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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新时代新

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的开局之年。起跑就是冲刺，

开局就是决战，连日来，重庆各区县陆续召开两会，定下2023年经济

发展目标。

2023年重庆各区县
经济发展定了哪些目标

（文/重庆日报记者崇云丰整理 制图/郑典）

黔江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5%以上，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以上。

涪陵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10%，城乡居民收入增

长快于经济增长。

渝中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 5%以上，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以上。

江北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城乡居民收

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沙坪坝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城镇新增就业

3万人以上。

九龙坡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左右，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南岸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城乡居民收入

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渝北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城乡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以上。

江津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城乡居民收

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合川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区域经济

增速。

永川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南川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10%，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7.5%。

綦江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5%，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7%。

大足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2%以上，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璧山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力争突

破千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8%。

铜梁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1%，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8%以上。

潼南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城乡居民收入

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荣昌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11%，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 6.5%，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

开州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2%以上，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5%以上。

梁平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2%以上。

武隆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10%，城乡居民收入增长9%。

城口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2%，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5.5%和8%。

丰都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1%，城镇、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9%。

垫江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右，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左右。

忠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右，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以上。

云阳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8%以上，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以上。

奉节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巫山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3%左右，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

巫溪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

石柱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20%以上，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8%。

秀山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2%以上，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以上。

酉阳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力争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

彭水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15%，城镇和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
10%。

位于荣昌区的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是川渝共建的产业园。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文/齐飞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
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重庆市委
六届二次全会作出的部署，也是近
期各区县“两会”上达成的共识。

重庆提出，未来五年要实现产业
能级的大幅跃升，制造业尤其是先
进制造业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引擎。

传统产业怎样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如何培育壮大？多个区县
划出了重点，制定了“施工图”。各
区县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是更加突
出“实”，立足自身实际、用足现有
支柱产业的含金量；一是更加突出

“活”，助力消费活力迸发，深耕消
费品工业；一是更加突出“新”，培
育壮大一批新兴产业。

“实”

在多个区县的政府报告中，抓
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一项“基本
任务”。

尤其是汽摩、电子信息等“重庆
造”特色产业，多个区县提出要大
力实施传统支柱产业的提升行动，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汽摩是不少区县最重要的支
柱产业。大足区提出，将提速台铃
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园（二期）、光旭
汽摩零部件生产等项目建设；垫江
县明确，将开工建设伟谊达摩托车
发动机零部件生产项目，打造重庆
汽摩装备产业园；江津区将推动动
霸新能源摩托车、卓引动力新能源
汽车增程器等项目竣工…….

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区县的汽
摩项目更加突出“实”，把多年积累
下来的优势产业进行提档升级，将
其含金量用够用足。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万亿级新
赛道，产业基础好、创新实力强、渗
透范围广、产业链长，吸引了不少
区县持续“加码”。

OPPO、传音是在全国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电子信息企业，渝北区
提出要围绕这些重点整机企业持
续引进一批核心零部件配套项目；
智能家居、笔电配件等是铜梁区的
优势产业，接下来，该区重点放在
补链、延链、强链上，建成投产鹿享
家智能安防设备产业园二期、新连
刚笔记本冲压件、精鸿益智能终端
配套二期等项目，加快打造智能终
端建设基地；大足区将引进盛泰科

技图像芯片先进封测项目，投产大
湾铝基板多单层线路板、宇海手机
配套（二期）等项目……可以看出，
不少区县正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扩
投资、上规模，在电子信息产业链
由“布局”迈向“深耕”。

“活”

当前，包括重庆在内，全国各
地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消费信心不
足、消费活力不够、消费动能尚未
充分释放

恰好，依托于房地产等大宗消
费的建筑建材产业，依托于餐饮、
食品等快速消费的食品工业均是
重庆的强项。助力消费恢复提振、
激发消费活力，多个区县制定了新
的“施工图”。

建筑建材是一个“老牌”传统
产业，“十三五”期间重庆建筑业总
产值高达4万亿元。该产业主要
布局在中心城区之外的区县，成为
当地的一大支柱。

今年，垫江县提出，将启动智
能装配式建筑产业园（三期）等16
个项目前期工作；潼南区大力推动
科帆环保、合成涂料等项目；武隆
区加快绿色建材产业园建设，建成
投产新金联第二条生产线、恒泰石
材技改扩能等项目；永川区开工建
设新明珠西南绿色智能生产基地，
加快建设东鹏智能家居产业园（三
期）等项目……从这些动作看，重

庆建筑建材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将焕
发出新的活力。

重庆作为美食之都，食品加工
产业化、规模化、工业化的发展路
径也备受区县青睐。

奉节县提出将开工农产品加
工产业园项目，引入特色农副产品
加工企业20家以上；江津区将推
动南侨食品淡奶油、正航食品调味
品等项目开工，义利北冰洋、杜拉
维特二期等项目投产；潼南区明确
做强柠檬精深加工，建成雪王农业
等项目，培育招引中央厨房企业，
实现产值210亿元……

从这些区县的项目看到，其消
费品工业的品牌更为知名，价值链
逐步迈向中高端，产业能级也有着
较大幅度提升。这也正是重庆打
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大
思路。

“新”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关
乎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和未来。

今年，不少区县正紧盯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智能装
备、新能源等特色产业集群，夯实
提升重庆制造业甚至整个经济基
本大盘。

近年来，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机
遇，各区县正抢占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新赛道，剑指世界级产业集群。

璧山区正大力支持比亚迪、中
国长安、青山、红宇、龙润、蓝黛等
成长为“百亿链主”企业；沙坪坝区
以赛力斯为龙头，加快问界M7达
产放量，推动拓普、文灿等高端配
套项目建成投产，积极引进核心零
部件项目，形成新能源汽车500亿
元产能规模；渝北区推动百亿级长
安新能源工厂建成投产，协同推进
赛力斯、极星等新能源整车项目建
设……优化产业生态、完善产业链
正成为区县打赢这场“卡位赛”的
关键一招。

新材料产业是实现产业基础
高级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在技术和
市场双轮驱动下，不少区县深耕材
料领域，筑牢制造业底盘。

大足区推动投用瑞得思达、元
泰新材料等项目，高标准建设锶盐
新材料产业园；江津区建设以武
骏、和友为龙头的500亿级光伏产
业园、东旭光电为依托的300亿级
光电显示材料产业园；九龙坡区推
动材料产业向高端化轻量化方向
转型，助推西南铝年产值突破300
亿元规模，加快建设“轻量化材料
之都”……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新
材料的市场应用需求将持续扩大，
前景可期。

新能源作为当前新兴产业的
发展风口，关乎工业安全和经济发
展大局，是各地纷纷抢抓的“未来
产业”。

今年，奉节县提出开工菜籽坝
抽水蓄能电站、金凤山风电场扩建
项目，启动奉节南部复合一期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九龙坡区推动氢能
产业向集群化方向发展，高质推进
博世氢能全球研发总部项目，建设

“西部氢谷”；铜梁区计划建成海辰
储能一期、金汇能锂电负极材料等
项目，将建设独立储能电站和一批
储能应用场景……新能源产业应
用场景丰富、盈利模式多样，具有
可持续性、高确定性、高成长性，已
经成为不少区县的发展新路径。

新兴产业这个“关键变量”，是
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
量”。在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壮大
上，各区县要下得了功夫、静得下
心、沉得住气，让政策与市场“双轮
驱动”，一定能焕发新动能、闯出新
天地。

让先进制造业这个强引擎“更突出”

□文/方圆

一年之计在于春。重庆这辆
“开往春天的列车”，满载着新的
希望，向着新的目标，踏上新的征
程。

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带。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全市
工作总抓手总牵引和市委“一号
工程”，其蕴含的巨大动能，给重
庆各区县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
遇。

最近，全市各区县两会密集召
开，“一号工程”成为最热词。

找准定位

抢抓“一号工程”建设重大机
遇，主动把区县发展放到全市大局
中来谋划推进，找准新的目标定
位，成为各区县政府工作报告的一
大亮点。

干好“一号工程”，重中之重在
于推进重庆都市圈建设，增强中心
城区极核功能，打造城市高端功能
集中承载地、展示地。

沙坪坝区是重庆科教文卫大
区、开放口岸大区。今年该区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推动“四区”
建设，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主阵地，争当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示范区，争
当创新驱动的排头兵、内陆开放的
领头雁。比如，将全面融入川渝自
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设，中
欧班列（成渝）开行突破2万班；联
动建设长江文化公园，共建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

九龙坡区明确，将以“成渝
氢走廊”等重大产业合作项目、
工业互联网等产业链协同平台、

“川渝通办”等关键性事项为切
入，扩展合作范围，提高合作实
效，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重要合作承载地、重点发展引
领地。

推进“一号工程”，发挥“桥头
堡”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可或缺。

永川区位于成都和重庆两个
超大城市之间，处在成渝地区的

中轴线，长期以来作为渝西的区
域中心，被赋予在双城经济圈建
设和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中打
头阵、挑重担、作示范的重任。该
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加快建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城
市、“双百”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高品质生活
示范区。

潼南区正在建设农业强区，提
出要全力打造成渝中部崛起现代
化示范区，加快产业链延链、补链、
强链，提升产业能级和水平。如高
标准建设潼安柠檬产业、渝潼遂绵
优质蔬菜产业示范带，协同打造成
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提升能级

一座城市的能级，主要由其现
代化程度和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力
作表征。

“一号工程”落地的进程，就是
各区县提升城市能级的进程，既要
各美其美，也要美美与共，从而提
升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能级。

渝中区是我市金融大区。该
区在两会上提出，要深化建设西
部金融中心主承载区，借力成渝
金融法院优势，集聚壮大银证保

法人总部、区域总部、功能性总
部，着力布局资产管理、供应链金
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培育发
展金融中介服务，全力建设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核心区、金
融科技创新示范区。

璧山区将强化产业立区、制造
业强区，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提速建
设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片区、重
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等
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成渝中线高
铁、成渝高速改扩建项目前期工
作，办好第四届成渝轴线联盟峰
会，不断塑造推进“一号工程”发展
新动能。

荣昌区提出，要争当双城经济
圈“桥头堡”排头兵，加快重大项目
建设，解决缺乏重大项目、龙头企
业带动，产业能级不高等问题。如
提速双昌产业大道、电子电路产业
园、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内荣农
高区基础设施等川渝重大合作项
目建设，开工建设成渝高速扩能、
荣昌环线高速等项目。

武隆区是旅游大区，提出要以
全面推进旅游国际化试点示范为
切入点，深度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加强与九寨沟、西岭雪山
等景区联动，开发一批川渝旅游精
品线路，同时加快打造“云上荆竹”
乡村旅游国际化展示窗口、喀斯特
元宇宙开放世界国际产业合作平
台，为成渝地区提供更多优质文旅
产品和服务。

扩大开放

作为内陆省份，“一号工程”的
推进，需要更大的改革力度和更广
的开放视野。

透过各区县政府工作报告，能
明显感受到各地扩大开放的坚定
决心，在推进深化机制改革、承接
产业转移、川渝全域联动发展等方
面，纷纷拿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实
招。

渝北区是全国首个跨省域共
建新区——川渝高竹新区的所在
地，将在促改革扩开放上先行先
试，高标准打造川渝高竹新区，深
化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改革探
索，完善跨省域运行管理体制机
制，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好经
验好做法。

江津区明确要加快川南渝西
融合发展试验区、泸永江融合发展
示范区发展规划落地，推动城际铁
路江泸线纳入国家重大项目盘子，
推进泸永江旅游环线建设，举办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届“专精特
新”赋能大赛，深化落实双城经济
圈便捷生活行动方案和“川渝通
办”事项。

合川区提出，要着力打造重庆
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战略支点，有
效承接成渝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和
产业外溢，有序落实与南充、广安、
遂宁、广元等地协议商定事项，持
续深化合广长协同发展示范区建
设，加快共建合川—武胜产业园
区。

綦江区将加快提升开放平台，
更加积极参与“一号工程”建设，联
动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深化
与自贡、攀枝花、贵阳、遵义等城市
合作，推动川渝天然气千亿方产能
基地等项目取得突破，力争全年引
进市外投资合同总额500亿元，到
位资金100亿元。

干好“一号工程”看各区县如何出招
关注2023区县两会

2月3日，沙坪坝区青凤高科产业园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总
装车间，工人正在装配汽车。 通讯员 孙凯芳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