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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并结合日常统计调查，反映出首都经济的发展

特征，现将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总部经济基本情况

总部企业［注一］分为一级总部和下属二级单位两个层级。一级总部为国内企业在京设

立的全国性总部，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地区总部。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市一级总部企业

达到７８４个，占全市单位的０３％，其控制的在京下属二级单位达３８９４家。总部企业及其

在京下属二级单位期末从业人员１６４９万人，资产总计３９６５１０７亿元，负债合计３１３３００４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２７３９４７亿元，利润总额３８０３５亿元。

表１　总部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数

（个）

期末从

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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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企业及其在京下属二级单位 ４６７８ １６４９ ３９６５１０７ ３１３３００４ ２７３９４７ ３８０３５

　其中：一级总部企业 ７８４ ６５６ ３０３１０９５ ２５３４１２５ １３９２０６ ２２４９９

　　１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市一级总部企业达到７８４个，占全市单位的０３％，总部企业及

其在京下属二级单位吸纳从业人员１６４９万人，占全市期末从业人员的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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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总部经济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合　　计 ７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６４９ １０００

内　资 ５６３ ７１８ １３４３ ８１４

港澳台商投资 ６５ ８３ １２３ ７５

外商投资 １５６ １９９ １８３ １１１

　　在总部经济中，一级总部企业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

和零售业、金融业，分别占一级总部企业单位数量的２４９％、１３５％和１３４％，三个行业合

计占５１８％。上述三个行业总部企业及其在京下属二级单位吸纳从业人员分别占总部经

济单位的１０９％、８６％和１０４％，合计占２９９％。

表３　按行业分的总部经济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合　　计 ７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６４９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１４７ １８７ ５２５ ３１８

　其中：制造业 ７３ ９３ ２８０ １７０

建筑业 ７０ ８９ １７３ １０５

第三产业 ６３７ ８１３ １１２４ ６８２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８ ４８ ２６１ １５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７７ ９８ ７２ ４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６ １３５ １４２ ８６

金融业 １０５ １３４ １７１ １０４

房地产业 ４４ ５６ ４６ ２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９５ ２４９ １８０ １０９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４６ ５９ １７０ １０３

　　在总部经济中，一级总部企业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区县是海淀区、朝阳区和西城区，

分别占一级总部企业单位数量的２５１％、２３５％和１６３％，三个地区合计占６４９％。上述

三个地区的总部企业及其在京下属二级单位吸纳从业人员分别占总部经济单位的１７０％、

２１３％和１１９％，合计占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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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按地区分的总部经济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合　　计 ７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６４９ １０００

海淀区 １９７ ２５１ ２８１ １７０

朝阳区 １８４ ２３５ ３５１ ２１３

西城区 １２８ １６３ １９７ １１９

东城区 ７４ ９４ １１６ ７０

丰台区 ４２ ５４ ２３５ １４２

宣武区 ２７ ３４ ６３ ３８

顺义区 ２７ ３４ １０３ ６２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７ ３４ ６０ ３７

昌平区 １５ １９ ３５ ２１

崇文区 １３ １７ ２０ １２

大兴区 １１ １４ ２１ １３

其他区县 ３９ ５１ １６７ １０３

　　２主要经营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总部企业及其在京下属二级单位的资产总计３９６５１０７亿元，负债

合计３１３３００４亿元，主营业务收入２７３９４７亿元，利润总额３８０３５亿元，分别占全市单位

的６１３％、５９６％、４４８％和６９３％。

表５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总部经济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３９６５１０７ ３１３３００４ ２７３９４７ ３８０３５

内　资 ３８８３５３０ ３０８２８８５ ２０２５１４ ３３８５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３４８８ １４９２４ １４９６４ －３６３

外商投资 ５８０８９ ３５１９５ ５６４６９ ４５４６

　　在总部经济中，主营业务收入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制造业，分

别占总部经济单位的３４８％、１９３％和１３１％，三个行业合计占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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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按行业分的总部经济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３９６５１０７ ３１３３００４ ２７３９４７ ３８０３５

第二产业 １５５５２３ ６８００４ ６９８８１ ３５００

　其中：制造业 ４２４４８ ２２３３１ ３５８７６ １２３８

建筑业 ４６５３４ ２０５３７ １９３２６ ４０３

第三产业 ３８０９５８４ ３０６５０００ ２０４０６６ ３４５３５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０２８７ １９１１１ １３０２５ －６６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６２９３８ １７１０７ ５８５９ ４６６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９６２２１ ５５８３５ ９５２５２ ５２３８

金融业 ３０９１８６０ ２８４４１００ ５２７７４ １０４６１

房地产业 ３９７０７ ２８３２９ ４７５８ ７８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２６１２７ ７４４２９ １６３５８ １１７６６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２８５６ ２０６８６ １４２３１ ２０１７

　　在总部经济中，主营业务收入位居前三位的区县是海淀、西城和朝阳，分别占总部经济

单位的２４３％、２２７％和１６６％，三个地区合计占６３６％。

表７　按地区分的总部经济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３９６５１０７ ３１３３００４ ２７３９４７ ３８０３５

海淀区 ５４１６２８ ４２３８３２ ６６６２９ ２７６６

朝阳区 ２５６８３３ ９４２７３ ４５４７７ ９３０７

西城区 ２５４３１７５ ２２４１４９０ ６２０６２ １５２０５

东城区 ３８９１６５ ２１１７８４ ２０６９．０ ６５３９

丰台区 ５６５１９ ３２６３３ １２７５４ ８６３

宣武区 ９９２７９ ８１０５２ １５８９４ １３１２

顺义区 ２９１０９ １８８６７ １２４５．０ －４６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９９００ ５４９０ １７６４７ １９１１

昌平区 ５２８６ ３１８０ ４６６２ １８６

崇文区 ３５０５ ２５３１ １４０５ １９

大兴区 ２２３３ １０４１ ８６５ ４３

其他区县 ２８４７５ １６８３１ １３４１２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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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公经济基本情况

１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市非公经济［注二］单位２１７７６１个，占全市单位的８１３％；期末从

业人员３７７３万人，占全市期末从业人员的４６２％。

表８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非公经济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合　　计 ２１７７６１ １０００ ３７７３ １０００

内　资 ２０８５５４ ９５８ ２７９７ ７４１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８２１ １３ ３２５ ８６

外商投资 ６３８６ ２９ ６５１ １７３

　　在非公经济中，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

业，分别占全部非公经济单位数量的３５４％、１７３％和１０８％，三个行业合计占６３５％。

上述三个行业的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全部非公经济单位的１８２％、１２２％和２２１％，合计

占５２５％。

表９　按行业分的非公经济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合　　计 ２１７７６１ １０００ ３７７３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３１２９６ １４４ １０９１ ２８９

　采矿业 ６８ … ０２ ０１

　制造业 ２３４７１ １０８ ８３５ ２２１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０ ０１ ０９ ０２

　建筑业 ７６０７ ３５ ２４５ ６５

第三产业 １８６４６５ ８５６ ２６８２ ７１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８９９ ２２ １６１ ４３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４４０５ ６６ ３６６ ９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７０５４ ３５４ ６８６ １８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８２５７ ３８ ２９１ ７７

　金融业 ６３５ ０３ ２９ ０８

　房地产业 ７６７８ ３５ ２２６ ６０

—４３—



续表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７７５３ １７３ ４６０ １２２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６６８７ ７７ ２０７ ５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９０５ ０４ １６ ０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８８０２ ４１ １００ ２６

　教　育 ３１３４ １４ ６７ １８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０２３ ０５ ２０ ０５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１９５ ２４ ５３ １４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３８ … … …

　　在非公经济中，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区县是海淀区、朝阳区和丰台区，分别占全部非

公经济单位数量的２５９％、２３０％和８１％，三个地区合计占５７０％。上述三个地区的期

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全部非公经济单位的２２４％、２２５％和７１％，合计占５２０％。

表１０　按地区分的非公经济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合　　计 ２１７７６１ １０００ ３７７３ １０００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３１２９３ １４４ ５７６ １５３

东城区 ９６０５ ４４ ２０５ ５５

西城区 １０８７８ ５０ １９６ ５２

崇文区 ４１０３ １９ ７２ １９

宣武区 ６７０７ ３１ １０３ ２７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１２９３８７ ５９４ ２０３７ ５４０

朝阳区 ５００８８ ２３０ ８４９ ２２５

丰台区 １７５８１ ８１ ２６８ ７１

石景山区 ５２５２ ２４ ７４ ２０

海淀区 ５６４６６ ２５９ ８４６ ２２４

城市发展新区 ４５２７７ ２０８ ９２５ ２４５

房山区 ５３４７ ２５ ７６ ２０

通州区 １０１７８ ４７ １７２ ４５

—５３—



续表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顺义区 ５６８７ ２６ ２１３ ５６

昌平区 ９２２７ ４２ １５３ ４１

大兴区 １３６０３ ６２ １９５ ５２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２３５ ０６ １１６ ３１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１１８０４ ５４ ２３５ ６２

门头沟区 ２６５８ １２ ２８ ０７

怀柔区 ３０２７ １４ ６０ １６

平谷区 ２５８０ １２ ６３ １７

密云县 ２５４３ １２ ６３ １７

延庆县 ９９６ ０４ ２１ ０５

　　２主要经营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市非公经济单位的资产总计４２０７５７亿元，负债合计２８０７７５亿

元，收入合计２４８２９８亿元，利润总额１１６２０亿元，分别占全市单位总量的６５％、５３％、

３７２％和２１２％。

表１１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非公经济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收入合计 利润总额

合　　计 ４２０７５７ ２８０７７５ ２４８２９８ １１６２０

内　资 ２４２１９５ １６６４２５ １２７０７８ ２７１８

港澳台商投资 ５８３９７ ３５３９３ ３００２９ １７５３

外商投资 １２０１６５ ７８９５７ ９１１９１ ７１４９

注：负债合计指标不含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单位；利润总额指标不含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单

位和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单位（下同）。

在非公经济中，收入合计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分别占全部非公经济单位的４２５％、２２６％和８５％，三个行业合计占

７３６％。上述三个行业的利润总额分别占全部非公经济单位的２９６％、２１７％和１６７％，

合计占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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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按行业分的非公经济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收入合计 利润总额

合　　计 ４２０７５７ ２８０７７５ ２４８２９８ １１６２０

第二产业 ５９０６５ ３４１８６ ６７０２１ ２８７７

采矿业 １３６ ８９ １６１ ２０

制造业 ４５７６３ ２６５１８ ５６１８４ ２５１８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８０２ ６３８ １０５１ １６３

建筑业 １１３６４ ６９４１ ９６２５ １７６

第三产业 ３６１６９２ ２４６５８９ １８１２７７ ８７４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５８２ ２７０８ ４５７６ ６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３２９１ １２５４９ ２１１９１ １９３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５６０７ ４３５３２ １０５５８３ ３４４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５５６９ ４７１５ ４２４９ －１５

金融业 ６２４７４ ５２４４０ １７２６ ５３

房地产业 １１１７３５ ８７６９５ １３５５９ １６５２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７７０３ ３２０５５ １９３８８ １３１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２５９３ ６８２０ ７３４５ ３８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３８７ ８８６ ５８２ １６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０６８ ６８６ ９３８ －１３

教　育 １６４８ ６３６ ９０７ －０２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３９４ ２０６ ３０２ ０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６３５ １６６０ ９２７ －９１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６ ０１ ０４ …

　　在非公经济中，收入合计位居前三位的区县是朝阳区、海淀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别占全部非公经济单位的２９１％、１９４％和１０２％，三个地区合计占５８７％。上述三个

地区的利润总额分别占全部非公经济单位的２７５％、１５６％和２１２％，合计占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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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按地区分的非公经济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收入合计 利润总额

合　　计 ４２０７５７ ２８０７７５ ２４８２９８ １１６２０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１１７２２１ ８１３７０ ３７２９９ １５４１

东城区 ４０７０５ ２９５７３ １６３２３ １４００

西城区 ６２１８８ ４１８０６ １４５７８ －１１１

崇文区 ６７５５ ４４４２ ２９９９ ２１０

宣武区 ７５７３ ５５４９ ３３９９ ４２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２１８７２８ １４５６３４ １３６４８８ ６３６９

朝阳区 １２８５８１ ８９６６１ ７２２４０ ３１９２

丰台区 ２０４３５ １３３２６ １１５４０ １２４５

石景山区 ５０１６ ３４３７ ４４５４ １１５

海淀区 ６４６９６ ３９２１０ ４８２５４ １８１７

城市发展新区 ７０６２９ ４４５６４ ６５２５５ ３４３４

房山区 ５３４４ ３５４４ ５４４５ １２

通州区 １２４１７ ８３３１ ７９０９ ２２５

顺义区 １４４７４ ９３８４ １２４７０ ４１３

昌平区 １２４０６ ８０９９ ５８１０ １９５

大兴区 １０８４２ ７０６２ ８３４６ １２４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５１４６ ８１４４ ２５２７５ ２４６５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１４１７９ ９２０７ ９２５６ ２７６

门头沟区 １２０８ ７５８ ９４５ １７

怀柔区 ３４８０ ２１２２ ２７７４ ９０

平谷区 ４７５７ ３２１４ ２４１０ １１３

密云县 ３４７５ ２２７７ ２３２５ ６０

延庆县 １２５９ ８３６ ８０２ －０４

　　三、产业经济基本情况

（一）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基本情况

１中关村科技园区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中关村科技园区共有法人单位１８４５２个，期末从业人员９５７万人，

资产总计１４４４８．７亿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０２７７亿元，企业利润总额７２６８亿元。

分行业看，２００８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拥有第二产业法人单位３５２９个，期末从业人员３５８

万人；第三产业法人单位１４９２３个，期末从业人员５９９万人。２００８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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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资产总计分别达到４９２３８亿元和９５２４９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４５１０５

亿元和５５１７２亿元，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２１３１亿元和５１３７亿元。其中，工业是中关村

科技园区第二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园区第二产业的９４８％

和９２８％，资产总计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园区第二产业的７５０％和８８５％；从主营业务

收入指标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批发和零

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第三产业中的五大行

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９７３％和９８０％，资产总计、主营业务

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９４８％、９８４％和９７８％。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２００８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拥有内资法人单位１６２８３个，期末从业人

员６６９万人；港澳台商投资法人单位４８３个，期末从业人员７６万人；外商投资法人单位

１６８６个，期末从业人员２１２万人。其中，内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单位２００８年资产总计分

别达到 １１３４７４亿元、８５５８亿元和 ２２４５５亿元；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００６１亿元、

１０９８２亿元和２９２３４亿元；实现利润总额３８０２亿元、９１７亿元和２５４９亿元。

表１４　中关村科技园区基本情况

单位数

（个）

期末从

业人员

（万人）

资产

总计

（亿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合　　计 １８４５２ ９５７ １４４４８．７ １００２７７ ７２６８

一、按行业分

第二产业 ３５２９ ３５．８ ４９２３．８ ４５１０．５ ２１３．１

　其中：工　业 ３３４７ ３３．２ ３６９４．５ ３９９０．１ ２２４．１

第三产业 １４９２３ ５９．９ ９５２４．９ ５５１７．２ ５１３．７

　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７１６５ ３３．３ ２９９０．８ ２１３８．０ １９２．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４１７８ １５．３ ３２９５．４ １７６２．５ １０８．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５７８ ５．１ ８８１．５ １０８０．９ １３７．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７１ １．９ １６１６．９ ２８６．３ ３３．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５ ３．２ ２４４．３ １６１．２ ３１．３

二、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１６２８３ ６６．９ １１３４７．４ ６００６．１ ３８０．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４８３ ７．６ ８５５．８ １０９８．２ ９１．７

外商投资 １６８６ ２１．２ ２２４５．５ ２９２３．４ ２５４．９

　　２北京商务中心区（ＣＢＤ）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商务中心区共有法人单位５５６５个，期末从业人员２３２万人，

资产总计７３０１７亿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２３７０３亿元，企业利润总额１６２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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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看，２００８年北京商务中心区拥有第二产业法人单位１２１个，期末从业人员１７

万人；第三产业法人单位５４４４个，期末从业人员２１５万人。２００８年，北京商务中心区第

二、三产业资产总计分别达到２９０３亿元和７０１１４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８７４亿元

和２２８２９亿元，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３９亿元和１５８７亿元。其中，从主营业务收入指标

看，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是北京商务中心区第三产业中的五大行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

的７５７％和７９６％，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９６２％、

９４１％和９５６％。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２００８年，北京商务中心区拥有内资法人单位４６００个，期末从业人

员１４０万人；港澳台商投资法人单位３１０个，期末从业人员２１万人；外商投资法人单位

６５５个，期末从业人员７１万人。其中内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单位２００８年资产总计分别

达到４５２２７亿元、４１７４亿元和２３６１６亿元；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８１３８亿元、２０１７亿

元和１３５４８亿元；分别实现利润总额４６７亿元、９８亿元和１０６１亿元。

表１５　北京商务中心区基本情况

单位数

（个）

期末从

业人员

（万人）

资产

总计

（亿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合　　计 ５５６５ ２３．２ ７３０１．７ ２３７０．３ １６２．６

一、按行业分

第二产业 １２１ １．７ ２９０．３ ８７．４ ３．９

第三产业 ５４４４ ２１．５ ７０１１．４ ２２８２．９ １５８．７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４０ ３．４ ９００．６ １２０５．１ ７０．５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１６４ ８．６ ２５８６．４ ５３６．０ ４０．４

房地产业 ３５５ ２．５ １２２７．５ ２０７．１ ２７．１

金融业 ７３ １．１ １９６１．２ １１３．２ １３．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２８７ １．６ ６７．１ ８７．９ －０．１

二、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４６００ １４．０ ４５２２．７ ８１３．８ ４６．７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１０ ２．１ ４１７．４ ２０１．７ ９．８

外商投资 ６５５ ７．１ ２３６１．６ １３５４．８ １０６．１

　　３金融街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金融街共有法人单位２０７５个，期末从业人员２１３万人，资产总计

２０６１３２１亿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５２８８５亿元，企业利润总额１５８５６亿元。

分行业看，２００８年金融街拥有第二产业法人单位５３个，期末从业人员０６万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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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法人单位２０２２个，期末从业人员２０７万人。２００８年，金融街第二、三产业资产总计分

别达到１４８３亿元和２０５９８３８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２３４亿元和５２６５１亿元，实

现利润总额分别为－５０亿元和１５９０６亿元。其中，从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看，金融业，批发

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是金融街第三产

业中的五大行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６６１％和８４３％，资产

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９９６％、９９５％和９９８％。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２００８年，金融街拥有内资法人单位１９４１个，期末从业人员１８６万

人；港澳台商投资法人单位５３个，期末从业人员１６万人；外商投资法人单位８１个，期末从

业人员１１万人。其中，内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单位２００８年资产总计分别达到２０２６８５４

亿元、６６９６亿元和２７７７１亿元；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４６０１９亿元、２１３７亿元和４７２９

亿元；分别实现利润总额１５４５１亿元、３００亿元和１０５亿元。

表１６　金融街基本情况

单位数

（个）

期末从

业人员

（万人）

资产

总计

（亿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合　　计 ２０７５ ２１．３ ２０６１３２．１ ５２８８．５ １５８５．６

一、按行业分

第二产业 ５３ ０．６ １４８．３ ２３．４ －５．０

第三产业 ２０２２ ２０．７ ２０５９８３．８ ５２６５．１ １５９０．６

　其中：金融业 １３６ １１．６ １９３２８６．３ ３７９９．５ ９３６．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８７ １．３ １２３２．５ ９４３．７ ６６．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５４ ２．１ ６２１９．２ ２２３．２ ４２６．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２７ １．４ ３４８９．９ １６８．０ １３４．５

房地产业 １３２ １．０ １０１３．８ １０４．６ ２３．４

二、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１９４１ １８．６ ２０２６８５．４ ４６０１．９ １５４５．１

港澳台商投资 ５３ １．６ ６６９．６ ２１３．７ ３０．０

外商投资 ８１ １．１ ２７７７．１ ４７２．９ １０．５

　　４奥林匹克中心区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奥林匹克中心区共有法人单位５８６２个，期末从业人员１４８万人，

资产总计５２６８４亿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１２３１１亿元，企业利润总额９２９亿元。

分行业看，２００８年奥林匹克中心区拥有第二产业法人单位２６１个，期末从业人员２９

万人；第三产业法人单位５６０１个，期末从业人员１１９万人。２００８年，奥林匹克中心区第

二、三产业资产总计分别达到３３３０亿元和４９３５４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１１６６亿

—１４—



元和１１１４５亿元，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０８亿元和９３７亿元。其中，从主营业务收入指

标看，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奥

林匹克中心区第三产业中的五大行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

６５８％和５２６％，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 ９３５％、

９３６％和９９９％。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２００８年，奥林匹克中心区拥有内资法人单位５６７８个，期末从业人

员１３８万人；港澳台商投资法人单位７５个，期末从业人员０３万人；外商投资法人单位

１０９个，期末从业人员０７万人。其中，内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单位２００８年资产总计分别

达到５０３０３亿元、１７２６亿元和６５５亿元；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１５６４亿元、５６２亿元

和１８５亿元；分别实现利润总额８７０亿元、６９亿元和－１０亿元。

表１７　奥林匹克中心区基本情况

单位数

（个）

期末从

业人员

（万人）

资产

总计

（亿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合　　计 ５８６２ １４．８ ５２６８．４ １２３１．１ ９２．９

一、按行业分

第二产业 ２６１ ２．９ ３３３．０ １１６．６ －０．８

第三产业 ５６０１ １１．９ ４９３５．４ １１１４．５ ９３．７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１９４４ ２．６ １３２２．９ ７９８．２ ２９．２

房地产业 ２４６ １．７ ８８５．６ １１７．０ ８．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８ ０．３ １７０．９ ６０．４ ２８．４

金融业 ４１ ０．３ １３５４．７ ３４．６ ２０．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３７９ １．３ ８８０．７ ３２．８ ６．８

二、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５６７８ １３．８ ５０３０．３ １１５６．４ ８７．０

港澳台商投资 ７５ ０．３ １７２．６ ５６．２ ６．９

外商投资 １０９ ０．７ ６５．５ １８．５ －１．０

　　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法人单位１５３１个，期末从业人员１７４万

人，资产总计２３３８３亿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２９５７４亿元，企业利润总额２７０３亿元。

分行业看，２００８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第二产业法人单位４４７个，期末从业人员

１２０万人；第三产业法人单位１０８４个，期末从业人员５４万人。２００８年，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第二、三产业资产总计分别达到１４７８３亿元和８６００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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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４０亿元和８５３４亿元，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１０２６亿元和１６７７亿元。其中，工业是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园区第二产

业的９３３％和９４３％，资产总计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园区第二产业的９６１％和９７０％；

从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看，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

产业中的五大行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７９２％和８２５％，资

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８５０％、９７６％和９７６％。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２００８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内资法人单位１１７２个，期末从

业人员６３万人；港澳台商投资法人单位１００个，期末从业人员４０万人；外商投资法人单

位２５９个，期末从业人员７１万人。其中，内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单位２００８年资产总计分

别达到８６５３亿元、３４０３亿元和１１３２７亿元；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１亿元、４２５５

亿元和２０３１８亿元；实现利润总额２６５亿元、３６８亿元和２０７０亿元。

表１８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基本情况

单位数

（个）

期末从

业人员

（万人）

资产

总计

（亿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合　　计 １５３１ １７．４ ２３３８．３ ２９５７．４ ２７０．３

一、按行业类型分

第二产业 ４４７ １２．０ １４７８．３ ２１０４．０ １０２．６

　其中：工　业 ４１７ １１．３ １４２１．３ ２０４１．８ １０６．４

第三产业 １０８４ ５．４ ８６０．０ ８５３．４ １６７．７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３０５ １．０ ３１８．０ ６０６．２ １２８．２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８８ ０．７ １６９．２ １０３．３ ９．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７３ １．１ ９４．５ ６１．２ １０．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８ １．２ ６６．３ ４９．８ １５．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６４ ０．５ ８３．２ １２．１ ０．３

二、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１１７２ ６．３ ８６５．３ ５００．１ ２６．５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００ ４．０ ３４０．３ ４２５．５ ３６．８

外商投资 ２５９ ７．１ １１３２．７ ２０３１．８ ２０７．０

　　６临空经济区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临空经济区共有法人单位２７５３个，期末从业人员２２４万人，资产

总计３９１３７亿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７４９亿元，企业利润总额－９２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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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看，２００８年临空经济区拥有第二产业法人单位７３１个，期末从业人员７４万人；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２０２２个，期末从业人员１５０万人。２００８年，临空经济区第二、三产业资

产总计分别达到５０６８亿元和３４０６９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８５７８亿元和１２１７１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３６２亿元和－４５４亿元。其中，工业是临空经济区第二产业中

的主要行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分别占园区第二产业的７９５％和８２４％，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园区第二产业的８９４％、９３２％和８２９％；从主营业务收

入指标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是临空经济区第三产业中的五大行业，单位个数和期末从业人员

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６８５％和８０１％，资产总计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园区第三产业的

８３２％和９５８％。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２００８年，临空经济区拥有内资法人单位２４８７个，期末从业人员

１２１万人；港澳台商投资法人单位８４个，期末从业人员５３万人；外商投资法人单位１８２

个，期末从业人员５０万人。其中，内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单位２００８年资产总计分别达到

２１０６７亿元、１３０６７亿元和５００３亿元；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６４４２亿元、６３６８亿元和

７９３９亿元；分别实现利润总额５６４亿元、－９５４亿元和２９８亿元。

表１９　临空经济区基本情况

单位数

（个）

期末从

业人员

（万人）

资产

总计

（亿元）

主营业

务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合　　计 ２７５３ ２２．４ ３９１３．７ ２０７４．９ －９．２

一、按行业分

第二产业 ７３１ ７．４ ５０６．８ ８５７．８ ３６．２

　其中：工　业 ５８１ ６．１ ４５３．３ ７９９．５ ３０．０

第三产业 ２０２２ １５．０ ３４０６．９ １２１７．１ －４５．４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１５ ７．９ １４５８．８ ８０５．６ －８９．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１１ ０．９ １１９．１ １７２．９ －０．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５１ ２．８ １１４４．９ ７９．８ ２３．６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０１ ０．３ ８８．６ ７３．７ ５．０

金融业 ７ ０．１ ２２．８ ３３．８ １４．８

二、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　资 ２４８７ １２．１ ２１０６．７ ６４４．２ ５６．４

港澳台商投资 ８４ ５．３ １３０６．７ ６３６．８ －９５．４

外商投资 １８２ ５．０ ５００．３ ７９３．９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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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兴产业经济基本情况

１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市文化创意产业［注三］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１０７０万人，比上年增

长６１％；资产总计８２７５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４％；收入合计５４３９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３７％。

表２０　按九大领域分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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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０ ８２７５．１ ５４３９．６ ２７２．６

文化艺术 ４．８ ２９９．２ １２４．７ －１．１

新闻出版 １６．０ ９２８．０ ５４３．７ ３３．３

广播、电视、电影 ４．６ ９３５．８ ４０４．３ ２３．６

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 ３９．８ ３２１６．１ ２０５９．０ １６１．４

广告会展 ９．３ ６６３．２ ７３８．８ １７．７

艺术品交易 １．７ １５８．４ １２６．５ １６．５

设计服务 ７．８ ７３８．５ ２４４．８ １１．０

旅游、休闲娱乐 １０．０ ６２３．０ ４１７．５ －３．７

其他辅助服务 １３．０ ７１２．９ ７８０．３ １３．８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全市内资文化创意产业单位的收入合计为３８２３６亿元，占全市文

化创意产业收入合计的７０３％；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８５７万人，占全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

人员的８０１％。港澳台商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单位的收入合计为５６６４亿元，占全市文化创

意产业收入合计的１０４％；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５３万人，占全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

的５０％。外商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单位的收入合计为１０４９６亿元，占全市文化创意产业收

入合计的 １９３％；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 １５９万人，占全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

１４９％。

表２１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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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０ ８２７５．１ ５４３９．６ ２７２．６

内　资 ８５．７ ６６６２．９ ３８２３．６ １６７．７

港澳台商投资 ５．３ ５５１．６ ５６６．４ ５７．１

外商投资 １５．９ １０６０．６ １０４９．６ 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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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收入位居前三位的区县是海淀区、朝阳区和东城区，分别占全市文

化创意产业收入合计的４２７％、２４０％和８９％，三个地区合计占７５６％。上述三个地区

的从业人员分别占全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４００％、２１０％和６１％，合计占６７１％。

表２２　按地区分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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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０ ８２７５１ ５４３９６ ２７２．６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２０４ １８２２７ １０７０５ ４４．４

东城区 ６６ ６３２０ ４８３８ １２．７

西城区 ８７ ７７５０ ３５９４ ２０．４

崇文区 １８ ７８６ ９９７ ５．１

宣武区 ３３ ３３７０ １２７６ ６．２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７１９ ５７２２１ ３９１４５ ２０４．５

朝阳区 ２２５ １４９４１ １３０３８ ７．０

丰台区 ４７ ４９６２ １９５３ １４．５

石景山区 ２０ ９１９ ９２９ ８．６

海淀区 ４２８ ３６３９９ ２３２２５ １７４．４

城市发展新区 １２２ ６４４２ ４１３８ ２３．４

房山区 ０８ ２８６ １８４ －０．３

通州区 ２９ ９８９ ８０８ １．１

顺义区 ２０ １６３８ １２３８ ７．５

昌平区 ２９ １４３１ ６５８ ４．５

大兴区 １８ ６７０ ３５４ －０．１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８ １４２７ ８９５ １０．７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２５ ８６２ ４０７ ０．２

门头沟区 ０３ ８７ ６７ ０．１

怀柔区 ０６ ３０９ ７８ －０．６

平谷区 ０５ １２３ ８３ －０．１

密云县 ０７ １４４ ８３ ０．２

延庆县 ０４ ２００ ９６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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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生产性服务业基本情况

（１）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市生产性服务业［注四］法人单位数量为１２８７２５个，占第三产业法

人单位数量的５６１％；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２８７０万人，占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

人数的４７６％。

表２３　生产性服务业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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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构成（％）

合　　计 １２８７２５ １０００ ２８７０ １０００

流通服务 ４６４７０ ３６１ ７２８ ２５４

信息服务 １５７７６ １２２ ４５５ １５９

金融服务 １０２５ ０８ ２２８ ７９

商务服务 ４５００３ ３５０ ９３６ ３２６

科技服务 ２０４５１ １５９ ５２３ １８２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比重最高，单位数１２３３５２个，占生产

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的９５８％；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２４３２万人，占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的８４７％。

表２４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万人） 构成（％）

合　　计 １２８７２５ １０００ ２８７０ １０００

内　资 １２３３５２ ９５８ ２４３２ ８４７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５０９ １２ １２８ ４５

外商投资 ３８６４ ３０ ３１０ １０８

　　从功能区看，功能拓展区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比重最高，单位数８１６０５个，占生产性

服务业法人单位数的６３４％；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１７８９万人，占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平

均人数的６２３％。

—７４—



表２５　按地区分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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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构成（％）

合　　计 １２８７２５ １０００ ２８７０ １０００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２１８４３ １７０ ７２１ ２５１

东城区 ６５０５ ５１ ２２４ ７８

西城区 ８３０２ ６４ ３４４ １２０

崇文区 ２５３３ ２０ ３８ １３

宣武区 ４５０３ ３５ １１５ ４０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８１６０５ ６３４ １７８９ ６２３

朝阳区 ３３１０６ ２５７ ６９９ ２４４

丰台区 １０３７７ ８１ ２９４ １０２

石景山区 ２８５７ ２２ ４３ １５

海淀区 ３５２６５ ２７４ ７５３ ２６２

城市发展新区 ２０３２８ １５８ ３０３ １０６

房山区 ２６９８ ２１ ３６ １２

通州区 ４３１５ ３３ ３７ １３

顺义区 ２７８０ ２２ ８８ ３１

昌平区 ４５１６ ３５ ５５ １９

大兴区 ５２７８ ４１ ４８ １７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７４１ ０６ ３９ １４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４９４９ ３８ ５７ ２０

门头沟区 １４１７ １１ １５ ０５

怀柔区 １２０８ ０９ １２ ０４

平谷区 ８４０ ０６ ０９ ０３

密云县 １０２９ ０８ １４ ０５

延庆县 ４５５ ０４ ０７ ０３

　　（２）主要经营情况

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市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５８６５８４９亿元，收入合计

３８６１６０亿元，利润总额４５７１２亿元，分别占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总量的９４４％、７６２％和

９４０％。

—８４—



表２６　按服务类型分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收入合计 利润总额

合　　计 ５８６５８４９ ３８６１６０ ４５７１２

流通服务 １７１２４２ ２２１０２２ ７９８３

信息服务 １１１２０３ ２９５３３ ６５１４

金融服务 ４７４１００４ ６１９９０ １３５６６

商务服务 ７４６７０８ ３５７５７ １４８４９

科技服务 ９５６９２ ３７８５８ ２８００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经济总量比重最高，资产总计

５７３５０５２亿元，收入合计３１０２７９亿元，利润总额３９３９０亿元，分别占生产性服务业法人

单位总量的９７８％、８０３％和８６２％。

表２７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收入合计 利润总额

合　　计 ５８６５８４９ ３８６１６０ ４５７１２

内　资 ５７３５０５２ ３１０２７９ ３９３９０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８１９０ １４７０１ １０９５

外商投资 １０２６０７ ６１１８０ ５２２７

　　从功能区看，功能核心区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利润总额所占比重最高，分

别为４８４９０５０亿元和２７１１３亿元，占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总量的８２７％和５９３％；功

能拓展区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收入合计为２３２１２２亿元，占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总量

的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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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８　按地区分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收入合计 利润总额

合　　计 ５８６５８４９ ３８６１６０ ４５７１２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４８４９０５０ １２１７１９ ２７１１３

东城区 ５７８０２６ ３１９０５ ８９５０

西城区 ４１６１０４１ ７２８２４ １６３３８

崇文区 ５８３３ ３３８６ ２４７

宣武区 １０４１５０ １３６０４ １５７８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９６６８４７ ２３２１２２ １６１４３

朝阳区 ３３３３７８ ９０５５８ １０７９６

丰台区 ４５８３０ １８３８４ １４１９

石景山区 ３８４２ ３４７５ １１４

海淀区 ５８３７９７ １１９７０５ ３８１４

城市发展新区 ４４７６２ ２８８３６ ２３８１

房山区 ３５１７ ４１９０ ０４

通州区 ３２７９ ３２７６ ８２

顺义区 １９０８８ ７３３４ ５３１

昌平区 ７５８４ ２９０５ １１４

大兴区 ４６６３ ３５０８ ６１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６６３１ ７６２３ １５８９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５１９０ ３４８３ ７５

门头沟区 ８３６ ６４１ ０７

怀柔区 １２４７ ７７２ ２５

平谷区 ８９４ ７５０ １７

密云县 １８９０ １０４９ ２８

延庆县 ３２３ ２７１ －０２

　　３物流业基本情况

（１）从业人员情况

全市物流业［注五］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４５１万人，比上年增长５０％。其中，交通运输、邮

政、仓储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２８８万人，占全市物流业从业人员的６４０％；采掘业、制造

业、批发和零售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合计为１６３万人，占全市物流业从业人员的３６０％。

—０５—



表２９　物流业从业人员情况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数量（万人） 构成（％）

合　　计 ４５．１ １００．０

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 ２８．８ ６４．０

采掘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１６．３ ３６．０

注：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从业人员为专业物流企业从业人员；采掘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从业人员

为企业内部从事物流活动的从业人员。

（２）收入情况

全市物流业收入合计为１３６５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４％。其中，运输收入为９９６３亿

元，占全市物流业收入合计的７３０％；保管收入为３６２５亿元，占全市物流业收入合计的

２６５％；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为６５亿元，占全市物流业收入合计的０５％。

表３０　物流业收入情况

收入合计

数量（亿元） 构成（％）

合　　计 １３６５．３ １００．０
运输收入 ９９６．３ ７３．０
保管收入 ３６２．５ ２６．５
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 ６．５ ０．５

　　（３）社会物流总额［注六］

社会物流总额为４１００５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４０％。其中，位居前三位的是外省市流

入物品总额、进口货物总额和工业品总额，分别占社会物流总额的 ３９７％、３６３％和

２２５％，三项合计占９８５％。

表３１　社会物流总额情况

社会物流额

数量（亿元） 构成（％）

合　　计 ４１００５．７ １００．０
农产品 ２６０．０ ０．６
工业品 ９２０１．４ ２２．５
进口货物 １４８８０．６ ３６．３
再生资源 ２８８．４ ０．７
外省市流入物品 １６２８３．５ ３９．７
单位与居民物品 ９１．９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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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物流基础设施情况

全市限额以上物流相关单位［注七］自有仓库面积为 ２１９３６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１９１％；货运车辆３７５４１辆，比上年增长２１２％；在货运车辆中，普通货车占７１１％，专业货

车占２８９％；装卸设备为２９５１３台，比上年增长１９５％；物流计算机管理系统为１８８３套，比

上年增长２２１％。

表３２　限额以上物流相关单位基础设施情况

单位 ２００８年 比上年增长（％）

自有仓库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１９３．６ １９．１

货运车辆数 辆 ３７５４１ ２１．２

　普通货车数 辆 ２６６７３ ２８．４

　专业货车数 辆 １０８６８ ６．６

　　其中：冷藏车数 辆 １４９８ １４．６

集装箱专用车数 辆 ４０５３ ３３．５

装卸设备台数 台 ２９５１３ １９．５

物流计算机管理系统套数 套 １８８３ ２２．１

　　４会展业基本情况

根据经济普查及北京市会展业［注八］专项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８年北京会展业实现收入

１３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４６％，会展业期末从业人员２０７万人，比上年增长１４７％。

表３３　会展业收入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 ２００８年 比上年增长％

会展活动收入合计 亿元 １３１８ ２４６

　其中：会议收入 亿元 ６４８ ２０４

　　其中：国际会议收入 亿元 ７１ １８６

　其中：展览收入 亿元 ６７０ ２９５

　　其中：国际展览收入 亿元 ２９２ ５９１

期末从业人员 万人 ２０７ １４７

　其中：大学本科学历及以上 万人 １９ １７３

　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万人 ０２ ６５

　　２００８年，宾馆饭店（星级饭店和星级以外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万元及以上法人单位）及

主要从事商贸类展览的大型场馆共拥有会议室５４４４个，比上年增长２３％，展览场馆建筑面

积５０７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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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４　会展业设施情况

单位 ２００８年 比上年增长％

接待场所会议室个数 个 ５４４４ ２３０

　其中：座位数超过５００座的会议室 个 １５１ １７１

展览场馆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５０６９１２ １８８

展厅使用面积 平方米 ２５７０１８ ３８８

室外展览面积 平方米 ８３０５０ ８９６

展览场馆标准展位个数 个 ９６５６ ５８７

　　受奥运因素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８年，北京市宾馆饭店和场馆接待会议２１４万

个，比上年增长０３％，其中，接待国际会议７３９４个，比上年减少８１％。接待展览９８２个，

比上年减少２７８％，其中，接待国际展览２７１个，比上年减少２３７％。

表３５　住宿业接待会议及展览情况

单位 ２００８年 比上年增长％

接待会议个数 个 ２１２３６２ ０６

　其中：国际会议 个 ６８５７ －７６

　　其中：大型国际会议 个 ７８２ －３７７

　其中：居住一夜以上的会议 个 １０９５３３ －１７

　其中：外省市在北京举办的会议 个 １６３３６ ８８

接待展览个数 个 ７０４ －２６７

　其中：国际展览 个 １８８ －２３６

表３６　展览场馆接待会议及展览情况

单位 ２００８年 比上年增长％

接待会议个数 个 １２７１ －２８８

　其中：国际会议 个 ５３７ －１３９

　　其中：大型国际会议 个 ６９ －３０３

接待展览个数 个 ２７８ －３０３

　其中：国际展览 个 ８３ －２３９

—３５—



　　［注一］总部企业：指对一个及以上的企业或分支机构拥有控制权或行使管理权的企业组织。应同

时具有以下特征：１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２跨地区经营；３具有管理、运营、研发、采购、销售等全部或

者部分职能；４资产达到１亿元及以上。对于拥有一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满足资产和营

业收入均在１亿元及以上。将总部企业划分为一级总部和下属二级单位两个层级。一级总部为国内企

业在京设立的全国性总部，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地区总部，总部企业数量为一级总部数量，总部企业经济

量包括总部本身和在京下属二级单位的经济量。

［注二］非公经济：指资产由我国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的“非公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单

位，以及主要经费来源于私人、港澳台资和外资的非企业法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私人、港澳台及外商控

股是指由其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经济成分。非公经济基本情况不包含个体经营户的数据，全市个体经

营户５６．６万户，期末从业人员１２１．６万人，营业收入８８７．４亿元。

［注三］文化创意产业：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新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

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具体包括文化艺

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

乐，其他辅助服务九大领域。

［注四］生产性服务业：指以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为主导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经营性和可贸

易性的特点。具体包括流通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五大类别。

［注五］物流业：指为物品及其信息流动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具体包括配送、流通加工、包装、

仓储、运输等业务活动。２００８年从业人员增速为可比增速。

［注六］社会物流总额：指社会物流物品的价值总额。包括６个方面：１．进入需求领域的农产品物流

总额；２．进入需求领域的工业品物流总额；３．进口货物物流总额，也即进口总额；４．进入需求领域的再生

资源物流总额；５．进入需求领域的外省市流入物品的物流总额；６．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

［注七］限额以上物流相关单位：是指年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物流相关行

业法人单位、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批发

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注八］会展业：指以举办各种国际博览会、展览会、交易会、招商会、经济（科技）研讨会等会展活动

为核心，集商务活动、信息交流、观光游览、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业。具体包括住宿业、会议（展

览）场馆、主办会议（展览）的单位和会展服务业四部分。

—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