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
读

文化旅游、生态屏障
和公共服务项目

科技创新
中心项目

现代产业
体系项目

前三季度
共完成投资

115.7亿元

5个项目提
前完成全年计划
投资，包括：

●川陕苏区红
军文化公园

● 云 阳 县 普
安 恐 龙 地 质 公
园 综 合 建 设 一
期项目

●川渝石窟寺
保护传承与科技
创新项目等

前三季度
完成投资

683.3亿元

●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江航电
枢纽工程、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二

期工程等5个项目提前完成全年计

划投资
●渝西高铁初步设计获批，成达

万高铁全线动工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

程获核准并开工建设
●泸州至永川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基础

设施项目重庆段完工投用
●资中至铜梁高速公路总体形

象进度完成64%

前三季度
完成投资

740.2亿元

22个项目提前完成年度
计划投资，包括：

●华润微电子 12 吋功率半
导体晶圆生产线

●宜宾锂电产业项目
●川渝5G网络覆盖建设项

目
●绵阳京东方 OLED 模组

项目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

一期
●大足安岳成渝现代高效

特色农业带粮药合作示范园
区等

前三季度
完成投资

117.8亿元

年度投资进度

已达93.1%

10个项目提前
完成全年计划投资，
包括：

●中国科学院重
庆科学中心

● 西 部（成 都）
科 学 城 综 合 配 套
项目

●川渝高竹新区
科技创新基地项目
等

现代基础设施
网络项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全面提速

资料来源：市发展改革委 数据整理：记者 申晓佳 制图/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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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
10月14日，市统计局发布《十
八大以来重庆市金融业发展报
告》（下称《报告》）称，截至
2021年，全市金融业增加值达
到 2459.8 亿元，是 2012 年的
2.6倍，年均增长11.4%，占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8.8%。

《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
底，全市有法人及市级分行类
银行机构114家，数量居中西
部前列，包括15家外资分行，
数量为中西部第一；有各级支
行2369家，村镇银行实现全市
覆盖；有证券机构258家，有保
险机构1377家。

《报告》称，新金融业态门
类更齐全、金融要素集聚更具
特色，是我市近年金融行业发
展的亮点。截至2021年底，全
市共有小额贷款、融资担保、股
权投资、财务公司、汽车金融等
13类创新型机构1290家。同
时，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石
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全国性交
易场所也相继在渝落地，各类
要素市场功能不断完善。截至
2021年，全市已建成要素市场

12家，全年实现交易规模8.6
万亿元。

《报告》显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重庆金融综合实力持续
提升，人民币存贷款余额、股票
发行量、证券交易额等多项指
标增长较快，有力助推了实体
经济发展。截至2021年，全市
本外币存款余额达4.59万亿
元，是2012年的2.4倍，年均增
长10%；全市人均住户存款为
69231元，是2012年的2.1倍，
年均增长8.5%；全市本外币贷
款余额4.69万亿元，年均增长
13%。

另外，随着近年我市资本
市场主体增加和证券业市场稳
步发展，全市金融融资总量实
现稳健增长。截至2021年，全
市有境内上市公司达63家，上
市公司总市值1.14万亿元，全
市证券市场投资者开户数达到
1178万户，在重庆股份转让中
心挂牌托管企业数量达到
1994家。在保险业市场方面，
截至2021年，全市实现保费收
入 969.53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2.7%。

年均增长11.4%
十年来重庆金融业

增加值达2459.8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10月13日，市发展改革委发
布消息称，前三季度，全市重
大项目共完成投资 3042.5
亿元，同比增长42.8亿元；投
资进度达82.8%，领先时序进度7.8个
百分点。其中，面对 7月以来极端天
气、疫情防控带来的严峻考验，第三季
度共完成投资986.5亿元，投资放量势
头不减。

从前三季度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情况来看，其呈现的趋势有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动
能充沛。2022年市级重大项目纳入渝
昆高速铁路等 45 个“双城记”项目。
前三季度，这批项目共完成投资342.5
亿元。其中，两江亚欧汽车零部件项
目等 11个项目已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投资。

二是推动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建设不
断走深走实。2021年7月，陆海新通道
重庆无水港一期项目开工。前三季度，
该项目共完成投资2.2亿元，超额完成
年度计划2倍以上，总工程量已达85%。

三是生态环境更美好。前三季度，
市级重大生态环保项目完成投资78.2
亿元。其中，生态系统修复治理类项目
完 成 投 资 60.7 亿 元 ，投 资 进 度 达
84.8%。长江“两岸青山·千里林带”营
造林已累计完成34.3万亩，森林数量、
质量实现双提升。

四是城乡融合发展更协同。前三
季度，城市提升、乡村振兴两大领域市
级重大项目分别完成投资1818.9亿元
和 122.2 亿元，投资进度均超时序进
度。其中，城市提升领域的桥梁隧道类
项目完成投资55.2 亿元，投资进度达
105.1%。乡村振兴领域的14个计划新
开工市级重大项目，截至9月底已开工
13个，开工率达92.9%，总投资超300
亿元。

五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速
推进。前三季度，市级重大数字经济项
目全力推进，完成投资81.3亿元，同比
增长 65.6%，投资进度达 104.8%。其
中，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两类项
目均已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投资进
度分别达103.8%、118.3%。

六是科技创新持续提速。前三季
度，市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完成投资
31.1亿元，同比增长近2.5倍，投资进度
达83.7%。

156个重大项目开工

●截至9月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0 个重大项目

已累计开工156个、完成投资4969.2亿元

●其中，今年前三季度完成投资1657.0亿元，投资完

成率90.3%、超时序进度15.3个百分点

投资突破3000亿元

前三季度市级重大项目建设呈六大趋势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10月 14日，来自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的消息称，今年内重庆
有望开工建设4条轨道交通线
路：地铁7号线一期、17号线
一期以及市域（郊）铁路永川
线、南川线。

目前，重庆在建的城轨快
线和市域（郊）铁路都为重庆都
市快线，主要是指贯通中心城
区、辐射重庆都市圈，具有快速
度、大运量、公交化等特点，旨
在实现重庆都市圈内互联互通
（服务范围为 50 公里至 100 公
里）的快速轨道交通网络。

地铁7号线一期和17号
线一期共计长约38公里。其
中地铁 7号线一期起止站点
为科学城高铁站—金凤站。
地铁17号线是我市西部槽谷
贯穿南北的客运走廊，也是重
庆轨道交通建设网络中西部
槽谷纵向骨干线，起于大学城
站，止于石家院子站，主要沿
大学城中路、虎曾路和海含路
建设。

市域（郊）铁路永川线是连
接中心城区与永川区的轨道交
通线路，建成后将与城轨快线

26号线和15号线贯通运营。
市域（郊）铁路南川线起止站点
为东温泉北站—黎香湖站，拟
于城轨快线27号线换乘，并实
现贯通运营。

据悉，目前全市在建轨道
项目包括市域（郊）铁路、城轨
快线、城市轨道在内的项目共
有12个，共计254公里。其中
4号线西延伸段（盘桂路—民
安大道）、18号线北延伸段（富
华路—小什字）、15号线（曾家
—两江影视城）、24号线一期
（鹿角北—广阳湾）等四期项目
全面进入土建施工阶段，共46
座车站、28个区间已经进入主
体施工阶段。

同时，地铁9号线二期兴
科大道—花石沟、5号线北延
伸段园博中心—悦港北路、10
号线二期南滨路—鲤鱼池段等
三个项目，全部进入不载客试
运行阶段，有望年底建成通
车。届时，重庆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将突破“500+”公里，特别
是10号线二期南滨路—鲤鱼
池段贯通运营，将极大缓解中
心城区过江运能不足以及两路
口站大客流换乘压力。

4条轨道线路

重庆年内有望开建南川线等
地铁及市域（郊）铁路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10月 14日，来自市经信委的
消息称，日前该委正牵头草拟
的《重庆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下称《方案》）提出，

“十四五”全市工业领域计划累
计建成30个绿色园区和300
家绿色工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能耗较“十三五”下降
14.5%，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
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峰。

《方案》主要提出 6项重
点任务，包括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节能降碳、推行绿色制
造、强化绿色供给支撑、发展
循环经济、推动重点行业碳达
峰。其中，在优化产业结构方
面，重庆将坚决遏制高耗能高
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通
过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形成低
碳发展产业布局；在推进节能
降碳方面，将有序调整能源消
费结构，持续提升工业能效并
推动工业数字化转型；在推行
绿色制造方面，将培育一批绿
色低碳工厂和园区，形成绿色

低碳供应链促进中小企业绿
色低碳发展，全面提升工业领
域清洁生产水平。

另外，在绿色供给支撑方
面，《方案》提出将加大绿色低
碳产品供给，加快绿色低碳技
术开发推广，建设绿色低碳技
术创新平台。在发展循环经济
方面，将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
发展，加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并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推动重点行业碳达峰，是
该方案的重点实施内容。”市经
信委人士表示，我市将聚焦钢
铁、建材、化工、有色金属等重
点行业，通过谋划低碳发展路
径，综合政策引导、低碳技术改
造、低碳场景开发等，逐步降低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比如，在
钢铁行业，我市将合理控制钢
铁产能，严格落实产能置换政
策，全市粗钢产能控制在1500
万吨以内；对建材行业，将严格
落实水泥、平板玻璃产能置换
政策，全市水泥熟料不得超过

“十三五”生产规模等。

300家绿色工厂

“十四五”重庆工业领域
碳达峰拟出实施方案

□本报记者 白麟

不久前，2022年中国企业500强出
炉，重庆有12家上榜。其中，重庆化医
集团位列279位，名次猛升59位，旗下医
药集团排名358位，名次上升77位，均为
500强中进步最明显的企业之一。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该集团近期
的市场表现——2021年，重庆化医集团
实现营业收入 825.18 亿元、同比增长
36.12%，利润总额32.89亿元、同比增长
728.46%，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
年1—9月，重庆化医集团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超650亿元，继续创造同期历史新
高；利税总额超50亿元，提前3个月实现
年度目标，总体上具备了“打造千亿企
业”的基础。

重庆化医集团规模体量大、员工数
量多、涉及行业领域复杂，在过去将近10
年的化工行业下行周期中，该集团经历
了不少困难。如今，许多市场人士在为
该集团的发展感到惊喜之余，也十分好
奇该集团究竟采取了哪些举措，才能迎
来“云开月明”？该集团的快速发展，又
能够为广大国企提供哪些经验？

练好“基本功”

抢抓市场机遇

日前，重庆化医集团下属长风化学
接连传来好消息，该公司继今年8月成
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后，又成功获评重庆市绿色工厂，成
为市属国企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典范。

长风化学是全球最大的光气法二苯
甲酮生产企业，过去厂区离长江较近，受
地理位置、安全间距限制，新项目、新产
品不能上马，只能维持原有生产规模。
2021年，重庆化医集团强力推动长风化

学资产债务重组和整体搬迁，并实现当
年达产达标，盈利上千万元。

搬迁后，随着市场进入复苏周期，长
风化学抓住时机，推行“满产满销”经营
策略，2022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6倍。自搬迁以来，长风化学已累计
实现销售收入 37304 万元，利润总额
6283万元。

“过去长风化学遭遇的困难，跟产品
较为单一以及行业整体不景气有关，但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只能‘等靠要’。”市国
资委相关人士表示，过去几年，长风化学
在先进技术采用、智能化应用、柔性化生
产、新产品研发布局、营销渠道拓展、管
理体系完善等方面苦下功夫，狠练内功，
为迎接市场上行周期做好准备。

例如，在机制体制改革、管理架构优
化方面，重庆化医集团拿出一股“下山
虎”般的猛劲，自2019年开始的三年间，
陆续完成一系列重点难点改革任务：重
点亏损子企业专项治理全部完成；实施

“瘦身健体”，压缩管理层级74户，处置
僵尸企业28户，棚户区改造工作圆满完
成。全面推进社会职能剥离移交，完成

“三供”移交2.36万户，物业移交2.63万
户，退休人员社会化移交全部完成。

与此同时，该集团全系统推行任期
制和契约化管理，并建立公开招聘、管理
人员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
等市场化用工机制，实行全员绩效考
核。正是这种敢啃硬骨头的决心和勇
气，有力带动了集团高质量发展。

打好“组合拳”

产业链全盘活

破除体制机制顽疾后，轻装上阵的
重庆化医集团接连搞了几件大事。

首先，该集团接连配备合成氨、尿素

等一批具备经济规模的大型化工装置和
1,4-丁二醇、聚苯硫醚等化工新材料装
置，通过产品差异化，拿下市场话语权。
同时，将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精细化
工三类产业抱团成群，并打造“智慧化运
营、专业化投资、高效能融资、高水平创
新”四大平台。

2021年，该集团借助千信集团工业
重组平台，联合生材集团、长寿经开投出
资成立渝化新材料公司。该公司开启运
营后立即驶入发展“快车道”，当年实现
营业收入超100亿元，利润超20亿元，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110%。

立平台之后，就是调结构、优布局。
重庆化医集团下属重药科瑞创新营销方
式，攻占川渝云贵市场，通过聚焦核心主
品上量、为市场量身定做新增产品、提供
差异化服务，短期内就培育出多个销售过
千万元的区县巿场。重药科瑞的头孢他
啶在渝黔滇湘桂五省市药品集中采购上
中标，血塞通咀嚼片入围湖北、新疆等19
个省区中成药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进
一步增强了企业产品的市场话语权。

市场端有支撑，重庆化医集团大胆
启动“化工倍增计划”，瞄准一批战略性、
前瞻性新项目，投资一批市场前景好、带
动提升明显、可柔性化生产的项目，努力
增强造血功能。

一套“组合拳”下来，重庆化医集团
研发、生产、销售链条实现全盘活。该集
团下属建峰化工连续11年被评为全国
氮肥行业节能先进企业、合成氨能耗领
跑标杆企业；卡贝乐连续多年排名同行
业吨甲醇综合能耗第一名；宁夏紫光蛋
氨酸产品首次打破国际垄断；长风化学
二苯甲酮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重药控
股成为中央与地方两级应急医疗物资储
备单位、全国三家具有麻醉药品和第一
类精神药品批发销售的企业之一。

下好“先手棋”

助力科技创新

通观重庆化医集团这一轮发展，记
者注意到，科技与产品创新给予了强劲
的支持。

仅2021年，该集团就滚动实施100
余个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重点项目，其中
16个新产品成功上市，12个项目实现工
业化运行，市级以上新产品销售收入34
亿元。下属建峰浩康醚化氨基树脂新产
品销售收入达到1.3亿元，长风化学水杨
腈新产品销售收入超2000万元。

尝到科技创新的甜头，该集团又启
动构建以“三室”建设为基础的创新发
展体系和“1+N”伞型研发格局，装置、
技术、工艺有问题，就通过创新来解决。

目前，该集团已组建氰化物联合实
验室、含盐废水处理联合实验室、乙炔下
游产品开发联合实验室、聚合物功能化
联合实验室、水性高分子材料及其涂料
应用联合实验室、光气下游产品开发联
合实验室等6个联合实验室。下属化研
院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其“特殊
功能聚合单体的开发项目”获全国颠覆
性技术创新大赛优秀项目；建峰浩康“高
品质醚化氨基树脂绿色工艺技术创新及
应用”获得重庆科技进步二等奖；三峡油
漆“石墨烯重防腐环保配套涂层应用技
术”成功入选桥隧发展科技创新大会创
新技术成果库。

如今，重庆化医集团已累计取得授
权专利800余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0
余项，建成数字化车间13个、智能工厂
2个、绿色工厂 7个，创新活力竞相迸
发。

未来，该集团将锚定市第六次党代
会提出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培育一批千亿级国有
重点企业”目标，围绕坚决落实两个“一
以贯之”、满产满销、创新驱动、投资精准
和风险防控五大重点工作，按照“做强化
工新材料、做实医药健康，做优现代服务
业、做活内部金融服务、资产管理要稳”
的思路，实现资产总量和营业收入“双千
亿”目标。

中国企业500强排名猛升59位

重庆化医集团营收利润双增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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