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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见习记者 肖乔

2024年一季度重庆经济发展
呈现出哪些特点？下阶段，如何推
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4月19
日，市统计局监评处处长薛健对相
关情况进行解读。

宏观组合政策效应持
续释放，生产需求主要指
标稳中有升

“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6.2%，比去年全年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0.9 个百
分点，实现‘开门红’。”薛健表
示，全市经济发展呈现3个特点。

首先是经济运行“步子稳”，一
季度全市各项宏观组合政策效应持
续释放，生产需求主要指标稳中有
升。

其中，从生产端看，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
比去年同期、去年全年分别提高
2.6、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长9.8%，比去年同期、
去年全年分别提高5.2、1.6个百分
点。

从需求端来看，投资、消费稳
定增长。在投资方面，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4%，比去年
全年提高0.1个百分点；同时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5%，高于
全国0.8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
高0.8个百分点。

多个主导产业支撑
作用凸显，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持续壮大

一季度我市经济发展的第二个
特点是产业转型“亮点多”。一季度
全市工业经济实现“扩量提质”，多
个 主 导 产 业 支 撑 作 用 凸 显 ，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持续
壮大。

一季度，在全市规上工业支柱产
业中，汽车、材料和电子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23.7%、8%和7.3%，是全市
工业实现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从重点产品看，汽车产量增

长10.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
长 1 倍，支撑起汽车产业高速增
长。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为推动
全市服务业整体转型升级提供了有
力支撑。

今年1—2月，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3
个行业门类合计拉动全市规上服务
业营业收入增长7.7个百分点，贡
献率达到78.8%。

“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行业不断推动形成
新质生产力

一季度我市经济发展的第三个
特点是创新发展“活力足”。一季度
全市新动能新优势不断积聚，一批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的行业不断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
同时新业态、新模式得以蓬勃发展。

“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是一季
度全市创新发展一大亮点。”薛健表
示，一季度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拉动
规上工业增长0.9个百分点，其中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行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56.1% 、
81.9%、86%。

同时全市新兴产业投资规模继
续扩大，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业投
资增长245.6%，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投资增长39%。

在“满天星”行动计划带动下，
全市软件信息产业实现能级提
升。今年1—2月，全市规上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35.7%，拉动全市规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3.7个百分点。

消费方面，全市线上消费保持
活跃，限额以上批零单位通过互联
网 实 现 商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22.3%，高于全市限上单位商品零
售额增速14.4个百分点。

薛健表示，进入二季度，全市上
下仍需要扎实做好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的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大政
策落实力度，持续增强市场信心和
经济运行动力，不断巩固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的基础。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51元，同比增长5.4%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24元，增长4.5%；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增长7.2%

■城乡收入比持续缩小，由上年同期2.32:1下降为2.26:1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4%，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数读·一季度重庆经济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32.03亿元，同比增长6.2%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4291.38亿元
增长5.9%

总
体
情
况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08.07亿元
增长3.3%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2632.58亿元
增长7.2%

■蔬菜收获面积346.9万亩，同比增长0.4%；产量712.6万吨，增长4.2%
■水果产量140.1万吨，同比增长9.9%
■春茶产量1.4万吨，增长1.5%
■中草药材产量3.5万吨，增长8%

工业
生产持续回升 新动能产品增长较快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比去年全年加快2.0个百分点
■汽车、材料和电子产业增长较快，分别增长23.7%、8%、7.3%
■能源和消费品产业分别增长7.2%、5.5%
■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等产量分别增长1倍和3倍

服务业
发展持续向好 现代服务业支撑稳定

■1—2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64.39 亿元，同比增
长9.8%，比去年加快1.6个百分点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91亿元，同比增长5.5%

■限额以上批零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2.3%
■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41.7%，比去年同期提高8.5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
市场需求较快恢复 新型消费蓬勃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
运行平稳 工业投资持续发力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4%，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2%

■工业投资拉动全市投资增长4.5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3.3%，
拉动工业投资增长11.4个百分点

■主要产业中，汽车、装备、材料投资增长强劲，分别增长34.4%、26.5%、
17.5%

居民消费
价格总体平稳 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下降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涨0.8%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二降”，衣着、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

服务、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居住价格分别上涨3%、2.2%、2.1%、

1%、0.8%、0.6%，食品烟酒、交通和通信价格分别下降3%、0.6%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4%，购进价格下降2.8%

居民收入
平稳增长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GDP同比增长6.2%，一季度重庆经济呈现三大特点

经济运行步子稳 产业转型亮点多 创新发展活力足

（数据来源：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记者夏元整理）

农业
生产保持平稳 特经作物生产形势良好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294.87
亿元、增长4.7%，乡村消费品零
售额596.13亿元、增长10.4%

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3350.02亿元、增长
4.1%，餐饮收入540.98亿元，增长
15.4%

分领域看

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
16.7%、8.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8.8%，
降幅比去年全年收窄4.4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4.2%，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16.7%，第三产
业投资下降0.3%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分层级、分档次为科技企业贷
款，缓解企业融资难，同时降低融资
成本。4月18日，记者了解到，由西
部（重庆）科学城在全市首创的“科
企梯度贷”，近日对首批6家企业完
成放款，放款总金额1900万元。

着眼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微企业
普遍面临的难题，尤其是科技企业，往
往只有知识产权等轻资产，缺乏重资
产且有可能短期财务指标不优，想要
融资更是难上加难。

着眼解决这一问题，去年，科学城
在全市首创“科企梯度贷”金融产品，
并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今年，“科企
梯度贷”正式启动实施。

所谓“科企梯度贷”，是指在政府
建立风险补偿金提供增信的基础上，
由合作担保机构提供担保、合作银行
按照企业发展层级，对科技型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高能
级领军企业，分别给予不同信用额度
支持的一种流动资金贷款。

此次拿到“真金白银”的6家科技
企业，来自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
高技术服务等领域。

贷款额度大、速度快、
成本低

贷款额度大、速度快、成本低，是
获得“科企梯度贷”企业的共同感受。

“以往像这类信用贷，能拿到100
万元就很不错了，没想到这次给我们
的额度达到了500万元；而且从提交
资料开始，到贷款到我们的账上，大约
只用了一周时间。”其中一家企业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合作银行，我们为贷款审批
开辟绿色通道，大幅提升了企业放款
审批效率。”中国银行重庆高新分行行
长任家南介绍，同时，银行还为企业执
行了优惠利率。

据了解，“科企梯度贷”实施以来，
科学城已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7
家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各合作银行对
获贷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利率，原则上
按照同期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

此外，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重庆科学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参与其
中，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我们通过
实行优惠的年化担保费率，进一步减
轻了企业贷款负担。”科学城担保公司
执行董事高鹏翔说。

建立三方参与的风险
分担机制

“总体来看，‘科企梯度贷’最大
的特点就在于，通过建立‘政银担’三
方共同参与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以
2:2:6的比例进行合理的风险分担，
也调动了合作银行、合作担保机构的
积极性，实现了政府、银行、担保机构
创新。”重庆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石维娜介绍。

记者了解到，根据相关管理办法，
“科企梯度贷”按照科技型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高能级
领军企业，可分别提供最高300万元、
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的信
用额度。

全市首创

科学城“梯度贷”助科企融资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效率如
何快速提升？涉企行政复议工作如
何实现有效监督？近日，市司法局印
发《重庆市涉企行政复议“三跨三办”
增值化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部署全市涉企行政
复议改革试点工作。

“‘三跨三办’指的是通过‘跨部
门、跨行业、跨层级’构建‘全案快办、
疑案专办、要案督办’的层级办案模
式。”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模
式有利于集成多方资源，形成多元、
协同、集成的涉企法治服务新体系，
系全国首创。

据了解，《方案》针对性制定3大
重点任务15项具体举措，全流程提
升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办理速率，跨领
域保障涉企行政复议服务水平，多维
度强化涉企行政复议工作监督效能。

开通绿色通道，案件审理时
限缩短5日

如何提升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办
理质效？《方案》提出，跨层级开通涉
企行政复议申请绿色通道，对企业
申请行政复议“当面接收、当日转
送、全域受案、立即转办”，受理审查
时限压缩2个工作日，案件审理时限
缩短5日。

同时，发挥行政复议智慧平台在
线申请、快速审批等功能，强化涉企
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环节、审理进度闭
环管理，实现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办理
提速赋能。

如何高效化解涉企行政争议？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
“吹哨”式报到速调机制，制定案前调
解工作方案，聚合行政机关、商会、行
业协会、专门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等
多点位调解资源，跨行业聚力快速化
解争议，实现快调快处。

问需于企，开展行政复议法
治“体检”

记者了解到，针对疑难复杂涉企
行政复议案件，《方案》明确，指定专
业强、经验丰富人员组建疑难复杂涉
企行政复议办案专班，通过听证、实
地调查等“面对面”方式专门听取企
业意见，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听
证，开门听取意见、问需于企。

同时，对综合性强、专业度高、行
业跨度大的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充分
发挥专家论证会、行政复议委员会作
用，实行专家共议。

聚焦企业经营的痛点难点，《方

案》提出，开展行政复议法治“体检”，
强化企业涉法事项归集和合规研判，
专题梳理涉企行政执法风险点、企业
经营风险点，制作涉企行政执法负面
清单、企业经营风险清单。

全环节、全流程跟踪，依法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针对重大涉稳涉企行政复议案
件，《方案》要求，承办单位负责人全
环节、全流程跟踪办理情况，实时掌
握案件动态，精准把握办案节奏，及
时提出指导意见。同时，加大审查力
度，发挥行政复议层级监督功能，依
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在强化延伸监督方面，发布涉
企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制发涉企行
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运用约谈通
报等手段事项化、清单化开展监督
工作，提升行政复议案前、案后监督
效能。

全国首创

重庆启动涉企行政复议“三跨三办”改革试点

科企梯度贷

所谓“科企梯度贷”，是指在
政府建立风险补偿金提供增信
的基础上，由合作担保机构提供
担保、合作银行按照企业发展层
级，对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高能级
领军企业，分别给予不同信用额
度支持的一种流动资金贷款

名词解释

4月19日，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
红育坡片区，改造后的小区面貌焕然
一新。

红育坡片区老旧小区涉改项目
房龄大多在 30 年以上，改造涉及 88
栋楼、3476 户居民，总建筑面积 12.6
万平方米。改造完工后，红育坡片区
居住环境舒适度大幅提升。

我市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和社区服务提升，2024年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835个、4186万平
方米。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九龙坡区：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让居民生活更舒适

三跨三办

“三跨三办”指跨部门、跨行
业、跨层级构建“全案快办、疑案
专办、要案督办”的层级办案模式

此模式有利于集成多方资
源，形成多元、协同、集成的涉企
法治服务新体系

名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