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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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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数６０２２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２２％；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６５３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１３３个，增长５４８％；从业

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２３万人，增长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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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６０２２ ６５３ ４９９９９ ２３７８１ －３３

铁路运输业 ２０ ２１５ １２６１２ ６１５０ ７６

道路运输业 ２９７１ ７４ ９５５３ １９４９ ７３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２６８ １９６ ３８６７ １１１４ ４５

水上运输业 ８ … ３８ ２１ …

航空运输业 ２２ ４６ １２７９８ ６５４９ －１０１１

管道运输业 １ ０１ １５６０ ５２７ ２８３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１６７９ ４４ ３９９６ ５１２２ ３８２

仓储业 ６６８ １８ ４４２１ ９５９ ２０

邮政业 ３８５ ５９ １１５６ １３９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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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全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数１５７７６个，占全市单位数

的５９％；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４５５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 ４１６５个，增长

３５９％；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１７．０万人，增长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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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１５７７６ ４５５ １１１２０３ ２９５３３ ６５１４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２３２６ １０３ ８４８２５ ９４０４ ５１０３

计算机服务业 ５３１４ １１９ １０１７８ ９７６５ ２５５

软件业 ８１３６ ２３３ １６１９９ １０３６４ １１５６

　　三、批发和零售业

全市批发和零售业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数８５０５４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３１７％；从业人

员平均人数９５６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３９１５个，增长３９１％；从业人员平

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１６０万人，增长２０１％。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总额 ２７４７９５亿元，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

１６７５６９亿元，增长１６倍。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销售总额 ２１４０６３亿元，占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总额的

７７９％；外资企业６０７３２亿元，占２２１％。

表３　按登记注册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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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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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０５４ ９５６ １７８３２９ １１４７８６ ２４０００６ ７２６５ ２７４７９５ ３５６９４

内　资 ８３７４１ ８２．８ １５１４７３ ９８８９７ １９１８７１ ３８１２ ２１４０６３ ３０２７０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８６ ２．４ ３２８５ ２２９８ ５２７４ ９５ ６０１９ １２５７

外商投资 ９２７ １０．４ ２３５７１ １３５９１ ４２８６１ ３３５８ ５４７１３ ４１６７

　　从行业分类看，批发业销售总额２３６１５１亿元，占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总额的８５９％；零

售业３８６４４亿元，占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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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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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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０５４ ９５６ １７８３２９ １１４７８６ ２４０００６ ７２６５ ２７４７９５ ３５６９４

批发业 ４０８０６ ５００ １５４３５６ ９８５８１ ２０６０７８ ６９１３ ２３６１５１ ３４０４

零售业 ４４２４８ ４５６ ２３９７３ １６２０５ ３３９２８ ３５２ ３８６４４ ３２２９０

　　四、住宿和餐饮业

全市住宿和餐饮业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数１０６６７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４０％；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４６９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１２４个，增长２４９％；从业人员平均

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９９万人，增长２６８％。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６５０４亿元，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９１５亿

元，增长８１３％。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营业额４４１２亿元，占住宿和餐饮业的６７８％；外资企业

２０９２亿元，占３２２％。

表５　按登记注册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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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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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１０６６７ ４６．９ １２０４６ ８６５１ ６５６１ ７１ ６５０４

内　资 １０３０７ ３６．３ ８５８９ ６１２３ ４４５８ －１６２ ４４１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３３ ３．６ １７８５ １５８９ ９２５ ８５ ９１９

外商投资 ２２７ ７．０ １６７２ ９３９ １１７８ １４８ １１７３

　　从行业分类看，住宿业营业额２９５８亿元，占住宿和餐饮业的４５５％；餐饮业３５４６亿

元，占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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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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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１０６６７ ４６９ １２０４６ ８６５１ ６５６１ ７１ ６５０４

住宿业 ３５３８ １９６ ９５１４ ６６７９ ３００８ ６３ ２９５８

餐饮业 ７１２９ ２７３ ２５３２ １９７２ ３５５３ ０８ ３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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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融业

全市金融业的单位数１０２５个，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２２８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

查时的６７２个增长了５２５％，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１５０万人增长了

５２２％。

表７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金融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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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５ ２２８ ４７４１００４ ４４８０５６４ ６１７５６ １３５６６

内　资 ９０１ ２０５ ４７００３０２ ４４４５３１６ ５９６５８ １３４００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１ ０２ ７２８７ ６５４７ ２４１ １２４

外商投资 １０３ ２１ ３３４１５ ２８７０１ １８５７ ４２

　　在金融业中，银行业的单位数８４个，占金融业的８２％，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占４７９％，

资产总量占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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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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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５ ２２８ ４７４１００４ ４４８０５６４ ６１７５６ １３５６６

银行业 ８４ １０９ ４３２１５０９ ４１０４３３９ ３６７５２ ４４１１

证券业 １１８ １４ ２６３３７ １９４７５ ３０８０ １２１９

保险业 ４２８ ９５ １２９１７８ ９９５５４ １７７１９ ３６８６

其他金融活动 ３９５ １０ ２６３９８０ ２５７１９６ ４２０５ ４２５０

　　在金融业中，中央金融单位各主要经济指标数量占主体。

表９　按隶属关系分的金融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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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５ ２２８ ４７４１００４ ４４８０５６４ ６１７５６ １３５６６

中　央 １２９ ８７ ４２７２９５１ ４０３８９３３ ４８２２９ １００９１

地　方 ８９６ １４１ ４６８０５３ ４４１６３１ １３５２７ ３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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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房地产业

全市房地产业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数１０９５５个，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４０７万人。单位数

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８７８２个增长了２４７％，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

３１１万人增长了３０９％。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资产总计为１５８７８７亿元，占房地产业的７９２％；主营业

务收入１９４２５亿元，占７９１％。

表１０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房地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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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９５５ ４０７ ２００４２３ １５３０４５ ２４５５６ ３１６２

内　资 １０３８７ ３５２ １５８７８７ １２０９６５ １９４２５ ２２３９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３１ ３９ ２３７７９ １８２００ ２６３８ ３９７

外商投资 ２３７ １６ １７８５７ １３８８０ ２４９３ 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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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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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９５５ ４０７ ２００４２３ １５３０４５ ２４５５６ ３１６２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３４３３ ９７ １７６７４３ １３７７００ ２０３８５ ３０５５

物业管理 ３３１４ ２２６ ８４１２ ５８２２ ２５５３ －２０

房地产中介服务 ２４７１ ３９ ２２６０ １３２５ ５２２ －０７

其他房地产活动 １７３７ ４５ １３００８ ８１９８ １０９６ １３４

　　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１９０８７亿元，施工面积１００１４３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２５５８万

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３３５４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１０３１４万平方米。物业管理

企业和其他房地产活动单位在管房屋建筑面积４４２７２８万平方米。中介服务企业房屋代

理销售成交合同面积８８８９万平方米，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面积１４５６１万平方米。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全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数４５００３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１６８％；从

业人员平均人数９３５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１２４７６个，增长３８４％；从业人

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９７万人，增长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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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分类看，商务服务业实现收入合计３５３２３亿元，占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收入合计

的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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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４５００３ ９３５ ７４６７０８ ３５７５７ １４８４９

租赁业 １８０２ １７ １６００ ４３４ １２

商务服务业 ４３２０１ ９１９ ７４５１０８ ３５３２３ １４８３７

　　八、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全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单位数２０４５１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７６％；从

业人员平均人数５２３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６６２３个，增长４７９％；从业人

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１３４万人，增长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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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合　　计 ２０４５１ ５２３ ９５６９２ ３７８５８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２２１９ １３７ ２０７７８ ９４６９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７５１９ １９８ ３６９７４ １４１５３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１０５０８ １６４ ２７６８３ １２６１８

地质勘查业 ２０５ ２４ １０２５８ １６１９

　　九、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全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单位数１７１９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０６％；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９４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４３个，增长１６５％；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１９万人，增长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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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合　　计 １７１９ ９４ ９２９３

水利管理业 ２０１ ０８ １５９６

环境管理业 ３９０ ４０ １６６０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１２８ ４６ ６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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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全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单位数１０２３９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３８％；从业人员平均

人数１３７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减少２７６２个，下降２１２％；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减少５９万人，下降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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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合　　计 １０２３９ １３７ ２５２７ １３７５

居民服务业 ５３６７ ５４ ９９３ ５６４

其他服务业 ４８７２ ８３ １５３４ ８１１

　　十一、教育

全市教育业的单位数６２４２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２３％；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４２６万人。

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８１９个，增长１５１％；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

增加３９万人，增长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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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合　　计 ６２４２ ４２６ １９９０３

学前教育 ６７６ ２７ ２５４

初等教育 ６９１ ６１ ９５１

中等教育 ８２１ １０７ ２７１８

高等教育 ２２８ １５１ １２７８６

其他教育 ３８２６ ８１ ３１９３

　　十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全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单位数２２７０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０８％；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１９５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５２５个，增长３０１％；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３５万人，增长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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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合　　计 ２２７０ １９５ ７４１９

卫　生 １８２１ １８３ ６９４５

社会保障业 ７５ ０２ １０４

社会福利业 ３７４ １０ 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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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单位数７３６９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２８％；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１８５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１５１３个，增长２５８％；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第一

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３万人，增长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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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合　　计 ７３６９ １８５ １７４７０ ８２６８

新闻出版业 １２４１ ６８ ６０４２ ３１１５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１１８６ ３４ ６４０６ ３２７４

文化艺术业 ２９５７ ３７ ２４４１ ９６６

体　育 ５７１ １３ １０８２ ４５１

娱乐业 １４１４ ３２ １４９８ ４６３

　　十四、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全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单位数６６１９个，占全市单位数的２５％；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３６４万人。单位数比第一次经济普查减少４１４６个，下降３８５％；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

第一次经济普查增加２３万人，增长６５％。

表１９　按机构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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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合　　计 ６６１９ ３６．４ ２４５５．８

中国共产党机关 ５７ １．１ ７９．６

国家机构 １９４０ ２７．９ １７１２．０

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 ３３ ０．２ ２６．２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 ２０６７ ２．６ ３０３．８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２５２２ ４．５ ３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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