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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统计局发布《报告》，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就业发展情况

规模增长 质量提高 结构优化
9 月 14 日，市统计局发布《十八大以来重庆就业发展报告》，对我市就业发展情况进行梳

理。《报告》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稳就业”“保就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和头等大事，全市就业呈现“规模稳步增长，质量持续提高，结构继续优化”等特点，同时全市民生
保障有力有效。2021年全市就业人员1668.27万人。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由2012年的10.51万人增加到18.86万人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

达24.37万人,较2012年增加12.03万人

从事电子商务、网络零售等批发零售业就业人员

达260.39万人,较2012年增加77.66万人

1108.23万人
比2012年增加272.53万人
增长32.6%
占就业人员比重66.4%
较2012年提高14.4个百分点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优化
服务业新增200多万名就业人员

新型城镇化激活就业岗位
非公经济带动新增300多万人就业

高校毕业生年就业率保持93%以上
10年来城镇职工年均工资提高6万多元

随着全市积极引导和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传统支
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多点发展，带动
全市就业结构同步呈现出“第一产业持续降低、第二产业保
持稳定、第三产业持续较快增长”的变化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持续推进就
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以“稳就业、保就
业”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
良性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特别
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市城镇登记失
业率保持低位运行，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工资待
遇水平稳步提高。

就业人员366.16万人

较2012年减少165.02万人

截至2021年全市

第一产业

就业人员426.83万人

较2012年增加4.1万人
第二产业

就业人员875.28万人

较2012年增加223.3万人

增长34.2%

第三产业

截至2021年

全市非公经济就业人数

达1148.51万人 较2012年增加313.77万人

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低位运行

截至目前，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2.6%—4.5%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每年均保持在93%以上
接近99%的建档贫困户享受到各类就业扶贫政策

工资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截至2021年，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达到106966元，比2012年提高61574元

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59307元，比2012年提高

28272元

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截至目前，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

截至 2021 年，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636元/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515元/月，

相比2012年分别提高307元/月、327元/月
其他经济就业人员

239.73万人，增加25.53万人

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

908.78万人增加288.24万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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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知识精准直达 优质服务普惠万家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启动2022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为着力提升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和能
力，坚定维护金融市场和谐稳定，9月1日起，
根据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保监局等
监管部门和邮储银行总行的相关部署安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在全辖区启动
2022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将
金融知识送进山城的千家万户 ，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营造浓厚氛围
诠释为民初心

走近邮储银行分布在重庆大街小巷的各
个网点，LED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的“金融知识
普及月”主题宣传口号格外显眼，吸引着过往
路人驻足观看。

今年活动期间，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继
续发挥点多面广、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
势，充分依托“物理网点”为主阵地，在营业
场所及网点张贴统一活动海报，并通过横
幅或网点LED显示屏滚动播放以醒目方式
展示活动口号等开展集中性宣传，在营业
网点设立“金融知识宣传区”，积极向网点
客户展示金融知识教育内容，营造了浓厚

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氛围。
据悉，本次活动主题是面向金融消费者

和投资者，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防
范技能，针对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危
害金融稳定安全的行为，深入开展风险提示，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倡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
者科学理财和合理借贷，理性选择适合自已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避免盲目投资和冲动交
易，推动金融健康的社会共建，促进共同富
裕；引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自觉抵制网络
金融谣言和金融负能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
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活动内容包括主要6个方面。”据邮储
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内容包括注
重提升金融素养，宣传普及金融消费者生产
生活所需金融知识；倡导科学理财和合理借
贷，帮助金融消费者守住“钱袋子”；聚焦重点
人群、金融常识、热点问题、跨越数字鸿沟等，

贴近社会公众需求开展教育活动，推动金融
业健康发展；提供专业、便捷的投资者教育服
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争做金融好网民，
共建网络美好精神家园；强化金融风险提示，
识别、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等。

线上线下联动
提升宣传质效

在筑强网点宣传教育主阵地的基础
上，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组织员工积极“走出
去”，走进社区、广场、公园、社区等区域，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走进边远地区深入开展
养老诈骗活动和专题知识讲座，从而增强
金融知识宣教活动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
效性。

近期，邮储银行重庆潼南区支行联合
潼南区邮政分公司参加了由潼南区国资委
牵头举办的“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防

范和打击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
场，邮储银行重庆潼南区支行与当地邮政分
公司在奋进广场悬挂宣传标语，向市民宣传
防范非法集资知识，揭示非法集资的欺骗性、
风险性和危害性，并为市民答疑解惑。

值得一提的是，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注
重发挥数字化手段和线上教育优势，积极
开展金融知识数字化宣教，通过微信朋友
圈、工作群等开展活动宣传，增加活动的趣
味性、生动性，扩大宣教的受众面和影响
力，提升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后续将进一步强化组织实施、丰富宣传内
容，运用线上线下渠道，积极普及金融知
识，扩大宣传教育活动影响力，为维护金融
业稳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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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工作人员在网点厅堂
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

全市城镇
就业人员

70.3%
较2012年提高13.7%

城镇化持续推进，推动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持续提高

全市
城镇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