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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克服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不利影响，积极应对

加入 WTO 后出现的新情况，紧抓机遇，开拓创新，大力推进首都经济发展战

略的实施，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市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

态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

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一一一、、、、       综合经济综合经济综合经济综合经济 

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全市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增长。初步统计，2002 年全市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 31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 27746 元，比上年增长 8.9%，按当前汇率折算，约合 3355 美

元。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全市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9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

第二产业 1114.4 亿元，增长 8.8%；第三产业 1920.1 亿元，增长 11.4%。三

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3.1%、35.6%和 61.3%，其中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 

所有制结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结构：：：：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46.5%，比 1997 年提高 23.5 个百分点。5 年来，非公经济增势强劲，年均增

速高达 25.9%，为全市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活力。2002 年，非公经济对全

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4.6%，比 5 年前提高 12.4 个百分点。 

三大三大三大三大需求需求需求需求：：：：三大需求共同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继续增强。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814.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8.5%。投资重点集中于住宅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全年完

 



成住宅投资 63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住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重为 35%，同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411.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5.6%；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22.7%，

从投资主体看，非国有单位投资是带动全市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全年

非国有单位投资完成 1063.4 亿元，增长 36.7%，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达到 58.6%，其中非国有内资企业完成投资 716 亿元，增长 44.3％，占全

社会投资的比重为 39.5％。投资领域初步改变了前几年过度依赖政府支持的

局面。  

 消费市场热点比较突出。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744.8 亿元，增长

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3 %。消费热点主要集中于交通、通信和

住房等领域。全年销售商品住宅 1604.4 万平方米，增长 42.3%（销售额 813.8

亿元，增长 33.4%）；销售各类汽车 26.0 万辆，增长 13.7 %；城镇居民人均

用于交通通信方面的消费支出达到1271元，增长51.4%，增幅比上年提高24.3

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倾向有所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性支出 10285.8 元，增长 15.3%，增幅比上年提高 10.2 个百分点。平均消

费倾向为 0.83，比上年提高 0.055。服务性消费比重达到 30%，比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 

出口增幅超过上年。。。。在加入 WTO 的新形势下，我市积极推进“大通关”

工作，狠抓新的出口增长点，不断增强外贸企业市场竞争力，地方出口大

幅增长。全年地方企业出口总值达到 5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1.1%，增幅

提高 15.8 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我市的主要出口商品，

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 63.5%和 44.6%。 

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98.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

96.6%，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 97.1%，分别比上年下降 4.9 个、

2.8 个和 3.4 个百分点。从动态看，2002 年下半年以后，价格降幅趋于减缓，



全年三类价格指数分别比上半年提高  0.6 个、2.3 个和 0.3 个百分点。 

财政收支财政收支财政收支财政收支：：：：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53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5.9%，连续 8 年保持 20%以上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中，增值税、

营业税分别为 66.7 亿元和 22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0%和 25.6% ；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为 100.0 亿元和 61.3 亿元，增长 17.6%和 21.1%。地

方财政支出 625.5 亿元， 增长 21.4%。 

二二二二、、、、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城市建设 

道路建设道路建设道路建设道路建设：：：：道路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全面展开，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西线工程竣工通车，地铁八通线进展顺利。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和城区路网加密工程加快实施，德外大街、五环路二

期、三期和六环路一期、京承高速路一期等陆续建成通车，二环路进行了

全面改造，三环路改造正式开工。全年道路建设总投资 153.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51.8%，占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达到 37.4%。年末，全市道路总长度

达到 4400 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70 公里；高速公路达到 463 公里，比上年

末增加 128 公里。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 74.6 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20.6

公里。全市基本形成了以轨道交通为先导，高速公路为龙头、干线路为骨

干、路网为联络线、县乡路为支脉的放射形交通网络。 

危旧房改造危旧房改造危旧房改造危旧房改造：：：：全年城八区完成危旧房改造投资 179.3 亿元，拆除房屋

232.4 万平方米，其中危房 89.9 万平方米，动迁居民近 7.4 万户。截止到年

底，全市危旧房改造工程开复工总面积达到 1160.8 万平方米，其中本年新开

工 454.6 万平方米，竣工 332.2 万平方米。在危改过程中，我市十分重视古

都风貌的保护工作，制定了《关于加强危改中的“四合院”保护工作的若干

意见》，研究讨论了《关于稳步推进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和

改建工作实施意见》，以妥善处理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

系 

环境保护和治理环境保护和治理环境保护和治理环境保护和治理：：：：大气污染得到有效治理。从 1998 年开始，全市先后



分 8 个阶段实施了数十项控制大气污染的紧急措施，使主要大气污染物浓

度显著下降，空气质量明显好转。2002 年，全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

二级的天数为２０３天，占全年总天数的 5５.６%，超过年初确定的 55%的

目标。全市能源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全年城近郊区共有 1681 台燃煤锅炉

改用清洁能源，全市天然气供应量达到 18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12.5%。

全年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800 万平方米，新增电采暖面积 400 万平方米。机

动车排气污染控制力度加强。清洁燃料公交车增加到 1800 辆。机动车尾气

路检达标率已达 90%。严格控制扬尘污染，治理裸露土地和季节性裸露农田

397 万平方米和 130 万亩。积极治理工业污染，关停 5 个水泥厂、20 个石

灰厂，四环路内 12 家有污染的企业搬迁或停产。 

城市绿化取得新进展。继续推进三道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城区建成 51

处集中大绿地，城市绿化隔离带绿化面积达到 110 平方公里，“五河十路”

绿色通道完成绿化 366 公里，山区人工造林 20 万亩，五大风沙危害区完成造

林 4 万亩，全市林木覆盖率和市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45.5%和 40.2%，比上

年提高 6.2 个和 6.8 个百分点。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继续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继续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继续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继续加强。。。。北环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开工，

清河和凉水河污水截流工程加快建设。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和清河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投入运行，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150 万吨，比上年增长 17%。

全市污水处理率超过 45%的预期目标，比上年高了 3 个百分点。全市在 250

个居民小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厂一期工程

投入使用，市区垃圾日产日清，且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全年城市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 86.5%，比上年高 5 个百分点。 

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城市公交体系逐步完善。年末，全市共有公共交通运营车辆

1.5 万辆,客运出租车营运车辆 6.5 万辆，公共电汽车线路 582 条。全年城市

公共交通共运送乘客 48 亿人次（不含出租车），比上年增长 6%；其中公共

电汽车运送乘客 43.2 亿人次，占 90%；轨道交通 4.8 亿人次，占 10%。全年

出租汽车客运量达到 6 亿人次。 



公用事业公用事业公用事业公用事业：：：：城市水电气热供应能力大幅度提高。全年自来水售水量 6.6

亿吨，其中生活用水 5.6 亿吨。自来水日供水能力达到 371 万吨。全年北

京地区用电 384.8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0.9%。年末天然气家庭用户达到

191 万户，占全市燃气总户数的 57%。城市热力管网集中供热面积达到 6915

万平方米。 

三三三三、、、、       主要行业主要行业主要行业主要行业 

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在结构调整中加快增长。全年实现农业增加值 95.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连续第三年保持４％以上增速。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23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增幅提高 0.3 个百分点。其中，种植

业产值 105.9 亿元，增长 6.8%，养殖业产值 129.6 亿元，增长 12.8%。养

殖业占农业的比重达到 55%，比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粮食播种面积 

253.4 万亩，比上年调减 21 %；各类经济作物和其他农作物占耕地面积的

比重由上年的 41.3%上升到 45.4%。全年粮食产量 82.3 万吨，粮食亩产 

324.8 公斤。主要农副产品产量稳定增长，肉类、蔬菜、牛奶产量分别比上

年增长 12.7%、4.1%、28.4%。 

工业工业工业工业：：：：工业生产总体继续保持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870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9%。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27.8%，对全市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 23.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23.3 亿元，增长 8%；其中国

有工业完成增加值 164.3 亿元，股份制工业增加值 26.2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 9.5 %、29.1%，外商及港澳台工业完成增加值 336.2 亿元，比上年下降 0.8%。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251.6 亿元，比上年下降 0.6 %，高

新技术产业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8.9%。  

产销衔接基本正常，企业运营状况稳步改善。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

品销售率达到 98.2%，比上年下降 0.95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152.2 亿元，比上年增长8.7 %。利税总额307.7亿元，增长 10.9%。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 135.2 %，比上年提高 6.1 个百分点。成本利



润率为 4.94%，比上年提高 0.09 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 80554 元/人，比

上年提高 14.7%。 

建筑业建筑业建筑业建筑业：：：：建筑业生产增势强劲。在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住宅建设的带动

下，全市建筑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达到 105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8%。

实现增加值 24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增幅提高 5.8 个百分点。建筑业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7.8%，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建筑企业劳动生

产率继续提高, 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117679 元，比上年增长 11.1%。 建筑业

实现利润 21 亿元，增长 12.3%，人均利润 3688 元，增长 14%。  

邮电通信业邮电通信业邮电通信业邮电通信业：：：：邮电通信业稳步发展。全年邮电通信业实现增加值 15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23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1%。 

邮政业务有涨有落。全年订销报纸 12.3 亿份，比上年下降 8.9%；订销

杂志 5263 万份，比上年下降 1.4 %；收寄特快专递 971 万件，比上年下降 2%。

邮政新业务发展迅速。全年完成商函制作 28044 万件，比上年增长 48.3 %；

年末邮政储蓄余额达到 2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3%。 

通信业健康发展。固定电信稳步发展。全市局用交换机容量达 804 万门，

比上年增长 13.2%。全市固定电话用户达 585.5 万户，比上年增长 13.1%。电

话主线普及率达到 51.6 线/百人，其中城市电话主线普及率达到 74.3 线/百

人，乡村电话主线普及率达到 16.8 线/百人。移动通信高速发展。年末，全

市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940 万户，比上年增长 49%；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 82 部/

百人。此外，新兴通信业务如数据通信、多媒体、互联网、电话信息服务、

手机短信等迅速扩展。 

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平稳增长，运输方式积极变化。2002 年，交通运

输业实现增加值 7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0.5%。 

货物运输平稳增长。全年货运总量 30790.8 万吨，比上年增长 0.8%。其

中，铁路运输 2370 万吨，下降 5.4%；公路运输 28375 万吨，增长 1.3%；民



用航空运输 45.8 万吨，增长 21.5%。 

旅客运输快速增长。全年旅客运输量29559.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1.6%。

其中，铁路 5170 万人次，增长 8.8%；公路 23112.3 万人次，增长 39%；民用

航空 1277.3 万人次，增长 17.2%。 

商业商业商业商业：：：：多元业态促进商业繁荣。全年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25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 %。大中型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实现商品销售总值

3484.9 亿元，增长 5.5 %；购进总值 3199.2 亿元，增长 5.5％。大中型商业

企业经济效益有所改善，实现销售收入 3085.9 亿元，增长 8.7%；实现利润

58.0 亿元，增长 32.9%。新型商业业态快速发展，年末连锁企业已达到 139

家，连锁商业全年实现零售额 326.3 亿元，增长 31.2%，高于全市商业平均增

速。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网上购物也有发展。年末已有家乐福、万客隆、

普尔斯马特等 20 多家国际知名零售企业落户北京，促进了我市商业经营管理

方式的转变。 

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业稳健发展。全年金融保险业增加值 484.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6%。 

金融业务进一步扩大。年末，北京市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

15392.7 亿元，比年初增加 3161.3 亿元，增量比上年增长 27.7%。其中企业

存款余额 8562.8 元，比年初增加 1857.9 亿元，增量比上年增长 45.3％；

居民储蓄余额 4389.7 亿元，比年初增加 853.4 亿元，增量比上年增长 39.2

％。金融贷款余额 9230.8 亿元，比年初增加 1724.4 亿元，增量比上年增长

44.4 %。其中企业贷款余额 8086.5 亿元，比年初增加 1293.4 亿元，增量比

上年增长 52.6％；消费贷款余额 1162.3 亿元，比年初增加 431.0 亿元，增

量比上年增长 24.2％。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 12193.9 亿元，现金支出

12111.7 亿元，收支相抵回笼现金 82.2 亿元。 

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保费收入 22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9 %。其中，

财产险保费收入 44.2 亿元，增长 15.6 %；人身险保费收入 182.6 亿元，增



长 77.8  %。 

证券市场稳步发展。全年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 13331.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8 %；其中股票成交额 4553.5 亿元，比上年减少 14.7%。全市

发行 A 股上市企业 68 家，当年上市企业 6 家；通过证券市场融资 152.17 亿

元。 

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全年实现增加值 129.8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6.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6.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1%。

全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98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2%，房地产投资占全

社会投资的比重达到 54.5%。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达 7510.8 万平方米，竣工

面积 2384.4 万平方米，销售 1708.3 万平方米，分别是上年的 125.9%、139.7%

和 141.8%。全年实现商品房销售额 81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4%。 

房地产开发热点是商品住宅。全年商品住宅投资 586.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6.4％，占房地产投资的比重达到 59.3%。商品住宅开复工面积 5397.6 万

平方米，增长 24.1％；竣工面积 1926.2 万平方米，增长 38.2％。  

四四四四、、、、       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外开放 

外贸进出口外贸进出口外贸进出口外贸进出口：：：：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据海关统计，，，，全市海关进出口贸

易总值525.1亿美元，增长2.0%。其中进口总值398.9亿美元，出口总值126.1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0.4%和 7.2%。地方企业进出口贸易总值为 140.4 亿

美元，增长 4.8% 。其中进口为 81.4 亿美元, 为去年同期的 95.5%;出口总值

59 亿美元 ，增长 21.1%。从进出口结构看，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贸易逆

差有所缩小。地方出口产品中，出口产品结构不断改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

有所提高，全年出口机电产品 37.4 亿美元，增长 28.5%，占地方出口总额的

比重达 63.5%，比上年提高 4 个百分点。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对外服务贸易稳定增长。全年新签对外承

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 2.79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2.32 亿美元。年末在



外人数 2134 人。 

旅游旅游旅游旅游：：：：海外来京游客继续增长。全年接待海外游客突破 300 万人次，达

到 310.4 万人次，增长 8.6%。旅游创汇收入达到 3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1%。

国内旅游发展良好，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 1.15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5%；旅游

收入 9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年末，全市共有旅游定点饭店 622 家，其中

星级饭店 572 家，客房数达到 10.3 万间，比上年末增加 1 万间。客房出租率

达到 61.7％。  

利用外资利用外资利用外资利用外资：：：：利用外资取得新进展。全市新批外资项目 1370 项，协议外资

金额 28.1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9.4％和 3.6％。实际吸引外资 51 亿美

元，其中客商直接入资 17.9 亿美元，分别增长 27.2%和 1.4％。外资投向趋

于合理，投向第三产业的外资比重为 61.3％。跨国公司投资势头良好，全球

500 家跨国公司中已有 160 家左右在京投资。 

开发区开发区开发区开发区：：：：开发区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热点。年末，各类开发区累计入

区企业 17592 家，其中投产企业 16309 家。全年各类开发区实现总收入

302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9%；实现工业总产值 1689.3 亿元，增长 25.0%

（现价）；实现利润 119.3 亿元，增长 32.9％；上缴税费 144 亿元，增长

23.9%。开发区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2.1 亿元，增长 21.1％。世界 500

强企业中已有 40 多家在开发区设立了研发和生产基地。 

中关村“一区五园”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年末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已达 11340 家，全年实现总收入 24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实现增加

值 537 亿元，增长 17%（现价），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7.2％；

上缴税费 110 亿元，增长 23%。 

五五五五、、、、社会事业社会事业社会事业社会事业 

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科技投入继续增加，全市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达  370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8 ％；其中 R&D 经费支出 180 亿元，增长 5.1% 。 



科研机构和队伍稳定。年末，全市开展科技活动的单位为 3350    个，

其中科研院所 360 个；北京地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 25 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

程师（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19.7 万人，占科

技活动人员总数的 78.8%。 

创业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年末，拥有孵化器 53 家，居全国之首，

在孵企业约 1150 家。提高服务水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全年技术合同登记

27038 项，合同成交总金额 221.1 亿元，其中技术交易额 181.0 亿元，保持全

国领先地位。近年来，北京吸收本地区技术商品和辐射全国各地的技术商品，

其金额和项数大致各占一半，技术市场呈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 

四大基地建设加快。软件产业基地、北方微电子基地、生物医药基地、

新材料基地等“四个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年末，认定软件企业突破 1000 家，

累计登记软件产品达到 3605 个，全国约有 70%的自主软件产品在北京开发。

以中关村开发区为主，生物医药制造产业群渐成规模，全市生物医药和新医

药产业实现增加值 16.4 亿元，增长 24.4 %。支持新材料领域 7 家企业上市。

在微电子领域，研制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如“星光 1 号”、“星

光 2 号”、“中国芯”等。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投入稳步增加，全年教育经费投入 319.2

亿元，其中，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 94.66 亿元。 

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高考改革取得进展，春季招生改革试点顺利进

行，高考“3+X”考试科目改革平稳实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稳步推进，大学

生公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年共竣工学生公寓 53 万平方米，入住学生 4 万

人。总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的望京花园东区教师住宅竣工交付使用。年末，

北京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62 所，成人高等学校 38 所，全市有 46 所普通高校和

124 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继续扩大，

全年招生人数为 25.46 万人，高考录取率达到 74%， 18—22 岁年龄组人口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6%，居全国最高水平。 



基础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全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保持在 99.9%以上，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保持在 100%，普通高中特别是优质高中招生规模稳步扩大，

普通高中实际招生 8.5 万人，高中阶段入学率达 95%以上。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快速发展。五年来，全市有 30％的市民和 50％以

上的从业人员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年培训量已达到 500 万人次以上。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迅速发展，五年共为社会输送毕业生 40.81 万人。目前

全市已建立了 8 所社区学院，城近郊区 80%以上的街道建立了社区教育中心或

市民学校，社区教育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教育信息化程度明显提高。北京教育信息网的远程教学服务已辐射到全

市 10 个远郊区县。作为 “数字北京”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校校通”工程进展

顺利。年末，全市建起校园网的小学校已有 400 所，高校 46 所。重点大学学

生人均每年上网 300 小时以上，学生上网率在 90%以上。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艺术繁荣活跃。全市各主要剧场文艺演出 1.3 万余场，引

进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来京交流项目 131 批，来京的涉外演出 201 台、

3290 场次。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蓬勃发展，城乡人

民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年末，全市有区县文化馆 20 个，全市各街道和

乡镇基本都建有基础文化设施（文化站），建筑总面积 18.2 万平方米。建

成各类文化广场 972 个，总面积 454 万平方米，总投资 14.6 亿元。以基层

文化工作者、文化志愿者和业余文艺骨干为重点的基层文艺队伍日益壮大，

全市基层文化工作者队伍共有 12.4 万人，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更加繁荣，涌

现出一大批业余文艺创作精品。全市有 31 部作品和 270 余名业余文艺骨干

在“群星奖”等全国各类文艺评比和赛事中获奖。 

公共图书馆事业规模不断扩大。全市已初步形成以国家图书馆、首都图

书馆、市少儿图书馆为龙头，区级图书馆为区域中心，乡街文化站图书室为

基础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到 2002 年底，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 26 个，其中少

儿图书馆 5 个；5 个图书馆建筑面积达到万平方米以上，平均每人拥有藏书

2.8 册。全市有 5 家社区图书馆挂牌成立，成为北京市首批社区图书馆。 



到 2002 年底，全市共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 213 个，电影院 64 个。北京

地区电视节目 17 套，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 99.9%。广播电视播出时间位居

全国前列。出版发行业经过改组改造，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年末，北京地

区出版的报纸达到 244 种，总印数 67.4 亿份，分别比上年增长 0.4%和减少

2.8%；出版的期刊达到 2378 种，总印数 8.2 亿册，分别比上年增长 0.2%和

1.3%；全市出版图书 81782 种，总印数 12.6 亿册，分别比上年增长 27.9%和

22.6%。 

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成果显著。年内又有明长城遗址公园、菖蒲河公园

等一批展示古都风貌的工程向公众开放。年末，全市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 60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34 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25 处。市级财

政加大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到 2002 年底共投入 3.3 亿元。全市面

向社会开放的博物馆达到 118 个，除固定展出外，每年举办临展、巡展及

外展 200 余个，参观人次达 1800 万人次。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医疗卫生力量不断增强。

全市卫生技术人员保持稳定，医院床位年均增长 1.8%，全市平均每千人口拥

有医院床位 6.31 张，每千人拥有医生 4.64 人。医院硬件设施逐步接近国际

先进水平，一般医疗设备的普及率达到 100%。 

传染病危害程度显著下降，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市

计划免疫四苗全程接种率达到 99%以上，计划免疫相关疾病依然保持在较低水

平，已连续 18 年没有发现野毒株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全市人均期望寿命

接近 76 岁。 

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形成。2001 年，全市开始进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计划对 596 万城镇职工分布实施。2002 年是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

第二年，年末实际参保人数达到 325 万人，约占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 55%。社

区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市社区卫生服务建站工作已完成规划的 94.6%，

89.4%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通过验收。卫生资源进一步优化整合，32 家大型综合

医院与 11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定点协作关系，形成双向转诊关系。 



体育体育体育体育：：：：群众体育蓬勃发展。2002 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543.79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 41.83%；大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达标

率达到 95%以上。全民健身晨、晚练活动场所近 3000 个。全民健身工程的配

建力度加强。全年配建 1200 个“居家工程”，39 个“标准工程”，6 个“市

级工程”，总面积 86.1 万平方米，总投资 1.8 亿元，其中市体育彩票公益金

投入达 4500 万元。 

竞技体育水平稳步提高。年末，全市有优秀体育运动员 791 人。2002 年

举办国际国内体育比赛 37 个项目 106 项次；市级竞技系列体育比赛（奥运会

项目）21 个项目 49 项次；群众系列体育比赛 28 个项目 120 项次。共获得国

际和全国性比赛奖牌 110 枚，其中金牌 45 枚，银牌 36 枚。在釜山亚运会，

我市共有 52 名运动员和 17 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 24 个项目

的角逐。其中有 12 人在 7 个项目的比赛中夺得 20 枚金牌、8 枚银牌和 5 枚

铜牌，实现了我市参加亚运会夺取金牌数的历史性突破。 

六六六六、、、、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就业就业就业就业、、、、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人民生活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人口总量得到控制，常住人口缓慢增长。年末，全市共有常住人

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1423.2 万人，比上年增加 39.9 万人，增长 2.9%。

全市人口出生率为 6.6‰，比上年增加 0.5 个千分点；死亡率 5.7‰，比上年

增加 0.4 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 0.9‰，比上年增加 0.1 个千分点。据公安部

门统计，2002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1136.3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1.2%。 

就业和社会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全市积极开辟就业渠道，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据

劳动部门统计，2002 年末，全市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6.02 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 1.35%，控制在 2%预定目标以内。运行 5 年的再就业服务中心正式

退出历史舞台，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制度的平稳并轨。

全市初步建立起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养老、

失业、医疗保险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 

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463.92 元，比上年增长 13.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5.5%；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为 10285.83 元， 比

上年增长 1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7.4%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33.8%，比上年降低 2.7 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  5880 元，比上年增长

1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3%；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4206 元，

比上年增长 8.6%。 

居民住房：居住环境有较大改善。全市住宅竣工 2189.6 万平方米，增长

21.3%；其中经济适用住房竣工 316.4 万平方米。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使用面积

由上年的 17.62 平方米上升到 18.2 平方米，增加 0.58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

均生活用房面积 32.6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1.6 平方米。 

附附附附 1   1   1   1   公报注释公报注释公报注释公报注释：：：：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本公报中增加值为现价，除注明外，增长速度均按可比价计算。 

3、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4、社会劳动生产率按现价增加值计算。 

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不含居民住宅销售额。 

6、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 

附附附附 2   20022   20022   20022   2002 年经济发展统计表年经济发展统计表年经济发展统计表年经济发展统计表::::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2002200220022002 年为年为年为年为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 

亿元 1744.8 109.5 

吃 亿元 469.9 102.2 

穿 亿元 191.3 99.1 

用 亿元 1015.9 121.8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粮食总产量 万吨 82.3 78.5 

蔬菜总产量 万吨 545.6 104.1 

肉类总产量 万吨 73.5 112.7 

鲜蛋总产量 万吨 16.9 108.3 

牛奶总产量 万吨 55.1 128.4 

水产品总产量 万吨 7.4 100.0 

出栏猪 万头 474.7 104.8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成品钢材 万吨 750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142 

供热量 万百万千焦 2961 

液化石油气 万吨 42 

化肥（折纯） 万吨 1.0 

水泥 万吨 884 

乙烯 万吨 90.4 

汽车 万辆 24.3 

彩色显象管 万只 751.3 

显示器 万部 311 

移动通信设备 万部（信道） 58.2 

微型计算机 万部 415.7 

移动电话机 万部 2280.1 

程控交换机 万线 2017.7 

饮料酒 万吨 138.7 

乳制品 吨 13869 



  

各种运输方式运量各种运输方式运量各种运输方式运量各种运输方式运量（（（（北京地区北京地区北京地区北京地区）：）：）：）： 

货物运输量 万吨 30790.8 

铁路 万吨 2370 

公路 万吨 28375 

民航 万吨 45.8 

旅客运输量 万人次 29559.6 

铁路 万人次 5170 

公路 万人次 23112.3 

民航 万人次 1277.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为以上年为以上年为以上年为 100) 98.2100) 98.2100) 98.2100) 98.2       

食品、烟酒及用品 100.6 

衣着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97.0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100.2 

交通和通讯 99.5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99.5 

居住 101.9 

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每百户每百户每百户每百户))))：：：：                           

空调器 台 106.5 118.7 

淋浴热水器 个 83.5 106.9 

彩电 台 148.4 99.7 

电冰箱 台 101.6 95.3 

洗衣机 台 98.6 96.5 

家用电脑 台 55.5 122.5 



微波炉 台 73.1 108.1 

脱排油烟机 台 78.5 111.5 

电炊具 台 98.1 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