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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

之都的目标，扎实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十二

五”规划顺利完成。 
 
一、人口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232.4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4 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83.8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3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36.1%，比上年末下降 0.9 个百分点。在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 231 万

人，占常住人口的 99.4%。全区常住人口出生率为 7.45‰，死亡率为 4.18‰，自然增长率为 3.27‰。常住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7606 人，比上年末增加 78 人。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113.7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9
万人。 

“十二五”时期，全区常住人口累计增加 21.2 万人，增量比“十一五”时期减少 33.2 万人；常住人

口年均增长 1.9%，比“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速下降 4.2 个百分点。 

图 1  2010-2015 年常住人口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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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经济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6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 0.6 亿元，下降 23%；第二产业增加值 249.3 亿元，下降 1.6%；第三产业增加值 920 亿元，增长

9.9%。 
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0601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 8124 美元），比上年增

长 5.7%。 

表 1   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指        标 2015 年 比上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1169.9 7.2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0.6 -23.0 

第二产业 249.3 -1.6 

第三产业 920.0 9.9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0.7 -21.8 

工业 134.1 持平 

建筑业 115.9 -3.4 

批发和零售业 109.6 1.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9.3 9.4 

住宿和餐饮业 27.4 2.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9.1 18.0 

金融业 124.2 10.8 

房地产业 98.3 8.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6.2 11.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79.3 1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1.4 18.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8.3 5.8 

教育 41.4 11.5 

卫生和社会工作 32.9 21.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6.4 12.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5.6 16.3 

 
“十二五”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7%，低于“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4.4 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年均下降 9%，第二、三产业年均分别增长 7%和 10.6%。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0 年的 0.1：
24.3：75.6 变化为 2015 年的 0.1∶21.3∶78.6。 

 财政：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其中，增值税 13.1 亿元，增长

6.4%；营业税 34.3 亿元，增长 5.4%；企业所得税 14.1 亿元，增长 15%；城市维护建设税 8.1 亿元，增长

6.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其中，用于节能环保、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

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的支出分别增长 26.5%、45.4%、26%、14%和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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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十二五”时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达到 386.9 亿元和 761 亿元，分别是

“十一五”时期的 2.3 倍和 2.4 倍。 

图 3  2010-201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长速度 

 
  
三、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9 亿元，比上年下降 26.3%。其中，林业产值 1 亿元,下降 21.5%；花卉

产值 2450 万元,下降 22.9%。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1295 亩，比上年下降 33.5%；粮食产量 387 吨，增长 0.1%；粮食亩产 298.7 公

斤，增长 50.4%。 

表 2   2015 年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指  标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吨 387 0.1 

蔬       菜 吨 2872 -25.6 

鲜       蛋 吨 396 -41.9 

牛       奶 吨 219 -53.1 

出栏生猪 头 1985 -38.3 

水  产  品 吨 18 -41.9 

干  鲜  果 吨 120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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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农业观光园 15 个，比上年增加 3 个；全年共接待 136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99.7%；实现总收入

6397.3 万元，增长 2.1 倍。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40.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5%。其中高技术产业实现

产值 78.1 亿元，增长 11%；现代制造业实现产值 171.9 亿元，下降 0.7%。从主要行业看，产值列前 10 位

的行业有一半实现增长，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分别增长 7.8%、10%和 1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34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0.1%。其中内销产值 331.1 亿元，增长

0.8%；出口交货值 11.8 亿元，下降 15.4%。产品销售率为 100.7%。 

表 3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单位：亿元 

指      标 2015 年 比上年增长（%） 

工业总产值 340.5 -1.5 

其中:现代制造业 171.9 -0.7 

其中:高技术产业 78.1 11.0 

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58.5 -14.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2.4 7.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9.6 10.0 

汽车制造业 25.1 12.0 

专用设备制造业 24.9 9.9 

医药制造业 23.8 22.5 

仪器仪表制造业 20.2 -3.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7.3 -29.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7 -22.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3.6 -13.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4%。从主要行业看，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实现利润 5.5 亿元，增长 31.3%；医药制造业实现利润 5 亿元，增长 3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利润 4.4 亿元，增长 4%；专用设备制造业实现利润 2.4 亿元，下降 29.2%。 
“十二五”时期，全区工业总产值年均下降 4.7%（“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 10%）。 

 图 4  2010-2015 年工业总产值 

 
 



 5

建筑业：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280.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1%。其中，在北京地区完成产值 292 亿元，下降 3.7%；在外省完成产值 988.3 亿元，增长

12.2%。 
“十二五”时期，全区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5.5%，低于“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13.5个百分点。 
 
五、金融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5741.5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0.2%；其中储蓄存款 2336.8 亿元，下

降 4%。各项贷款余额 3493.3 亿元，增长 15.8%。 
 
六、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6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其中民间投资 529.5 亿

元，增长 69.9%，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61.4%，比上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 
分城乡看，城镇投资 85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农村投资 7.8 亿元，下降 70.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0.2 亿元，比上年下降 80.5%；第二产业投资 37.4 亿元，增长 14.4%，其中

工业投资 37.3 亿元，增长 16%；第三产业投资 824.6 亿元，增长 5.9%。 
房地产开发：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62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4%。其中，住宅投资 359.8 亿

元，增长 59%；写字楼投资 137 亿元，增长 3.9 倍；商业经营用房投资 56.9 亿元，增长 84.6%。 
年末商品房施工面积 1383.3 万平方米，比上年末下降 2%，其中商品住宅施工面积 751.8 万平方米，

下降 2.4%。 
全年商品房竣工面积 156.3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0.8%，其中商品住宅竣工面积 107.8 万平方米，

增长 1.3%。 
全年销售商品房 9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2.1%，其中商品住宅 48.7 万平方米，下降 23.4%。 
“十二五”时期，全区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639.6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 倍，年均

增长 14.2%，低于“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1.1 个百分点。其中，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2071.9 亿元，

是“十一五”时期的 2.2 倍，年均增长 9.1%，高于“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1.8 个百分点。 

 图 5  2010-2015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速度 

 
 
七、批发和零售 

 
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商品购销总额 4372.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0.1%。其中，商品购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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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2151.2 亿元，下降 10.9%；商品销售总额 2220.9 亿元，下降 9.2%。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00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中，汽车类

实现零售额 230.6 亿元，下降 1.4%；中西药品类实现零售额 155.6 亿元，增长 14.2%；食品类实现零售额

61 亿元，增长 3.3%；服装类实现零售额 15.2 亿元，下降 7.1%。 

表 4   2015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单位：亿元 

指      标 2015 年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007.3 7.5 

按限额标准分   

限额以上 769.7 6.0 

限额以下 237.7 12.5 

按行业分   

批发业 231.8 10.9 

零售业 703.2 6.6 

住宿业 6.1 4.2 

餐饮业 66.2 5.1 

 
“十二五”时期，全区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4351.8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1.7 倍，年均

增长 7.7%，低于“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速 9.3 个百分点。 

 图 6  2010-2015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及增长速度 

 
 
八、对外经济和旅游 

 
对外经济：全年新批三资企业 28 家，批准合同外资 8477 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56.2%。实际利用外资

金额 5815 万美元，下降 87.2%。“十二五”时期，全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9.4 亿美元，是“十一五”时

期的 1.6 倍。 
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 124.2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5.2%。其中进口 99.8 亿美元，下降 22.3%；出口

24.4 亿美元，增长 35.3%。“十二五”时期，全区海关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 670.6 亿美元，是“十一五”

时期的 2.1 倍；其中出口 97.5 亿美元，进口 573.1 亿美元，分别是“十一五”时期的 1.8 倍和 2.2 倍。 
 旅游：全年旅游业接待总人数 1929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6%；其中旅游区点接待 1252 万人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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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7.8%。实现旅游总收入 17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7%；其中旅游商业收入 102.3 亿元，增长 7.5%。 

图 7  2010-2015 年进出口总额及增长速度 

 
 
九、城市建设和安全生产 

 
道路建设：地铁 14 号线中段开通，马家堡西路南延等 5 条道路建成通车，完成长辛店西后街等 12 条

道路和双林南路等 10 条道路慢行系统的大修改造。 
公用事业：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105 个。新建充电站 584 个，郭公庄、大红门输变电工程竣工。开工

建设湿解处理厂、厨余垃圾处理厂。丰草河治理主体工程和蟒牛河等 3 条河道防洪治理工程完工。 
城乡一体化建设：完成六里桥村、造甲村整建制转居。8 个重点村回迁房建设基本完成，实现回迁 1.17

万人。在草桥等 6个村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实现全覆盖。创建美丽乡村 11个。 
安全生产：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死亡事故 62 起，比上年增加 1 起；死亡 63 人，减少 1 人。发生生产

安全死亡事故 1 起，比上年减少 6 起；死亡 1 人，减少 6 人。发生火灾 275 起，比上年减少 76 起；死亡

3 人，减少 1 人。 
 
十、人民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 

 
人民生活：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127 元，比上年增长 8.4%。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4240 元，比上年增长 9.2%；恩格尔系数为 22.3%，比上年下降 2.5 个百分点。全区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 28.71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0.24 平方米。 
就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3.84 万人，比上年增加 0.57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72%，比上年

末下降 0.19 个百分点。 

 图 8  2010-2015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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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年末全区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 86.9 万人、97.1
万人、58.3 万人、61.3 万人和 54.5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2.1 万人、4.7 万人、-0.9 万人、3.6 万人和

2.2 万人，分别比 2010 年末增加 27.3 万人、39.4 万人、15.3 万人、11 万人和 33.7 万人。年末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为 8.8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460 人。 
全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9839 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304 人。 

表 5   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变化情况 

单位：元/月 

指    标 2015 年 2014 年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710 650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710 650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1720 1560 

 
年末全区有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 29 家，床位 6783 张，收养各类人员 3444 人。全区有社区服务

中心 17 个。 
 
十一、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科技：全年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 7924 件和 4871 件，分别比上年增长 18.2%和 25.4%；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 3582 件和 1508 件，分别增长 8.7%和 80.6%。签订各类技术合同 3335 项，

比上年增长 20.7%；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507.5 亿元，增长 11.5%。 
“十二五”时期，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累计达到 30440 件和 17505 件，分别比“十一五”时期增长

1.6 倍和 2.1 倍。累计签订技术合同 13677 项，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2436.2 亿元。 
年末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丰台园投产开业企业 1700 家，全年实现总收入 3900 亿元，比上年

增长 5.4%。其中实现技术收入 350 亿元，增长 3.4%；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400 亿元，增长 8.9%。全年

出口总额 13 亿美元，下降 1.7%。实现利润总额 300 亿元，增长 36.8%。 
教育：全区普通高中招生 2612 人，在校生 7970 人，毕业生 2531 人；初中招生 6488 人，在校生

20030 人，毕业生 5511 人；小学招生 10505 人，在校生 69114 人，毕业生 9435 人；幼儿园入园幼儿

14219 人，在园幼儿 41724 人。职业教育招生 862 人，在校生 2970 人，毕业生 1473 人；成人教育招生

264 人，在校生 761 人，毕业生 185 人。 
文化：年末全区有公共图书馆 2 个，馆藏图书 91.2 万册；档案馆 1 个，馆藏案卷 13.9 万卷件。文化

馆（站）20 个，文化广场（2000 平方米及以上）31 个。“我的丰台• 我的家”、“花好月圆传戏韵”、

“发现丰台之美”等系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全区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8
处；宛平城东西城楼修缮工程竣工。 

卫生：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554 个，比上年末增加 5 个，比 2010 年末增加 72 个；其中医院 70
个。医疗机构共有床位 9534 张，比上年末增加 187 张，比 2010 年末增加 1658 张；其中医院 9428 张。全

区卫生技术人员达到 17523 人，比上年末增加 460 人，比 2010 年末增加 4865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6509 人，注册护士 7664 人。全区医疗机构共诊疗 1690.2 万人次，健康检查 34.2 万人次。 
体育：年末全区有体育场馆 1275 个，全民健身工程 512 个。成功举办全民健身体育节、卢沟桥醒狮

越野跑、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等大型体育活动。我区运动员在全市体育比赛中共获奖牌 102 枚，其中金

牌 31 枚。 



 9

 
十二、环境和节能降耗 

 
环境：全区有密闭式清洁站 242 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城市道路日清扫保洁面积 2221

万平方米。全区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值分别为 86.7 微克/立方米和

115.6 微克/立方米，分别比上年下降 8.7%和 9.5%。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分别为 51.5 微克/立
方米和 14.3 微克/立方米，分别比上年下降 11.2%和 38.1%。 

全区林木绿化率为 39.7%，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城市绿化覆盖率

为 46.4%，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7.6 平方米，与上

年持平，比 2010 年增加 1.1 平方米。 
节能降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434.9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2.33%。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0.37 吨

标准煤，比上年（可比价）下降 4.23%，降幅比上年低 1.08 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全区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22.2%。 
 
 

公报注释： 

1. 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2. 地区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各行业增加值绝对数和增长速度均按现价计算。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法人工业企业。 
4.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

元及以上的零售企业。 
5.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起点为 500 万元。 
6. 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7. 体育场馆数为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时点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包括标准和非标准的

所有体育场地。 
8. 2015 年开始，财政部门对财政收支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原指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变更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 按照国家城乡划分标准，丰台区由于农村人口较少、占比较低，无法满足公布数据的代表性要

求，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统一要求，自 2015 年起，不再对外发布分城乡居民收支数据，仅发布全区居民收

支数据。 
10. 因四舍五入关系，本公报数据存在分项与合计不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