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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6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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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2002－2006年，全市人民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努力工作，开拓进取，使首都经

济发展、城市建设、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劳动保障、人民生活诸方面在新世纪实现了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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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006年，全市人民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努力工作，开拓进取，使首都经济发

展、城市建设、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劳动保障、人民生活诸方面在新世纪实现了新的跨越。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1．从经

济规模看经济总量突破7000亿元，在全国居第十位。2006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7000亿元，达到7720.3亿元，在全国居第十

位。相当于2001年的2.1倍。投资、消费规模显著扩大，双双突破3000亿元。2006年，我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371.5亿元，是2001年

的2.2倍。2002-2006年，全市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698.4亿元，相当于1997-2001年的2.1倍。房地产市场随住房制度改革而迅猛发

展是导致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02-2006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6910.1亿元，是1997-2001年的2.8倍；销售商品房11486.9万平方

米，是1997-2001年的3.4倍。 2006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3275.2亿元，比2001年增长78.8%。2002-2006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累计达13106.7亿元，为1997－2001年的1.7倍。地方财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突破千亿元。2006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达到

1117.2亿元，相当于2001年的2.5倍。2002-2006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累计达到3907.4亿元，是1997-2001年的2.6倍。外贸规模

迅速扩大，利用外资快速增长。2006年，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达到1581.8亿美元，是2001年的3.1倍。其中，地方企业进出口总值为552.8亿

美元，是2001年的4.1倍。 2002-2006年，全市新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8778项，比1997-2001年增长1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51

亿美元，比1997-2001年增长49.4%。 2．从增长速度看 GDP年均增速达到12.1%。2002-2006年，全市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12.1%，较1997-2001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1.9%，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2%，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2.4%，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年均增速分别高于1997-2001年1.9个和0.4个百分点。主要指标均实现了快速增长。2002-2006年，全市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0.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2.3%，分别比1997-2001年提高了6.1个和0.8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年均增长23.4%。 

3．从经济结构看 “三、二、一”的产业格局得到巩固，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0%。2002-2006年，我市第三产业比重一直保持在67%以上。

2006年，三次产业构成为1.3：28.7：70，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较2001年提高3个百分点。 4.从增长质量看人均GDP超越6000美元，接近上中等

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05年，我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达到5548美元，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

我市人均GDP进一步提高，达到6210美元，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仅次于上海，排第二位。与其他直辖市相比（上海人均GDP为7189美元，

天津、重庆人均GDP分别为5177美元和1560美元），我市人均GDP相当于上海的86%、天津的1.2倍、重庆的4倍。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

0.4%，通胀率处于较低水平。2006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9%，2002－2006年年均上涨0.4%，涨幅远远低于1997-2001年3%的平均水

平。万元GDP能耗、水耗持续下降。近5年来，我市万元GDP能耗从2001年的1.14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0.8吨标准煤；万元GDP水耗从

2001年的104.9立方米下降到2006年的44.4立方米。二、城市建设呈现新面貌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2002-2006年，我市城市化进程继续推

进，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由2001年的78.1%提高为2006年的84.3%，提高了6.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2002-

2006年，全市基础设施投资达到2838.9亿元，相当于1997-2001年的1.8倍。其中，用于交通运输的投资达到1101.4亿元，相当于1997-2001年

的4.1倍；用于公共服务业的投资达到819.3亿元，相当于1997-2001年的2倍。公共交通运营能力进一步增强。2002-2006年，全市建成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60公里，相当于从建国到2001年末建成轨道交通总里程的1.1倍。2006年末，城市公共交通营运里程达1.9万公里，比2001年增加

5399公里；年末营运车辆达2万辆，比2001年增长32.9%；年客运总量达到46.8亿人次，比2001年增长4%。公用事业综合服务水平有所提



高。2006年，北京地区用电量为611.6亿千瓦时，比2001年增长52.9%。居民天然气用户达到348.6万户，全市集中采暖面积达到3.5亿平方

米，分别比2001年增长1.1倍和1.3倍。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成效。2006年，城八区污水处理率达90%，比2001年提高48个百分点。城八区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6.5%（按产生量计算）。空气质量二级及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241天，占全年天数的66%，比2001年提高15.3

个百分点。绿化美化步伐加快。2006年，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2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2.5%，比2001年提高3.7个百分点。

全市林木覆盖率从2001年的44%提高到2006年的51%，提高7个百分点。三、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 1.财政支出向三农、

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倾斜 2002-2006年，全市地方财政支出（一般预算）累计达到4612.2亿元，是1997-2001年的2.4倍。其中，用于农林水

的支出累计达到181.2亿元，年均增速为25.5%；用于社会保障补助的支出累计达到107.1亿元，年均增长42.7%；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 2.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 2006年，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解决了32万农民饮水安全问

题，完成自然村通油路471公里。实施“亮起来、暖起来、循环起来”工程，安装太阳能灯4万盏；普及吊炕4.6万铺；新建沼气工程38项，

生物质气化工程42项。 2006年末，全市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44.8万人；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261万人，参合率为

86.9%。 3.科技投入力度加大，科技创新能力增强 2006年，全市开展科技活动的单位7500个，拥有科技活动人员45万人，分别比2001年增

长1.3倍和86.7%。全市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850亿元，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45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5.8%，比2001年

提高1.2个百分点。2006年，全市批准专利11238项，比2001年增长80%，其中发明专利3864项，比2001年增长3.1倍。 4.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五年来，北京把文化建设置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文化事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全市25个公共

图书馆总藏数达到3776万册（件），比2001年增长20.5%。全市出版图书12.5万种，比2001年增长95.3%；出版期刊2809种、报纸255种，分

别比2001年增加435种和12种。四、劳动保障、人民生活达到新水平 1.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2006年，全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为513万人，比

2001年增加73.6万人。2002-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1.35%、1.43%、1.3%、2.11%和1.98%，始终处于控制目标内，失业人员再就业

率均保持在60%以上。 2.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推进 2002-2006年，我市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参保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06年底，全

市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人数分别为604.1万人、679.5万人、482.2万人和465.3万人，分别比2001年末净增178.2万人、

462.9万人、195万人和260.6万人。适时调高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其中，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由2001年的305元/月提高到2006年的392元/

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2001年的285元/月提高到310元/月，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由2001年的435元/月提高到640元/月，退休金最低

标准由2001年的441元/月提高到620元/月。全市共有15.2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8.1万农民享受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城乡

居民生活向全面小康迈进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0%左右。2006年，我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978元，比2001年增长72.6%；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6%。2002-2006年年均增长11.1%。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620元，比2001年增长63.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0.7%。2002-2006年年均增长9.9%。人均储蓄翻一番。2006年末，我市中资金融机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703.3亿元，是2001

年的2.5倍；人均储蓄5.6万元，是2001年的2.2倍。恩格尔系数明显降低。2006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0.8%和32%，分别比2001年

降低5.4个和3个百分点。发展型、享受型支出比重上升。2006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

达到31.6%和26.6%，比2001年分别提高7个和5个百分点。汽车和住房成为消费热点。2006年末，全市私人汽车保有量181万辆，比2001年末

增长2.9倍，其中私人轿车121万辆，比2001年末增长3.8倍。2002-2006年，全市累计销售商品住宅10432.4万平方米，年均增长14.4%。2006年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农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20.1平方米和39.1平方米，分别比2001年增加2.5平方米和8.1平方米。五、社会发

展总体和谐经测算，“十五”期间，我市和谐社会总指数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以2000年为基期，2001-2005年和谐社会总指数分别为

100.62、113.29、111.56、115.96和116.25点，年均增长3.1%。在北京市国民幸福感调查中，70.2%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实现和谐社会充满信

心，表明多数市民对于未来生活与社会发展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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