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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

神，围绕“优化环境，加快发展”主题，大力推进“二三六三”发展战略，万众一心战胜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

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加快，人民

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一、综合经济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全区经济跃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大关。初步统计2003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329.4亿元，比上年增长12%。人均GDP达到51259元（按户籍人口计算），比上年增长11.2%，按当前汇率折算，约合

6198美元。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区基本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2003年全区第二产业实现

增加值17.9亿元，比上年下降8.8%，占全区生产总值的5.4%；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11.6亿元，增长13.5%，占全区生产

总值的94.6%，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两业”保持快速发展，全区“两业”实现增加值151.2亿元，增长14.6%，

占全区生产总值的45.9%，比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明显。其中，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46.9

亿元，增长15.4%，拉动全区经济增长上升6.7个百分点。 

  所有制结构更趋合理。非公经济增势强劲，全年实现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提高，达到45.1%，比上年

提高1.15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6.6个百分点，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动力。 

  投资需求平稳增长。2003年全区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70.3亿元，比上年增长16.9%。基本建设

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是拉动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个功能区建设进一步推进，全年完成投资48.7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28.6%。其中，王府井现代化商业中心

区完成投资21.9亿元，占三区投资的45%，光彩大厦、信远大厦即将竣工投入使用；东二环交通商务区完成投资25.5亿

元，占三区投资的52.3%；雍和宫、国子监、地坛传统文化旅游区投资1.3亿元，占2.7%。 

  消费需求旺盛。2003年消费品市场在经受“非典”重创的情况下，全年市场仍保持健康快速发展，累计5次刷新当

月零售额记录。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66亿元，比上年增长14.7%。消费结构升级和新增因素成为拉动零售额攀升

的主要动力。 

   

  从消费结构看，用类商品实现零售额92.3亿元，增长27.5%，占零售额总量的55%，拉动全区零售额增长13.7个百分

点；吃类商品实现零售额44.3亿元，增长5.5%，占全区零售额的27%；穿类商品实现零售额28.1亿元，下降3.8%，占全

区零售额的17%；烧类商品实现零售额1.3亿元，增长14%，占全区零售额的1%。 

  消费热点更加突出，全年销售汽车9047辆，比上年增长73.9%，实现零售额16.4亿元，增长70.3%，拉动零售额增长

5个百分点；家电销售保持旺销势头，家用空调器实现销售11.16万台，同比增长266.3%，移动电话实现销售11.16万部，

同比增长118.9%。 

  财政收支平衡。全年完成财政收入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15%。区级各项税收达29.4亿元，增长11.3%。其中增值

税完成1.7亿元，增长1.2%；营业税完成14.2亿元，增长14.5%；企业所得税完成8.8亿元，下降7.3%。财政支出25.31亿

元，同比增长13.1%。 

  二、主要行业 

  工业：受工业企业外迁影响，工业生产总量减少。2003年实现工业总产值51.1亿元，比上年下降7%。全年实现增加

值9.6亿元，同比下降8%。产销衔接状况正常，产销率为100.1%；企业运营稳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9亿

元，同比增长7.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比重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70.3 16.9 100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38.6 37.2 22.7 
         更新改造投资 1.9 97.7 1.1 
         房地产开发投资 126.9 10.5 74.5 
         城镇集体及其他 2.9 59.2 1.7 



  建筑业：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推动下，建筑业生产和利润显著增长。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60.2亿元，比上年增

长14.6%。实现利润10.6亿元，增长1.7倍。 

  商业：商品流通顺畅，贸易量继续扩大。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全年实现增加值58亿元，比上年增长9.2%。商业商品

出口额达160亿元，比上年增长41.4%。 

  新型商业业态快速发展，现代流通业不断壮大。年末全区连锁企业已达到23家，连锁门店784个，比上年增加123

个，连锁商业全年实现零售额60.6亿元，比上年增长13.6%。销售渠道多元化，全年网络销售、电话销售、邮购销售实现

零售额1.1亿元。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年实现增加值78.3亿元，比上年增长17.9%，占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的53%，占全

区生产总值的24%，拉动全区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其中，信息传输业实现增加值73.4亿

元，比上年增长11.8%，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2%。 

  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业初具规模，全区金融保险企业实现增加值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占全区生产总值的

10.4%。 

  房地产业：全年实现增加值12.8亿元，比上年增长4.1%。由于住宅需求的持续升温，销售商品房95亿元，比上年增

长96.4%；销售商品房面积264.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60%。 

  三、对外经济和旅游 

  2003年全区对外开放步伐继续加快，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67家，全区拥有三资企业439家。实际利用外资额快速

增长，全年突破2亿美元，达到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3%。外贸出口保持较高增长，全年出口交货总额达1269.8万

元，同比增长33.7%。 

  旅游业受“非典”疫情的重大影响，全年接待旅游人数236.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实现74.2亿元。 

  四、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市政建设加快。全年完成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4亿元，比上年增长15.2%，完成道路建设2.48公里。七纵八横的

交通路网基本形成，朝阳门北小街、金宝街东段、站西街先后竣工通车。全面完成崇雍大街、地坛园外园二期和站西街

的整治工程；完成了东四三至八条的燃煤改造工程，全区清洁燃料使用率达到90%；完成102条胡同整治，建成29条精品

胡同；年末全区有30座公厕经过改造达到二类以上公厕标准。 

  危改力度加大。全年全区危改投入资金29.4亿元，开复工面积229.6万平方米，竣工面积142.3万平方米。海运仓、交

东、东四、民安、什锦花园五片危改小区顺利竣工。朝内、建内、甘水桥等危改工程正在抓紧建设。推动历史风貌保护

和城区危旧房改造的有机结合，高标准完成南池子保护区修缮改建试点工程，受到群众和专家的好评。 

  城市环境改善。全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推动下，以搞好城市合理规划和城市管理为出发

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提高环境质量。全年植树6.9万株，铺植草坪5.7公顷，全区绿化面积639.2公顷，比上年增加

11.8公顷，人均绿地面积为9.96平方米；绿地覆盖面积突破700公顷，城市绿地覆盖率达27.58%。 

  五、社会事业 

  以信息化建设带动科技事业蒸蒸日上。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7家，累计达到30家。科技成果显著，王府井地区停

车诱导系统（二期）荣获科技部“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证书”。进一步推进“数字东城”网站建设，加强电子政务的开

发工作，完善和扩展了数字王府井网站的电子商务功能。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2003年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达到7亿元，比上年增长12%。教育专项投资加大，全年共投资2.4

亿元，分别用于史家胡同小学、东四九条小学、青年湖小学、22中、55中、171中学、东直门中学等学校的校园建设。 

  整合教育资源，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年末全区拥有基础教育学校128所，比上年减少16家，其中二中和景山学校被

认定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年末拥有基础教育教职工10916人，在校学生达87056人，毕业学生22404人。 

  成人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区拥有成人教育学校173所，教职工4365人，在校学生8.6万人，应届毕业生933人；全

年自学考试报名人数达29821人，专科以上学历毕业生达603人。 

  深挖文化底蕴，突出区域特点，文化事业异彩纷呈。庙会、国际啤酒节、国际美食节、国际音乐日等一系列国内外

交流活动层出不穷、丰富多彩。年末全区拥有文化设施798个，其中书店260个，报亭123个；公共图书馆藏书41.2万册。 



  文物保护工作力度加大，投资640万元完成宣仁庙一期、凝和庙、大慈延福宫文物修缮工作。年末全区拥有区级以

上文物保护单位127个。 

  体育事业呈现新局面。全民健身活动设施不断完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完善三级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新增全

民健身居家工程35处，新增面积7000平方米，举办体育活动862次，参加体育活动人数达32万人次。完成东单体育中心

的装修改造工程，年末全区拥有体育场所352个。竞技体育水平稳步提高，全年运动员获得奖牌246枚，其中金牌134

枚。 

  进一步完善卫生服务网络和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卫生防疫能力、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年末共有医疗卫

生事业单位85家，其中医院26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拥有病床8200张，比上年增设67张，千人拥有病床12.76张。 

  六、人口和人民生活 

  2003年年末全区户籍人口为64.27万人，比上年增长0.7%。人口自然增长保持负增长，出生率为3 . 4 7 ‰，死亡率为

4 . 3 1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 . 8 4 ‰。 

  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03年从业人员人均收入29965元，比上年增长15.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880元，比

上年增长13.4%；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607元，比上年增长12%，消费倾向为78%，与上年基本持平；居民恩格尔系

数为33.9%，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人均居住面积达12.77平方米。年末全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309.9亿元，比上年

增长15.4%。 

   

  扩宽就业渠道，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全区从业人员有340491人，比上年增长2.7%，全部职工有318596人，增长

0.7%。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2%，失业人员再就业率为68%。 

  注：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各行业增加值、零售额等指标均为当年价格。 

   

   

东城区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百户拥有量  
名  称 单位 2002年 2003年 增幅(%) 
家用汽车 辆 2 3 50.0
洗衣机 台 98 100 2.0
电冰箱 台 98 101 3.1

组合音响 台 36 43 19.4
摄象机 台 8 11 37.5
照相机 台 105 115 9.5
钢琴 架 2 3 100.0

其它中高档乐器 件 14 18 33.3
家用电脑 台 54 66 22.2
空调器 台 106 115 8.5

淋浴热水器 台 70 76 8.6
微波炉 台 77 83 7.8
电炊具 件 103 125 21.4

健身器材 套 7 12 77.9
移动电话 部 99 131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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