3 24.9 

  #城镇人口 29.0 70.0 

  按性别分：男  性 21.2 51.2 

            女  性 20.2 48.8 

  按年龄分：0-14 岁 5.2 12.6 

            15-64岁 31.6 76.3 

            65 岁及以上 4.6 11.1 

财政：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5亿元，比上年增长 6.6%。其中，

增值税 14.4 亿元，增长 4.6%；营业税 72 万元，下降 68.4%；企业所得税

5.7亿元，增长 0.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3.4亿元，增长 13.5%。其中，

农林水事务、教育、城乡社区支出比重最高，比重分别为 18.1%、14.6%和

12.3%。 

图 5  2014-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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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初步统计，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4.9亿元，比上年下降 3.1%。

其中，林业实现产值 8.7亿元，比上年增长 38.4%。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5.4

万亩，比上年减少 18.4%。粮食产量 1.9万吨，下降 25.8%；粮食亩产 355.6

公斤，下降 8.2%。 

全区农业观光园 181个，比上年减少 25个,同比下降 12.1%；观光园总

收入 1.8 亿元，下降 14.9%。设施农业实现收入 0.5亿元，下降 13.5%。民

俗旅游农户 2970 户，比上年减少 76户；民俗旅游总收入 1.9 亿元，下降

11.2%。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初步统计，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608.3 亿元，比上年

下降 4.0%。其中，现代制造业实现产值 404.2 亿元，高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30.4亿元，分别下降 7.4%和增长 4.8%。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产值 623.1

亿元，增长 1%，产品产销率 102.4%。三大主导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实现产

值 328亿元，比上年下降 8%；食品饮料业实现产值 133.7亿元，增长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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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业实现产值 28.5亿元，增长 9.1%。 

图 6  2014-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表 4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量（万元） 比上年增长（%） 

全  区 6082610  -4.0 

﹟汽车制造业 3279828  -8.0  

食品制造业 547410  -5.9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40654  8.8  

金属制品业   368381  6.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50112  -2.0  

农副食品加工业 348653  1.2  

医药制造业  161488  30.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8089  -26.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7565  3.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63515  13.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6638  21.4  

初步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34.5亿元，比上年增长 3.8%。

其中汽车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5.1亿元，下降 34.1%；食品饮料业实现利润



 

-8- 

总额 17.6亿元，增长 55.1%；包装印刷业实现利润总额 4.4亿元，下降 2.4%。 

建筑业：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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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 亿元，比上年下降 0.6%。其中，在本市完成产值

29.5 亿元，增长 5.4%；在外省完成产值 59.2 亿元，下降 3.3%。本年新签

合同额 42.8亿元，下降 15.3%。 

四、金融 

存贷款：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701.3 亿元，比年初增加

53.9亿元。其中储蓄存款 276.8亿元，比年初增加 10.3亿元。年末全区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253.3亿元，比年初增加 27.5亿元。 

表 5  2018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 

指  标 年末数（万元） 比年初增加额（万元） 

各项存款 7012644  538655  

  单位存款 3624922  203789  

  个人存款 3381858  335857  

    储蓄存款 2768098  102570  

  其他存款 5865  -990  

各项贷款 2532723  274919  

  境内贷款 2530528  273308  

    短期贷款 809244  92703  

      个人消费贷款 51903  13773  

    中长期贷款 1713328  194046  

      个人消费贷款 508884  -7331  

    其他贷款 7956  -13440  

  境外贷款 2195  1610  

金融业：初步统计，全年规模以上金融业实现营业收入32.8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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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14.2%。其中货币金融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9.0亿元，增长40.8%；

资本市场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9.1亿元，增长3.9%；保险业实现营业收入

1.6亿元，增长122.7%；其他金融业实现营业收入3.1亿元，下降3.5%。 

证券：全年证券市场各类证券交易额302.4亿元，同比下降26.5%。其

中，股票交易额222.5亿元，同比下降24.4%；债券交易额57.8亿元，同比

下降35.0%。年末证券市场累计开户数107207户，比上年末增加10028户。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5.8%。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01.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8.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0.6%。 

房地产开发：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46.1%。其中住宅投

资增长 52.6%；办公楼投资增长 6.6%；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增长 86.6%，其他

投资增长 34.8%。 

表 6  2018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指  标 单  位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1878749 23.8  

  #本年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409492 78.8  

本年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383028 302.9  

  #不可销售面积 平方米 65880 310.4  

房屋出租面积 平方米 100140 332.5  

本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174756 6.6  

  现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137982 -5.2  

  期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36774 99.0  

待售面积 平方米 32648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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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  业 

全年实现市场总消费额 28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8.0%。其中，服务性

消费实现 154.2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性消费）126.2亿元，比上年增长

5.4%。限额以上单位实现零售额 56.2亿元，增长 1.3%；限额以下单位及个

体工商户实现零售额 70.0亿元，增长 8.9%。 

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商品购销额 221.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其中，实现购进额 103.0 亿元，下降 0.8%；销售额 118.0 亿元，增

长 4.7%。 

表 7  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行  业 绝对量（万元） 比上年增长（%） 

总  计 1262456 5.4  

  按限额标准分   

    限额以上 562028  1.3  

    限额以下 700427  8.9  

  按行业分   

    批发业 168819  14.1  

    零售业 929940  3.7  

    住宿业 55027  3.8  

    餐饮业 108670  7.8  

七、对外经济和旅游 

对外经济：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6943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45.5%。 

旅游：全区 20个主要旅游区点全年接待总人数 644.4万人次，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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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0.5%；实现营业收入 4.0亿元，增长 5.4%。 

 

八、城市建设 

 

道路建设：年末全区公路里程 1677.3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18.9

公里。公路桥梁 634座，公路桥梁长度 6.0万米。公路隧道 23处，公路隧

道长度 1.7万米。 

公用事业：全年自来水销售量 879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3.8%。其中，

工业和建筑业用水 28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7.6%；服务业用水 480 万立

方米，比上年下降 7.7%；居民家庭用水 371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3.1%。 

全年全区用电量达到 20.3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6.6%。其中生产用电

15.0亿千瓦时，增长 0.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5.2亿千瓦时，增长 29.9%。 

 

九、人民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 

 

人民生活：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797元，比上年增长 9.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853 元，比上年增长 9.1%。全区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25035 元，比上年增长 8.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7642 元，比

上年增长 8.8%。 

 

图 7  2018 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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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全年城镇新增登记失业人数 3388人。年末全区实有城镇登记失

业人员 2694人，比上年末增加 16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13%。 

社会保障：初步统计，年末全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2.2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 1.3 万人；参加工伤和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分别为 18.4

万人和 19.1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0万人和 1.2万人。年末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人数 11.5万人，其中农村参保人数达 10.9万人。 

全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622 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3366人。 

年末全区各类收养性单位 19个，床位 2224张，收养各类人员 538人。

建立各种社区服务机构 892 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 7 个，社区服务指导中

心 1个。 

 

十、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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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全区普通高中招生 1117人，在校生 3465人，毕业生 946人；

普通初中招生 2193人，在校生 5986人，毕业生 1492人；普通小学招生 3279

人，在校生 17151人，毕业生 2722人；幼儿园在园幼儿 10431人，特殊教

育在校生 81人。 

文化：年末全区有公共图书馆 1个，总藏量 79.4万册；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1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2个；文化馆 1个。年末有线电视用户达 11.3

万户，其中农村用户 6.2万户。全区 6条电影院线全年放映电影 74379场

次，观众 75.8万人次，票款收入 2805.8万元。 

卫生：年末全区共有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7个,其中医院 12个。

实有床位 1896张，其中医院 1701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 3347人，其中执

业（助理）医师 1406人。 

体育：年末全区共有体育场馆 2个。全区共有等级运动员 20人。参加

市级以上各类竞赛获得奖牌 67枚，其中金牌 18枚，银牌 20枚。 

 

十一、资源和环境 

 

水资源：全年总用水量 8836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2.1%%。其中，生

产用水 2728 万立方米，增长 2.9%。包括：农业用水 1609 万立方米，下降

12.6%；工业用水 726 万立方米，下降 10.4%；建筑业用水 392 万立方米。

生活用水 3329 万立方米，下降 5.5%。生态环境用水 2879 万立方米，增长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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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全年细颗粒物（PM2.5）累计浓度为 44微克/立方米，下降

10.2%。 

环境：全区林木绿化率 80.03%，比上年提高 0.67个百分点，森林覆盖

率达到 57.90%，比上年提高 0.86个百分点。绿化覆盖率达到 61.34，比上

年提高 2.66个百分点。 

 

公报注释： 

1.本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行业划分标准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行业划分标准依照《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7），三次产业划分标准根据《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国统字[2012]108号）。 

2.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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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金融业是

指全部金融监管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或收入合计）500万元及以上的非

金融监管的金融业法人单位及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其他法人单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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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怀柔分局；财政数据来自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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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区财政局；存贷款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实际利用外资数

据来自怀柔区商务委员会；道路建设数据来自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怀

柔公路分局；自来水销售数据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用电量数据来自北京市

电力公司；就业和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镇

登记失业率数据来自怀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低生活保障、收养

性单位及社区服务机构数据来自怀柔区民政局；教育数据来自怀柔区教育

委员会；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有线电视、电影数据来自怀柔区文化委员

会；档案馆数据来自怀柔区档案局；卫生数据来自怀柔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体育数据来自怀柔区体育局；水资源数据来自北京市水务局；城

市环境数据来自区环保局；造林、绿化数据来自怀柔区园林绿化局；其他

数据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统计局、北京市怀柔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