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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０８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国务院决定开展的又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也是东城区又一次重大的区情区力调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年多来，在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区各成员单位和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经过全区普查工作

人员的共同努力，东城区圆满完成了经济普查各阶段的任务，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全面展示了东城区二、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及效

益等方面的现状，如实体现了“十一五”期间东城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经济总

量、产业结构、特色经济和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在科学制定全区总体规划以及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广大宏微观经济主体参与东城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信息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发布经

济普查公报；地方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发布经济普查公报应当经上一级经济普查机构核准。

目前，东城区统计局、东城区经济社会调查队已经完成《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

主要数据公报》的起草，并已经北京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准以及区委、

区政府的审定同意，以《东城统计信息【增刊】》、东城统计信息网、《今日东城》的方式向社

会公众进行了发布。特编辑《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以充分展

示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基本成果。

由于水平有限，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０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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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东 城 区 统 计 局 　 东 城 区 经 济 社 会 调 查 队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７〕３５号文件）和《北京

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京政发〔２００８〕２９号）的规定和要求，以

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我区组织实施了东城区辖区内的第二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本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４时，时期资料为２００８年年度数据。普查

对象是我国境内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内容

包括各单位的基本属性、从业人员、生产经营活动与财务状况、科技活动以及能源消费等方

面的情况。

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本次普查数据进行了严格的审核，按照

全国统一的方法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查，数据结果达到了国家数据质量控制标准。

按照《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要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主要

普查数据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注一］

到２００８年末，东城区共有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注二］、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个体

经营户［注三］３０６８３个。其中，法人单位１７５６４个，法人单位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４８４５个，个

体经营户８２７４个。在法人单位中，属于本次普查登记对象的有１２８２９个。

本次经济普查法人单位及其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合计为２２４０９个，比第一次经济普查

时的１８２６９个增长了２２７％。

在法人单位中，第二产业单位５７４个，占３３％，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５９６个减少了

３７％；第三产业单位１６９９０个，占９６７％，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１３６５６个增长了２４４％。

从法人单位机构类型看，企业单位１５２１８个，占法人单位的８６６％；其他各种机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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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占１３４％。

表１　按机构类型分的法人单位情况

单位数（个） 构成（％）

合　　计 １７５６４ １００．０
企业单位 １５２１８ ８６．６
事业单位 ９２８ ５．３
机关单位 １５９ ０．９
社会团体 ７３４ ４．２
民办非企业 ２１３ １．２

其他类型 ３１２ １．８

　　从法人单位的行业分类看，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两

位，占法人单位的５１８％。

表２　按行业分的法人单位情况

单位数（个） 构成（％）

合　　计 １７５６４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５７４ ３３

采矿业 １ …

制造业 ２０８ １２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 …

建筑业 ３５７ ２０

第三产业 １６９９０ ９６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７３ １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５１６ ２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４６１ ２５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８０ ６１

金融业 １０６ ０６

房地产业 ８７９ ５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６３８ ２６４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３３１ ７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５ ０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８２ ３９

教　育 ４７１ ２７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２１ １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８９ ６２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１６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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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法人单位的地区分布看，全区法人单位数量较多的三个街道依次是和平里、东华门、

东直门，法人单位数占全区的５４３％。

表３　按地区分的法人单位情况

单位数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个） 构成（％）

合　　计 １７５６４ １０００ ５７４ ３３ １６９９０ ９６７

东华门 ３１３８ １７９ ５９ ０３ ３０７９ １７５

景　山 ９２７ ５３ ３３ ０２ ８９４ ５１

交道口 ８８４ ５０ ３１ ０２ ８５３ ４９

安定门 ７２６ ４１ ４４ ０３ ６８２ ３９

北新桥 １７４６ ９９ ７６ ０４ １６７０ ９５

东　四 １０１８ ５８ ３０ ０２ ９８８ ５６

朝阳门 ８８１ ５０ １６ ０１ ８６５ ４９

建国门 １８４４ １０５ ３５ ０２ １８０９ １０３

东直门 ２４１１ １３７ ７１ ０４ ２３４０ １３３

和平里 ３９８９ ２２７ １７９ １０ ３８１０ ２１７

　　从产业活动单位的分布情况看，本区法人在本市兴办的产业活动单位２７７１个；本区法

人在外省市兴办的产业活动单位５７０个。外地外国法人在本区兴办的产业活动单位１５０４

个。

二、从业人员情况［注四］

全区第二、第三产业期末从业人员５１９万人，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４０８万人增长了

２７２％。其中，第二产业期末从业人员２８万人，占５３％，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４３万

人减少了３５３％；第三产业期末从业人员４９１万人，占９４７％，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

３６５万人增长了３４５％。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单位期末从业人员４２３万人，占第二、第三产业期末从业人

员的８１６％；港澳台商投资单位３９万人，占７５％；外商投资单位５７万人，占１０９％。

从隶属关系看，中央单位期末从业人员１８１万人，占第二、第三产业期末从业人员的

３４９％；地方单位３３８万人，占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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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按登记注册类型和隶属关系分的期末从业人员情况

期末从业人员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数量（人）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合　　计 ５１８９４７ １０００ ２７５９７ ５３ ４９１３５０ ９４７
一、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４２３２６４ ８１６ ２４５９５ ４７ ３９８６６９ ７６８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８９３０ ７５ １９９７ ０４ ３６９３３ ７１
外商投资 ５６７５３ １０９ １００５ ０２ ５５７４８ １０７

二、按隶属关系分

中　央 １８１１０４ ３４９ ９２７１ １８ １７１８３３ ３３１
地　方 ３３７８４３ ６５１ １８３２６ ３５ ３１９５１７ ６１６

　　从行业分类看，期末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１５４％，批发和零售

业，占１２３％，住宿和餐饮业，占１２１％。此外，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房地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表５　按行业分的期末从业人员情况

期末从业人员（人） 构成（％）

合　　计 ５１８９４７ １００
第二产业 ２７５９７ ５３
采矿业 — —

制造业 ９３１７ １８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９７ ０２
建筑业 １７０８３ ３３

第三产业 ４９１３５０ ９４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３２５９ ８３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３５７５ ２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３８７３ １２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６２６７２ １２１
金融业 ２８０３１ ５４
房地产业 ３８７８５ ７５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９７７１ １５４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４５６２１ ８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８４９ ０７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８４５３ １６
教　育 １５１２５ ２９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２４５６ ４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３９６４ ４６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４１９１６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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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期末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３１０万人，占５９７％；具有专业技术

职称的人员１２１万人，占２３４％；具有技术等级的人员６７万人，占１２９％。

表６　按学历、职称及技术等级分的从业人员情况

期末从业人员（人） 构成（％）

合　　计 ５１８９４７ １０００

一、按性别分

男　性 ２８５２８３ ５５０

女　性 ２３３６６４ ４５０

二、按学历分

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 ３６２９１ ７０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人员 １５３０７１ ２９５

具有大专学历人员 １２０４０２ ２３２

具有高中学历人员 １３６２５２ ２６３

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 ７２９３１ １４１

三、按专业技术职称分

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 ２４５８１ ４７

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４６２５２ ８９

具有初级技术职称人员 ５０４９５ ９７

四、按技术等级分

其中：高级技师 １４５５ ０３

技　师 ３８５７ ０７

高级工 １７６２３ ３４

中级工 ２３４８８ ４５

初级工 ２０３７６ ３９

　　三、资产总量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表明，第二、第三产业的资产总量为６１２２６３亿元，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

增长了２５６３％。第二产业资产总量为３７７９亿元，占总资产的０６％；第三产业资产总量

为６０８４８３亿元，占总资产的９９４％。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单位资产在总计中所占比重为９５４％，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

投资单位占４６％。

从隶属关系看，中央单位资产总计 ５０５７４４亿元，占全部资产的 ８２６％；地方单位

１０６５１８亿元，占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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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按登记注册类型和隶属关系分的资产总计情况

资产总计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数量（亿元） 构成（％） 数量（亿元） 构成（％） 数量（亿元） 构成（％）

合　　计 ６１２２６３ １０００ ３７７９ ０６ ６０８４８３ ９９４

一、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５８４１５１ ９５４ ３４０４ ０６ ５８０７４７ ９４９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２１８７ ２０ ２９１ … １１８９７ １９

外商投资 １５９２４ ２６ ８５ … １５８３９ ２６

二、按隶属关系分

中　央 ５０５７４４ ８２６ ２２７９ ０４ ５０３４６６ ８２２

地　方 １０６５１８ １７４ １５００ ０２ １０５０１８ １７２

　　从行业分类看，资产总计较高的两个行业依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两个行业

资产总计为５４１２００亿元，占全区的８８４％。

表８　按行业分的资产总计情况

资产总计（亿元） 构成（％）

合　　计 ６１２２６３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３７７９ ０６
采矿业 — —

制造业 ６６６ ０１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８ …

建筑业 ３０７５ ０５
第三产业 ６０８４８３ ９９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７７ ０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７８４ ０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１９６２ ３６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３４６ ０４
金融业 ２２９９７７ ３７６
房地产业 １８２７１ ３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１１２２３ ５０８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２４９４ ２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５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６ …

教　育 ３８６ ０１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３８１ ０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０１１ ０３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３８３２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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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收资本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表明，第二、第三产业的实收资本为２１７４７３亿元，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

的２６５０６亿元增长了７２０５％。其中，第二产业实收资本为８００亿元，占０４％；第三产业

２１６６７亿元，占９９６％。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单位实收资本占第二、第三产业实收资本的９７７％；港澳台

商投资单位占０８％，外商投资单位占１５％。

从隶属关系看，中央单位实收资本 ２０５０５０亿元，占第二、第三产业实收资本的

９４３％；地方单位１２４２３亿元，占５７％。

表９　按登记注册类型和隶属关系分的实收资本情况

实收资本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数量（亿元） 构成（％） 数量（亿元） 构成（％） 数量（亿元） 构成（％）

合　　计 ２１７４７３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０４ ２１６６７３ ９９６

一、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２１２４８１ ９７７ ７２２ ０３ ２１１７５９ ９７４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８３７ ０８ ５４ … １７８３ ０８

外商投资 ３１５５ １５ ２４ … ３１３１ １４

二、按隶属关系分

中　央 ２０５０５０ ９４３ ５４０ ０２ ２０４５１０ ９４０

地　方 １２４２３ ５７ ２６０ ０１ １２１６３ ５６

　　从行业分类看，实收资本最高的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收资本为１９６３８７亿元，

占全区的９０３％。

表１０　按行业分的实收资本情况

实收资本（亿元） 构成（％）

合　　计 ２１７４７３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８００ ０４

采矿业 — —

制造业 １２６ ０１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 …

建筑业 ６６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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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收资本（亿元） 构成（％）

第三产业 ２１６６７３ ９９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７７ ０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９０８ ０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４４９ ２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７１６ ０３
金融业 ７２５８ ３３
房地产业 ３９２７ １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９６３８７ ９０３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２４４６ １１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８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５ …

教　育 １５ …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２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３５ ０２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

　　五、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全区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３８３９２亿元，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

２０６５８亿元增长了８５８％。其中，第二产业２２１５亿元，占５８％；第三产业３６１７７亿元，

占９４２％。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占第二、第三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的７１２％，

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占８３％，外商投资单位占２０６％。

从隶属关系看，中央单位主营业务收入１８６０８亿元，占第二、第三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的４８５％；地方单位１９７８４亿元，占５１５％。

表１１　按登记注册类型和隶属关系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数量（亿元） 构成％ 数量（亿元） 构成％ 数量（亿元） 构成％

合　　计 ３８３９２ １０００ ２２１５ ５８ ３６１７７ ９４２
一、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２７３２０ ７１２ １８６２ ４８ ２５４５８ ６６３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１７６ ８３ ２１２ ０６ ２９６４ ７７
外商投资 ７８９５ ２０６ １４１ ０４ ７７５５ ２０２

二、按隶属关系分

中　央 １８６０８ ４８５ １１９２ ３１ １７４１６ ４５４
地　方 １９７８４ ５１５ １０２３ ２７ １８７６１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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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行业分类看，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较大的是批发和零售业１６５０５亿元，占第二、第三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的４３０％；金融业４７９３亿元，占１２５％；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４６９６亿

元，占１２２％。

表１２　按行业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构成（％）

合　　计 ３８３９２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２２１５ ５８

采矿业 — —

制造业 ４４１ １１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５ ０１

建筑业 １７３８ ４５

第三产业 ３６１７７ ９４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２０ １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２３２２ ６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６５０５ ４３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３１６ ３４

金融业 ４７９３ １２５

房地产业 １７４４ ４５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６９６ １２２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３４１７ ８９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０ ０１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０ ０２

教　育 ３１ ０１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６ ０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６０６ １６

　　六、能源消费情况

经济普查对全区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能源消耗量进行了调查。

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能源消费量为９２万吨标煤（按当量值计算，下同），比第一次经济

普查时的１２７万吨标煤减少了２７６％；第三产业消费量为９４１万吨标煤，比第一次经济

普查时的９７９万吨标煤减少了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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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主要能源品种消费情况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电力

（万千瓦时）

汽油

（吨）

柴油

（吨）

天然气

（万立方米）

液化

石油气

（吨）

煤炭

（吨）

热力

（百万千焦）

合　　计 １０３２７５８０２８８１７４３ ６５５２０６ ４８０４４７ １５７８５４ ４７９０７ ７２５０７６ ８６７２８０３７

第二产业 ９１９５２０ １７３８３７ ４２６３４ １５８３２９ ３３２２１ ２６７９ ４８７８８３ １０５９９８２

工　业 ２９３１６２ ８３２７９ １２５２９ ５４９０ １５６９６ ５６３ ４６４３４２ ６２５８１５

建筑业 ６２６３５７ ９０５５７ ３０１０４ １５２８４０ １７５２５ ２１１６ ２３５４０ ４３４１６８

第三产业 ９４０８０６１２７０７９０６ ６１２５７２ ３２２１１７ １２４６３３ ４５２２８ ２３７１９３ ８５６６８０５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２４２９３ ８３９８６ １８５７８８ ８６７１３ ３１１８ １６８２ ７３４１６ ２５２０２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６９２２４６ ４８４６２０ ９５７８ ２００２ ２９０ ２６ １８０ ２２２５６７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６８７７５ １７９６３６ ７６１３０ ５８０５６ ４３５０ ４５００ １５１４０ ２３４５９７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５０１６０８ ５３２１２５ １５２８３ ２３７７５ ３１４４６ ２８８３０ ７００ １０５１１９６０

金融业 ２６４４７３ ７９３９４ ４６０６１ １７５４ ６６７ ７７ ４４０ ２５７９９１４

房地产业 １９５１０３４ ５１８４８３ ２４９１３ ３５８８０ ４４５９６ ４８３ ３７８５ １９９２４００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９８６４９ ３３１１２４ ７５４８９ ３３８１５ ８９３７ １８２３ １５１２４ ６１２２８３５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８５４４７０ ７０１６２ ３４５９０ １１９９５ １０８９ ２３９９ ４４４５ １９７２９４６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０８０２ １２１６６ ３５２２ ４９５７ １８ ２３６ １８１６ ４４５９５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３８９５９ １２００２ ６０５９ １８１６ ５８４ ２３５ ２６３ １４５３８７

教　育 ２０４１６７ ３９３９９ ２４８５ １９５８６ １８１０ ７７７ １１８９４ ２６８８９１９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４３５１０３ １０８８６４ ４１７９ ７２０７ １０２８４ ３４６ … ４６６５４３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４２４８１ ８４８３１ １９９２０ ９６３１ ４０９９ ７４４ ５７３８０ ３００９７２４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００１００３ １７１１１５ １０８５７６ ２４９３３ １３３４５ ３０７１ ５２６１０ １１４２２１４３

注：能源消费合计为当量值；电力消费量不含输配损失。

七、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

本次普查登记的个体经营户８２７４个，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６４２８个增长了２８７％；

从业人员２１９５３人，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１６６２１人增长了３２１％。

在个体经营户中从事第二产业的个体经营７２个，占０９％；从事第三产业的８２０２个，

占９９１％。

从行业分类看，从事零售业、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个体经营户７８１２个，

占个体经营户的９４４％；从业人员２０７７８人，占９４７％；营业收入９２００８８万元，占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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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

户数（户） 从业人员（人） 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８２７４ ２１９５３ ９６７８７３

第二产业 ７２ １７４ ６１２３

工　业 ４５ １１７ ４９７５

建筑业 ２７ ５７ １１４８

第三产业 ８２０２ ２１７７９ ９６１７５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 ４８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２７ ５９ …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２６９ １０５８９ ６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９９ ６９０８ １３

金融业 １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６９ ３４２ ０２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 —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５１８ ３５８４ １８

教　育 ８ ２１ …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２ ３９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９１ １８６ ０１

［注一］单位基本情况依据经济普查的清查结果，反映清查单位的基本情况。单位清查对象包括全

区辖区内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及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外省市法人单位在本区兴办的产业

活动单位。

［注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既包括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又包括非独立核算的法人单

位。

［注三］个体经营户为全区辖区内实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营活动的全部个体经营户。

［注四］从业人员情况仅包括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情况，非独立核算单位的相关数据已包括在独立

核算的法人单位中。资产总额情况、实收资本情况、主营业务收入情况、能源消费情况亦如此。

［注五］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源自《东城统计信息【增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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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东 城 区 统 计 局 　 东 城 区 经 济 社 会 调 查 队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日

　　根据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第二产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发展情况

１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区工业企业单位２１７个，占全部单位的１２％；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１０７２４人。全区工业企业单位数量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３１３个减少了３０７％；从业人

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１４１２９人减少了２４１％。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为７６８％，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１６０％，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７２％。

表１　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的工业企业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数量（人） 构成（％）

合　　计 １０７２４ １００

内　资 ８２３８ ７６８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７１６ １６０

外商投资 ７７０ ７２

　　从行业分类看，在工业的３９个行业中，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的单位数量较多，占

工业企业数量的１５２％；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较

多，占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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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按行业分的工业企业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合　　计 ２１７ １００ １０７２４ １００

采矿业 １ ０５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１ ０５ — —

制造业 ２０８ ９５８ ９６９４ ９０４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 ０９ ８５ ０８

食品制造业 ４ １９ ９０ ０８

饮料制造业 ２ ０９ １０８ １０

纺织业 ４ １８ ２４ ０２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２６ １２０ ９６１ ９０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２ ０９ １２ ０１

家具制造业 ５ ２３ １３８２ １２９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４ １９ ３２ ０３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３３ １５２ ９９５ ９３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２ ０９ １４ ０１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５ ２３ １４４ １３

医药制造业 ３ １４ １１９ １１

塑料制品业 ９ ４１ １５２ １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４ １８ ４１ ０４

金属制品业 ９ ４１ １１９ １１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 ４６ １７５ １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８ ８３ ３００ ２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９ ４１ ４５１ ４２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８ ３７ １９２ １８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７ ７８ ２３８７ ２２３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２６ １２０ １６２５ １５２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５ ２３ ２８６ ２７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１ ０５ — —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 ３７ １０３０ ９６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 ３２ １０３０ ９６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０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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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主要经营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表明，全区工业企业资产总量７０４亿元，实收资本１３７亿元，全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４７６亿元，利润总额２８亿元。全区工业企业资产总量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

的１２４７亿元下降了 ４３５％；主营业务收入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 １５４亿元下降了

６９１％。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２３２亿元、１３１亿元和１１３亿元，占工业企业的４８７％、２７５％和２３８％；实现利润

总额０７亿元、０９亿元和１２亿元，分别占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２５０％、３２１％和

４２９％。

表３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计量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７０４ ５０１ ４７６ ２８

内　资 ４０５ ２４８ ２３２ ０７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４１ １３８ １３１ ０９

外商投资 ５８ １１５ １１３ １２

　　从行业分类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３１１亿元，占全部工业企业的６５３％；实现利润总额２５亿

元，占８９３％。

表４　按行业分的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计量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７０．４ ５０１ ４７６ ２８

制造业 ６６．６ ４６５ ４４１ ２９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０１ ０１ ０１ …

食品制造业 ０５ ０１ ０１ …

饮料制造业 ０２ ０３ ０３ …

纺织业 … … … …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２１ ２７ ２６ ０１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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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家具制造业 ８９ ５３ ５１ ０３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２ ０１ ０１ …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２７ １６ １４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 … …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７ ０４ ０４ ０１

医药制造业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１

塑料制品业 ０３ ０３ ０３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１ ０１ ０１ …

金属制品业 ０４ ０２ ０２ …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４ ０５ ０５ …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２ １１ １１ ０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０ ０６ ０５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３ ０２ ０１ …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５２ １５４ １４１ １３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１８ １７４ １６９ １３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１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８ ３６ ３５ …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８ ３６ ３５ …

　　３高技术产业

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区有高技术工业企业４４个，占全部工业企业的２０３％；从业人

员平均人数４１９２人，占３９１％；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３１３亿元，占６５７％；实现利税 ３０亿

元，占６５３％。全区高技术工业企业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６８个下降了３５３％；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４９３５人下降了１５１％。

４出口情况

工业企业全年实现出口交货值４２亿元，占全部工业企业销售产值的１０７％。其中，

高技术产业实现出口交货值３０亿元，占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７１３％。

５科技活动情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１１个，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

企业５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科技活动人员６９４人，Ｒ＆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３６４

人，与第一次经济普查相比，分别增长１０％和下降２９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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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９１９９万元，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内部支出合计５２５３万元，占其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２０％和１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开展科技项目８２项。申请专利１９件，其中发明专利２件，与第

一次经济普查相比，申请专利数减少了３６７％，发明专利数仍保持不变。新产品销售收入

５６亿元，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１２３％。

６能源消费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区工业法人企业全年消耗电力８４８６８万千瓦小时（不含输配损失，下

同），汽油１２９３９吨，柴油２６３５吨，天然气４９７８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６０２吨，煤炭１２３２０吨。

全区工业企业全年消耗电力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５４０１万千瓦小时增长了５７１％。

全区工业企业取水总量为１３０６万立方米。

二、建筑业发展情况

１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建筑业单位３５７个，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２３２３７人。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

业单位１４３个，占建筑业单位的４０１％。全区建筑业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净增加 ７４

个，增长２６１％；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净减少５２６５人，下降１８５％。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重较高的是内资企业。

表５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建筑业企业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情况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数量（人） 构成（％）

合　　计 ２３２３７ １００

内　资 ２２６０８ ９７３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３７ １４

外商投资 ２９２ １３

　　２主要经营情况

２００８年末，全区建筑业企业资产总量３０７５亿元，负债合计２１８３亿元，实收资本６６３

亿元。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１４６９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７３８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２８亿元。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相比，全区建筑业企业资产总量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增长

３９３％和３７５％。

全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４０７８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１２３３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

６１３万平方米。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在各主要经济指标中所占比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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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建筑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计量单位：亿元、万平方米

总产值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主营收入 利润总额 竣工面积

合　　计 １４６９ ３０７５ ２１８３ １７３８ ２８ １２３３

内　资 １３８３ ２９９９ ２１３２ １６３０ ２７ １２１５

港澳台商投资 ７４ ４９ ３５ ８０ ０３ …

外商投资 １２ ２７ １６ ２８ －０２ １８

　　从行业分类看，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各主要经济指标所占比重明显较高。

表７　按行业分的建筑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计量单位：亿元、万平方米

总产值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主营收入 利润总额 竣工面积

合　　计 １４６９ ３０７５ ２１８３ １７３８ ２８ １２３３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１０５７ ２７３１ １９２７ １４００ ２３ １０３１

建筑安装业 ２１９ ２０６ １７１ １４７ ０３ ２０１

建筑装饰业 １９２ １３５ ８４ １９０ ０２ ０１

其他建筑业 ０１ ０３ ０１ ０１ … …

　　全区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４０７７万平方米，房屋建筑

竣工面积１２３１万平方米，竣工价值２４５亿元。

表８　按房屋用途分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完成情况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房屋建筑竣工价值

数量（万平方米） 构成（％） 数量（亿元） 构成（％）

合　　计 １２３１ １００ ２４５ １００
厂房、仓库 ２４６ ２００ ５８ ２３７
住宅 ６１３ ４９８ １０１ ４１２
办公用房 ２１９ １７８ ４８ １９６
批发和零售用房 ０３ ０２ … …

住宿和餐饮用房 １５ １２ ０４ １６
教育用房 ０５ ０４ ０１ ０４
文化、体育用房 ０７ ０６ ０３ １２
科研用房 ３２ ２６ ０９ ３７
其他用房 ９１ ７４ ２１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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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能源消费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区建筑业法人企业全年消耗电力９０５５７万千瓦小时，汽油３０１０４

吨，柴油１５２８４０吨，天然气１７５２５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２１１６吨，煤炭２３５４０吨。

［注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注二］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

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包括经政府有关部

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开发研制，但尚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投产一年之内的

新产品。

［注三］资质内建筑业企业：是指依据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２００１年第８７号）及《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２００１］８２号），已经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

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指虽然没有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但实际从事建筑生产经营活动的建

筑业企业。

［注四］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总承包企业是指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可以对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

或者对主体工程实行施工承包的建筑业企业。专业承包企业是指具有专业承包资质，可以承接总承包企

业分包的专业工程或者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的建筑业企业。不包括资质以外的建筑业企

业和个体经营户。

［注五］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源自《东城统计信息【增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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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三号）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东 城 区 统 计 局 　 东 城 区 经 济 社 会 调 查 队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日

　　根据东城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第三产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全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单位数２７３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１６％；从业人员平均

人数４３０３４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７８个，增长４００％；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

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３８２０５人，增长７９倍。

表１　按行业分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２７３ ４３０３４ ６７７ ６２６ ０１

铁路运输业 ５ ２１ … … …

道路运输业 ５２ ６１７ ０８ ０５ …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１２ ７１０１ １２６ ５５ ０２

航空运输业 ３ ０ ０ ０ ０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１４２ １６４５ ７７ ８８ ０３

仓储业 ９ ７６１ ０６ １３ …

邮政业 ５０ ３２８８９ ４６０ ４６６ －０４

注：利润总额只包含填报企业财务报表单位数据。

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全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单位数５１６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２９％ ；从业人

员平均人数１３０３８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１３７个，增长３６１％；从业人员平

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减少１７０７人，下降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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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按行业分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５１６ １３０３８ ３７８４ ２３８９ ６１２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７３ ６８７１ ３３７８ ２２０６ ６３３

计算机服务业 ２５５ ２９６８ ２８２ １１１ －１３

软件业 １８８ ３１９９ １２４ ７１ －０８

注：利润总额只包含填报企业财务报表单位数据。

三、批发和零售业

全区批发和零售业的单位数 ４４６１个，占全区单位数的 ２５４％；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６４１２５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３８８８个增长１４７％，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

经济普查时的６６９０６人下降４２％。

经济普查显示，批发和零售业全年销售总额为 １９２２５亿元，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

１０１２７亿元增长８９８％。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完成销售总额１３６１６亿元，占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总额的

７０８％；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完成销售额 ４０６亿元，占 ２１％；外商投资企业完成销售额

５２０３亿元，占２７１％。

表３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批发和零售业主要经济指标

计量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主营

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销售总额

＃零售额

合　　计 ２１９６２ １２１４８ １６５０５ ５９３ １９２２５ ２３１２

内　资 １９４８９ １０３３９ １２２４０ ４４６ １３６１６ １７７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１８ １３７ ３７４ １４ ４０６ ２５５

外商投资 ２２５６ １６７２ ３８９２ １３２ ５２０３ ２８５

　　从行业分类看，在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总额中，批发业占８９１％，零售业占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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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按行业分的批发和零售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销售总额

（亿元） ＃零售额

合　　计 ４４６１ ６４１２５ ２１９６２ １２１４８ １６５０５ ５９３ １９２２５ ２３１２

批发业 １９７６ ３３６６５ １９９９９ １０８９５ １４６１８ ５５０ １７１３４ ５３５

零售业 ２４８５ ３０４６０ １９６３ １２５４ １８８７ ４３ ２０９０ １７７７

　　四、住宿和餐饮业

全区住宿和餐饮业的单位数１０８０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６１％；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８３０８７

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８３３个增长２９７％，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

查时的５８５２５人增长４２０％。

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为１３１０亿元，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７１２

亿元增长８４０％。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营业额为５０２亿元，占住宿和餐饮业的３８４％；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营业额为２５４亿元，占１９４％；外商投资企业营业额为５５３亿元，占４２２％。

表５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住宿和餐饮业主要经济指标

计量单位：亿元

资产

总计

负债

合计

主营

业务收入

利润

总额
营业额 ＃客房

收入

＃餐费
收入

＃商品
销售额

合　　计 ２３４６ １７９３ １３１６ ５１ １３１０ ３１８ ８８０ ４１

内　资 １１４２ ８１８ ５０５ －０７ ５０２ １７５ ２８８ １０

港澳台商投资 ７９６ ７１７ ２６０ ０３ ２５４ １１０ ７８ ３１

外商投资 ４０８ ２５９ ５５０ ５４ ５５３ ３３ ５１４ …

　　从行业分类看，住宿业营业额５３５亿元，占住宿和餐饮业的４０８％；餐饮业７７５亿

元，占５９２％。

表６　按行业分的住宿和餐饮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

总计

（亿元）

负债

合计

（亿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营业额

（亿元）
＃客房
收入

＃餐费
收入

＃商品
销售额

合　计 １０８０ ８３０８７ ２３４６ １７９３ １３１６ ５１ １３１０ ３１８ ８８０ ４１

住宿业 ４２５ ２５５２０ １８８７ １４３８ ５４３ １８ ５３５ ３１７ １２５ ３３

餐饮业 ６５５ ５７５６７ ４５９ ３５５ ７７２ ３２ ７７５ ０１ ７５５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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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融业

全区金融业的单位数１０６个，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２３５２１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

时的６１个增长了１４倍，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８２４９人增长了１９倍。

表７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金融业主要经济指标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主营

业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２３５２１ ２２９９７７ ２１４８４７ ４７９３ １８２４

内　资 １６５７４ ２１９９９５ ２０５２７２ ４３２５ １７４７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００２ ５０５８ ４８８９ １０１ ５３

外商投资 ５９４５ ４９２３ ４６８５ ３６７ ２４

　　在金融业中，银行业的单位数１５个，占金融业的１４２％，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占５６０％，

资产总量占７２１％。

表８　按行业分的金融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主营

业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１０６ ２３５２１ ２２９９７７ ２１４８４７ ４７９３ １８２４

银行业 １５ １３１８３ １６５９１０ １５４６２２ １９２３ ２８１

证券业 １１ １１２７ ２１３７ １７７３ ９９ －１４

保险业 ３９ ８１１３ １３９３ １３７３ ８７３ －１０

其他金融活动 ４１ １０９８ ６０５３６ ５７０７９ １８９９ １５６７

表９　按隶属关系分的金融业主要经济指标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主营

业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２３５２１ ２２９９７７ ２１４８４７ ４７９３ １８２４

中　央 １０８５８ １７１７６９ １６０２３６ ３５９８ １８１１

地　方 １２６６３ ５８２０８ ５４６１１ １１９５ １３

　　六、房地产业

全区房地产业的单位数８７９个，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３９８２８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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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７８４个增长了１２１％，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２６５８３人增长了４９８％。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资产总计为１２０４９亿元，占房地产业的６５９％；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为４７８９亿元，占２６２％；外商投资企业为１４３３亿元，占７８％。

表１０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房地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主营

业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３９８２８ １８２７１ １３３９２ １７４４ ３９０

内　资 ２８４２９ １２０４９ ８５４５ １０７８ ３４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８９８５ ４７８９ ３７４５ ４４５ ５６

外商投资 ２４１４ １４３３ １１０２ ２２１ －０８

　　房地产业按行业分类的情况如下：

表１１　按行业分的房地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主营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８７９ ３９８２８ １８２７１ １３３９２ １７４４ ３９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２２８ ８０４６ １６３９８ １２１８５ １３６１ ３７９

物业管理 ２７１ ２１０８１ ８９５ ７８２ ２３２ －１２

房地产中介服务 ２５２ ６８７１ １７６ １２５ ６５ －０６

其他房地产活动 １２８ ３８３０ ８０３ ３００ ８６ ２９

　　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９９７亿元，施工面积３９８１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１３４２万平

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４４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７９万平方米。物业管理企业在

管房屋建筑面积２７８７５万平方米。中介服务企业房屋代理销售成交合同面积７０８万平方

米，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面积４５２７万平方米。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全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单位数４６３８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２６４％；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７８３１９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１２９８个，增长３８９％；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

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２２６４８人，增长４０７％。

从行业分类看，商务服务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４６８５亿元，占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主营

业务收入的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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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按行业分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４６３８ ７８３１９ ３１１２２３ ５４２４ ５６４４
租赁业 ５４ ４７５ ２７ １２ ０１
商务服务业 ４５８４ ７７８４４ ３１１１９５ ５４１２ ５６４３

注：利润总额只包含填报企业财务报表单位数据。

八、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全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单位数１３３１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７６％；从业

人员平均人数３９５５４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３８９个，增长４１３％；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２０３８６人，增长１１倍。

表１３　按行业分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合　　计 １３３１ ３９５５４ １２４９４ ３８８１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１６９ ７３８４ ５９０ ２３０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４８４ １２２３６ ８５４３ ２５４２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６６８ ３６３９ ３３６ ７９
地质勘查业 １０ １６２９５ ３０２４ １０３０

　　九、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全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单位数７５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０４％；从业人员平

均人数２９７９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１个，增长１４％；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

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减少２４５人，下降７６％。

表１４　按行业分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主要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合　　计 ７５ ２９７９ ７５
环境管理业 ２９ １４５３ ２２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６ １５２６ ５３

　　十、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全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单位数６８２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３９％；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８２９５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减少８４个，下降１１０％；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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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经济普查时减少１９３９人，下降１８９％。

表１５　按行业分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合　　计 ６８２ ８２９５ ６６ ６２
居民服务业 ４７３ ３５８５ ４４ ３６
其他服务业 ２０９ ４７１０ ２２ ２７

　　十一、教育

全区教育业的单位数４７１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２７％；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１４５４３人。单

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３２个，增长７３％；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

减少２２６８人，下降１３５％。

表１６　按教育等级分的教育行业主要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合　　计 ４７１ １４５４３ ３８６

学前教育 ３８ １０２１ ０９

初等教育 ５０ ２７４０ ６６

中等教育 ３３ ５５１８ １２３

高等教育 １３ １００３ ５７

其他教育 ３３７ ４２６１ １３１

　　十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全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单位数２２１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１３％；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２２２４９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７６个，增长５２４％；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１１５４人，增长５５％。

表１７　按行业分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主要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合　　计 ２２１ ２２２４９ １３８１

卫　生 １７１ ２１６７２ １３３７

社会保障业 １８ ３２８ ０６

社会福利业 ３２ ２４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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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全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单位数１０８９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６２％；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２３７２４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３５６个，增长４８６％；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

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１５１４人，增长６８％。

表１８　按行业分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合　　计 １０８９ ２３７２４ ２０１１ ９３８

新闻出版业 ２４３ １３０８０ １１９７ ５８５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９２ ９３９ ８９ ３２

文化艺术业 ５６１ ７２５５ ６６３ ２９０

体　育 ６４ ７８２ ２０ ０８

娱乐业 １２９ １６６８ ４２ ２２

　　十四、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全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单位数１１６８个，占全区单位数的６７％；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４１８５２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７５个，增长６９％；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

一次经济普查时增加４７９５人，增长１２９％。

表１９　按行业分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主要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合　　计 １１６８ ４２ ３８３２

中国共产党机关 １６ ０．２ １７．７

国家机构 ２４４ ３．５ ２８９．４

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 ８ … ５．１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 ７７４ ０．５ ７１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１２６ ０ ０

［注一］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源自《东城统计信息【增刊】》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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