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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市各族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

会、四中全会精神，紧紧抓住庆祝建国50周年和迎接澳门回归的契机，努力创建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城市

环境，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市环境明显改观，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城

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进一步启动需求的任务仍很艰巨，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不容忽视。 

    综合经济 

    社会总供给：初步统计，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16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10%，增长

速度比年初市人代会通过的9%的预期目标高1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1999年我市经济运行中有50年庆

典等有利因素的积极影响，更受到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制约，在这种形势下，总体经济运行仍保持了比较活跃和积

极的态势，经济增长率稳中有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803元，比上年增长9.3%。  三次产业继续保持 “三

二一” 格局，产业发展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38.3亿元，增长8.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7.1%，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全年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843.9亿

元，增长12.5%，比全市经济增速高2.5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达到59.2%，比上年提高12.9个百分点，这

是自1995年以来，第二产业增速和贡献率首次高于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8.9%。第一产业发展保持

稳定,全年实现增加值87.5亿元,增长2.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 

    社会总需求：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作用下，全市投资需求增长平缓，消费、出口需

求增速较快，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仍显不足。投资需求增势减缓。1999年全市投资在67项国庆重大工程

的带动下，上半年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走势，8月份后，全市投资逐月回落。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170.6亿元，比上年增长1.3%；其中地方完成投资831.8亿元，增长7.7%，中央完成投资338.8亿元，下降11.5%。

在全市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增长最快，全年完成投资421.5亿元，增长11.7 %，基本建设投资完成432.7亿元，增长

0.7%，更新改造投资完成175.2亿元，呈下降趋势为 -17.1%。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向住宅建设倾斜，其比重达到

30%，比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平稳增长。主要通过消费品零售额指标反映的国内消费，在物价持续走低的形势下，基本延续了上

年的走势，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313.3亿元，增长9.9%，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2%。积极开拓农村市

场的一系列措施初见成效。全年农村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91.6亿元，增长15.7 %，高于城镇零售额增速6.7个百分

点；城镇实现零售额1121.7亿元，增长9%。从消费结构看：用类商品保持旺销，全年实现零售额742.1亿元，增长

11.6%；吃类商品实现销售额374.5亿元，增长7.7%；穿类商品销售平稳，全年实现销售额155.6亿元，增长7%。 

    出口增速不断加快。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减弱，国家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的效应发挥，全市出口降

幅逐月减缓，地方企业累计出口从8月份开始转降为升，增速逐月加快。据海关统计，全年全市完成进出口总值

343.9亿美元，增长12.7%。其中出口98.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9%。地方完成出口32.6亿美元，增长15.2%。从地

方出口产品结构看，工业制成品出口总值30.1亿美元，增长14.2 %，占出口总值的92.3%，比上年有所下 

降；初级产品增长较快，增幅达28.8 %。国有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齐头并进，分别完成出口17.5亿和14.7亿美元，

增长15.0 %和16.1%。 



   物价: 全年物价总水平继续呈低位运行状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98.8%，比上年降幅有所回升；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为100.6%，比上年涨幅低了1.8个百分点。物价改革稳步推进，年内先后调整了书报杂志、邮政电信、民用

燃料、自来水、医疗、公共交通等价格，逐步理顺商品、服务项目的比价关系。 

    效益：宏观经济效益有所改善。每百元固定资产创造国内生产总值185.4元，增长2.8%。全员劳动生产率

34642元/人，比上年增长9.3%。其中，第一产业12153元/人，增长1.8%；第二产业37929元/人，增长14.3%；第三

产业37318元/人，增长5.8% 

    地方财政收入：全年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20.5亿元，比上年增长22.3%。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79.1亿元，

增长22.8%，实现财政收入连续五年增幅在20%以上；财政支出总计410.2亿元，增长33.2%，其中一般预算支出367

亿元，增长30.7%。 

    二、行业发展 

    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带动全市农业生产持续增长。从农业内部结构看，

养殖业领先于种植业快速发展。全年养殖业产值88.9亿元，实际增长11.6%，高于种植业9.5个百分点，占农业总产

值的比重上升到48.2%；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从种植业结构看，在保证粮食生产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蔬菜、花

卉、牧草等经济作物的比重加大，名、特、优、新品种大幅提高，已达170多种，原来仅在宾馆、 

饭店才得一见的特菜、特禽、特果等已逐步进入大众消费市场。创汇农业迅猛发展，全年出口总值19.4 亿元，增

长79.6 %。农业机械化水平继续提高，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410.4万千瓦。农村用电量29.2 亿千瓦小时，比上

年增长6.2 %。 

    工业：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65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1%，为1995年以来最高增速，其中规

模（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589.3亿元，增长13.4%。中央工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年完成增

加值215.6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地方工业完成增加值373.7亿元，增长9.3%。非国有工业率先增长，其中三资

工业完成增加值231.8亿元，股份制企业完成61.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1.4%和23.9%。重工业发展速 

度继续快于轻工业，完成增加值431.8亿元，增长16%，增幅快于轻工业9.7个百分点；轻工业完成增加值157.5亿

元。高新技术产业为工业发展注入活力。全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65亿元，比上年增长19.0%；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7.6%，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25.4%，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9%，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

点。 

    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9.84%，比上年提高7.7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63.5亿元，增长

41.0%，其中盈利企业盈利额为99.6亿元，增长21.6%，亏损企业亏损额36.1亿元，比上年下降2.1%。 

    建筑业：全年实现增加值192.9亿元，比上年增长9.7%。在全市投资增速减缓的作用下，施工生产增长平稳。

全年施工面积6556.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0.9%，竣工面积2321.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7.4%。工程质量明显提

高。全市工程优良品率达49.1%，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经济效益有所改善。全年实现利润总额13亿元，全员劳

动生产率达8.3万元/人，分别增长4.8%和10.7%。 

    交通运输业：全年实现增加值60.1亿元，比上年增长2.4%。货物运输量29787.4万吨，比上年下降7.5%；旅客

运输量15984.7万人次，增长31.3 %。公路运输随着道路状况的逐改善，发挥方便快速的优势，国有运输和社会运

力并举，运力运量有所增长；铁路通过调整高低峰谷运力和增设豪华列车等手段，挖掘潜力，满足不同时期、不同

消费群体的需要，吸引了大批顾客；航空则以其速度的优势和良好的服务，适应人们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满足人

们高品质的要求。三种运输方式分别占货运量的86.1%、13.8%、0.1%和客运量的61.8%、33.3%、4.9%。 

    邮电通信业：全年实现增加值110.1亿元，比上年增长14.4%。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数字化网络化经济

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全市邮电通信业持续高速发展。邮电业务总量达到157.4亿元，增长23.2%。发送报刊14.1亿

件，杂志5480万份，特快专递777万件，分别增长0.1%、1.8%和23.3%。全市电话交换机容量达743万门，比上年增

长8.2%。电话普及率达到62部/百人，市区电话普及率达到89部/百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83.9万户，当年新

增67.2万户；新设IC卡公用电话5870部。 

    国内贸易业：全年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实现增加值211.2亿元，比上年增长3.1%。全年社会商品购进总值

2327.1亿元，增长17.3%；商品销售总值2658.6亿元，增长27.2%。商业经济效益状况有所好转。全年2000余家大中

型批发零售贸易业累计实现商品销售收入1673.2亿元，增长8.3%；人均实现销售收入64.5万元，增长15.1%。 



    金融、保险业：全年实现增加值315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在国家一系列财政金融措施的影响下，金融机

构存款增势明显减缓，货币流动性进一步增强，降低利率、征收利息税的政策显示出一定效果。全市金融机构存款

余额8267.2亿元，比年初增加1428.9亿元，比上年增长13.1%，低于上年同期增幅31.9个百分点。全市贷款余额

4007.8亿元，比年初增加559.6亿元，受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及政策性银行贷款管理方式改变等各种因素影响，比上

年少增加52亿元。全年累计回笼现金40亿元。 

    证券市场平稳发展。全年证券交易机构交易额10913.5亿元，比上年增长6.6%;股票交易额5505.7亿元，上升

60.7%;全年国债交易额600亿元，下降50.8%。 

    保险业继续发展。全年完成国内外保险业务收入86.5亿元，比上年增长2.6%；人寿险实现保费收入59.4亿

元，下降1.3%；财产险实现保费收入27.1亿元，增长12.4%。全年保险 

理赔总额17.4亿元，下降3.3%；综合赔付率20.2%，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全年实现增加值69.5亿元，比上年增长1.5%。随着国家房改政策的陆续到位，经济适用房的启

动，住房逐步向商品化、市场化发展。全年房地产施工面积378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8.1%；竣工面积1208.6万平

方米，比上年增长43.4%。商品房销售平稳增长。全年销售商品房544.4万平方米，增长33%。其中销售商品住宅

484.7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8.6%；商品房销售额307.5亿元，增长42.3%，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232亿 

元，比上年增长27.9%。 

  三、城市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302.7亿元，比上年下降5.5%，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8.2%，

比上年下降4个百分点。 

    重点工程：市政府为迎接建国五十周年确定的67项重大工程项目，经过精心施工，在国庆前夕陆续竣工和外

沿亮相，装点了节日的首都。到年末，共完成投资174亿元。第九水厂三期25万吨工程、高碑店热电厂、陕甘宁天

然气进京市内工程、北京电信工程和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工程等一批项目完工，水、电、气、热、环卫、电信等

基础设施供应能力明显提高。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海洋馆、西单文化广场、国际金融大厦、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

等一批文化设施和大型标志性建筑相继建成。全年国家和市重点工程建设共完成投资122.2亿元，占全市投资额的

11.4%。 

    道路建设：平安大街改造、地铁“复八线”、东四环路均已建成通车，昆玉河通航成为北京第一条集旅游、

交通、休闲为一体的水上航线；轻轨铁路、南四环路建设已在年底开工，贯穿南北的第三条地下铁路正在筹划之

中。 

    公用事业：公共交通的乘车环境不断改善，运输能力不断增强，运输行为逐步规范。全市公共交通运营车辆

达到1.4万辆(不含出租车)，其中清洁燃料车2724辆、空调车736辆。运营线路总长度突破17000公里，其中公共交

通总公司新辟公共电汽车线路60条，调整延长线路48条。城市公共交通共运送乘客49.5亿人次，其中公共电汽车和

小公共汽车运送乘客38.6亿人次，占78%；地铁4.8亿人次，占9.7%；出租汽车6.1亿人次，占12.3%。 

    全年自来水销售量7.7亿吨。集中供热面积突破4000万平方米。全年用电量为297.8亿千瓦小时。新增燃气用

户近30万户，为提高燃气质量而置换天然气的用户达到9.1万户。 

    环境保护：市政府将防治大气污染作为工作的重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煤烟型污染得到控制。共有

6700台茶炉、21000台大灶、4127台1吨以下和662台大吨位燃煤锅炉改用清洁燃料，实现了四环路以内无燃煤大

灶，冬季取暖使用低硫煤；取缔露天烧烤3万多起。机动车排气污染的加重趋势有所缓解。更换清洁燃料车2.1万

辆，强制取消“面的”5000多辆，并采取加强汽车尾气检测等措施。扬尘污染得到防治。全年道路机扫面积扩大到

2019.9万平方米，喷雾压尘面积扩大到1380万平方米。由于采取了综合治理措施，空气质量得到改善。据全年空气

质量日报显示，全年空气污染指数3级及好于3级的天气天数占全年天数的75%，实现了年初市政府提出的达到70%以

上的目标。 

    绿化美化：以建国50年大庆和澳门回归为契机，城市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全年共拆除各种违章建筑455万

平方米，恢复绿化面积130多万平方米，全年新植树木224万株，城近郊区公共绿地面积达4989公顷，人均占有公共

绿地8.2平方米；全市林木覆盖率42%，市区绿化覆盖率35.3%。由各级政府和社会共同筹资建设的亮丽工程，共投

资5.9亿元，使北京的夜晚亮了起来；西单文化广场、建国门街心花园等一批综合性休闲娱乐多 



功能区域的建成，使北京人在休闲中享受文化。 

  四、对外开放 

    利用外资：全市新批外资项目645项，合同总金额30.6亿美元，合同外资金额18.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下降了

1.4%、51%和55.6%。实际利用外资全年完成29.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利用外资突破了以往合资、合作、独资

的“三资”企业模式，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出现了外资银行和股份制企业。现有“三资”企业增资已成为利用外

资的重要方面，全年新增投资10.1亿美元，增资额占全部合同外资额的五成以上，其中老企业增资额呈明显上升。

全球500家跨国公司已有154家来京投资，比上年增加3家。对外借款增势明显，金额达9亿美元，增长9%。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全年新签合同额2.5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1.5%；完成营业额2.62亿美元，同比下

降42.9%。年末在外人数3476人，下降4.6%。 

    旅游：建国五十周年和澳门回归使我市旅游业掀起高潮，全年接待海外旅游者252.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4.7%，来京人次与增速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亚洲游客增长28.4%，远远超出平均水平，欧美及大洋洲游

客也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旅游外汇收入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全市接待国内旅游者9260万人次，总花

费45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1%和6%，其中外地来京游客6130万人次，增长6.1%，在京花费417亿元，增长6%。 

    开发区：全市科技园区、开发区和工业小区发展加快。全年新增建成区土地面积2.7平方公里，累计达到27.2

平方公里。完成招商企业1112家，比上年增加147家。累计入区企业10613家，其中投产企业9071家，比上年增加

1522家。全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4亿元，比上年增长27.5%，实现增加值265.1亿元，比上年增长27.8%，占全市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2%，比上年增加1.6个百分点。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极大

地促进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全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227家，比上年增长92.9%，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已达6690

家；全年完成增加值226.1亿元，增长24.4%；实现技工贸总收入864亿元，增长39.6%。 

  五、社会事业 

    科学技术：北京地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24万人，约占全国的18.4%。科技经费筹集总额230.4亿元，约占全国

的16.9％，其中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185.3亿元，约占全国的30.9%。科技成果1万多项，获国家级奖的

约占全国的30%左右，论文产出约占全国的16%。全市技术市场签定合同20711项，合同金额92.2亿元，其中技术交

易额88.5 亿元，均位居全国首位。全市有独立科技信息机构50多个，首都信息化正在向更加广泛的领域推进。 

    教育：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年地方财政收入中用于教育事业费的支出为49.2亿元，增长

18.7%。高等教育继续贯彻“共建、合并、合作、调整”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学校的实力，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

招生人数近两万，比上年增长19.6%；高等学校招生7.8万人，比上年增长25.8%。成人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招

收新生8.8万人，比上年增长8.5%，毕业生达到6.9万人，比上年增长15.3%。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达到8 

千人。继续坚持小学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扩大招生，招生人数达5.7万人，比上年增长7.6 %，在全国率先普及

了高中阶段教育。 

    文化：文化事业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增强。全市共有文化产业单位3800多个，创造增加值近100亿元，约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5%。节庆文化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成功举办了第三届北京新年音乐会、第二届北京国际音

乐节；组织了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型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览；创作了一批优秀剧目和作品，其中有19

项作品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世纪坛一期工程、中山公园音乐堂、首都剧场等一批文化设施新建、改建

工程相继竣工。全市拥有文艺团体近40个，演出近万场次。图书馆24个，博物馆110家。 

    卫生：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5990个，医院床位6.8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1.7万人。医疗改革成效显著，已有

20家市级医院通过验收，完成了精简10%的目标要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形势喜人，全市146家审批合格的社区服务

站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了社区服务规范化，推进了全科医学人才培训，增设了保健服务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

会效益。农村卫生工作取得全面进展，完成卫生“三项建设” (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防疫站)39项，其

中98%已完成并交付使用；有71.5%的行政村开展了合作医疗，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 

    体育：体育事业的社会化、产业化、法制化进程加快。成功举办了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北

京市第四届农民运动会。群众性健身活动呈现新局面。为群众配建了总面积达12万多平方米的健身活动场地，开通

了全民健身信息台，并隆重举办了第二届北京市全民健身体育节，直接参与人数近300万人次。竞技体育取得佳

绩，我市共派出运动员1674人次参加国际、国内152项次比赛，获得金牌64枚，银牌37枚，铜牌39枚。 



  六、人民生活 

    人口：根据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年末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共有1257.2万人，比上年增加11.6万

人。其中外来人口149.6万人。全市人口出生率6.5‰，人口死亡率5.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公安部门统计

的户籍人口为1099.8万人。 

    就业及社会保障：在用工数量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年末职工人数约454万人。一系列优

惠政策的全面落实为下岗职工拓宽了就业渠道，6.09万名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达到65.7%。年末城镇实

有失业登记2.8万人，登记失业率0.62%，失业人员就业率62.89%，实现了60%的既定目标。随着相关规定的出台，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全市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及退休人员达379万人，参加失业保 

险职工306万人，地方企业参加大病统筹职工和退休人员235.1万人，分别比年初增加19.8万人、83.5万人和14.7万

人。 

    居民收入：全市职工平均工资13500元，比上年增长9.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9182.8元，比上年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人均消费性支出为7498.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6%。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9.5%，首次降到40%以下，显示出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实

现了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全年人均纯收入4316.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3132.5元，增长6.4%。 

    居民储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2680.7亿元，比年初增加390亿元，其中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429亿元，比年

初增加了362.4亿元；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1.7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7.6亿元。 

    居民住房：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全市完成住宅投资353.9亿元，比上年增长29.1%，住宅竣工面积1519.9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9%，扣除集体宿舍、高档公寓、别墅后的竣工面积为1393.8万平方米，增长43%。城镇居民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到15.44平方米，比上年增长4.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房面积28.65平方米，增长3.7%。经济

适用房的建设步伐逐步加快。到年末总开复工面积350.3万平方米，完成竣工面积129.1万平方米；截至年底，已预

售53.8万平方米，实现销售45.8万平方米。这类住房以其价格较低、贷款方便、利息收取也较低的优势成为居民住

房消费的热点。 

  附1公报注释：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本公报中所涉及的增加值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绝对数均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附2 统计表: 

  

指标名称 单位 1999年 1999年为1998年%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粮食总产量   万吨 201.0 84.0

蔬菜总产量   万吨 426.8 105.1

肉类总产量   万吨 49.2 109.6

鲜蛋总产量 万吨 15.8 88.3

牛奶总产量 万吨 24.0 105.7

水产品总产量 万吨 7.5 99.0

出栏猪 万头 400.9 107.0

主要产品产量    

钢   万吨 734.5 91.5



  

  

成品钢材 万吨 663.8 98.1

原煤 万吨 792.1 84.7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143.2 105.7

供热量 万百万千焦 3826.0 130.9

液化石油气    万吨 36.6 112.0

化肥 （折纯）  万吨 8.8 89.4

水泥   万吨 803.0 109.7

乙烯   万吨 68.0 119.3

载货汽车   辆 91053.0 202.6

传真机   万部 2.3 212.9

移动通信设备  万部（信道） 1249.9 229.4

微型计算机   万部 179.0 158.4

彩电   万部 11.7 93.2

指标名称 单位 1999年 1999年为1998年% 

程控交换机 万线 760.6 102.6

房间空调器 万台 28.5 123.0

白酒 万吨 9.9 102.2

啤酒 万吨 138.9 118.6

软饮料 万吨 56.9 126.3

各种运输方式运量如下:    

货物运输量    

铁路    万吨 2572.0 100.4

公路 万吨 25635.0 93.3

民航 万吨 29.9 133.5

旅客运输量    

铁路    万人次 4190.0 84.6

公路 万人次 9878.0 147.3

民航 万人次 787.7 103.4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上

年为100) 98.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

年为100) 100.6 
   

食品类 97.7   

衣着类 99.4   

家庭设备及用品 96.5   

医疗保健 115.8   

交通和通讯工具类 98.3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类 98.8   

居住 101.0   

服务项目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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