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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麟

10月21日，从2020年前三季度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
布会上传来好消息：重庆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规模以上
电子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较上
半年收窄5.0个百分点。

以汽车、电子为代表的支柱产业强劲复苏，以及消费市场持续
回暖，为拉动全市经济整体增长贡献了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汽车产业提档升级

今年以来，我市汽车行业明显经历了一轮“低开高走”。
一季度，重庆汽车产量曾大幅下降45%。而从4月开始，产量

出现恢复性增长，数据节节攀升。
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我市车企全力调动设计研发能力，千方百

计消除疫情影响，通过推出新产品实现快速市场响应所做的努力。
极具科幻未来风格的长安UNI-T、林肯品牌首款国产车型林

肯冒险家、乘用化皮卡长城炮、高性能新能源车赛力斯SF5……几
个月来，在渝车企多款新产品大放异彩，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

“明星”。例如，自今年6月上市以来，长安UNI-T已经连续三个月
单月销量破万。

“面对疫情后市场的新变化，我市车企及时对产品进行提档升
级，成为拉动汽车产销量增长的重要原因。”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称。

电子产业寻觅新机

作为全球重要的笔电产业基地和全国重要的手机制造基地，
重庆拥有规上电子信息企业600多家，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全国第
7。疫情初期，重庆行业部门与相关企业提前预判，综合考虑可能
给电子产业带来的各种影响，第一时间制定了应对预案。

一方面，我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畅通物流通道、优化人力招
募等措施，全力稳笔电、手机订单，同时引导企业向智能音箱、智能
家居等新品扩展。

另一方面，我市加大超高清视频产业前端企业引进力度，重点
推进4K摄录机、4K激光电视机等超高清视频采编播终端产品形
成产业化能力。

此外，我市还鼓励企业开展产线侧、能源侧、辅助决策侧智能
化改造，力争今年重点智能终端企业累计投入智能化改造资金突
破10亿元。

一系列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果。京东方重庆方面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公司近段时间针对远程办公、远程教学需求增加的机遇，
创新应用场景，提供低蓝光显示、智慧教育、智慧办公等产品及解
决方案，为业绩大幅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重庆的消费在前三季度一直踩在稳步提升的节奏上。以端午
小长假为例，监测数据显示，当期我市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企业实
现零售额17.4亿元，同比增长7.5%。

来自代表性消费品——家电领域的数据显示：疫情之后，重百
电器销售额连续数月同比实现近两位数增长；重庆国美门店的客
流量及销量基本达到去年同期水平；重庆苏宁全渠道销售额在7
月份已实现同比增长2.3%。

疫情之后，我市举办“爱尚重庆”大型消费活动500余场，发放
消费券超5亿元促进线下消费；创新推动直播带货和网络促销，以
电子商务助推企业复工复产及全市服务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力支持全市电商扶贫……一系列措施均有力促进了市场回暖和
消费回补。

“三驾马车”有后劲

前三季度，重庆无论是一二三产业，还是投资、外贸领域，整体
经济表现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认为，
从“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来看，首先全市投资动力强劲，说
明重庆在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培养发展后劲上认识清醒、布局合
理。

其次在出口方面，李敬认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优势得
到了很好的呈现，中欧班列(重庆)、“陆海新通道”所支撑的开放平
台作用进一步凸显。

再说消费方面，李敬表示，虽然重庆前三季度表现好于全国平
均水平，但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促进汽车、家具、家电等重点商
品消费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开展电子产品以旧换新等，创新消费
渠道。

接下来，重庆如何保持积极向好的经济运行态势？李敬表示，
围绕“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重庆应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培育新
的增长点。

全市经济发展
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经济呈现稳定转好态势，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前三季度重庆经济运行9大特点展现韧性活力

□本报记者 夏元

前三季度，通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市经济运行稳定恢复呈现哪些亮点？疫情防控之
下，全市居民人均收入如何实现同比增长？

10月21日，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可，国家统
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党组书记、总队长陈敏在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提问。

经济运行恢复性增长

问：重庆前三季度多项经济指标继续回升，经济
发展呈现稳定恢复态势，应如何评价当前全市经济运
行状况？

黄可：前三季度，全市经济发展克服了疫情和汛情
影响，保持了稳定复苏的态势，有以下四个亮点：重点产
业发展态势良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取得进展，新动能不断增强；企业发展
逐步向好；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回升。

但也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的变化主要是恢复性
增长，多数主要指标增速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还有
部分指标如住宿、餐饮、服务贸易等累计增速仍处于
下降区间，再加上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外部疫情仍在
蔓延，输入性防控压力较大，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仍然
比较多，经济恢复过程中不平衡的态势仍然存在，保
就业、稳企业压力较大，全市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还
需进一步巩固。

三方面因素支撑城乡居民持续增收

问：前三季度，在疫情影响的不利局面下，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同比增长6.5%，原因是什么？

陈敏：前三季度，从居民收入来源上看，全市居民四
大类收入均实现同比增长，包括居民工资性收入12793
元，同比增长6.5%；经营性净收入3671元，同比增长
5.3%；财产净收入1370元，同比增长4.6%；转移性净收
入5706元，同比增长7.9%。

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持续加快、经营净收入增速
由负转正是两大亮点——前三季度，全市全体居民、城
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分别比一
季度提高3.7、2.9和5.4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提高1.9、1.8
和2.3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市全体居民、城镇常住居
民和农村常住居民经营净收入增速为5.3%、4.5%和
6.4%，分别比一季度快10.1、10.7、8.8个百分点，比上半
年快5.3、6.8、2.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我市市场主
体趋于稳定和活跃、企业法人单位和居民个体的生产经
营均逐步恢复正常，城乡居民从中获取收入持续增加的
良好态势。

前三季度全市城乡居民实现持续增收，得益于三
个方面因素的有力支撑：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松劲，为
城乡居民增收提供强大基础保障；经济呈现恢复性
增长态势，为城乡居民增收提供强力经济保障；不断
加大的民生投入，为城乡居民增收提供强劲的动力
保障。

不过，尽管今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在前三季度增
长回升较快，但当前疫情风险仍未彻底消除、经济运
行不稳定风险依然较大，全市城乡居民增收还面临诸
多不确定因素，收入增速要全面恢复往年的高速度仍
需时日。

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还需进一步巩固

新闻分析
10月21日，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

队联合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经济运行数据，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707.1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经济呈现稳定转好态势，高

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九大特点展现出发展的韧性活力。

农业生产总体向好 畜牧业生产加速恢复

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1851.9亿元，同比增长4%

全市蔬菜实现产量1621.8万吨，同比增长4.0%

全市生猪存栏1020.9万头，同比增长15.3%

工业经济加快复苏 新兴动能支撑有力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较上半年回升3.4个百分点

全市八大支柱产业持续复苏，汽车、电子和材料产业分别增长 8.2%、12.2%
和 4.9%
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1.3%、11%
智能手表、3D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1.3倍、28.4%
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屏产量分别增长36.9%和29.6%

服务业稳定恢复 5G网络建设有序推进

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较上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截至9月底，全市已建设开通5G基站3.37万个，累计开通5G基站4.40万个

消费市场逐步改善 线上消费发展迅猛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29.58 亿元，同比下降2.2%，降幅较上半年

收窄5个百分点

全市限上单位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44.6%，较上半年提高3.9个百分

点，比去年同期提高34.8个百分点

快递业增长保持高位，1-8月全市快递服务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3.9%、14.2%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升 新基建投资增幅明显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连续7个月保持回升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1%
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2%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9%
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5%，较上半年提高7.3个百分点

以5G网络等新基建为主的信息传输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41.2%

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 外商投资降幅逐步收窄

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4613.9亿元，同比增长11.4%，较上半年提高7.9个百分点

出口2910.1亿元，增长10.3%

进口1703.8亿元，增长13.3%

全市外商直接投资14.45亿美元，降幅较上半年收窄11.7个百分点

房地产供给总体平稳 商品房销售持续恢复

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2.58亿平方米，降幅较上半年收窄0.3个百分点

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4317.6万平方米，降幅较上半年收窄7.9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涨跌各半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2%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涨跌各半

食品烟酒、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0.8%、1.8%、2%、3.4%
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价格分别下降2.1%、0.2%、0.1%、2.7%
猪肉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85.7%，鲜菜价格上涨 7.8%，粮食价格下降2.5%，干

鲜瓜果价格下降18.7%

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39元，同比增长6.5%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34元，同比增长5.4%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65元，同比增长7.9%

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1，较上年同期缩小0.06

（本报记者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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