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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开局之年。面

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三重压力”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

大兴上下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高站位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高质量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标准保

障和改善民生，新大兴新国门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综合

经济增长 初步核算，2022年大兴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91.9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28.0%，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5.3亿元，比上年

增长5.1%；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80.3亿元，比上年下降53.6%；第三产业实现

增加值696.3亿元，比上年增长3.5%。三次产业构成为1.4：34.8：63.8。

表1                     大兴区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 绝对量（亿元）  增长（%） 比重（%）

地区生产总值 1091.9 -28.0 10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5.3 5.1 1.4 

  第二产业 380.3 -53.6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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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绝对量（亿元）  增长（%） 比重（%）

  第三产业 696.3 3.5 63.8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15.5 5.2 1.4 

  工业 290.1 -59.8 26.6 

  建筑业 91.3 -3.1 8.4 

  批发和零售业 56.2 -0.2 5.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2.0 0.1 2.0 

  住宿和餐饮业 6.3 -10.8 0.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6 -21.2 1.3 

  金融业 109.7 7.1 10.0 

  房地产业 137.6 10.3 12.6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47.7 -2.2 4.4 

续

财政 2022年，大兴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4亿元，比上年下降

8.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64.0亿元，非税收入完成40.4亿元。从主要税种

看，企业所得税完成24.1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23.1%；增值

税完成14.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3.6%；房产税完成9.7亿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9.3%。

人口与就业 2022年年末大兴区常住人口181.6万人，较上年末减少1.3万

人，同比下降0.7%。城镇登记失业率2.9%，比上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67.0%，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753人，比上年增长7.3%；职业技能培训40133人，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24652

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6.5%，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100%就业或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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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2022年，大兴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34.3亿元，比上年增长4.6%。其

中农业产值23.9亿元，比上年增长12.4%，蔬菜及食用菌产量较快增长，实

现产量57.7万吨，比上年增长25.8%；林业产值8.7亿元，比上年下降7.2%。

截至年末，大兴区拥有农业观光园49个，年接待29.8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54.5%；实现观光园总收入0.8亿元，比上年下降18.5%。全年实现粮食播种面

积15.1万亩，比上年增长48.7%；粮食总产量5.5万吨，比上年增长38.4%。

表2                    大兴区202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指   标 2022年（亿元） 比上年增长（%）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4.3 4.6

   #农业 23.9 12.4

    林业 8.7 -7.2

    牧业 1.2 -27.9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 2022年，大兴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1017.7亿元，比上年下降

55.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86.3亿元，比上年下降70.9%；

现代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692.3亿元，比上年下降63.6%。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销售产值915.4亿元，比上年下降56.2%。

重点行业中医药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17.8亿元，比上年下降73.9%；

汽车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02.2亿元，比上年下降6.0%；食品制造业实现

工业总产值48.5亿元，比上年下降4.8%；专用设备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8.4亿元，比上年增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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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2022年，大兴区实现建筑业总产值551.9亿元，比上年下降

4.9%。其中在北京地区完成产值228.3亿元，比上年增长6.9%，占建筑业总

产值的比重为41.4%；在外埠完成产值323.6亿元，比上年下降11.8%。本年

签订合同额1920.0亿元，比上年增长18.2%，其中本年新签合同额844.1亿

元，比上年增长8.6%。

图2           2018-2022年大兴区建筑业总产值及增速情况

单位：亿元、%

图1         2018-2022年大兴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增速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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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业

2022年，大兴区规模以上第三产业实现收入2411.8亿元，比上年增长

1.1%。重点行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实现收入1364.2亿元，比上年下降0.1%；房地

产业实现收入363.2亿元，比上年增长26.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收

入213.1亿元，比上年增长1.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现收入77.1亿元，

比上年下降7.8%。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收入108.7亿元，比上年下降

12.3%。

五、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 2022年，大兴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3.9%。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上年下降9.9%。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额比

上年下降4.1%,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9.0%。其中制造业

投资额比上年下降8.3%。第三产业投资额比上年增长4.7%,占全区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90.8%。

图3       2018-2022年大兴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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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 2022年，大兴区实现房地产开发投资623.8亿元，比上年增

长13.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483.2亿元，

比上年增长23.5%；办公楼投资8.3亿元，比上年下降74.4%；商业营业用房

投资19.8亿元，比上年增长60.6%。房屋施工面积为1626.0万平方米，比上

年下降2.3%；本年房屋竣工面积为209.3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4.1%；本年

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43.7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1.5%；待售面积为280.6万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9.8%。

表3                  2022年大兴区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指  标 2022年（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房屋施工面积 1626.0 -2.3 

#住宅 930.7 -1.2 

#本年新开工面积 338.7 69.4

 本年房屋竣工面积 209.3 -14.1 

#住宅 133.8 1.0 

 本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43.7 31.5 

  #住宅 99.6 13.0 

 待售面积 280.6 9.8 

  
#
住宅 83.9 23.5 

六、市场消费

2022年，大兴区市场总消费比上年下降2.8%，其中服务性消费比上年下

降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640.1亿元，比上年下降4.9%。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中，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235.8亿元，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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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1%。按消费形态分，大兴区商品零售实现零售额590.3亿元，比上年下降

3.9%；餐饮收入实现零售额49.8亿元，比上年下降14.9%。

图4         2018-2022年大兴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情况

单位：亿元、%

七、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民生活 2022年，大兴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804元，比上年增长4.4%。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3621元，比上年下降0.1%。

图5         2018-2022年大兴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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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年末大兴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的人

数分别为62.07万人、94.05万人、47.12万人、49.98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2.7%、4.8%、1.9%、3.9%。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5.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收入56.3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1.7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3.7亿元，分

别比上年增长13.2%、7.2%、14.1%、16.3%。

八、能源和城市环境

能源资源 初步核算，2022年大兴区能源消费总量368.0万吨标准煤，比上

年下降6.2%，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0.34吨标准煤。

图6             2018-2022年大兴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单位：吨标准煤

大兴区全社会用水量18173万立方米，其中新水用水量为16986.93万立方

米，再生水用量为1185.95万立方米。新水用量中，家庭居民生活用水7574万

立方米，比上年增长4.7%；工业用水1176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5%；建筑业

用水267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21.0%；农业用水4085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25.8%；公共服务用水3536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16.5%。

大兴区全社会用电量71.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3%。其中第二产业用

电14.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3.2%；第三产业用电34.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2.5%。城乡居民生活用电21.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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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 2022年，大兴区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值为31微克/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8.8%，达标天数为281天，优良天数比例77%；二氧化氮年均

浓度值28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9.7%；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为2微克/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33.3%。城市道路清扫保洁面积1057.1万平方米/日，比上年增

长26.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图7            2018-2022年大兴区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

单位：微克/立方米

九、城市建设和安全生产

道路建设 年末大兴区公路里程2878.3公里，其中国道211.7公里，省道221.0公

里，县道406.1公里,乡道975.5公里。按公路等级分，高速公路203.7公里，一级公

路179.2公里，二级公路475.7公里，三级公路380.4公里，四级公路1639.3公里。

公共交通 年末大兴区公共电汽车运营线路73条，运营车辆1195辆，比上

年末增加57辆；运营线路长度2343.5公里，比上年末增加171公里。年末大兴

区实有出租汽车2095辆，比上年末减少84辆；其中新能源出租车运营车辆1550

辆，比上年末增加320辆；客运量46.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9万人。

安全生产 全年共发生高处坠落、起重伤害、机械伤害、触电等工矿商贸

类生产安全事故9起，比上年减少6起。产生工矿商贸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原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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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违章作业7起、安全防护设施缺少或有缺陷1起、冒险作业1起。

十、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 2022年，大兴区普通中学共有41所，在校学生2.6万人，招生0.9万

人，毕业生0.7万人，教职工0.5万人；小学44所，在校学生6.3万人，招生1.1

万人，毕业生0.7万人，教职工0.4万人；幼儿园105所，在园（班）人数为4.3

万人，入园（班）人数为1.4万人，教职工0.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7所，在校

学生0.4万人，招生0.1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96%，农村地区乡镇中心

园达到一级一类标准比例为24%。

科技 2022年，大兴区专利授权量5009件，比上年下降4.4%，其中发明专

利授权量976件，比上年增长21.4%。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4789件，比上年增长

19.3%。PCT专利申请159件，比上年增长50.0%。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1050家，

比上年增长10.1%；区级以上企业孵化器46个，比上年增长15.0%；研发中心

164个，比上年增长3.1%。输出技术合同3004项，比上年增长5.7%；输出技术

合同成交额472.1亿元，比上年增长1.7%。

文化 年末大兴区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117.2万册，其中少儿文献17.7万

册。阅览坐席601个，总流通人次25.5万人次，其中书刊文献外借14.2万人

次。文体中心20个，社区文化室243个，文化大院339个。商业电影放映12.6

万场，观影144.0万人次，票房收入7073.9万元。全年公共电视节目播出共计

5840小时，其中专题服务类节目播出2737小时。

卫生 年末大兴区共有卫生机构825个，其中医院3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138个，门诊部69个。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7267张，其中医院6501张，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619张。卫生技术人员达13027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5095人，注册护士5273人。医疗机构总诊疗917万人次，健康检查29.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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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98.6%。

体育 年末大兴区拥有体育运动场所3178个，比上年增长4.0%；体育运动

场所面积558.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0.6%；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3.0平方

米，比上年增加0.3平方米。年末青少年体育俱乐部1个，全民健身活动中心1

个，乡镇体育健身工程557个，社会体育指导员67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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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注释：

1. 本公报中2022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据。

2.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

3. 三次产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国统字〔2012〕108

   号），行业划分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4．财政、就业、社会保障、能源资源、城市环境、城市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

   数据来源于相关职能部门。

5.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增加值。

6.“规模以上工业”指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法人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单位是指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包

   括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7. 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未作机械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