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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经开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和工

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沉着有力应对风险挑战，全力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升级版开发区建设的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

一、综合经济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45.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4%。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1332.1亿元，比上年增长5.9%；第三产业增加值713.3亿元，比

上年增长7.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构成为65.1:34.9。

表1  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 绝对数（亿元） 增速（%） 比重（%）

地区生产总值 2045.4 6.4 100.0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1332.1 5.9 65.1 

  第三产业 　713.3 7.4 34.9 

按行业分：

  工业 1272.6 5.7 62.2 

  建筑业 51.5 11.8 2.5 

  批发和零售业 243.5 -0.2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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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绝对数（亿元） 增速（%） 比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2.5 18.5 2.1 

  住宿和餐饮业 15.9 -20.6 0.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7.7 21.8 6.2 

  金融业 60.1 10.9 2.9 

  房地产业 62.8 12.9 3.1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61.1 8.1 3.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4.7 7.3 3.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4 2.8 0.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5 -11.9 0.2 

  教育 9.3 33.4 0.5 

  卫生和社会工作 4.4 -13.1 0.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4 -3.2 0.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9.8 9.3 1.0 

续表

图1  2016—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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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6—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及增速

财政：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0.1亿元，比上年增长11.1%。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5.4%，其中，建筑安装投资比上年下降

3.1%。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77.7%，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2.1%。

市场消费：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08.3亿元，比上年下降7.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

售业中，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8.8%；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额比上年增

长60%。

表2  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总计 408.3 -7.4 

按限额标准分

  限额以上 291.1 0.1 

  限额以下 117.2 -22.0 

按行业分

  批发业 54.3 -8.3 

  零售业 335.6 -6.3 

  住宿业 1.6 -40.9 

  餐饮业 16.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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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19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其中出口额58.5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2.1%；进口额14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

全年新增外资企业55家，比上年增长10%。合同利用外资3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1.5%。实际利用外资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7%；其中，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3.8亿美

元，金融业实际利用外资1.2亿美元。

图3  2016—2020年进口额和出口额

图4  2020年主要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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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行业

工业：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371.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其中，现代制造业

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完成产值3668.6亿元和1482.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2%和5.3%（两者

有交叉）。外商及港澳台商企业完成产值3344.1亿元，比上年增长3.9%；内资企业完成产值

1027.7亿元，比上年增长10.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4366.4亿元，比上年增长7.2%。其中，内销产值3884.8

亿元，比上年增长7.6%；出口交货值481.6亿元，比上年增长4%。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549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

入中的成本72.7元，比上年减少0.5元。营业收入利润率11.6%，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图5  2016—2020年实际利用外资及增速

表3  2020年四大主导产业工业总产值及利润总额

指标
工业总产值 利润总额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四大主导产业 4070.4 5.7 481.6 1.5

  汽车及交通设备产业 2139.8 6.8 301.5 -2.3

  电子信息产业 845.3 7.1 66.1 77.2

  装备制造产业 568.7 4.7 62.7 15.7

  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 516.6 0.6 51.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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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6—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增速

建筑业：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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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7亿元，比

上年增长91.7%。其中，在北京市完成65.3亿元，比上年增长28%；在外省完成460.4亿元，比上年

增长106.2%。本年新签合同额1204.8亿元，比上年增长112.6%。

批发和零售业：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销售额9112.7亿元，比上年增长0.7%。其中，批发业

实现8048.7亿元，比上年增长1.1%；零售业实现704.6亿元，比上年下降3.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全年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单位实

现收入516.3亿元，比上年增长28.4%；实现利润总额25.8亿元，比上年下降24.9%。

房地产开发业：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4.2%。其中，住宅投资比上年增长35.8%，

办公楼投资比上年下降48.5%，商业营业用房比上年下降26.1%。

表4  2020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指   标 绝对数（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本年房屋施工面积 413.7 11.9 

  其中：新开工 63.0 27.1 

  其中：住宅 16.0 -84.2 

本年房屋竣工面积 93.1 834.8 

  其中：住宅 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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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6—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及增速

全年保障性住房施工面积49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9.1%；竣工面积35万平方米。全年完成交

付共有产权房1135户。

三、科技和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全年专利申请量14665件，比上年增长39.4%，其中发明专利8021件，比上年增长

59.8%。获得专利授权7210件，比上年增长19.2%，其中发明专利1628件，比上年增长20.9%。申

请PCT专利449件，比上年增长72.7%。截至2020年末，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达9231件。

高新技术企业：预计全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庄园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7230亿

元，比上年增长20%；其中技术收入405亿元，比上年增长11%。

续表

指   标 绝对数（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商品房屋销售面积 57.1 37.6 

  其中：住宅 52.5 51.3 

商品房屋待售面积 49.5 60.7 

  其中：住宅 25.5 252.2 



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就业和社会保障

就业：全年开展各类线上招聘活动共计58场，参会企业840家次，提供岗位12844个。帮助有

就业愿望的周边地区劳动力到经开区就业，新增2958名大兴、通州两区劳动力和409名平谷区劳动

力在经开区实现就业。开展“护薪行动”，受理农民工案件结案率超过90%。

社会保障：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生育保险）、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人

数分别为49.6万人、44.8万人、42.3万人、40.7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2.7万人、2.5万人、2.7

万人、2.8万人。全年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保险基金收缴98.3亿元，比上年减少

19.5亿元，全年减免社保费47.9亿元。

五、城市建设和安全生产

道路交通：T1线试通车运行；8条区域公交线路纳入北京公交线网管理,公共交通运营服务提

升至市级保障水平；完成次渠站等6个轨道微中心交通一体化建设，天宝北街、科慧大道等道路提

级改造；科创十一街、科创十四街道路改造完成并通车；开通疫情复工复产“通勤线”，累计开

通各种线路26条，服务保障区内企业通勤职工9万余人次。

公共事业：全年全社会用电量72.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6.1%。其中，生产用电69.5亿千瓦

时，比上年增长6.3%；居民生活用电2.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9%。

年末共有用热户数306家，管线长度364.5公里，与上年基本持平；采暖面积1446.9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2.5%。

启动节水管理系统建设，下达用水量指标3148万立方米，计划用水覆盖率达到95%。

安全生产：全年发生1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1人。

六、城市环境和绿色生产生活

大气环境：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37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15.9%，完成市政府下

达的年度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任务；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分别为33和4微克/立方米，分

别比上年下降17.5%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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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启动企业文化园、博大公园、荣华路等重要区域示范性种植，栽植各类彩叶树木

共计470株。在荣华路等沿线的企业围墙增设容器花卉，打造立体花廊城市新景观，共增设容器

花卉1296组。更新、改良经海路、经海三路、经海四路隔离带地被植物，完成改造面积约5.8万平

米。

能源消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252.6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4%；全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0.124吨标准煤，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1.9%。

绿色生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0.8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6%，与上年持平；工业危险

废物产生量4.5万吨，综合利用率达65%，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9家企业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

厂，占全市的1/3；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出全市平均水平的70%。

绿色生活：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和可回收物分类回收体系实现全覆盖，居民知晓率和小区参与

率均达到100%，居民参与率达到80%以上，达到全市领先；凉水河开发区段24个入河排口全部实

施规范化管理，高品质再生水利用量达到30%。

七、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年末全区拥有基础教育学校11所。其中，十二年建制学校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

（公办1所、民办2所），完全中学1所，小学3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所。全区有大专院校1所，

中等职业学校1所。

全年全区普通高中招生497人，在校生839人，毕业生222人；普通初中招生1173人，在校生

2349人，毕业生890人；普通小学招生2493人，在校生8983人，毕业生1236人；幼儿园入园幼儿

2540人，在园幼儿6195人。初中毕业率100%，高中毕业率100%。

文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区史馆正式开馆，承接北

京市文创大赛总决赛等市级活动，推出“亦庄学院”等特色品牌，全年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46场。

年末共有公共图书馆2个，总藏书量120万册。文化活动中心3个、社区文化室21个。全区4条院线3

家影院，共放映电影15476场，观众34万人次，票房收入1506万元。继续开展文化“三送五进”工

程，向企业和社区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全年送演出、送讲座、送电影累计达41场次，参与人员3万

余人次。全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实现收入258.5亿元，比上年增长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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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年末拥有卫生机构100个，比上年末增加17个；其中，医院8个，社区卫生站3个，医学

检验实验室19个，门诊部26个，诊所26个，医务室18个。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1329张，比上年末

增加79张。卫生技术人员4113人。

体育：完善“一刻钟”体育健身服务圈建设，年内完成2处健身广场建设及10处全民健身路径

更新。年末拥有185处各类专项活动场地数量、38处全民健身路径、46.9公里全民健身步道。举办

38次活动，参与20余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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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注释：

1.2020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2.财政、对外经济、科技、就业、社会保障、城市建设、安全生产、城市环境、绿色生产生

活、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数据来源于相关职能部门。

3.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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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划分执行《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4.北京市统计局根据北京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地区生产总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法人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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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