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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 4.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跑出“加速度”，比上年增长 6.7%；全年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5415 元，同比实际增
长 4.4%……在昨天举行的 2024 年北京经
济运行发布会上，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亮出 2024 年北京经济
运行成绩单。

“稳、进、优！”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
燕南用这三个形容词评价 2024 年的北京
经济：经济增速、就业、居民收入等核心指
标显示，经济运行的大势保持平稳；信息
服务业、金融业、工业以及服务性消费、网
上零售等领域亮点频出，呈现稳中有进趋
势；四季度以来出台一系列增量政策，促
进了结构优化和发展质量提升。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2024 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9843.1
亿 元 ，按 不 变 价 格 计 算 ，比 上 年 增 长
5.2%。工业是去年北京经济发展中的一
抹亮色，2024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7%。重
点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增长21.4%，汽车制造业增长16.4%，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5%，医药制造
业增长1.5%。

第三产业仍是全市经济支柱，2024
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按不变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5.1%。其中，信息传输、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11068.8 亿元，增长 11.0%，金融业实现增
加值 8154.2 亿元，增长 7.6%，二者合计占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38.6%，贡献率合计
超过六成。

朱燕南分析，投资继续发挥稳增长的
关键作用，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比上年增长 5.1%。消费持续复苏，2024
年，全市市场总消费额比上年增长 2.0%，
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6.5%。

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8.5万元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居民收入、就业、
物价等民生热点数据。2024年，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85415 元，比上年名义增
长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分
地区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2464
元，比上年增长 4.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9856元，比上年增长6.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
晶分析，工资性收入继续发挥增长“主引擎”
作用，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5.9%，拉动收入
增长3.7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增长与2024
年北京多举措稳定就业形势息息相关，2024
年，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1%，低于
上年0.3个百分点。此外，居民经营净收入
同比增长4.8%，转移净收入同比增长3.9%，
财产净收入同比小幅下降0.6%。

物价方面，2024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 0.1%。其中，消费品价格下降
0.7%，服务价格上涨 0.9%。“2024 年，北京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涨幅在
近年中处于较低水平，较上年同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卞晶表示，2024 年物价呈
现三大特点，一是保障市场供应，食品价
格整体下降；二是积极响应国家“两新”政
策部署，各大商家持续优惠促销，家电、汽
车等工业消费品价格小幅下降；三是教
育、生活性服务类等服务价格温和上涨。

新兴领域加快布局蓄足动力

培育 新 质 生 产 力 ，2024 年 北 京 在
新兴领域加快布局，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蓄力。

在科技创新方面，去年大中型重点企
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6.8%。工业企业研
发费用增长一成以上，汽车、装备制造等
行业成为带动主力。“三城一区”作为创新
主平台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大中型重点企
业研发费用占全市比重接近七成。中关
村示范区内规模以上重点企业技术收入
实现两位数增长。

在产业发展方面，代表新质生产力发
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去年发展态势
较好。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对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接近九成，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
人、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产量均两位数
增长。在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收入增速也明显高于服务业平
均水平。

展 望 2025 年 经 济 形 势 ，朱 燕 南 表
示，去年全市经济稳中向好，为今年经
济运行打下良好基础。稳中向好的背
后，一方面是结构优化、创新发展，增强
了经济的内生动能；另一方面是一系列
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对于稳定市场预期
和增强市场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这
些有利因素也会成为今年经济运行的
有利条件。

租房族迎来好消息。近日，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

《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
房租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结
合提取业务实际，推出“提取住
房公积金直付房租”业务模式，
缴存人一次申请，北京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按月支付。

谁可以申请“直付房租”？

“直付房租”业务是指公积
金中心根据缴存人的授权和申
请，按月将缴存人可提取的住房
公积金从其公积金账户直接划
转至试点住房出租机构账户，用
于支付房租的提取方式。

“此前，缴存人需先缴纳房
租，再提取住房公积金，无法实
现随用随提。住房出租机构也
希望增加租金收缴渠道，保障租
金收缴率。”北京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试
点新政，公积金中心按月将缴存
人可提取的住房公积金直付给
住房出租机构，缴存人可减轻租
房成本；住房出租机构也能实现
租金及时收取，减轻现金流压
力，“可实现一次申请、按月支
付、自动到账。”

缴存人需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缴存人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
积金 3 个月（含）以上；缴存人及
配偶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无自
有住房；缴存人租住公积金中心
试点项目住房，且房屋租赁合同
已登记备案。

如何办理“直付房租”业务？

“‘零材料’提申请，‘一站式’
办业务和‘自动付’交租金，成为
新业务模式的三大亮点。”北京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关负责
人表示。

具体来看，公积金中心通过
与试点住房出租机构数据互联，
自动获取房屋租赁信息，符合条
件的缴存人无需提供租房发票、
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即可“零
材料”申请；业务办理通过试点
住房出租机构平台端发起，页面
自动交互跳转，即可完成签订合
同、租赁备案、提取公积金、支付
房租一站办理；在提取事项生效
期间，无需缴存人逐月发起申
请，公积金中心在每月租金账单
应付日前一日，将住房公积金自
动划转到试点住房出租机构指
定账户用于支付房租，最高全额
抵扣，有力促进住房消费。

首批试点包括哪些房屋类型？

首批“直付房租”业务试点
住房出租机构为北京保障房中
心有限公司、建信住房服务（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信富住
房租赁有限公司。

试点房屋类型涉及保障性
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商品房
租赁住房3类。其中，北京保障房
中心有限公司试点项目为北辰福
第项目、富力阳光美园项目。建
信住房服务（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试点项目为创业之家项目、寓见
未来公寓项目（南中轴项目）、星
光视界项目、礼士居项目。北京
信富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试点项目
为该公司在朝阳、海淀行政区域
内运营的商品房租赁住房。

后续公积金中心将与其他
住房出租机构持续对接，加强数
据互联互通，符合业务标准后，
陆续推广实施，持续加大公积金
对租房消费支持力度。

零材料提申请 一站式办业务 自动付交租金

北京住房公积金试点直付房租
本报记者 袁璐

本报讯（记者 孙杰）昨天，
2024 年首都资本市场大会发布
的《2024年首都资本市场研究报
告》显示，去年共有 24 家北京企
业在全球上市（包括A股、港股、
美股）。截至 2024 年底，北京市
A 股上市企业达 476 家，总市值
26.31万亿元，排名全国第一。

回顾2024年，A股 IPO（首次
公开发行）节奏明显放缓。按上
市日计算，去年全年共有 100 家
公司登陆A股，首发募集资金合
计 668.30 亿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A股共有上市公司 5384
家，总市值93.94万亿元。

聚焦北京，2024年全年新增24
家全球上市公司。其中，A股有国
货航、博科测试、国科天成、北自科
技、云星宇，共5家。港股有多点数
智、地平线机器人、嘀嗒出行等11
家；美股有雷神能源、闪送、智能充
电等8家。报告显示，北京新上市企
业超过八成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北京市共有A股上市企业476家，总
市值26.31万亿元，排名全国第一。

北京市上市企业的融资能
力突出，全年直接融资金额全国
第一。报告显示，2024 年全年，
北京市 A 股上市企业共完成 19
笔股权融资，包括首发及增发、
配股、优先股、可转债等再融资，
融资金额 329.05 亿元；北京市 A
股上市企业共发行债券 6584只，
包括短期融资券、金融债、公司
债、资产支持证券等类型，融资
金额近23.56万亿元。

2024年北京高成长潜力企业
“钻石之星”TOP100榜单在现场
发布。记者梳理榜单发现，从企业
分布区域看，海淀区企业数量最
多，达到39家；紧随其后的是大兴
区 17 家，朝阳区 10 家，昌平区 7
家，丰台区6家。

根据已披露情况，榜单企业
中，有38家企业意向在深交所上
市，6 家意向在上交所上市，3 家
意向创业板，6家意向科创板，40
家意向北交所。

截至去年底达476家
北京上市公司总市值排名全国第一

本报讯（记者 赵鹏）腊月步
入尾声，新春已然临近。在这辞
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昨天，中国
消费者协会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春节期间消费不要踩坑，并留
意六大方面问题。

中消协方面表示，大众应抵
制餐饮浪费，所谓“年年有余”是
指每年仓有余粮、库有余钱，不是
为了“爱面子、讲排场、比阔气”而
营造“剩宴”。在佳节欢聚时刻，
消费者要继续弘扬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把“光盘行动”作为一种
时尚，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成为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的“践行
者”，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
倡导绿色消费的“宣传者”。

在中消协看来，消费者还应
抵制过度包装，商品过度包装不
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也
让消费者被迫承担了不必要的支
出。鼓励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
理念，抵制商品过度包装、减少使
用一次性用品，共同营造绿色、节
约、环保的可持续消费环境。

这次中消协提出，消费者要抵
制“特供”“专供”“内供”等酒品。一
些不法分子虚假标注或宣传与党
政机关和军队有密切关联的特定
名称、符号、标志性建筑物、官方活
动等信息，制售“特供”“专供”“内
供”等假冒伪劣酒类商品，欺骗误
导消费者。这些酒品不仅价格

虚高，还可能损害饮酒人的身体
健康，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春节期间，消费者还要重
视青少年近视防控。家长应合
理安排孩子寒假日程，让孩子在
看书学习时要注意适时休息，中
小学生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最
长不超过40分钟，年龄越小的孩
子，持续用眼时间建议越短。家
长应尽可能保证孩子每日户外
活动时间不少于 2 小时，或者每
周累计达到14小时。

中消协方面还提示消费者，
谨慎选购“金包银”首饰。据专家
介绍，市面上所谓的“金包银”产
品，不论是线下店还是网络渠道销
售，本质是银首饰，绝大多数都是
镀金的产品，不是手工“包金”。另
外，很多商家在销售时通常会标注
金重银重作为卖点，但这种行为很
难验证，其金重银重分别是多少，
连珠宝行业专家也难以分辨，更何
况是普通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在
购买“金包银”首饰时应仔细鉴别，
勿信虚假宣传。

最后，中消协也提醒消费者
应谨慎选购保健食品。选购保
健食品时，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
保健食品“蓝帽子”标志，核对保
健食品注册号/备案号，根据保
健食品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
不适宜人群等信息科学选择，并
按标签、说明书的有关要求食
用，切忌盲目购买和食用。

中消协发布春节消费提示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靠咖啡浓茶提神 睡觉也不解乏 上班族纷纷求助专病门诊

刚开年就觉得累，怎么回事啊？
本报记者 孙乐琪 通讯员 王燕

地区生产总值超4.9万亿元 同比增长5.2%

2024年北京经济三个字：稳，进，优
本报记者 赵语涵

不喝咖啡浓茶
上班大脑不转

“我需要靠咖啡‘续命’。如果不持续喝
咖啡、浓茶，就没法坚持一天的工作。”赵先
生30岁出头，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近日，
他的一名同事突发心血管急症，给了他很大
的触动，为此他来到慢性疲劳综合征门诊寻
求帮助。“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很困倦，补完觉
了还是累。同事都说我一脸憔悴，我也担心
身体出问题。”

赵先生说自己的工作强度较大，晚间加
班是常态，“赶起项目来甚至会熬几个通
宵。”为了缓解压力，不加班时，他喜欢与朋
友约饭小酌；即使加班回家较晚，他也要争
取一些“个人空间”，看看电影、打打游戏，经
常熬夜到凌晨才睡。

“过去，即使通宵赶工或熬夜娱乐很疲
倦，只要周末补一觉，精力、体力就恢复
了。最近，即使补觉后，还是感觉很累，
上班时脑子都不转了。”赵先生说，为了
提神，他早晨起床需要先喝两杯黑咖啡，
大脑才能“开机”，白天还需要依赖喝咖
啡、浓茶保持兴奋状态，应对高强度的脑
力工作。

“含咖啡因的饮料会刺激神经，不适合
您现在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咖啡、浓茶要
先停一下。”患者的“慢疲”症状很明显，经诊
察，李斌认为从中医角度看，赵先生处于“肝
郁”的状态，为他开具了疏肝解郁、益气健脾
的中药进行治疗调理。同时，她叮嘱赵先生
科学调整作息、放松心态，应将下班聚餐、宅
家娱乐的爱好，改成定期进行有氧运动。

当心“积劳成疾”
适度锻炼添活力

靠咖啡“续命”、维持精神状态的“慢疲”
患者很常见。李斌介绍，高强度的劳动过
后，身体会代谢出一种神经调节因子——腺
苷，与腺苷受体相结合就会给大脑传达疲劳
信号，“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大脑发出信
号提醒我们：身体已经需要休息了。”

咖啡因之所以能让人保持清醒，是因为
它和腺苷有着相似的化学结构。咖啡因能
快速与腺苷受体竞争性结合，使得腺苷无法

“工作”。大脑接收不到疲劳信号，就会继续
保持活跃。

“这是一个假象，虽然你重新兴奋起来
了，但疲劳却并未消除或缓解。”因此，李斌
不建议疲劳人群过度依赖咖啡、浓茶提神醒
脑，这样久而久之易“积劳成疾”。她提醒高
强度脑力劳动者应该抽时间、视情况进行适
度的有氧运动，“适度的体育锻炼，能加快机
体代谢、产生多巴胺，使人保持愉悦兴奋、放
松身心。”

常熬夜加带娃
长痘长斑失眠

“有一种‘慢疲’叫累丑。”这是近
来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搜话题。31岁
的蔡女士对这种说法深有体会。

爱美的蔡女士近段时间很苦恼：
脸上长痘还长斑。除此之外，她还发
现自己的情绪特别容易波动，夜间入
睡困难，还有手心、脚心潮热等。一开
始，她怀疑自己提前进入了更年期，但
在妇科门诊进行激素水平等各项检验
检查后，医生排除了更年期的可能性，
建议她到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专病门诊
就诊。

经询问，李斌得知，蔡女士是大医
院的一线护士，工作中经常“三班倒”、
熬夜是常态。此外，蔡女士还有个5岁
的孩子，育儿占据了她绝大部分的业
余时间。繁忙的工作之余，她总是带
着孩子辗转于兴趣班之间。

“您的状态真的需要调整了。”身
为医务工作者的李斌特别理解蔡女士
的处境，“工作安排是客观既定的，职
责所在。但工作之余，就不要过度消
耗体力了。”经诊察，蔡女士在中医角
度上属于肝肾阴虚，李斌为她开具了
补益肝肾、滋阴清热的中药；同时，她
也建议蔡女士保证充足的睡眠，并调
整生活状态。“养育孩子是父母双方共
同的责任，您可以将一部分育儿的工
作分配给孩子的爸爸，尽量让自己轻
装上阵，这样能有效缓解、消除‘慢疲’
的状态。”

体力消耗大时
要确保充分休息

“累丑了”从医学角度来说，是有
科学依据的。李斌解释：处于慢性疲
劳状态时，人体容易出现血液循环不
畅、新陈代谢减慢、内分泌紊乱等情
况，造成脸色黯淡、脱发断发、色斑皱
纹等容颜影响。

此外，慢性疲劳还容易给人们带
来体能上的衰退，比如行动迟缓、步幅
减小、腰膝酸软，“患者往往有‘力不从
心’的直观感受。”

李斌建议工作繁忙、体力消耗大
的人群，要保证休息的时间和充足的
睡眠。睡前避免喝咖啡因饮料、看电
子屏幕、进行剧烈运动等刺激神经的
行为，适宜听舒缓音乐、喝热牛奶、用
热水泡脚来舒缓情绪。“如果日常起
居调节后仍不起作用，可求助医疗机
构进行药物的辅助治疗。”

心思重难排解 记性明显变差

“最近我记性明显变差了，说过的话、该做
的事，经常扭头就忘。”饱受记忆力衰退的困扰，
50多岁的房女士在来到慢性疲劳综合征专病门
诊就诊前，已经在神经内科进行了细致的检验
检查，排除了脑部神经系统病变的可能性。

没有器质性病变，为什么记忆力忽然下降
了呢？经问诊，李斌了解到，患者心思细腻、性
格内向。工作上谨慎，生活中寡言。“我很怕负
面评价，是个没自信的人，很怕做事不到位，给
周围的人添麻烦。”

近来，她与正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发生了
矛盾，两人在电话里吵了几句。孩子气头上说
的几句话，让她一直思来想去，越想越难受，但
由于性格内向，她不想向亲友倾诉。烦恼积压，
房女士越来越焦虑，逐渐出现了失眠、多梦、早
醒等症状；而长期睡眠不好，又导致她记忆力明
显下降。

从中医的角度看，房女士处于心脾两虚的
状态。李斌对症开药后，建议她积极进行心理
调适，建立正向的自我评价体系，不要过于在意
周围人的看法，“多看自己的优点，树立信心。”
为了帮房女士解开眼前的心结，李斌给她的儿
子打去电话。从医生的口中，她的儿子第一次
了解到，妈妈的压力不仅来自工作，还来自与自
己的亲子关系。他内疚地说：“以后我会多关心
妈妈，让她感受到更多温暖。”

“慢疲”损害神经 出现症状别耽误

“慢性疲劳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损
害。”李斌说，抑郁、焦虑情绪与慢性疲劳往往互
为因果，造成失眠多梦、行动迟缓、头脑不清、头
晕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

出现相关症状，患者除了要在心理上积极
自我调适以外，还要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排查神经系统和心理情绪方面的疾病，以免延
误病情。

就诊人群中近七成40岁以下

“调查数据显示，慢性疲劳综合征在中国人
群的患病率为12.54%。”慢性疲劳综合征专病门
诊开诊一个多月，号源始终供不应求。令李斌
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就诊的人群格外年轻，“门
诊接诊40岁以下患者占比近七成。”

她介绍，慢性疲劳不仅降低个体工作效率，
还可能导致免疫功能障碍、心血管疾病风险增
加等长期健康隐患，以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慢疲’综合征最明显的预警，是出现睡觉
也不能缓解的疲劳。”李斌提醒公众，当身体出
现预警，且疲劳感持续超过 6个月时，须到医院
就诊。在排除器质性病变的前提下，可到慢性
疲劳综合征专病门诊进行诊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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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慢疲’叫累丑。”“天天喊累不是懒而是‘慢疲’。”最近，一个新词“慢疲”——慢性疲劳综合征，频频登上网络热搜，引发了许多
人的共鸣。“总是累，去医院检查又没问题”“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不知道该看啥门诊”“上班时感觉脑子‘不走字’”……

是精神问题还是身体虚弱？该去哪儿诊治？为解决“慢疲”人群看病难题，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近期新设慢性疲劳综合征专
病门诊，出诊一个多月来，号源供不应求。专病门诊副主任医师李斌提醒：“慢疲”综合征患病率超10%，不仅影响工作和生活，还可能导致
长期健康隐患。如果您的身体出现预警信号，最好能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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