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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京杭大运河

北端。地理坐标北纬 39。36'—40。02'，东经 116。32'—

116。56'。东西宽 36.5 千米，南北长 48 千米，面积 906 平

方千米。西邻朝阳区、大兴区，北与顺义区相接，东隔潮

白河与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相连，南

与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交界。

【地　貌】  全区地处永定河、潮白河洪冲积平原，地势

平坦，平均海拔高程 20 米。分布 13 条河流，总长 245.3

千米，主要河流有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凤港减河。

【气　候】  通州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2022 年，年平均气温 12.5℃，平均降水量 534.8 毫米。

【建置沿革】　通州区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域内

即有人类活动。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始建路县，

先后改称通路亭、潞县、通州、通县。1948年12月通县解放，

分置通县、通州市。1958年3月县市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后，

合并为北京市通州区。1960 年复称通县。1997 年 4 月撤销

通县设立通州区。辖 10 个镇、1个回族乡、11 个街道。

【人　口】  截至 2022 年底，全区常住人口 184.3 万人，

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89.9 万人。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

137.3 万人。全区户籍人口 84.9 万人，比上年增长 1.7%。

其中农业人口 25.4 万人，占总人口的 29.9%；非农业人口

59.5万人，占总人口的70.1%。全区常住人口出生率6.01‰，

死亡率 4.3‰。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2034 人。

【概　况】  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 1253.4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8%。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13.4

亿元、466.7 亿元和 773.3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0.4%、

3.8% 和 2.2%。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1 ∶ 37.2 ∶ 61.7。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89.4 亿元，比上年增长﹣3.2%；税收总

额 25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0.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0.5%。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39.6 亿元，比上年下降 4.2%。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618 元，比上年增长 3.9%。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

额 6876.3 亿元，比年初增加 825.1 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面对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通州

区始终严格执行中央和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以确保首都

安全为首要政治责任，以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为目标，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动

态清零”要求，动员全区各方力量，不断巩固和扩大疫情

防控阻击战成果，有力应对了多轮疫情冲击。严把进京关

口，完成了全市 40% 进京人员车辆查验；顺利完成隔离人

员转运、隔离点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因时因势优化完善

防控措施，深入落实疫情防控“二十条”“新十条”要求，

持续加强医疗救治，强化社区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保障群

众就医用药和生活需求。

【农　业】　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 31.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0.5%。其中，农业产值 1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林业产值9.6亿元，比上年下降5.2%；牧业产值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渔业产值 0.5 亿元，比上年下降

30.6%；其他0.2亿元。设施农业收入 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设施农业实际利用面积1628公顷，比上年增长2.8%。

其中，温室占地面积 834 公顷，比上年增长 2.4%；大棚占

地面积 722 公顷，比上年下降 1.0%；中小棚占地面积 72

公顷，比上年增长 84.3%。

【工　业】　实现工业增加值 216.6 亿元，比上年下降 7%。

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33家，完成工业总产值595.3亿元，

比上年下降 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 148.4 亿元，比

上年下降 10.2%。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827.3 亿元，比

上年下降 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营业收入 145 亿元，

比上年下降 10.8%。

【对外经贸】　新增外商投资企业 59家，比上年减少 66

家。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 5.6 亿美元，比上年下

降 33.9%。实际利用外资 8307.6 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79.6%。年内，进出口贸易总额 197.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1.1%。其中，出口创汇总额 8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1%；进口付汇 10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	

【固定资产投资】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0.5%，

其中建安投资比上年增长 17.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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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比上年增长 32.3%，第二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72%，第

三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 8.4%。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下降

7.2%，主要集中在道路交通、水务和园林绿化三大领域。

其中道路交通类投资比上年下降 7%，占基础设施投资比重

的 76.3%；水务领域投资比上年下降 24.9%，占投资比重的

7.6%；绿化类投资比上年增长 5.5%，占投资比重的 9.7%。

【金　融】　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33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8%。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6876.3 亿元，比

上年增加 825.1 亿元。其中个人存款 2552.8 亿元，比上

年增加 397.8 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553.4

亿元，比上年增加 576.5 亿元。截至年底，通州区有 19

家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账户 62.3 万户。全年各类证券交

易额 467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2%。其中，股票交易

额 2390.5 亿元，下降 7.4%；基金交易额 88.7 亿元，增长

46.9%；债券交易额 1926.6 亿元，增长 83.8%；融资融券

交易额 152.6 亿元，下降 26.4%。

【建筑业 房地产开发】　全年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251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5.4%。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

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198 家，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216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8%。其中在市外完成产值 1978.7 亿元，比

上年增长 6.1%；在市内完成产值 189.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9.3%。签订合同额 696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其

中新签合同额 2800.3 亿元，比上年下降 2.9%。房屋建筑

施工面积 1902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3.3%；竣工面积

4102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35.7%。

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 14.5%，其中住宅投资比

上年下降 27.6%，办公楼投资下降 53%，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增长 115.8%。	

全区房地产开发房屋施工面积 1531.1 万平方米，比

上年增长 1.2%。其中，2022 年新开工面积 151.2 万平方

米，增长 43.7%。全年房屋竣工面积 373.5 万平方米，增

长 242%。

全区政策性房屋施工面积 560.3 万平方米，比上年

下降 0.4%。政策性房屋销售面积 18.5 万平方米，增长

25.7%。其中，定向安置房销售面积 3.6 万平方米，下降

72.1%；限价房销售面积 3.3 万平方米，增长 150.1%。

【旅游业】　截至年底，全区有乡村旅游经营户 36 家，与

前一年数量持平。全区旅游收入76.9亿元，同比增长1.7%。

其中餐饮类收入 7.8 亿元，住宿类收入 7.4 亿元，交通类

收入8.3亿元，游览类收入4.5亿元，购物类收入8.1亿元，

文化娱乐及其他类收入 40.9 亿元。全区净游客量 923.6 万

人次，同比增长57.5%。其中景区旅游接待量970.9万人次，

住宿业接待量70.2万人次，乡村旅游接待量44.8万人次。

【交通 邮电】　截至年底，全区公路里程 2358 千米，比

上年增长 1.4%。其中，区级以上公路 518.3 千米，区级以

下公路里程 1839.7 千米。民用机动车保有量 56.1 万辆，

比上年增长1.8%。有私人汽车30万辆，增长4.1%，其中，

轿车 17.2 万辆，增长 0.8%。郊区客运汽车 628 辆，客运

线路 71 条。营运出租汽车 2293 辆。拥有货运汽车 21981

万辆，从事货运户数 2074 户。水域游船 174 艘，其中自航

船 18 艘。

全区有邮政局所 34 个，其中农村 18 个。实现邮政业

务总量 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订销杂志 90.3 万

份，比上年增长 9.9%；出口包裹快递 1079.2 万件，比上

年增长 16.6%；进口包裹快递 1902.5 万件，比上年增长

40.9%。邮政储蓄收储余额 9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

全年固定电话用户 21.6 万户，与上年持平；移动电话

用户 212.1 万户，增长 2%；（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71.7 万户，增长 10.4%。年末实有有线电视接收用户 31.3

万户。

【城乡建设与管理】　年内，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

33 微克 / 立方米，下降 8.3%。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 29 微

克 /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2.1%。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 3

微克 / 立方米，与上年持平。全区有污水处理厂 167 座，

全年污水处理率 94.5%，比上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全区森林面积 45.83 万亩，森林覆盖率 33.78%。全

年造林面积 1.5 万亩，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91.2%，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50.9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8.75 平方米。

全年自来水销售量 5279.9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2%。

其中，生产运营用水 177.5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7.5%；

公共服务用水 1646.3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3.5%；居民

家庭用水 3456.1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4.2%。全年通州

地区用电量达到 84.3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7.4%。其中，

生产用电 56.2 亿千瓦时，增长 5%；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28.1 亿千瓦时，增长 12.5%。

【科技 教育 文化 卫生 体育】　全年累计专利授权量

6948件，其中发明专利926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3740件。

截至年底，全区有幼儿园 245 所，比上年减少 3 所；在园

幼儿 58926 人；专任教师 4889 人。小学招生 14743 人，在

校生 81793人，毕业生 8923人；专任教师4493人。有初、

高中学校48所；初、高中招生12399人，毕业生 9187人，

在校生 34241 人；初、高中共有专任教师 4673 人。

截至年底，全区有专业电影院 12 个、基层文化中心

22 个，全年有文化演出 1392 场。有公共图书馆 1 个，总

藏书量 92.6 万册。拥有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49 处。有

线电视接收用户 31.3 万户。

截至年底，全区有卫生机构 627 个，其中医院 22 个。

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4483 张，其中医院 3854 张，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424 张，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05张。有卫生技术人

员 11186 人，其中执业医师 4043 人、注册护士 4418 人。

截至年底，全区有多功能球场 20 块。全年举办各类区

级竞赛 15 次。参加市级各类竞赛获得奖牌 129 枚，其中金

牌 30 枚、银牌 50 枚、铜牌 49 枚。年内，体育活动经费投

入达 36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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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　年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618 元，比

上年增长 3.9%。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33143 元，比上

年下降 0.8%。恩格尔系数为 25.3%，比上年减少 0.2 个百

分点。全区人均住房面积 37.89 平方米，与上年持平。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4.83 平方米，与上年持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城镇登记失业率 3.92%，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1.6 万人，失业人员就业率

66.89%。失业人员参加培训 1624 人。全区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 1.7 万人次，促进城乡就业 2.4 万人。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提高至 1320 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009

户 1561 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2090 户 3438 人。农村

特困救助供养384人，城市特困救助供养89人。截至年底，

全区有提供住宿机构 36 个。其中，养老机构 28 个，年末

在院人数 1553 人。2022 年，全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18.3 万人；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人数分别

为 68.4 万人、32.2 万人和 56.6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51.1 万人，领取工伤保险金额 1.3 亿元。

【精神文明　民主法治建设】　完成对中国文明网·北京

通州网站、“文明通州”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的提档

升级。围绕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精神文明五大创建等

重点内容，在《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等推出专

版、专栏、专题片等，累计发布信息 1.3 万余条，点击量约

1010 万次。统筹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志愿服务

制度化工作，建成书香、交通、助老、医疗健康、助残、

白领、劳动者、园艺等8+N类新时代文明实践驿站128个。

建设理“响”驿站、大运河林下讲习所、科技小院讲习所

等特色理论宣讲阵地，设置“学习强国”书屋、“平”语

近人读书角 1743 处。举办“二十大和咱老百姓”“红色经

典诵读”等文明实践活动 5900 余场，参与群众 11.8 万人

次。“白领文明驿站”“红色经典诵读班”“六融合五走进”

工作法被评为北京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案例。焦善鸣、

张红丰、高艳辉等 7 人获得 2021—2022 年度“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奖”称号。

（张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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