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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家底显成效 创新赋能添动力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解读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北京市人

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京政发〔2023〕

2 号）和《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的通知》（京兴政发〔2023〕6 号）要求，全面启动大兴区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以下简称五经普）。按照市委、市政府

统一部署，在各属地、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区一千余

名基层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普查准备、普查登记和主要数据

汇总评估工作顺利完成，取得重要成果。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反映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

成效。

一、普查主要数据清晰呈现全区二、三产业发展全貌

（一）摸清了二、三产业经济总量

五经普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法人单位 7.3 万个，比 2018 年末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以下

简称四经普）时增长48.9%。产业活动单位7.8万个，增长46.2%。

随着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个体经营户 2.4 万个，下降 7.2%。

企业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营业收入较快增长。全区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2412.3 亿元，比四经普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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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52.2%。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

入 6308.4 亿元，比四经普时增长 46.5%。

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力推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

与此同时，新经济业态蓬勃兴起，催生灵活用工、多元用工等

新模式，为就业市场注入新活力。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 60.7 万人，比四经普时增长 17.3%,充分体现

了就业规模的稳步扩大与就业结构的积极演变。

（二）摸清了二、三产业经济结构

法人单位数量分产业看，第二产业 0.6 万个，占 8.5%；第

三产业 6.7 万个，占 91.5%。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

是批发和零售业 2.3 万个，占 31.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

万个，占 16.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7 万个，

占 9.4%。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分产业看，第二产业 3712.8 亿元，占

16.6%；第三产业 18699.5 亿元，占 83.4%。资产总计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房地产业 7549.6 亿元，占 33.7%；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4200.1 亿元，占 18.7%；制造业 2427.3 亿元，占 10.8%。

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分产业看，第二产业 1921.4 亿元，

占 30.5%；第三产业 4387.1 亿元，占 69.5%。营业收入位居前

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2338.7 亿元，占 37.1%；制造业

1135.5 亿元，占 18.0%；建筑业 774.8 亿元，占 12.3%。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分产业看，第二产业12.7万人，占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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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 48.0 万人，占 79.1%。从业人员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批发和零售业 9.5 万人，占 15.6%；制造业 6.9 万人，占 1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2 万人，占 10.3%。

（三）摸清了二、三产业空间分布

法人单位数量分区域看，位居前三位的是：西红门地区 0.9

万个，占 12.2%；大兴经济开发区 0.7 万个，占 9.2%；天宫院

街道 0.7 万个，占 9.0%。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分区域看，位居前三位的是：西红门地

区 3710.4 亿元，占 16.6%；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兴生

物医药产业基地 2493.6 亿元，占 11.1%；黄村地区 2304.6 亿

元，占 10.3%。

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分区域看，位居前三位的是：大兴

经济开发区 1017.7 亿元，占 16.1%；黄村地区 870.9 亿元，占

13.8%；西红门地区 767.8 亿元，占 12.2%。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分区域看，位居前三位的是：大兴经济

开发区 8.4 万人，占 13.8%；黄村地区 7.0 万人，占 11.5%；西

红门地区 6.2 万人，占 10.2%。

二、普查数据客观展现全区经济发展成效

五经普结果客观展现了2019年-2023年大兴区经济发展成

就。五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新冠疫情影响，大兴

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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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济发展彰显韧性潜力，呈现出规模提升、结构优化、创

新增强的良好态势，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经济规模持续壮大

经济发展实现量质双升，经济总量站稳千亿规模。普查修

订后，2023 年大兴区地区生产总值为 1266.5 亿元，按常住人

口计算，人均 GDP 由 2018 年 57088 元提升至 2023 年的 69702

元，年均增长 4.1%。发展基础持续夯实，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比 2018 年末增加 2.4 万个，年均增

长 8.3%，高于全市 4.7 个百分点；法人单位资产增加 7689.5

亿元，年均增长 8.8%，高于全市 3.9 个百分点；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增加 2003.2 亿元，年均增长 7.9%，高于全市 1.2 个

百分点。

（二）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产业质效持续提升，第三产业呈现出提质扩量增效的喜人

态势，2023 年全区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占全区二、三产业单

位数的 91.5%，比 2018 年提升 3.4 个百分点。信息、科技、商

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积蓄动

能。2023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分别比

2018 年增长 341.4%、34.5%和 100.1%，其中信息服务业、租商

服务业明显高于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增速。工业经

济提档加速，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517.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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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4.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878.3 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6.4%。

（三）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大兴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聚焦新一代软件创新基地，

全面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2023

年末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达 5098 个，从业人员

55908 人，其中数字技术应用领域优势明显，企业法人单位数

量和从业人员占比均在 6 成以上。数字经济实现增加值 273.7

亿元，同比增长 31.8%，占 GDP 比重突破两成，为 21.6%，高于

2019 年 5.4 个百分点，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87.3 亿

元，占全区 GDP 的 6.9%，稳定发挥经济“强引擎”“加速器”

作用。

（四）科技、文化发展扎实推进

大兴区立足“三区一门户”功能定位，持续推进科技创新

领域发展。全区研发投入持续增加，2023 年全区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从 2018 年的 17.9 亿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44.9

亿元，年均增长 20.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38.8 亿元，是 2018 年的 2.3 倍，R&D 经费投入强度

提升至 3.6%。文化产业繁荣发展，2023 年全区有文化及相关产

业法人单位 7849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49.0%。经营性文化产

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220.4 亿元,年均增长 2.9%。

（五）新兴行业赋能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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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引领高端化。近年来，大兴

区以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为抓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业结构加速向高端化迈进。2023 年末，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法人单位分别为 113 个和 90 个，

较 2018 年末分别增长 48.7%和 80.0%，年均分别增长 8.3%和

12.5%。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28 个，占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35.9%。其中，信息服务 68 个，占规

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53.1%；全区从事战略性

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07 个，占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30.0%。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 63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