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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8万亿元

2022年全市工业经济呈现十大亮点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
月16日，市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
称，2022年全年市级重大项目共
完成投资4103.9亿元，超年初计
划14个百分点，有力推动全市经
济稳中提质。

其中，科技创新领域重大项
目共完成投资43.5亿元，较2021
年增长124.2%。卫星互联网产
业项目、超大分布孔径雷达高分
辨率深空域主动观测设施、重庆
国际免疫研究院等项目已进入试
运行阶段。生命健康金凤实验室
已建成投用。

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紧扣
“建链补链延链强链”，2022年完
成投资突破1000亿元。璧山比
亚迪动力电池全球总部、大渡口
中元汇吉生物科技园、重庆高新
区国电投医用同位素研发中心等
100个项目新开工建设。其中，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
制造业两类项目，投资进度分别
达136.1%和143.9%。

城市建设领域，391个重大
项目共完成投资 2440.2 亿元。
其中，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
及第四跑道、重庆东站交通枢纽
等183个项目超额完成年度计
划。郑万高速铁路重庆段、合川
至璧山至江津高速公路、西彭水
厂扩建一期等38个项目顺利完
工。2022年新开工改造1304个
老旧小区，开工率、投资进度均超
计划目标。

环保领域，2022年生态环保共完成投资154.3亿元，投资进
度达134.1%。其中，长江“两岸青山·千里林带”营造林项目累
计建成营造林50万亩，完成年度任务。

民生领域，2022年，就业和社会保障、教育、健康、文化体育
等民生领域重大项目共完成投资292.4亿元。重庆中医药学院
一期项目、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项目等49个项目完工并陆
续投用。其中，2022年教育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18.1亿元，同比
增长61.1%，投资进度达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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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回望刚刚过去的2022年，重庆经济不仅遭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还受到外部环境、疫情、高温干旱等多种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庆工业经济发展如何？

1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2022年，重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2.8万亿元，全市工业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并涌现出10大亮点。

汽车产业是全市工业支柱产业，去年，
我市启动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制定出台《重庆市建设世界级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2022—2030年）》，以及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体系、自动驾驶和车联网创新应
用、汽车软件和人工智能应用、基础设施及
服务等四个行动计划。

截至目前，我市形成长安、赛力斯“双龙

头”，长城、理想、福特、吉利等“多骨干”支撑
的汽车产业格局。预计去年全年我市新能
源汽车产量36.9万辆，同比增长142.5%。

去年我市还入选国家首批新能源汽车
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在国内率先制定自动驾
驶汽车测试和运营的地方性法规，并建成投
用了全国首个新能源汽车检测站，全市充电
桩保有量突破10万个，换电站保有量位列
全国第2位。

全面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预计去年全年我市新能源汽车产量36.9万辆，同比增长142.5%

去年7月，我市聚焦场所、场景、企业、
人才、机制等5类关键要素，统筹链群培育、
产业创新、赋能转型、生态重构、组织保障等
举措，启动实施了软件信息服务业“满天星”
计划。

“满天星”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市去年
实现数字经济招商引资重大项目66个，合

同投资金额430亿元；各区县全年累计招商
引资项目210余个，合同投资金额超过850
亿元。预计2022年全市软件产业营业收入
达到2750亿元，同比增长约10.5%，全年中
心城区累计收储楼宇面积180万余平方米、
使用100万余平方米，新增软件企业3500
余家，新增从业人员5万余人。

高位推动软件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计划
预计去年全市软件产业营业收入达到2750亿元，同比增长约10.5%

去年我市重组升级重庆高新技术产业
研究院为市级平台，搭建起“1+N”研究院矩
阵雏形；建立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母基金+
子基金”育苗体系，实施中小企业抵押贷款
风险共担试点，试点建设生产、生活、生态有
机融合的中小企业生态家园，全年新增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7家，累计达到

255家。
我市还打通了“项目遴选、小试中试、产

品上市、生成企业”通道，初步形成“产业研
究院+产业基金+产业园区”的中小企业发
展生态，形成了“以院强研、以院引智、以院
孵企、以院兴产”的“研究院经济”，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创新构建中小企业生成生态体系
全年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7家，累计达到255家

去年以来，我市坚持以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激活发展新引擎，推动“芯屏器核
网”产业链群持续完善，电子特气、硅耗材、
抛光垫等新材料实现了国产替代。

其中，抢先布局卫星互联网、硅基光电
子等产业新赛道，是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一大亮点，预计全年全市战略性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8%。
去年我市还创新实施“一链一网一平

台”试点示范，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1503
个，累计达到5578个，提前超额完成5年目
标任务；全年新建智能工厂22个、数字化车
间160个，累计达到127个、734个，示范项
目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58.9%。

数实融合提升产业发展质态
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1503个，累计达到5578个

去年我市在国内率先成立市、区县（开发 区）和企业共同参与的“企业疫情防控、保供

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
3 月、6月、9月、10月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增速分别达到 9.5%、6.1%、

13.1%、8.2%

去年我市建立起“四大班子”主要负责
人定向联系产业链机制，形成“专班化推
进+机制化落实”体系，形成了“稳工业大
盘、保链稳链”等多个工作专班和市区企

“三级联动”多个专项小组。
通过分链实施“链长”牵头和“链主”

牵引，我市形成了日监测、日调度、日报告
制度，全年分级分类化解企业生产经营难
题3000多个。通过完善产业链、畅通供
应链、提升价值链，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性和竞争力，确保全年工业经济平稳
运行。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全年分级分类化解企业生产经营难题3000多个

去年我市创新实施“企业吹哨·部门报
到”专项行动，实施政企互动、市区联动和
部门协同，打通了“快速响应、受理登记、快
速办理、问题化解、及时反馈、评估监督”等
全流程环节，建成集成化、链条化、流程化
的企业诉求受理处置平台。

通过线上及时“报到”、线下迅速办理，
专项行动的企业知晓率、上线率、接哨率、
处置率、过程责任不落实查处率、办结回复
率、满意度调查率均实现100%。

截至目前，专项行动累计受理吹哨事
项5581项，办结率99.2%。

创新实施“企业吹哨·部门报到”专项行动
累计受理吹哨事项5581项，办结率99.2%

去年以来，我市聚焦智能化改造、数字
化转型、绿色化提升等发展方向，启动实施
技术改造专项行动，通过制定出台“技改9
条”等举措，加速机器换人、产业换线、设备
换芯、产品换代的“四换步伐”。

去年1—11月，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同

比增长14.9%，快于工业投资增速4.8个百
分点，对工业投资增长贡献率达到50.2%，
占工业投资比重由2021年的34.6%提高
至35.4%。全年新创建市级绿色工厂78
家、绿色园区5个，累计分别达到249家、
20个。

技术改造撬动产业内涵式转型
去年1—11月，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4.9%，对工业投资增长贡献
率达到50.2%

去年我市遭遇最极端高温、最少降水
量、最高电力负荷、最大电力缺口，以及旱
情、疫情、火情叠加。面对多重不利因素，
我市成功有效应对了2856万千瓦历史最
大电力负荷需求和457万千瓦历史最大电

力负荷缺口。
特别是去年7—8月，全市电力日最大

增供达到176万千瓦，日均进煤8.22万吨，
日均水电发电量约4000万千瓦时，保障了
迎峰度夏电力供应。

电力供应保障实现历史性攻坚
我市成功有效应对了2856万千瓦历史最大电力负荷需求和457万千瓦
历史最大电力负荷缺口

去年8月举行的2022智博会是第五
届智博会。五年来，五届智博会累计举办
各类论坛161场次，12位副国级及以上国
内外政要出席并发表致辞或讲话，13位国
际组织负责人、200余位国内外院士专家、
150余位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开展高端

对话，举行各类发布433场次。
另外，五届智博会累计实现集中签约

项目323个，到位资金1310.6亿元，158个
大数据智能化项目落地实施。智博会已经
成为世界观察重庆的镜子，成为重庆走向
世界的桥梁。

“智博会效应”持续显现
五届智博会累计实现集中签约项目323个，到位资金1310.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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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链和安全生产”工作专班，定岗、定人、定
责分片包干25个重点工业区的工业生产，
高效实现防疫和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去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一
季度平稳开局，到遭受长三角等地疫情严
重影响，又经历7—8月旱情、疫情、火情叠

加考验，再到11月遭遇抗疫三年来最严峻
时刻。

不过综合来看，3月、6月、9月、10月
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增速分别达到9.5%、
6.1%、13.1%、8.2%，全市工业运行总体可
控、好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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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商品为笔记本电脑，出口5545.3万台
价值1774.7亿元，量值在全国均保持首位

2022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8158亿元
创历史新高 民营企业对重庆外贸增长贡献率达156%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月16日,重庆海关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外贸进出口
总值达8158.4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下同）2%。在西部地区12个省市中，重庆外贸进出口值继续保持第二
位，占同期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1.1%。

同比
增长2%8158.4亿元

对东盟进出口
1266.3亿元

对欧盟进出口
1247.6亿元
增长0.7%

对美国进出口
1134.8亿元

重庆综保区进出口5358.2亿元

出口5245.3亿元
增长1.5%

从外贸类型看 从外贸区域看

从外贸结构看

从外贸产业看

进口2913.1亿元
增长2.9%

西永、两路果园港综保区进出口值
分列全国综保区第四位、第九位

电子信息产业进出口4951.2亿元
占同期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0.7%

主要商品为集成电路，进口1222.9亿元
占同期我市进口总值的42%

汽车制造业进出口
321.1亿元
占同期重庆外贸
进出口总值的3.9%

出口方面

进口方面

民营企业进出口

3741.1亿元，增长7.1%
占同期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5.9%

对重庆外贸增长贡献率达156%

加工贸易进出口

3540亿元，下降2.5%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823亿元
与2021年基本持平，占46.9%

一般贸易进出口

2928.2亿元，增长9%

保税物流进出口

1659.1亿元，增长0.4% 65.7%
占同期重庆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其中

（上接1版）
9月，项目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这时，何鹏接到四川一家大

型锂电池生产厂家的电话，要订购18万件电池箱体，而且要在
2023年春节前交货。

何鹏盘算着，彼时公司在浙江的产线已经满产，订单的生产
周期大约在半个月左右，这意味着涪陵的工厂必须在年底前投
产，才能保证按时交货。

尽管有压力，何鹏还是签下了订单。不仅如此，他还主动与
重庆本地汽车厂商对接，又先后签下20余万件产品订单，涉及
十余个品类。

大胆接单，企业底气何来？

厂房还没建成就敢接单，“底气”何来？
“我对涪陵区务实的作风很有信心。”何鹏说。去年6月，在

杭州举办的一次招商活动中，何鹏第一次与涪陵招商团队接
洽。他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研发能力、产品定位、产房标准等，并
表明想去西南办厂的意愿。

“当时，我们正在川渝多个区县考察比较，涪陵并非唯一
的选择。”然而，一周后何鹏收到的一封邮件，坚定了他投资涪
陵的决心——这封以涪陵区委区政府的名义发来的邮件，不仅
有涪陵区情介绍视频，还有根据企业生产需要量身打造的三套
设计方案，每套方案都有20多页，详细标注了建筑构架、管网布
局、物流通道等内容。

“短短一周时间，就做出这么详细的方案，不熬上几个通宵
是不行的。”何鹏被这种说干就干的务实作风打动了。经与涪陵
高新区多次接洽，双方决定签订协议。

签约当天，何鹏再次被感动。这天，涪陵区委书记王志杰现
场建了一个项目微信群，将何鹏和规划、国土、税务、经信委等部
门一把手以及高新区班子成员、项目服务专员等拉进群里，目的
是及时解决建设中的痛点难点。

“区委书记为项目面对面建群，这是我头一次遇到。”何鹏笑
着说。

去年11月正值疫情期间，为保工期，项目实行闭环施工。
管控第一天，王志杰在群里@所有人，叮嘱大家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落实“一企一策”“一园一策”，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受疫情影响，工地一直合作的混凝土厂库存告急，何鹏在群
里留言，担心这会影响后续施工。“我们马上想办法。”王志杰迅
速回复。很快，园区联合交通、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找到一家
新的混凝土厂商，并安排车辆轮流配送，保障项目建设。

“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何鹏说，工期一旦耽搁，订单无法按
期交货，损失就是上百万元。紧急关头，涪陵区帮助他们解决燃
眉之急，这就是企业发展最大的底气。

及时解难，政府暖心服务让企业信心更足

为项目建群，将企业诉求置顶……近年来，涪陵区持续加强
服务力度，站在企业角度想问题、解难题，不断擦亮“服（涪）到
位、零（陵）距离”营商环境品牌——

全区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在项目审批、工程建设、涉企
收费等环节推进流程优化再造，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政府办
事效率，让“办事不求人、办事不找人”成为鲜明标识；全面推行
企业服务专员制度，深化企业家沙龙活动、非公经济工作联席会
议等政企沟通协商机制，做好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一大批重
点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我们没想到的，政府都替我们想到了。”何鹏竖起大拇指。
项目刚落地时，涪陵区便实行“容缺受理”和“告知承诺制”，在项
目业主作出书面承诺后，不用事先经过行政审批，就可开展项目
设计、施工等；建设过程中，政府各职能部门根据建设进度完善
相关手续，各部门整合资源实行并联审批模式，大大缩短事项办
理时限。

“不到一周，我们就拿到了审图合格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和不动产权证，以前这至
少需要1个多月。”何鹏说。

涪陵区的高效服务，进一步释放了市场活力，增强了企业投
资信心。

去年12月30日，在重庆卡涞首件产品下线的同日，杭州卡
涞科技再次与涪陵高新区签约，将其复合材料（重庆）科创中心
落户园区慧谷湖科创小镇。未来，科创中心将组建120余人的
科创团队，致力于热塑性复合新材料的研发。

重庆卡涞二期24条生产线也将于年内开工建设，一二期项
目总投资约10亿元，全面达产后将实现年产300万件高性能复
合材料轻量化零部件，进一步助力涪陵产业向“科创＋”“绿
色＋”转型发展。

外贸进出口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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