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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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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5月 

 

2021年，怀柔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在

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工作和经济社会工作，服务

“五子”联动，系统推进“五态”建设，坚持科学城统领“1+3”融合发展，

践行新发展理念，区域经济稳字当头，发展质量效益全面提升。 

 

一、综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32.6 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6亿元，增长 6.8%；

第二产业增加值 169.9 亿元，下降 3.6%；第三产业增加值 258.1 亿元，增

长 10.6%。 

三次产业结构为 1.1:39.3:59.6，其中，第二产业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

1.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较去年同期增长 1.5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

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98098.1 元，增长 6.7%。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下降率 3.50%。 

图 1  2017-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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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 

指  标 
绝对量  

（万元） 

比上年增长

（%）（不变价） 

比重    

(%) 

地区生产总值 4326128  7.7  10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45721  6.8  1.1  

    第二产业 1699271  3.6  39.3  

    第三产业 2581136  10.6  59.6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45985  6.6  1.1  

    工  业 1219328  -2.6  28.2  

    建筑业 482026  22.2  11.1  

    批发和零售业 117680  12.4  2.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4607  4.1  1.3  

    住宿和餐饮业 54286  17.6  1.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33707  18.6  7.7  

    金融业 231112  5.8  5.3  

    房地产业 245983  -1.8  5.7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220322  0.6  5.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58007  35.1  6.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2338  29.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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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3137  27.7  1.5  

    教  育 209725  1.5  4.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6868  9.9  4.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2288  37.8  2.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98729  3.0  9.2  

图 2  2017-202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图 3  2017-202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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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2021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率 

 

一城两都：截至年末，一城两都1共有规模（限额）以上法人单位 405

个，占全区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总数的 46.9%；实现营业收入 668.8亿元，同

比增长 20.7%，占全区比重为 42.8%；实现利润总额 57.1 亿元，同比增长

45.0%，占全区比重为 77.2%。 

表 2  2021 年一城两都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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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7 13.6 — 73.9 16.4 — 50.9 10.7 — 

  三大功能区 668.8 20.7 42.8 57.1 45.0 77.2 33.2 38.2 65.3 

怀柔科学城 

（怀柔部分） 
560.7 18.2 35.9 46.8 15.9 63.3 28.8 54.9 56.6 

    会  都 5.5 -41.8 0.4 -3.2 — — 0.7 -74.1 1.3 

                                                        
1 一城两都指怀柔科学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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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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  都 102.6 46.0 6.6 13.4 392.3 18.2 3.7 33.4 7.3 

人口：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44.1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15.6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35.4%。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 33.3 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比重为 75.5%。常住人口出生率 6.74‰，死亡率 5.22‰，自然增长率

1.52‰。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28.7万人。 

表 3   2021 年末常住人口及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常住人口 44.1  — 

  #常住外来人口 15.6  35.4  

  #城镇人口 33.3  75.5 

  按性别分：男  性 23.5  53.3  

            女  性 20.6  46.7  

  按年龄分：0-14 岁 5.4  12.3  

            15-64岁 32.6  73.9  

            65 岁及以上 6.1  13.8  

财政：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8亿元，比上年增长 5.5%。其中，

国内增值税 13.4亿元，增长 2.0%；企业所得税 6.9亿元，增长 26.6%。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47.3 亿元，下降 1.6%。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

卫生健康支出比重最高，比重分别为 16.7%、13.2%和 12.1%。 

图 5  2017-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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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亿元，比上年增长 3.0%。

其中，林业实现产值 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6.8

万亩，比上年增长 47.4%。粮食产量 2.9万吨，增长 56.7%；粮食亩产 424.1

公斤，增长 6.4%。 

全区农业观光园 132个，比上年减少 5个,同比下降 3.7%；观光园总收

入 1.2 亿元，增长 19.1%。乡村旅游农户数 3597户，比上年增加 348户；

乡村旅游总收入 2.7亿元，增长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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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1 亿元，比上年

下降 11.8%。其中，现代制造业实现产值 431.0亿元，高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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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亿元，分别下降 17.7%和增长 8.1%。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产值 620.1

亿元，下降 7.1%，产品产销率 102.5%。三大主导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实现

产值 338.7亿元，比上年下降 22.7%；食品饮料业实现产值 106.4亿元，增

长 6.1%；包装印刷业实现产值 23.1亿元，增长 2.5%。 

图 6  2017-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表 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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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6051152  -11.8  

 #汽车制造业 3386550  -22.7  

  食品制造业 436344  -4.7  

  农副食品加工业 361394  6.0  

  医药制造业 310524  12.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02778  13.7  

  金属制品业 275030  -5.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66122  30.1  

  专用设备制造业 9418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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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5553  1.8  

  仪器仪表制造业 83067  -20.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9211  71.7  

初步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26.1亿元，比上年下降 44.6%。

其中汽车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1.6亿元，下降 87.0%；食品饮料业实现利润

总额11.9亿元，下降16.2%；包装印刷业实现利润总额1.4亿元，下降75.8%。 

建筑业：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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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亿元，比上年增长 18.2%。其中，在本市完成产值

48.9亿元，增长 40.1%；在外省完成产值 103.0亿元，增长 10.1%。本年新

签合同额 73.4亿元，增长 3.8%。 

 

四、金融 

 

存贷款：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914.1 亿元，比年初增加

42.3亿元。其中储蓄存款 401.0亿元，比年初增加 42.5亿元。年末全区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331.9亿元，比年初增加 31.9亿元。 

表 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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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1296  422644  

  单位存款 4131392  -131014  

  个人存款 4984308  538193  

    #储蓄存款 4010219  425484  

  其他存款 25597  1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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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贷款 3319500  319427  

  境内贷款 3317350  319506  

    短期贷款 1052096  9332  

      #个人消费贷款 49865  -2969  

    中长期贷款 2259304  316662  

      #个人消费贷款 635558  40328  

    其他贷款 5950  -6488  

  境外贷款 2150  -79  

金融业：初步统计，全年规模以上金融业实现营业收入54.9亿元，同

比增长25.0%。其中货币金融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4亿元，下降20.9%；

资本市场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1亿元，增长33.6%；保险业实现营业收

入0.9亿元，增长739.0%；其他金融业实现营业收入20.5亿元，增长58.7%。 

证券：全年证券市场各类证券交易额706.5亿元，同比增长7.4%。其

中，股票交易额464.0亿元，同比下降0.4%；债券交易额148.9亿元，同比

增长29.5%。年末证券市场累计开户数16.2万户，比上年末增加2.6万户。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17.9%。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24.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93.3%；第三产业投

资增长 12.0%。 

房地产开发：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5.8%。其中住宅投

资下降 2.2%；办公楼投资增长 125.5%；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增长 242.7%，其

他投资下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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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1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指  标 绝对量（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房屋施工面积 4168604 17.2  

  #本年新开工面积 768720 -48.4  

本年房屋竣工面积 319220 391.8  

  #不可销售面积 5721 — 

房屋出租面积 114855 956.5  

本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20662 -51.6  

  现房销售面积 26071 51.7  

  期房销售面积 94591 -59.2  

待售面积 366242 -5.6 

 

六、商  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8.1亿元，比上年增长 12.3%。限额以

上单位实现零售额 117.5亿元，增长 23.8%；限额以下单位实现零售额 110.5

亿元，增长 2.3%。 

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商品购销额 58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其中，实现购进总额 273.1亿元，增长 7.6%；销售总额 311.1亿元，

增长 9.7%。 

表 7  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行  业 绝对量（万元） 比上年增长（%） 

总  计 2280710  12.3  

  按限额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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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额以上 1175473  23.8  

    限额以下 1105237  2.3  

  按行业分   

    批发业 234235  13.2  

    零售业 1934779  11.6  

    住宿业 21501  25.3  

    餐饮业 90195  23.8  

 

七、对外经济 

 

对外经济：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7900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1.0%。新设

外商投资企业 94 家，同比增长 68%，其中外商独资企业 55 家，合资企业

39家；注册资本 2.53亿美元，合同外资 2.14亿美元；投资来源遍及美国、

新西兰、新加坡、法国、加拿大、香港、台湾等地区。其中，来源地为香

港的企业 39家，占总数的 41%。 

 

八、城市建设 

 

道路建设：年末全区公路里程 1693.2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18.9

公里。公路桥梁 658座，公路桥梁长度 6.6万延米。公路隧道 23道，公路

隧道长度 1.7万延米。 

公用事业：全年自来水销售量 1759.06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79.1%。

其中，工业和建筑业用水 488.79 万立方米，是上年的 11.1 倍；服务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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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565.10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36.8%；居民家庭用水 652.53万立方米，

比上年增长 24.3%。 

全年全区用电量达到 22.6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6.6%。其中生产用电

15.4亿千瓦时，增长 6.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7.2亿千瓦时，增长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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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92元，比上年增长 8.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665 元，比上年增长 8.2%。全区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29889 元，比上年增长 9.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34577 元，比

上年增长 9.0%。 

 

图 7  2021 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就业：全年城镇新增登记失业人数 9548人，年末全区实有城镇登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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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 6864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47%。 

社会保障：年末全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2.64 万人，参加

工伤和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分别为 19.81万人和 21.57万人。 

全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606 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3104人。 

年末全区提供住宿机构 22 个，提供住宿机构床位 2185 张，提供住宿

机构在院人数 742人。建立社区服务机构 495个，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 1

个。 

 

十、社会事业 

 

教育：全区普通高中招生 1437人，在校生 4046人，毕业生 872人；

普通初中招生 2462人，在校生 7053人，毕业生 1977人；普通小学招生 2937

人，在校生 17557人，毕业生 2745人；幼儿园在园幼儿 11931人，特殊教

育在校生 93人。 

文化：年末全区有公共图书馆 17个(含分馆），总藏量 94.9万册；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1个，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5个；文化馆 1个。年末有线电

视实际用户数达 11.6万户，其中高清实际用户数 8.2万户。全区 5条电影

院线全年放映电影 38753场次，观影 37.68万人次，票款收入 1773.1万元。 

卫生：年末全区共有医院 11个，实有床位 1735张，卫生技术人员 2591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934人。 

体育：年末全区共有体育场地数 1650个。全区共有等级运动员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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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市级以上各类竞赛获得奖牌 144枚，其中金牌 53枚，银牌 42枚。 

 

十一、资源和环境 

 

水资源：全年生产生活用水 4990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7.9%。其中，

生产用水 1462万立方米，下降 2.9%。包括：农业用水 516万立方米，下降

25.6%；工业用水 616万立方米，下降 6.1%；建筑业用水 331万立方米，增

长 110.9%。生活用水 3391万立方米，增长 14.4%。环卫绿化 137万立方米，

下降 9.4%。 

城市环境：全年细颗粒物（PM2.5）累计浓度为 30微克/立方米，增长

3.4%。 

公报注释： 

1.2021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2.三次产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年修订的执行《三次产业划分规

定》（国统字〔2012〕108 号），行业划分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3.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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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法人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

的批发业、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包括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

以上的住宿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业单位（包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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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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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万元及以上或资产总计 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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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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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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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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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来自怀柔区商务局；道路建设数据来自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怀柔公路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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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低生活保障、提

供住宿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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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旅游局；卫生数据来自怀柔区卫生和健康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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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数据来自怀柔区生态环

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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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