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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看发展 横向找差距--2009年大兴区经济发展简况及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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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大兴区经济发展经历了一季度触底回升，上半年企稳向好，下半年逐步回升的

过程。呈现出工业、农业发展基础不断加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民生不断

  一、2009年总体状况 

      初步测算，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GDP）比2008年增长10.1%，其中第一产业增

第三产业增长11.1%。第一、二、三产业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8%、40.9%、52.3%

  （一）人口总量持续增长 

  截止到2009年年底，大兴区常住人口为115.9万人，比上年增长5.7%。其中居住本

人，同比增长12.7%，增速比2008年下降6.5个百分点。 

  在十个远郊区县中，大兴区的常住人口数量仍居第一位。名列第二位的是通州区，常住人口

以上的外来人口39.9万人。 

  （二） 财政收入稳步回升，民生工程得到有效保障   

  2009年，大兴区财政收入经历了下滑直至企稳回升的过程。全区完成地方财政收入（一般

2008年增长13.8%。 

 

 



  财政支出向公共服务、民生领域倾斜。2009年，全区完成地方财政支出73.5亿元，比

社区事务支出24.8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的33.7%，比2008年增长22.7个百分点；社会

出比重的9.5%，同比增长36.9%。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财政收入居于中游，较三季度下降一位，位于前三位的分

平区31.6亿元、通州区26.1亿元。 

  （三）税收小幅增长 

  2009年大兴区实现税收60.6亿元，比2008年增长7.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税

62.3%。第二产业完成24.2亿元，比2008年增长8.3%，其中工业完成19.1亿元，比2008

素；第三产业完成36.3亿元，比2008年增长7.2%。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各项税收位于第五名，较上半年上升一位，与第三季度持平。

山区分别以185.3亿元、145.3亿元、112.3亿元名列前三名；增速位于第六位，位于前三位的分

平区24.5%、平谷区21.8%。 

  二、经济运行基本态势 

  （一）农业经济增长平稳 

  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全区农业得到稳步发展。2009年，全区实现农林牧

年增长0.9%。其中农业（种植业）总产值26.8亿元，比2008年增长5.7%，牧业总产值20.1

要农副产品中，生猪、家禽出栏及牛奶产量分别以不同程度的增长。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于十远郊区县第二位，位次与

别以47.9亿元和41.3亿元居于第一、三位。增速较前三季度有所下降，位于末位，前三位分

县8.9%、平谷区5.2%。 

  （二）工业企稳回升 向好基础持续巩固 

  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效益下滑，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总值有所下降，而后全

好态势逐季增强，主导产业发展良好。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24.9亿元，比2008年增长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增速均位于十远郊区县第六位。

别以1507.6亿、767.5亿元和752.6亿元位于前三名。增速居于前三的是怀柔区29.9%、

  （三）建筑业形势较好 

  2009年，随着经济回暖，大兴区建筑业企业施工规模不断扩大，积极开拓市场，多

兴区建筑业企业累计完成建筑业产值123.5亿元，同比增长16.9%；建筑业企业共签订合同

11.9%，其中2008年结转合同额63.9亿元，同比增长2%，2009年新签合同额13.4亿元，同比增

房屋施工面积476.9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13.5%；竣工面积196.4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建筑业总产值位于十远郊区县的第四位，与上年及三季度持平。排在通州

225.5亿元、房山区221.7亿元和昌平区159.3亿元之后。 

  （四）第三产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 

  1.在积极的货币政策支持下，金融业发展迅速。人民币各项存款稳步增长，居民



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06亿元，比年初新增267.5亿元，年末余额同比增长47.7%

点，为十年来历史最高点。其中居民储蓄人民币存款增长较快。年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

长32.9%。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势强劲。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95.4亿

增量和增幅均创新高。2009年贷款增量首次超过百亿元，达119.1亿元，创历史新高；年末各

增幅比上年提高74.5个百分点，为十年以来新高。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位于十远郊区县第四位，位于前三位的分

900.7亿元、通州区873.9亿元、昌平区826.3亿元。增速为十远郊区县首位，高于平均增速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位于十远郊区县第二位，增速保持十远郊区县首位，高于平均增速

别以508.9亿元和251.4亿元位于第一、三位。 

  2. 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商品房销售持续兴旺。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后期影

势。2009年，商品房累计完成投资141.5亿元，比2008年增长42.7%。2009年，全区房屋施工面

2008年增长26.4%；商品房屋销售面积94.5万平方米，比2008年增长186.4%；商品房屋

267.8%。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排在十远郊区县第四位，较三季度上升一位。前三名分

200.8亿元、通州区175.8亿元、昌平区172.7亿元。增速略低于平均速度，位于第五。通州

延庆县66.9%分别居于前三位。 

  3.旅游业稳定增长。2009年，大兴区继续提升“绿海甜园、都市庭院”的特色旅游品牌，加大媒体宣

实提高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市场占有率，大兴区旅游产业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旅游业

旅游综合收入8亿元，比2008年增长5.9%；共吸纳从业人员1.5万人。旅游业的发展，促

农村致富、农民增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扩大内需成效显现 发展引擎再添动力 

  1.消费品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拉动经济增长。在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政策引

趋繁荣。2009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5.3亿元，比2008年增长15.1%，比半年

提高1.4个百分点，保持了前三季度的较快增长。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于十远郊区县第四位，与2008

平区分别以161.8亿元、155.2亿元、145.0亿元。增速位于第五，略低于15.3%的平均增速，增速排在前三位的分

平区26.3%、顺义区16.7%、门头沟区16.4%。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增长。2009年，借助北京市重大项目绿色审批通道平台，

有136个重大项目列入绿色通道，111个项目实现开工，全年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增长一倍。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位于十远郊区县首位，占十

长109.7%。增速位于十远郊区县第二位，高于平均增速47.6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

房山区349.8亿元，顺义区343.9亿元。 

  3.对外贸易结构略有调整  实际利用外资稳步增长。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出口贸易结构略有调整。2009年全区出口总额29.1亿元，比2008年减少7.8 %，较年初呈

副产品出口3.1亿元，比2008年增长25.5%。 

  2009年，大兴区实际利用外资10205万美元，比2008年增加4368万美元，增长74.8%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大兴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位于十远郊区县第二位，较2008



万美元、昌平区8801万美元之间，增速位于首位，高于平均增速76.2个百分点。其后是

  （六）城乡居民生活稳步增长 

  2009年，大兴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48元，同比增加1841元，增长8.9%。

2008年增长10.2%。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097元，比2008年增长9.5%。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2008年增长32.6%。 

  十远郊区县横向比较看，在十个远郊区县中排第四，比2008年末上升一位。门头沟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23345元、23180元、22557元位于十远郊区县前三名。农村居民人居

六；顺义区、门头沟区、通州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以11648元、11475元、11361

  三、需要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