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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 2023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年，通州区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和城市副中心系

列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和新时代首都发展全局，

聚焦回答好市委“二十年之问“，踔历奋发，勇毅前行，全区经济稳

步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

一、综 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03.6 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3.1 亿元，

下降 2.7%；第二产业增加值 468.3 亿元，增长 2%；第三产业增加值

822.2 亿元，增长 7%。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2 年 1.1∶37∶61.9 变化

为 2023 年 1∶35.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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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项 目 2023 年 2022 年 比上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1303.6 1235.7 5.0

第一产业 13.1 13.4 -2.7

第二产业 468.3 457.5 2.0

第三产业 822.2 764.8 7.0

财政：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4.1 亿元（不含台马地区），

比上年增长 5.2%。其中，国内增值税 25.5 亿元；企业所得税 11.2 亿

元；房产税 10.6 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4.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39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1%。

税收：全年完成各项税收收入 28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为 0.7 亿元，增长 73%；第二产业 95.7 亿元，增

长 11.6%，其中，完成工业税收 75.6 亿元，增长 3.1%，建筑业税收

20.2 亿元，增长 61.1%；第三产业 192.1 亿元，增长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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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农业：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3.1 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下降 2%。完成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 30.4 亿元，比上年下

降 2.8%。其中，农业产值 17.3 亿元，下降 1.5%；林业产值 9 亿元，

下降 6.6%；牧业产值 3.6 亿元，增长 4.1%；渔业产值 0.4 亿元，下

降 16%。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5.8 万吨，比上年增长 111.3%。其中，夏粮

2.8 万吨，增长 292.8%；秋粮 3.1 万吨，增长 49.6%。农作物总播种

面积 2.5 万公顷，增长 62.4%。蔬菜产量 38.2 万吨，与去年持平。全

年设施农业收入6.8亿元,下降 11.1%。设施农业实际利用面积 1591.5

公顷，下降 2.3%。其中，温室占地面积 790.8 公顷，下降 5.2%；大

棚占地面积 766.3 公顷，增长 6.2%；中小棚占地面积 34.4 公顷，下

降 52.3%。全区共有农业观光园 113 个，比上年减少 7 个，全年接待

游客 55.5 万人次，实现观光园总收入 1.8 亿元。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230.1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3.9%。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333 家，完成工业现价总产值

640.7 亿元，增长 4.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 156.5 亿元，下降

0.4%。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836 亿元，增长 2.4%。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营业收入 156.2 亿元，增长 5.1%。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

额 42.4 亿元，增长 20.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总额 1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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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5.8%。

建筑业：全年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23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0.1%。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210 家，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23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其中，在

外省市完成产值 2106.8 亿元，增长 6.5%；在北京市完成产值 222.2

亿元，增长 17.3%。签订合同额 7976.1 亿元，增长 14.5%。其中，本

年新签合同额 2997.6 亿元，增长 7%。房屋施工面积 18531 万平方米，

下降 2.6%，房屋竣工面积 2949 万平方米，下降 28.1%。

四、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下降 0.5%。

其中，建安投资下降 8.8%。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2.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2.6%,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2.6%；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3.6%，其中，教育投

资下降 18.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下降 45.2%，卫生、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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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下降 22.5%。

全年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9%。全区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

道路交通、水务和园林绿化三大领域。其中，道路交通类投资下降

0.7%，占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为 69.5%；水务领域投资是去年同期 2.6

倍，占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为 18.2%；绿化类投资下降 64.1%，占基础

设施投资比重为 3.2%。

房地产开发：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5.2%。其中，住宅

投资增长26.1%；办公楼投资增长6.2%；商业营业用房投资下降44.8%。

全年房地产开发房屋施工面积1300.8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5%。

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109.4 万平方米，下降 27.6%。全年房屋竣工

面积 137.3 万平方米，下降 63.3%。

全年政策性房屋施工面积 418.2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23.3%。

政策性房屋销售面积 4.2 万平方米，下降 74.5%。其中，定向安置房

销售面积 2.2 万平方米，下降 38.4%；限价房销售面积 0.8 万平方米，

下降 75.9%。

表 2 2023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单位：万平方米

项 目 2023 年 比上年增长（%）

房屋施工面积 1300.8 -15.0
#
住 宅 513.0 -24.9
#
本年新开工面积 109.4 -27.6

#
住 宅 60.8 0.3

房屋竣工面积 137.3 -63.3
#住 宅 90.6 -58.3

商品房销售面积 86.2 -4.7
#
住 宅 49.8 -22.4

商品房待售面积 292.2 20.4
#
住 宅 95.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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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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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4.4%。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网上零售额 237.2

亿元，增长 1%。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实现 515.4 亿元，增长 2.2%；

餐饮收入 48.1 亿元，增长 36.5%。

表 3 2023 年限额以上重点行业零售额

单位：亿元

项 目 2023 年 比上年增长（%）

汽车新车零售 62.6 5.2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30.9 -35.6

机动车燃油零售 43.5 9.4

超级市场零售 24.0 -9.5

通信设备批发 15.2 15.9

日用家电零售 10.4 -12.5

对外经济：全年新增外商投资企业 101 家，比上年增加 4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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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 6.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7.6%。实际利

用外资 2 亿美元，增长 138.5%。

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 23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4%。其中，出

口创汇总额 101.4 亿元，增长 13.2%；进口付汇总额 132.5 亿元，增

长 22.8%。

六、道路、交通运输和电信

道路：年末全区公路里程 2540.7 公里，比上年增长 0.9%。其中，

县级以上公路 679.6 公里，专用公路 165.8 公里，乡道 1062.1 公里，

村道 633.2 公里。

交通运输：年末共有营运出租汽车 2238 辆，其中巡游出租汽车

2177 辆，区域电动汽车 61 辆。全区货运汽车拥有量达到 22958 辆，

比上年增加 977 辆，从事货运户数 2288 户，比上年增加 214 户。年

末水域游船 174 艘，其中自航船 18 艘。

电信：年末全区固定电话用户 20.1 万户，比上年下降 7%；移动

电话用户 210.9 万户，下降 0.6%；（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72.4

万户，增长 1%。年末实有有线电视接收用户 32.8 万户，增长 4.6%。

七、金融

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51.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 14%。

存贷款：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8377.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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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年初增加1501.1亿元。其中，个人存款2886亿元，比年初增加333.2

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 2681.3 亿元，比年初增加

127.9 亿元。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外币存款余额 7.8 亿美元，各项贷款余额

3.1 亿美元。

表 4 2023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贷款余额

单位：亿元

指 标 年末数 比年初增加额

各项存款余额 8377.3 1501.1
#
单位存款 4882.3 784.8

个人存款 2886.0 333.2
#储蓄存款 2387.6 290.5

各项贷款余额 2681.3 127.9
#短期贷款 675.7 15.6

中长期贷款 1952.1 113.8

证券：年末通州区共有 19 家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账户 60.3 万户，

全年各类证券交易额 789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8%。其中，股票交

易额 2052.2 亿元，下降 14.2%；基金交易额 128.6 亿元，增长 45%；

债券交易额 5444.4 亿元，增长 182.6%；融资融券交易额 145.5 亿元，

下降 4.7%。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全区幼儿园 245 所，共有专任教师 4764 人,在园幼儿 52219

人，比上年下降 11.4%。全区小学 48 所，共有专任教师 4690 人，招

生 18399 人，在校生 87848 人，毕业生 10509 人。共有中学 48 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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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其中，招生 14164 人，毕业生 10211 人，在校生 37355 人。

初高中共有专任教师 4891 人。

科学技术：全年组织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167 项。其中，市级 3 项，

区级 164 项。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 493.9 亿元,比上年下降 1.7%。市

级以上创新创业平台累计 42 个，本年新增 3 个。全年专利授权量 6103

件，下降 12.2%。其中，发明专利 1327 件，增长 43.3%；实用新型专

利 4018 件，下降 19.4%；外观设计专利 758 件，下降 26.7%。年末拥

有有效发明专利 4958 件，增长 32.6%。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全年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423.9 万平方米，比上年

增长 66.5%。审批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293 家，比上年增加 7 家。基层

文化中心 22 个，文化演出场次 3360 场。全区农村文艺演出星火工程

团队 112 个，比上年增加 17 个。全区商业电影院 15 家，共放映电影

19.7 万场，观众 305.1 万人次，票房收入 15196 万元。

全区有公共图书馆 1 个，总藏书 95.3 万册。共有博物馆 8 个。

拥有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49 处。

卫生：年末共有卫生机构 620 个,比上年末减少 6 个。其中，医

院 22 个。全部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6231 张。其中，医院 5609 张，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床位 421 张。全区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13482 人。

其中，执业医师 4793 人，注册护士 5732 人。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为

1474.9 万人次，其中，三级医院诊疗人次为 672.7 万人次。5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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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死亡率 0.38‰，婴儿死亡率 0.19‰。

体育：年末共有多功能球场 20 块。举办全区性各类竞赛 18 次。

参加市级各类竞赛获得奖牌 233 枚，比上年增加 104 枚。其中，金牌

43 枚，银牌 89 枚，铜牌 101 枚。体育活动经费投入 7625.5 万元，是

去年同期的 2.1 倍。

十、人口和人民生活

人口：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184.5 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89.1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 48.3%。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 135.2 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 73.3%。常住人口出生率 5.27‰，死亡率 7.96‰。常住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036 人。

表 5 2023 年末常住人口及构成

指 标 人数（万人） 比重（%）

常住人口 184.5 100.0

按城乡分

城 镇 135.2 73.3

乡 村 49.3 26.7

按性别分

男 性 97.1 52.6

女 性 87.4 47.4

按年龄组分

0-14 岁 23.0 12.5

15-64 岁 136.2 73.8

65 岁及以上 25.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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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户籍人口 86 万人，比上年增长 1.3%。其中，农业人口 25 万

人，占总人口的 29.1%；非农业人口 61 万人，占总人口的 70.9%。

人民生活：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5715 元，比上年

增长 7.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6586 元，增长 7.7%。

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四项收入构成看，人均工资性收入 41694

元，人均经营净收入 712 元，人均财产净收入 5773 元，人均转移净

收入 75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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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37677 元，比上年增长 13.7%。恩

格尔系数为 25.5%，比上年增加 0.2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达到 43426 元，增长 14.1%。恩格尔系数为 24.4%，比上年

增加 0.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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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人均现住房面积 39.17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3.4%；城镇居民

人均现住房面积 39.36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3%。

十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劳动就业：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3%，失业人员参加培训1504

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1.6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

达到 66.6%。职业技能鉴定总人数 2471 人；促进城乡就业人数 2.5 万

人。

社会保障：年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6.8 万人；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 70.8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 58 万人；参加工

伤保险人数 54 万人，领取工伤保险金额 2.1 亿元。

年末全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1008 户，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 1588 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2022 户，最低生活保障

3351 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 1395 元。农村特困救助

供养 395 人，城市特困救助供养 87 人。享受高龄补贴 2.5 万人。全

区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 34 个。其中，养老机构 28 个，

年末在院人数 1851 人。

十二、资源和城市环境及公用事业

水资源：全年生产生活用水 20658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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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生产用水 4707 万立方米，下降 2.4%；生活用水（包括服务业

和居民家庭用水）15153 万立方米，增长 2.9%。生产用水中工业用水

1405 万立方米，下降 4.8%；农业用水 3140 万立方米，下降 0.1%。全

年降水量为 559.4 毫米，增长 4.6%。

城市环境：年末全区共有污水处理厂 167 座。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厂）4 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65 万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 100%。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 38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增

长 15.2%。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为 32 微克/立方米，增长 10.3%。二

氧化硫年均浓度值为 3 微克/立方米，与去年持平。

公用事业：全年自来水销售量 5604.9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6.2%。其中，生产运营用水 176.6 万立方米，下降 0.5%；公共服务用

水 1878.1 万立方米，增长 14.1%；居民家庭用水 3550.2 万立方米，

增长 2.7%。

全年通州地区用电量达到 91.1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8.1%。其

(微克/立方米)



15

中，生产用电 60.8 亿千瓦时，增长 8.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30.2 亿

千瓦时，增长 7.6%。

全年供热面积 7318.6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1.3%。其中，住宅

供热面积 6002.3 万平方米，增长 8.5%。全年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 1.4

万吨。其中，家庭用量 1.1 万吨；天然气销售量 8.2 亿立方米，增长

6.4%。其中，家庭用量 1.4 亿立方米，下降 4.4%。

*公报注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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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次产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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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754-2017）。

3.2023 年常住人口有关数据为全市统一组织开展的 2023 年人口

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调查标准时间点位 2023 年 11月 1日零时。

4.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区分局；对外经济数据

来源于区商务局；财税，交通运输、邮电和城市公用事业，教育和科

技，文化、体育和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数据来自相关职能部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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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