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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 2015 年暨“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5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通州区发展

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城市副中心这个全新的定位，给通州带

来又一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围绕新的定位和目标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在产

业疏解、结构调整、人口调控、民生改善、副中心建设等方面取得

积极进展，全区经济和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实现“十二五”

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一、综 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实，2015 年，通州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95.4

亿元，按现行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6%；第二产业增加值 278.2 亿元，增长 0.6%；

第三产业增加值 298.1 亿元，增长 19.1%。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4 年

4:50.4:45.6 变化为 2015 年 3.2:46.7:50.1。

“十二五”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5%，低于“十

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7.7 个百分点。

表 1 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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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5 年 2014 年 现价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595.4 548.9 8.5

第一产业 19.0 22.0 -13.6

第二产业 278.2 276.6 0.6

第三产业 298.1 250.3 19.1

财政：全区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7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其中，营业税 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国内增值税 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0.6%；企业所得税 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5.5 亿元，增长 9.3%。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1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9%。其中，城乡

社区支出 6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5.6%；教育支出 28 亿元，增长

60.9%；农林水支出 26.1 亿元，下降 12.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6.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9.2 亿元，

增长 28.6%。

“十二五”时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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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达到 271 亿元和 650 亿元，分别是“十一五”时期的 2.4 倍和 2.5

倍。“十二五”时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平均增速 17.5%，比“十一

五”时期减少 5 个百分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平均增速 23.4%，比“十

一五”时期减少 0.7 个百分点。

税收：全区完成税收总额 20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为 0.6 亿元，增长 254.2%；第二产业 65.6 亿元，

下降 4.8%；第三产业 143.1 亿元，增长 21.2%。各项税收中，国税

收入 84.3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地税收入 1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

二、农 业

农业：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 50.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3%。其中，农业产值 22.8 亿元，比上年下降 3%；林业产值 7.9

亿元，下降 43.9%；牧业产值 15.7 亿元，下降 4.4%；渔业产值 2.6

亿元，下降 3.7%；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 亿元，增长 3.7%。

“十二五”时期，在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的带动下，林业实

现产值年均增长 46.6%，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占比由 2010 年的 3%

提高到 2015 年的 15.9%。

2015 年，全区农业观光园 57 处，比上年减少 1 处；全年接待游

客 79.1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5.1%；实现观光园总收入 1.9 亿元，增

长 5.3%；民俗旅游总收入 1113.8 万元，增长 1.3%，接待游客 2.7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6.4%。全区种业销售收入 2987.1 万元，下降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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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设施农业收入 14.3 亿元,增长 25.1%。设施农业实际利用面

积 2569.5 公顷，下降 7.9%。其中，温室占地面积 1859 公顷，下降

5.6%；大棚占地面积 602.9 公顷，下降 8.8%；中小棚占地面积 107.5

公顷，比上年下降 32.9%。

表 2 2015 年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项 目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吨 61820.6 -22.4

夏 粮 吨 18274.2 -18.1

秋 粮 吨 43546.4 -24.0

蔬菜 吨 468012.4 -13.7

园林水果 吨 45769.0 -10.8

鲜 奶 吨 111098.0 5.1

鲜 蛋 吨 8188.7 1.5

水产品 吨 7335.2 -19.0

出栏生猪 头 266104.0 5.7

出栏羊 只 95106.0 14.4

出栏肉牛 头 11935.0 -4.3

肉 鸭 万只 802.6 13.8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19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447 家，完成工业总产值（现价）618.9 亿元，

下降 10.4%。其中，现代制造业 257.2 亿元，下降 12.2%；高技术制

造业 97.7 亿元，下降 18.3%。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755.6 亿

元，下降 4%。其中，现代制造业 282.5 亿元，下降 6.7%；高技术制

造业 98.6 亿元，下降 19.1%。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51.4 亿元，增

长 2.9%。其中，现代制造业实现利润 35.6 亿元，增长 5.5%；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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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制造业实现利润 23.7 亿元，增长 18%。

“十二五”时期，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0.9%，低于

“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20.2 个百分点。

表 3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项 目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小麦粉 万吨 23.0 -19.9

大 米 万吨 8.4 -6.9

鲜、冷藏肉 万吨 9.7 -9.4

乳制品 万吨 21.8 10.8

服 装 万件 660.3 -2.5

人造板表面装饰板 万平方米 622.5 33.2

家 具 万件 178.5 -6.3

中成药 吨 2110.4 -3.5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253.7 -46.5

沥青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万平方米 1251.4 -9.1

钢化玻璃 万平方米 644.1 2.3

夹层玻璃 万平方米 277.4 -0.5

纺织专用设备 台 1004.0 -31.9

建筑业：2015 年，全区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 215 家。其中，施

工总承包企业和专业承包企业共 210 家、劳务分包企业 5 家。全区

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85.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

全区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01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其中，

在外省完成产值 933.5 亿元，增长 14%，占总产值比重为 91.8%；在

北京完成产值 83.1 亿元，下降 20.8%。签订合同额 3311.9 亿元，增

长 16.1%。其中，本年新签合同额 1386.3 亿元，增长 19.4%。房屋

建筑施工面积 9934.8 万平方米，增长 7.2%，竣工面积 1727.5 万平

方米，比上年增长 85.8%。

“十二五”时期，全区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5.7%，低于“十

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7.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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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全区建筑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7.6%，低于“十

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6 个百分点。

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开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15 年，全区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0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4%。其中，国有控股单位完成投资 177.7

亿元，比上年下降 40.4%；民间投资完成 37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

分城乡看，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含房地产开发投资）745.6

亿元，增长 24.1%；完成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55.1 亿元，下降 36.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1.9 亿元，下降 61.6%；第二产业投

资 36.5 亿元，下降 10%；第三产业投资 752.3 亿元，增长 22.1%。

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83.6 亿元，下降 42.3%。其中，道路交

通投资 41.1 亿元，下降 45.1%，占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为 49.2%；

绿化类投资 11.7 亿元，所占比重为 14%。

“十二五”时期，全区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001.1 亿

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7 倍，年均增长 17.1%，低于“十一五”

时期年均增速 7.3 个百分点。其中，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515.6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1 倍，年均增长 33.9%，高于“十一五”

时期年均增速 8.6 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603.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35%。其中住宅投资 139.1 亿元，比上年下降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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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政策性房屋项目投资 81.2 亿元，比上年

下降 4.4%。其中，经济适用房投资 1.1 亿元，比上年下降 77.3%；

限价房投资 14 亿元，增长 26.9%；完成公租房项目投资 6.5 亿元，

下降 50.8%；定向安置房项目投资 33.8 亿元，增长 67.4%；自住房

项目投资 25.8 亿元，下降 27.4%。

“十二五”时期，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975.6 亿元，是“十

一五”时期的 3.1 倍，年均增长 12.4%，低于“十一五”时期年均增

速 25.9 个百分点。

2015 年，全区政策性房屋施工面积 463.7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

长 54.7%。其中，经济适用房施工面积 13.4 万平方米，下降 5%；限

价房施工面积 41.9 万平方米，增长 5.4%；公租房施工面积 19.8 万

平方米，下降23.6%；定向安置房施工面积294万平方米，增长71.3%。

政策性房屋销售面积 42.8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22.2%。其中，经

济适用房销售面积 4.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4.2 万平方米；限价

房销售面积 5.2 万平方米，下降 72.1%；定向安置房销售面积为 2.4

万平方米，下降 11.5%；自住房销售面积 30.9 万平方米，增长 38.5%。

表 4 2015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项 目 单位 2015 年 比上年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603.4 35.0

#住 宅 亿元 139.1 -34.3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1727.3 14.4

#住 宅 万平方米 746.4 3.2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491.6 36.4

#住 宅 万平方米 149.2 -19.4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425.6 33.9

#住 宅 万平方米 222.2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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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221.6 30.8

#住 宅 万平方米 131.8 10.5

商品房待售面积 万平方米 229.2 1.3

#住 宅 万平方米 73.7 -22.1

五、国内贸易、对外经济、旅游

国内贸易：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5.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0%。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实现零售额 263.2 亿元，增长 8.1%；

限额以下零售额为 92.3 亿元，增长 15.9%。

“十二五”时期，全区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42.7 亿

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 倍，年均增长 13.2%，低于“十一五”时

期平均增速 5.2 个百分点。

对外经济：全年新批三资企业 25 家，比上年减少 4 家。其中，

外商独资企业 17 家，中外合资企业 8 家。全年注册资本 11.4 亿美

元，增长 4.8%；合同利用外资 10.4 亿美元，增长 58.1%；实际利用

外资 3.1 亿美元，下降 14.6%。

从海关统计数据看，2015 年，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 20.7 亿美元，

比上年下降 8.1%；出口创汇总额 9.1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25.3%；

进口付汇 11.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2.2%。

“十二五”时期，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累计达到 108.9 亿美元，

是“十一五”时期的 1.2 倍。其中，出口创汇 59 亿美元，是“十一

五”时期的 1.2 倍。“十二五”时期，全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9.8 亿

美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 倍。

旅游：2015 年，全区接待旅游者 504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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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旅游收入 3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8%。

“十二五”时期，全区共接待旅游者 1973.3 万人次，累计实现

旅游收入 140.4 亿元，分别是“十一五”时期的 2.2 倍和 5.2 倍。

六、道路、交通运输和邮电

道路：2015 年末，全区公路里程 2344.6 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4.5 公里，比 2010 年末减少 10.2 公里。其中，乡道 1066.8 公里；

专用公路 179.1 公里；村道 563.7 公里。

交通运输：2015 年末，全区郊区客运汽车 450 辆；营运出租汽

车 2087 辆；人力客运三轮车 225 辆。郊区客运线路 60 条，比上年

末增加 9 条；郊区客运线路总里程 1454 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203 公

里。

全区货运汽车拥有量达到 2.5 万辆，比上年末减少 0.9 万辆。

货运户数 5290 户，比上年末减少 1307 户。年末水域游船 145 艘，

其中自航船 33 艘。

邮电：全区共有邮政局所 36 个。其中农村 22 个。实现邮政业

务总量1.4亿元，比上年下降10.2%。订销杂志58.9万份，增长6.1%；

出口包裹快递 42.7 万件，增长 5.4%，进口包裹快递 90.7 万件，增

长 145.1%。邮政储蓄年末收储余额 52.4 亿元，比上年末下降 3.1%。

全年电信业务收入 7 亿元，比上年下降 0.5%。其中，固网业务

收入 4.5 亿元，移动业务收入 2.3 亿元。年末普通电话用户达到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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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下降 12.4%。年末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到 20.6 万户，

增长 7.9%。

七、金融

2015 年，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3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

存贷款：2015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129.3

亿元，比年初增加 339.2 亿元。其中，个人存款 1053.9 亿元，比年

初增加 70.7 亿元。贷款总量扩大，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

到 568.7 亿元，比年初增加 117.2 亿元。

证券：2015 年，通州区共有 6 家证券交易机构，全年各类证券

交易额2875.1亿元，比上年增加2016.9亿元。其中股票交易额206.4

亿元，增长 379.4%；债券交易额 270.5 亿元，增长 91.5%。年末证

券市场累计开户数 18.1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11.1 万户。

“十二五”时期，全区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6.3%，低于“十

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2.2 个百分点。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 2015 年，全区共有幼儿园 138 所，比上年增加 2 所。全

部幼儿园在园人数 28817 人，有专任教师 2519 人；共有小学 84 所，

招生人数 10640 人，在校生 62141 人，毕业生 7403 人，专任教师

3630 人；全区初、高中学校 41 所。其中，初中招生人数 5567 人，

在校生 17122 人，毕业生 5149 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2969 人，在

校生 8419 人，毕业生 2647 人。初高中共有专任教师 35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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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 2015 年，全区组织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82 项，其中，

市级 33 项，区级 49 项。登记技术合同 170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 71.8

亿元。全年累计专利申请量 3900 件。其中，发明专利 817 件，专利

授权量 2546 件。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2015 年，全区专业电影院 10 个，电影放映队 16 个；艺

术表演场所 21 个，基层文化中心 15 个，文化演出场次 1750 场；审

批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263 家。

全区共有公共图书馆 1 个，总藏书 54.5 万册。拥有区级以上文

物保护单位 48 处，博物馆 2 座，韩美林艺术馆 1 座。年末实有有线

电视接收用户 48.3 万户，比上年增加 2.5 万户。

卫生：2015 年，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611 个。其中，医院 21 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89 个。全部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3494 张，卫

生技术人员 8769 人。其中，执业医师 3068 人，注册护士 3355 人。

体育：2015 年，全区羽毛球、乒乓球综合馆 1 个，场馆面积 3172

平方米；露天灯光篮球场 6 个，面积 3420 平方米。体育运动学校 1

所，在校学生 41 人。举办全区性各类竞赛 69 次，举办镇（局）级

各类竞赛 168 次。参加市级各类竞赛获得奖牌 146 枚。其中，金牌

43 枚，银牌 41 枚，铜牌 62 枚。2015 年全区体育活动经费投入达到

6731 万元。

十、人口和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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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137.8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2 万人。

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55.9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 40.6%。常住人口

中，城镇人口 88.2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64%。全区常住人口出生率

7.31‰，死亡率 5.09‰。常住人口密度为 1521 人/平方公里，每平

方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25 人。

表 5 2015 年末常住人口及构成

项 目 单位 年末人数 比重（%）

常住人口 万人 137.8 100.0

按城乡分

城 镇 万人 88.2 64.0

乡 村 万人 49.6 36.0

按性别分

男 性 万人 71.0 51.5

女 性 万人 66.8 48.5

按年龄组分

0-14 岁 万人 13.3 9.7

15-64 岁 万人 113.0 82.0

65 岁及以上 万人 11.5 8.3

2015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71.8 万人，比上年增长 1.8%。其中，

农业人口 27.8 万人，占总人口的 38.8%；非农业人口 43.9 万人，占

总人口的 61.2%。

“十二五”时期，全区人口增速、增量“双下降”。常住人口年

均增长 3.1%，比“十一五”时期低 3.3 个百分点；“十二五”末比“十

一五”末增加 19.4 万人，增量比“十一五”时期减少 12.3 万人。

常住人口增速呈放缓态势，常住人口增量逐年减少。



13

人民生活：2015 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1397 元，

比上年增长 9.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608 元，比上

年增长 9.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648 元，比上年增长 9%。

2015 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22508 元，比上年增长

10.6%；恩格尔系数为 28.4%，比上年减少 0.9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26944 元，比上年增长 11.4%；恩格尔系数为

26.7%，比上年减少 0.7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15544

元，比上年增长 8.6%；恩格尔系数为 33%，比上年减少 1.5 个百分

点。

2015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4.59 平方米，农村居民

年末人均住房面积 51.33 平方米。

“十二五”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0.7%,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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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劳动就业 2015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99%；失业人员参加培

训 930 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达到 68%，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9941 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人数达 2.1 万人。

社会保障 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全区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达 22.1 万人，续保率达 98.9%。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失业保险人数分别为 45.8 万人、47.9 万人和 33.4 万人；参加

工伤保险人数 32.8 万人，领取工伤保险金额 6758 万元。

社会救助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低保标准上调至每人每月 710 元。

全区共有 18 个社会捐赠接收工作站接受捐赠款 904 万元，比上年增

长 16.8%。全区共有收养类社会服务机构 20 个。

全年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家庭 1237 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 1757 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3271 户，最低生活保障

5131 人；享受定期补助 3555 人，享受定期抚恤 79 人；安置志愿兵、

专业干部人数 281 人。

十二、环境治理、绿化及公用事业

环境治理：2015 年，全区在大气治理、水环境综合整治、低端

产业退出、城乡环境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对区域内 50%的燃煤锅炉实现了清洁能源改造，经营性燃煤茶

炉大灶全部取缔。加大财政投入，区域内平房燃煤基本实现优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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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完成“煤改电”2118 户。

严控机动车污染，淘汰老旧机动车 1.4 万辆，新增及更新一批

清洁能源公交车。2015 年，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值每立方米

92.5 微克，比上年下降 12.7%。

绿化：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建设。2015 年，实施了北运河、运潮

减河健康绿道工程，完成 1.4 万亩平原地区造林任务及商务中心区

路网绿化一期工程，实施屋顶绿化 1.3 万平方米，建设 50 个美丽乡

村。

全区森林面积 25734.5 公顷，本年造林面积 925 公顷，林木绿

化率32.36%，森林覆盖率28.39%。2015年，城市绿化覆盖面积5775.9

公顷，城市绿地面积 5377.5 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55.01%。

公用事业：全年自来水销售量 3270.2 万立方米，增长 4.3%。其

中，生产运营用水 160.1 万立方米，下降 2.3%；公共服务用水 784.3

万立方米，增长 7.9%；居民家庭用水 2325.8 万立方米，增长 3.7%。

通州地区全年用电量达到 52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3.9%。其

中生产用电 39.4 亿千瓦时，增长 3.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2.5 亿

千瓦时，增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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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划分标准根据《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国统字[2012]108 号）。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均为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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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住人口情况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区

公安分局；对外经济数据来源于区商务委；财税、交通运输和邮电、

金融、教育和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环

境治理、绿化及公用事业数据来源于相关职能部门的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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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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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