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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北京注重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牢牢把握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
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化“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率先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形成符合首都定位、彰显创新优势、厚植绿色底色、深化区域协同、充满发展活力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格局。

以更高水平开放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北京样板”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实现 4.37 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
在高基数和高挑战的背景下仍然实现了正增长。人均 GDP 增至 20 万元人民币，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39.5 万元 / 人
以上，继续保持全国各省区市领先水平。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7129.6 亿元，同比增长 6.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 84.8%，稳居全国前列，较全国平均水平高约 30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以及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5%、6.7% 和 3.4%。新兴动能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实现增加值 18766.7 亿
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42.9%，持续引领全国。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11061.5 亿元，增长 10.8%，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5.3%。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11875.4 亿元，增长 7.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7.1%。
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合计实现增加值 1.35 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0.9%。新设科技型企业 12.3 万家，增长
15.9%，占全市新设企业的 41.4%。市场总消费额比上年增长 10.2%。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 14.6%，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4.8%。

北京市多措并举稳外资，外商投资已经成为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出台进一步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若
干措施，实施“投资中国年”北京行动，开展系列招商推介活动，按期推进外商投资地方立法，建立外资企业圆桌会
议制度和闭环式诉求解决机制，稳外资稳外贸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十三五”期间，北京实际使用外资累计 796 亿
美元，占全国比重超 11.8%。2023 年，实际使用外资 137.1 亿美元，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729 家，同比增长 22.8%。
深入推动“两区”建设，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
服务业扩大开放重点领域和优势行业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九成以上，引资动能强劲，引资效
应显著。自贸试验区所在区实际使用外资额占比继续保持在八成以上，作为开放高地在吸引外资、促进投资贸易自由
便利方面成效显著。地区进出口总值 36466.3 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实现 3412.8 亿元，同比增长 27%，首次突破
3000 亿元，规模再创新高。自贸试验区进出口 4624.3 亿元，同比增长 2.7%，高于地区增速 2.4 个百分点，开放平台
规模效应凸显。

坚持开放发展， 
经济外向型发展示范效应进一步显现。

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2023 年，北京社会研发投入（R&D）占 GDP 比重超过 6%，是全国唯一超过 6% 的城
市，R&D 经费投入强度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 6% 以上。其中，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明显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从科研成果看，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 262
件，高被引论文 1292 篇，均居全国首位；从综合评价看，北京连续 8 年蝉联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全球首位，进入全球
创新型城市前列；从产业转化看，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8500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天诞生 337 家科技型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独角兽企业数量均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战略科技力量逐渐壮大。高水平
推进“三城一区”建设，中关村科学城加快颠覆性技术培育发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政策向中关村示范区全域推广，
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中关村规模以上企业技术收入增长超过 30%；怀柔科学城加快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16 个科技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未来科学城深化央地合作、校城融合，研究型医院等一批项目建成启用；创新型产
业集群示范区承接三大科学城成果超过 270 个。

打造“一带一路”高标准建设试验示范。2013 年以来，北京市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达 60.6 亿美元，
积极参与了肯尼亚蒙内铁路、印尼雅万高铁、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改扩建等近 20 个国家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建设、资源能源勘探开发重大重点项目建设。构建国际经济合作新高地。北京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贸易保
持快速增长。2023 年，北京地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 19222.0 亿元，同比增长 20.8%，占地区进出口
总值的 52.7%。持续深化京港、京澳、京台交流合作。京港合作成为“一国两制”城市合作的生动范例，双方在经贸、
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的交流合作格局。2023 年，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实际使用外
资额达到 107.2 亿美元，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78.13%；中国香港地区在京设立企业 607 家，占全市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的 35.1%。京澳合作则在卫生健康、中医药、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不断拓展，为两地民众带来了更多福祉。京
津冀协同迈上新台阶。三地经济总量连跨 5 个万亿元台阶，2023 年经济总量达 10.4 万亿元，是 2013 年的 1.9 倍。中
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超 1 万家，北京企业对津冀两地企业投资 4.9 万次，投资总额 2.3 万亿元 ，“北京
研发、津冀制造”模式加速形成。

坚持科技赋能，
进一步壮大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坚持合作共赢，
进一步开拓发展新局面新潜能。

坚持创新引领， 
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2024 北京市投资发展报告》意在以“以更高水平开放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北京样板’”
为主题，在展示过去五年尤其是 2023 年经济发展成效的基础上，重点介绍新形势下北京市将
如何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外商投资高质量发展，以更大力度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以
更高统筹能力促进多个领域协同发展。通过全面展示北京市宜商宜业宜居的投资新优势，为潜
在投资者提供信息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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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数”览
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GDP）
4.38

万亿元人民币

活跃研究人员 数量超
47 万人

位列全球第一

《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 
数量 53 家

位居世界城市榜首

研发投入强度连续 5 年保持
6% 以上
稳居全国第一

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全国比重
8.4%
137.1

亿美元

服务业 扩大开放重点领域 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实际使用 外资总额的 
94.7%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蝉联全国第一
20 万元 

发达经济体中等水平

货物进出口总值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3.65 

万亿元人民币

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81752 元

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
262.9 件

稳居全国第一

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 
234 家

全球领先型 消费中心城市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国领先
39.5 

万元 / 人左右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
42.9%

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
84.8%

“独角兽” 企业数量
全球第三 全国第一

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数量全国第一

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指数 综合排名
全球第三

2023 年 科尔尼全球城市 综合排名
全球第五

国际交往中心 城市指数 综合排名
全球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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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
GDP 年复合增速
4.3%

经济增长乘势前进经 济 持 续 回 升 向 好  发 展 质 量 稳 步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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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至 2023 年 五 年 间，
北京市经济发展保持向好态
势，经济总量年复合增速达
到 4.3%。

•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
后 经 济 恢 复 发 展 的 一 年。
2023 年，北京经济回升向
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3760.7
亿元人民币，位列全国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 2 位，
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 5.2%。

2019-2023 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GDP）及增速

2023 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GDP）排名前五名城市

单位：亿元人民币 单位：亿元人民币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1. 北京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2024 年各地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数据来源：1.2024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2024 年北京各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地区生产总值（GDP）

地区生产总值（GDP）

较上年增速

增速

2019

上海

2020

北京

2021

深圳

2022

广州

2023

重庆

2023 年 GDP 同比增长
5.2%

35445.1

47218.7

35943.3

43760.7

41045.6

34606.4

41610.9

30355.7

43760.7

41610.9

5.2%

0.7%

8.8%

1.1%

6.1%

3.5%

5.3%

6.9%

5.2%

5.8%

• 2023 年，海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020.2 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比重 25.2%，同比增长 6.2%，
稳居各区之首；朝阳区地区生产总值居第二，达 8387.2 亿元，同比增长 5.5%；西城区、东城区和
北京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分别为 6002.7 亿元、3574.3 亿元和 2767.3 亿元。

2023 年北京市各辖区 
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情况

怀柔区
密云区

平谷区

顺义区

城六区

延庆区

昌平区

门头沟区

通州区

大兴区

房山区

同比增速 7.9%
224.1

同比增速 6.7%
482.6

同比增速 4.6%
374.0

同比增速 7.0%
2203.6

同比增速 6.4%
1424.6

同比增速 9.6%
451.6

同比增速 5.0%
1303.6

同比增速 -3.8%
1041.1

同比增速 4.7%
884.8

同比增速 4.5%
281.1

地区生产总值城六区 同比增速
海淀区 11020.2 6.2%

石景山区 1074.8 6.0%

西城区 6002.7 5.8%

东城区 3574.3 5.0%

朝阳区 8387.2 5.5%

丰台区 2187.5 6.0%

海淀区

朝阳区
石景山区 西城区

丰台区

东城区

同比增速 0.4%
2763.7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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