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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要 

 人口、科研和文化资源等为北京市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产业

是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金融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较

快。北京在全国率先提出高精尖产业构想，构建“2441”高精尖产业体系，同时力求做

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经济总量处于全国中上游，人均 GDP 居全国之首；财

政收入持续增长，财税收入质量高，财政自给能力较强，综合财力雄厚，政府债务负担

较轻。 

 北京市各区在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结构和产业集聚等方面存在差异，经济实力分化明显。

海淀区、朝阳区、西城区经济财政实力在北京各区中处于领先地位；生态涵养发展各区

受生态保护等方面的限制，经济财政实力靠后。近年来，区域重点项目投资和置换存量

债务等推高丰台区和大兴区政府债务余额，丰台区和大兴区政府债务水平居前。 

 北京市发债城投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较为合理，短期偿债压力不大；2023 年北京市大部

分城投企业外部融资为净流入，区域再融资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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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经济及财政实力 

1．北京市区域特征及经济发展状况 

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人口、

科研和文化资源等为北京市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市

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经济总量处于全国中上游，人均 GDP 居全国之首。第

三产业是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金融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增速较快，“高精尖”和数字经济是北京市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北京市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东面与天津市毗连，其余均与河北省相邻。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古

都之一，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截至 2023 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 2185.8 万人，

位列全国城市第三。北京市定位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

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指出，全力做好政治中心服务保障，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持续

强化国际交往中心，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持续落实“一核一城三

带两区”1总体框架，文化中心建设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在

京登记落户国际组织机构增至 115 家；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有

中国科学院等科学研究机构和中国硅谷之称的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每年获国

家奖励的成果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截至 2023 年末，全国重点实验室在京 77 家，

占全国 28.1%，北京市共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71 家，累计有效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2.83 万家。2023 年，北京市蝉联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第三，科研城市

全球第一。 

表 1  北京市交通情况及主要资源禀赋 

现状 “十四五”期间规划目标 

交

通 

情

况 

公路 
公路里程2.2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211.1公

里 
持续提升高速公路辐射能力，到

2025年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300公里 

铁路 

北京市拥有铁路客运枢纽8个，是中国铁路网

的重要枢纽城市，铁路线路包含京九铁路、京

沪铁路、京广铁路、京哈铁路、京包铁路、京

原铁路、京通铁路、京承铁路等，并通过高速

铁路与全国各地相连，如京沪高铁、京广高

铁、京哈高铁和京津城际等 

京津冀城市群率先建成城际铁路

网，形成轨道上的京津冀 

航空 

北京市拥有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两个

大型民用机场，2023年合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9228万人，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位列全国第三

和第十一 

提升航空“双枢纽”国际竞争力，

强化京津冀机场群分工协同，优化

航线网络布局，形成分工合作、优

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世界级机场

群，提升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枢纽

                                                 
1 “一核一城三带两区”，一核是指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城是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带是指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

定河文化带；两区是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产业发展引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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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资

源

禀

赋 

经济、 

技术资源 

（1）北京作为总部经济理论发源地，总部企

业共计4007家 ； 

（2）北京市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拥有众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如中国科学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 

文化、 

旅游资源 

北京为世界著名古都，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

产数量最多的城市，如故宫博物馆、长城等，

还拥有众多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等；同时

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北京市经济总量处于全国中上游，人均 GDP 居全国之首。2021－2023 年，

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GDP）持续增长，2023 年 GDP 居全国第 13 位，GDP 增

速有所波动。同期，北京市人均 GDP 稳定增长，全国排名首位。北京市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有所波动，2023 年，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45.7%，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1.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6.0%；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6.2%，其中，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增长 36.1%。2024 年 1－6 月，北京市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向好态势，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 21791.3 亿元，同比增长 5.4%。 

表 2  北京市主要经济数据 

项目 
北京 全国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GDP（亿元） 40269.6 41610.9  43760.7  21791.3 1260582 

GDP 增速（%） 8.5 0.7  5.2  5.4 5.2 

人均 GDP（万元） 18.4 19.0 20.0 -- 8.94 

三次产业结构 0.3:18.0:81.7 0.3:15.9:83.8 0.2:14.9:84.8 -- 7.1:38.3:54.6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4.9 3.6 4.9 9.6 2.8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75002 77415 81752 -- 39218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局、联合资信整理 

 

第三产业是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金融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较快；“高精尖”和数字经济是北京市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2021－2023 年，北京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0.3:18.0:81.7 调整为 0.2:14.9:84.8，第三

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北京市第三产业主要包括金融业及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023 年实现增加值分别为 8663.1 亿元和 8514.4 亿元，增速

分别为 6.7%和 13.5%。北京在全国率先提出高精尖产业构想，构建“2441”高精

尖产业体系—两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四个特色

优势产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与装备、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

四个创新链接产业（区块链与先进计算、科技服务业、智慧城市、信息内容消费）

和一批未来前沿产业。2023 年，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5%，预计

2025 年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 30%以上。北京市力求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积极布局数字经济关键赛

道，以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全面改革。2023 年北京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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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数字经济增加值 18766.7 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2.88%。 

表 3  北京市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文件 

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北京市关于加

快建设全球数字

经济标杆城市的

实施方案》 

2021 年 7

月 

完善统筹推进机制，成立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专班，加强对全市数字经济建

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导；实施法规标准引领战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地方立法，

制定配套实施办法，针对数据权属、数据交易规则、数据跨境流动、预防平台垄断

等关键问题建立规则体系；统筹数字经济发展与安全；打造国际化发展平台；优化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运行规则，打破制约创新的行

业垄断和市场分割 

《北京市“十四

五”时期高精尖

产业发展规划》 

2021 年 8

月 

以首都发展为统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遵循，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以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推进动力转换、效率提

升、结构优化“三大变革”，实现高精尖产业质量、能量、体量“三量提升”，打

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2025 年主要目标：以高精尖

产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基本形成以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医药健

康等为新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2035 年远景目标：在全国率先实现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基本实现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首都特点的高精尖产业体系

更加成熟，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 

《北京市促进未

来产业创新发展

实施方案》 

2023 年 9

月 

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机遇，促进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推动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到 2030 年，形成一

批颠覆性技术和重大原创成果，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到 2035

年，集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创新主体，形成若干全球占先的未来产业

集群 

《北京市促进低

空经济产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 

2024 年 9

月 

加强央地协同、区域联动，鼓励相关区建立协同机制，各企事业单位组建联合体

等，加快形成北京市低空经济发展合力。制定出台专项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鼓励各区出台政策措施，在资金、土地、人才、空域等方面加大投入。用好专项产

业基金、深化企业服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力争通过三年时间，低空经济相关

企业数量突破 5000 家，产业规模达到 1000 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北京市财政实力及政府债务情况 

北京市财政收入持续增长，财税收入质量高，财政自给能力较强，综合财

力雄厚，政府债务负担较轻。 

2021－2023 年，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持续增长，2023 年位列全国第六；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高，财政收入质量高，且财政自给能力较强。

2021－2023 年，北京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持续下降，但整体降幅不大。整体看，

北京市财政实力雄厚。 

表 4  北京市主要财政数据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

6 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5932.31 5714.36 6181.10 3481.6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8.1 2.6 8.2 3.1 

税收收入（亿元） 5164.64 4867.07 5357.09 3002.10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 
87.06 85.17 86.70 86.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7205.12 7469.15 7971.25 4555.30 

财政自给率（%） 82.33 76.51 77.54 76.43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2696.55 2209.18 2097.60 --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1150.01 1634.73 1637.32 --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8770.68 10565.33 11376.08 -- 

债务率（%） 89.69 110.54 11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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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率（%） 21.78 25.39 26.00 -- 

注：1. 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2. 地方政府债务=政府一般债务+政府专

项债务；3. 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100%；4. 负债

率=地方政府债务/地区生产总值*100%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政府债务负担较轻，政府债务限额内仍有一定融资空间。2021－2023 年，

北京市政府债务余额持续增长。2023 年末，北京市一般债务余额 2459.82 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 8916.26 亿元，债务余额位于全国中游水平。同期，北京市一般债

务限额 3022.20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9857.10 亿元，尚有一定融资空间。2021—

2023 年，北京市政府债务率及负债率均持续增长，2023 年末分别为 114.72%和

26.00%，均居全国第五位（从低到高）。 

 

图 1  2023 年末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负债率和债务率 

北京市为全国第一批“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省市。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印

发的《北京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市、区政府分别设立政府性债务

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各地区政府性债务管理，财政局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机

制，定期评估全市政府性债务风险情况，做到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整

体债务风险可控。 

 

二、北京市各区经济及财政实力 

1．北京市各区经济实力及产业特征 

北京市各区在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结构和产业集聚等方面存在差异，经济

实力分化明显，2023 年，除大兴区外各区 GDP 均实现增长，海淀区和朝阳区经

济实力在北京各区中处于领先地位。首都功能核心区以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

为主，经济发达程度高；生态涵养发展各区受生态保护等方面的限制，经济实

力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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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16 个行政区分为四大功能区，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和西

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城市发展新区

包括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和大兴区，生态涵养区包括门头沟区、怀

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首都功能核心区集中体现北京作为全国政治、

文化中心功能，是首都功能的最主要载体，主要任务是加强城市管理、保护古都

风貌、改善人居环境，区域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 95%，以金融业、科技服务业、

文化产业等为主要产业。城市功能拓展区是体现北京现代经济与国际交往功能

的重要区域，主要任务是拓展面向全国和世界的外向经济服务功能，推进科技创

新与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商务服务、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科技产业和航空航

天产业等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城市发展新区是北京发展制造业和现代

农业的主要载体，也是疏散北京中心区产业和人口的重要区域，为北京市的持续

协调发展做出贡献。生态涵养发展区大部分位于山区或浅山区，主要任务是加

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成为首都的生态屏

障，各区产业结构虽以第三产业为主但整体经济实力相对靠后。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提到，为落实城市战略定位、疏

解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充分考虑延续古都历史格局和未来的可持

续发展，在北京市域范围内形成“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

构。其中，一核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一主为中心城区（城六区），一副为北京城

市副中心，两轴为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多点为 5 个位于平原

地区的新城（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新城），一区为生态涵养区。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2  北京市四大主体功能区和城市空间结构图 

 

表 5  北京市各区经济及产业发展情况 

功能区 市辖区 发展定位 主导产业 
上市 

公司 
重点产业园区/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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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功能核心区 

东城区 

打造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国

家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 

金融业、科技

信息服务业、

文化产业 

26 家 

中关村东城园、总部经济

积聚带、南部区域、数字

经济聚集区 

西城区 

国家政治中心的主要载体，国家金融管

理中心、传统风貌重要旅游地区和国内

知名的商业中心 

金融科技、数

字产业、研发

设计、文化科

技 

46 家 

金融街、金融科技示范

区、金丰和数字经济产业

园 

城市功能拓展区 

朝阳区 

强化国际交往功能，建设成为国际一流

的商务中心区、国际科技文化体育交流

区和各类国际化社区的载地，将传统工

业区改造为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发展区 

商务服务、金

融产业、科技

产业 

52 家 

CBD、中关村朝阳园、奥

运功能区、国家文化产业

创新实验区 

海淀区 

建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

新中心核心区，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功能

的重要地区，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典范

区，生态宜居和谐文明示范区，高水平

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的实践区 

信息产业、健

康产业、科技

服务业、先进

制造业 

185

家 

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中

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丰台区 

首都高品质生活服务供给的重要保障

区，首都商务新区、科技创新和金融服

务的融合发展区，高水平对外综合交通

枢纽，历史文化和绿色生态引领的新型

城镇化发展区 

金 融 业 、 科

技 、 高 端 商

务 、 轨 道 交

通、航天航空 

31 家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中

关村丰台园 

石景山

区 

建设成为国家级产业转型发展示范区、

绿色低碳的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山水

文化融合的生态宜居示范区 

现代金融业、

数 字 创 意 产

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科技

服务业、商务

服务 

7 家 

八大处高科技园区、新首

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中关村工业互联网产业

园、中关村虚拟现实产业

园、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 

城市发展新区 

通州区 

城市副中心定位，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支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和

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现代金融、商

务服务、文化

旅游、先进制

造、数字经济

和现代产业 

13 家 

北京通州经济开发区、北

京永乐经济开发区、北京

市通州新城金融服务园

区、北京通州物流产业园

区、北京市通州区国际种

业科技园区、宋庄镇文化

创意产业集聚区 

顺义区 

港城融合的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创新

引领的区域经济提升发展先行区、城乡

协调的首都和谐宜居示范区 

新能源智能汽

车、第三代半

导体、航空航

天 

22 家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北

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北京

顺义科技创新产业功能区 

大兴区 

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科技创

新引领区，首都国际交往新门户，城乡

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 

汽车与交通设

备 、 电 子 信

息、生物与医

药、装备制造 

40 家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

区、北京采育经济开发

区、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 

昌平区 

首都西北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

理协作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一流的科

教新区，特色历史文化旅游和生态休闲

区，城乡综合治理和协调发展的先行示

范区 

医药健康、先

进能源、先进

制造 

32 家 

昌平小汤山工业园区、昌

平生命谷产业基地、未来

科学城、中关村生命科学

园 

房山区 

定位为首都西南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

生态治理协作区，京津冀区域京保石发

展轴上的重要节点，科技金融创新转型

发展示范区，历史文化和地质遗迹相融

合的国际旅游休闲区 

高端制造业、

新材料 
8 家 

北京良乡经济开发区、北

京房山工业园区、北京石

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 

生态涵养发展区 

门头沟

区 

首都西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

协作区，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京西特

色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 

人工智能、超

高 清 数 字 视

听、心血管领

域医疗器械 

6 家 
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京

西智谷、中关村门头沟园 

平谷区 

首都东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

协作区，服务首都的综合性物流口岸，

特色休闲及绿色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 

现代农业、现

代物流、休闲

旅游 

0 家 

北京兴谷经济开发区、北

京马坊工业园区、北京平

谷国际陆港、峪口经济开

发区 

怀柔区 

首都北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

协作区，服务国家对外交往的生态发展

示范区，绿色创新引领的高端科技文化

发展区 

科技服务、高

端科技仪器和

传感器产业、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 生 命 健

康 、 高 端 制

造 、 都 市 工

业、影视文化

旅游 

5 家 

北京雁栖湖经济开发区、

北京怀柔专精特新产业

园、中国影都数字经济产

业园、怀柔科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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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 

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及区域生态治

理协作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及创新发展示范区 

生命健康产业 3 家 

中关村密云园、密云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北京

密云经济开发区 

延庆区 

首都西北部重要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

理协作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国际文化

体育旅游休闲名区，京西北科技创新特

色发展区 

无人机产业、

体育科技产业 
1 家 

中关村延庆园、北京八达

岭经济开发区、中国（北

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北京市各区经济发展整体向好，但经济实力差距较大。2023 年，北京市各

区经济发展总体表现较好，除大兴区外，北京市各区 GDP 均实现增长。北京市

各区在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结构、产业集聚等方面存在不同，各区 GDP 规模差

距明显。海淀区和朝阳区经济实力在各区中处于领先地位，生态涵养发展各区受

生态保护等方面的限制，GDP规模均处于 500亿元以下。受益于经济水平较高、

人才集聚和疏解非首都职能，西城区和东城区人均 GDP 分别为 54.59 万元和

50.80 万元，明显优于其他各区。 

表 6  2023 年北京市各区 GDP 及增速情况 

地级市 
GDP GDP 增速 人均 GDP 

三次产业结构 
规模（亿元） 排名 数值（%） 排名 规模（万元） 排名 

海淀区 11020.20 1 6.2 8 35.26 3 0.0:7.4:92.6 

朝阳区 8387.20 2 5.5 10 24.34 4 0.0:6.2:93.8 

西城区 6002.70 3 5.8 9 54.59 1 0.0:4.9:95.1 

东城区 3574.30 4 5.0 11 50.80 2 0.0:1.7:98.3 

顺义区 2203.60 5 7.0 3 16.61 6 0.7:27.7:71.6 

丰台区 2187.50 6 6.5 6 10.90 8 0.0:14.3:85.7 

昌平区 1424.60 7 6.4 7 6.27 15 0.5:34.3:65.2 

通州区 1303.60 8 5.0 12 7.07 12 1.0:35.9:63.1 

石景山区 1074.80 9 7.0 4 19.10 5 0.0:10.9:89.1 

大兴区 1041.10 10 -3.8 16 5.73 16 1.4:29.8:68.8 

房山区 884.80 11 4.7 13 6.74 13 1.1:41.5:57.4 

怀柔区 482.60 12 6.7 5 10.97 7 0.9:38.7:60.4 

平谷区 451.60 13 9.6 1 9.90 9 3.4:22.6:74.0 

密云区 374.00 14 4.6 14 7.12 10 3.7:25.3:71.0 

门头沟区 281.10 15 4.5 15 7.08 11 0.4:25.7:73.9 

延庆区 224.14 16 7.9 2 6.53 14 2.9:22.3:74.8 

注：上表按各区 GDP 规模从大到小排列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北京市各区财政实力及债务情况 

朝阳区、海淀区和西城区财政实力明显强于其他各区。2023 年，除怀柔区

和门头沟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小幅下降外，其他各区均实现增长；西城区和东

城区可供出让土地规模较小，政府性基金收入维持较低水平；生态涵养发展区

财力对上级补助收入的依赖较强。近年来，区域内重点项目投资和置换存量债

务等推高丰台区和大兴区政府债务规模，债务水平高于其他各区。  

（1）财政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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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差距较大，2023 年，朝阳区、海淀区和

西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列前三，明显高于其他各区；生态涵养发展各区财政

实力较弱。除怀柔区和门头沟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小幅下降外，其他各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增长，平谷区产业结构优化和提质升级带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全市增幅最大。北京市大部分区财税收入质量较好，朝阳区、海淀区、西

城区、东城区和石景山区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接近或超过 90.00%，房

山区和延庆区受产业结构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税收收入占比不高。北京市各

区财政自给能力有所分化，“东西海朝”财政自给率高于 75%，其余各区均低于

60%。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3  北京市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4  北京市各区税收收入情况 

 

2023 年，位于北京市核心地段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可供出让土地规模较小，

政府性基金收入维持较低水平；朝阳区和海淀区土地成交量较大；随着大兴机场

临空经济区和昌平未来科学城的持续开发和招商，两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明显；

生态涵养发展区受地理环境、发展定位和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政府性基金收入

规模较小，同时区域综合财力对上级补助收入的依赖较强。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5   北京市各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6   北京市各区综合财力情况 

 

（2）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末，除房山区和东城区政府债务余额略有下降外，其他各区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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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余额均呈不同程度增长。丰台区和大兴区政府债务余额分居第一和第二，丰台

区债务较大与置换存量债务和重点项目建设投入等有关，大兴区范围内京津冀协

同发展、临空经济区等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投入带动债务持续增长。东城区和西城

区为发展较为成熟的核心区域，已过举债高峰期，政府债务余额较小，债务负担

轻。债务水平方面，2023 年末，丰台区和大兴区债务率最高，顺义区、通州区

和丰台区债务率上升幅度明显，平谷区受益于财力提升政府债务率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7  北京市各区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8  北京市各区政府债务负担情况 

三、北京市城投企业偿债能力 

北京市发债城投企业主要集中在市本级，以高级别为主。2023 年，北京市

城投债发行规模有所增长，市本级、西城区、昌平区和大兴区发行规模相对较

大。2023 年和 2024 年 1－9 月，北京市城投企业债券融资均为净融入。 

1．北京市城投企业概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末，北京市内存续发债城投企业共 29 家，其中市本级城投

企业 5 家、区级城投企业 24 家，西城区、大兴区、昌平区、怀柔区、通州区和

海淀区拥有 2 家及以上城投企业。北京市发债城投企业中 AAA 主体和 AA+主体

数量分别为 10 家和 11 家。 

 
注：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暂无主体级别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9  北京存续发债城投企业分布情况（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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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投企业发债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末，北京市城投企业存续债券规模 1973.37亿元，其中市本

级城投企业存续债券规模 782.33 亿元（占 39.64%），各区城投企业存续债券规模

1191.04 亿元（占 60.35%）。 

2023 年，北京市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 711.50 亿元，同比有所增长（2022

年为 518.20亿元），其中市本级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最大（290.00亿元），占北

京市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的 40.76%，除此之外，西城区（95.00 亿元）、昌平

区（89.80亿元）和大兴区（58.70亿元）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较大。2023年，

北京市 AAA 级别城投企业发债规模占全市总规模的 57.95%。2024 年 1－9 月，

北京市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 582.85 亿元，市本级（208.00 亿元）、西城区

（146.95 亿元）和大兴区（90.50 亿元）发行规模较大。 

2023 年，北京市城投企业债券净融入 246.34 亿元，各区均表现为净融入。

2024 年 1－9 月，除市本级外均为净融入。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0  北京市城投债券发行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1  北京市城投债净融资情况（亿元） 

3. 北京市城投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北京市发债城投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较为合理，短期偿债压力不大。2023 年

北京市大部分发债城投企业净融资为正，区域再融资能力强。 

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北京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 9150.70 亿元，较 2023

年末有所下降（2023 年末为 9844.37 亿元），其中市本级城投企业债务规模较大。

城投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较为合理，除通州区外，其他各区城投企业短期债务占比

均低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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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短期债务=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

款；全部债务=短期债务+长期债务；2. 上图按北京市各地区发债城投企业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全部债务余额

从左至右降序排列；3.暂无法获取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数据，上图未包含此公司数

据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2  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北京市城投企业债务规模和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2022－2024年 6月末，北京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整体呈下降

趋势。截至 2024 年 6 月末，海淀区、丰台区和西城区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资

本化比率高于 60%，债务负担相对较重。2024年 10－12月和 2025年，到期城投

债券集中于市本级、西城区、大兴区和昌平区，总体偿付压力不大。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3  北京市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4  城投企业债券到期情况（单位：亿

元） 

短期偿债压力方面，2023 年末，丰台区、平谷区、海淀区和昌平区发债城

投企业现金类资产对短期债务的覆盖能力上升明显，北京市大部分区域城投企业

现金短期债务比大于 1倍，短期偿债压力不大。净融资方面，2023年，发债城投

企业外部融资总体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仅石景山区、昌平区和丰台区小幅净流

出，资金主要流向市本级和西城区等高级别城投企业。整体看，北京市发债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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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较优，再融资能力强。 

 

  

注：东城区存在短期债务规模过小导致现金短期债

务比过高的情况，与其他区域不具备可比性，将此

区域剔除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5  北京市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比 

注：上图用“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发行债券收到

的现金”表示城投企业融资流入，用“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表示城投企业融资流出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6  北京市城投企业净融资 

 

4. 北京市各区财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 

北京市存续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在区域整体债务中的占比为 25.48%，占比一

般。大兴区、丰台区和怀柔区“（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综合

财力”超过 300%，其他各区综合财力对区域整体债务的保障能力较强。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7  2023 年北京市各区财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保障能力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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