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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2024年重庆GDP增速同比增长5.7%，全市经济发展
呈现哪些特点和亮点？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重
庆如何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月20日，市统计局
相关负责人进行解读。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也是重庆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市统
计局监评处处长薛健表示，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抓好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交出一份质量高、成色足的高分
答卷。从统计数据看，全市经济跨越“一个新的里程碑”，
呈现“两大动力”“三个带动”“四个显著”特征。

一个里程碑
全市人均GDP突破10万元

薛健表示，去年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从全面部署到纵
深推进的重要一年，全市上下积极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
战。

202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193.15亿元，人
均GDP突破10万元“门槛”，成为全国第9个突破人均
GDP10万元的省区市。

两大动力
新能源汽车及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

薛健表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去年我市经济发展
“两大动力”蓬勃发展，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

其一是新能源汽车。2024年全市汽车产业“一马当
先”引领工业经济发展，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长4.9个百
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95.32万辆，比2023年增长90.5%。

其二是互联网产业。在“满天星”行动计划推进下，互
联网和软件行业持续成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2024年1―11月，全市规上互联网和软件行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21.1%，拉动全市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
长3.4个百分点。

三个带动
新通道新动能新场景

薛健表示，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新通道、新动能、
新场景”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新通道带动产业发展。2024年我市积极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以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路班车3类
运输方式累计运输货物箱量25.18万标箱，比上年增长
41%，完成货值466.96亿元，同比增长67%；全年中欧班
列（成渝）开行5815列，累计开行3.6万列。

新动能带动产业优化。2024年我市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3%，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5.0个百分点；去年1—11月，服务业规上数字内容服务、
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分别增长5.2
倍、1.8倍、60.6%。

新场景带动消费创新。在国内百货零售企业普遍客流
下降的大环境下，我市的会员仓储店等消费新场景，带来全
新购物体验，成为消费市场新增长点；同时数字化消费成为
消费市场稳定增长的动力源，去年全市限额以上批零单位通
过互联网实现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5.9%。

四个显著
经济社会各方面显现积极转变

“去年以来，在各类政策持续推动下，我市经济社会各
方面显现出积极转变。”薛健说，在消费环节，我市以旧换
新效果显著，汽车、家电等消费领域政策效应稳步释放。
2024年9—12月，全市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速比1—8月
提高9.2个百分点，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增速比1—8月提高
8.5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支撑显著。2024年全市工业投资比上年增
长11.2%，拉动全市投资增长3个百分点，占全市投资比
重为30.2%，较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

旅游复苏势头显著。2024年1—11月，全市规上旅
行社及相关服务、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与经纪代理服务、休
闲观光活动分别同比增长21.6%、32.4%、70.9%。

企业信心提升显著。在2024年四季度，受益于稳增长
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全市企业即期景气指数为101.9，较三
季度提高1.8个百分点，为近8个季度最高值。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纵深
推进的关键之年。全市上下仍需继续深入贯彻中央和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稳进增效、改革创新、除
险固安、强企富民”导向，抢抓重要窗口期，创新政策供给，
强化要素保障，确保2025年经济运行“开好局、起好步”。

一个里程碑 两大动力 三个带动 四个显著

2024年重庆经济发展呈现这些亮点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1月 20日，2024年重庆经济运行数据
“出炉”，去年全市经济发展呈现何种态势，有
哪些特点？围绕全市工业、投资、消费等细分
领域，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汽车及材料成为产业发展“主支撑”

市统计局工业处处长吴丹表示，去年全
市持续强化工业“主引擎”作用，多措并举稳
增长、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年工业经济
实现较快增长，总体运行平稳向好，高质量发
展持续推进。

从重点产业看，汽车和材料成为全市工
业经济较快增长的两个主要支撑，增加值增
速分别为26.7%、16.2%。

其中汽车产业新能源汽车增势尤为迅
猛，特别是赛力斯问界M7、M9销售持续火
爆，长安深蓝S05、L07车型，以及阿维塔07
等车型市场反应良好。

材料产业方面，化工行业增速较快，在重
点企业及新增项目支撑下，化工行业增加值
增长16.2%，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14.1%。

消费品行业保持稳步增长，是去年全市
经济发展另一亮点，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
品制造业、烟草制造业、酒饮茶制造业等多个
行业增加值运行平稳，稳中有增。

服务业新动能发展“质效双升”

市统计局服务业处处长王戈表示，去年
以来我市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服务业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发展内生动力继续
增强，服务业经济总体运行良好。

“服务业发展呈现‘多点开花’，尤其是新
动能发展实现‘质效双升’，是去年全市服务
业发展的突出亮点。”王戈说，在“满天星”行
动计划推进下，互联网和软件行业成为我市
去年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点，去年1—11
月，全市规上互联网和软件行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21.1%。

通道物流带动产业发展，去年我市“铁海
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路班车”3种主
要运输方式运输货物箱量累计达25.18万标
箱，同比增长41%，实现货值466.96亿元，同
比增长67%。

文旅消费活力不断释放，去年以来，全市
文化体育娱乐、休闲观光、文艺表演等文旅消

费场景均呈现两位数增长，特别是“假日经
济”实现了人气、营收“双丰收”。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升

“去年全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抢抓重大
项目开工建设进度，带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
回升，呈现‘工业投资支撑足’‘技改投资动能
强’‘民间投资活力盛’‘设备更新成效显’等
特点。”市统计局投资处处长屈磊旻表示，去
年我市工业投资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时
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企业实施智能化、
数字化改造步伐加快，技改投资亦有积极进
展。

另外，去年我市民间投资活力显现，投资
额比上年增长8.1%，增速较上年加快10个
百分点，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工业民间投资分
别增长33.4%、17%。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全市设
备投资稳步扩大，去年全市设备工器具投资
比上年增长2.5%。

“以旧换新”促销成效显现

市统计局贸易处处长李川表示，去年

以来，我市加速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叠
加节假日效应，带动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商品消费稳定增长，服务消费增势良
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兴消费快
速增长。

去年，我市实现商品零售额1.32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2.6%。特别是在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加力的第四季度，全市家电类、
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14.6%、
3.5%。

在节假日及旅游消费带动下，去年全市
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助力消费市场稳步
复苏。去年全市实现餐饮收入2519.91亿
元，比上年增长9.1%，高于全市商品零售额
增速6.5个百分点；住宿业营业额比上年增
长6.1%，高于全市商品零售额增速3.5个百
分点。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持续融合，电
商直播、即时零售等数字消费场景日渐活跃，
去年全市互联网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5.9%；同时智能化、绿色化消费趋势明显，
去年全市智能家电、智能手机、可穿戴智能设
备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28.8%、20.3%、
11.6%，另外新能源汽车消费表现抢眼，零售
额比上年增长24.9%。

经济运行平稳向好 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市统计局解读2024年全市经济运行特点

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32193.15亿元
同比增长5.7%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135.82亿元

同比增长2.4%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1690.68亿元

同比增长4.6%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8366.65亿元

同比增长6.8%

●粮食产量1100.73万吨，比上年增长0.4%
●蔬菜收获面积预计达1247.42万亩，增长

0.3%；产量2436.32万吨，增长3.1%
●水果产量613.48万吨，同比增长5.8%
●茶叶产量5.80万吨，增长3.1%
●中草药种植面积207.03万亩，增长2.3%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
●汽车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6.7%
●摩托车产业和能源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1%、5.7%
●电子产业、材料产业和消费品产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2.9%、3.7%和3.4%
●装备产业和医药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1.8%

和6.1%
●全市391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02种产品产

量呈现增长
●汽车产量254.01万辆，增长9.4%，其中新

能源汽车95.32万辆，增长90.5%
●液晶显示屏3.92亿片，增长22.1%
●集成电路78.73亿块，增长1.1倍

农业生产保持平稳
特经作物生产增长良好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
新兴产品持续放量

服务业持续向好
互联网和软件行业增长快速

●2024年1—11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6011.01亿元，同比增长9.6%

●10个服务业门类实现“九升一降”，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15.9%、15.4%和11.7%

●2024年1—11月，全市规上互联网和软件
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1%

●规上其他数字内容服务、集成电
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等行
业分别增长11.3倍、1.8倍、60.6%

消费市场稳定发展
消费新动能持续增强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77.37
亿元，比上年增长3.6%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32万亿元，增长3.1%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434.19亿元，增长6.8%

固定资产投资运行平稳
工业投资支撑显著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1%
●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11.2%、0.3%，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8.3%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0.6%，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1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5%
●消费品产业投资增长31.1%，能源、材料产

业投资分别增长23.4%、20.5%，装备、医药产业
投资分别增长14.4%、8%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收窄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2%
●8 个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呈现“六涨两

降”，其他用品及服务、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医疗
保健、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3.2%、
2.8%、1.1%、0.5%、0.1%、0.1%；食品烟酒、交通
通信价格分别下降0.4%、1.4%

●全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
0.7%，降幅较上年收窄1.5个百分点

●购进价格下降0.9%，降幅较上年收窄2.1
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713元，同比增长5.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778元，增长4.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221元，增长6.7%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2.24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3%，比上年下降

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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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李梦妮

江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一年

以来，江津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印发《优化
营 商 环 境 工 作 方 案（2024—2027
年）》，明确 177 项重点任务，持续建
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全区服务效能不断提升，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

去年，全区新增市场主体1.68万
户，总量达13.49万户、增长12.47%，一
流营商环境正成为江津最核心、最持久
的竞争力。

突出改革创新 优化升级“服务区”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走进江津
区政务服务大厅，就能看到志愿者主动
上前引导的身影。

政务服务，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
着企业和群众。江津在全区政务服务
场所探索推行“场所更贴心，待人更耐
心，服务更暖心，办事更放心，流程更顺
心”的“五心”工作机制，全力提高服务
质量，改善服务态度。

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既是一个系
统工程，更是一项改革推动。

为了使政务服务从“碎片化”转变
成“一体化”，江津推动1484项事项、36
个政务服务部门全部进驻政务服务大
厅，入驻率100%。同时，将579个政务

服务事项纳入“一窗综办”，许可事项审
批环节减少 1104 个，审批材料减少
1484个，压减证明事项近300个，即办
事项达到37%。

完善要素保障 打造发展“加油站”

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
石”、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去年，
江津推动198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
资268亿元，其中33个市级重大项目
完成投资 102.5 亿元，实现投资进度
115.8%，快于序时进度 27.5 个百分
点。一系列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优
化要素环境的久久为功。

一年来，江津深化企业用工保障，

设立就业服务专员，实现全区规上限上
企业全覆盖。累计发布就业岗位6万
余个，服务求职群众6.5万余人次，达成
就业意向1.1万余人次；培育打造首批

“渝你同行”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
点9个。

强化用水用电保障。坚持执行用
水成本优惠、欠费不停供等系列政策，
惠及用户1.5万户。全区累计投运工
商企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148个，
建成装机容量19.45万千瓦，去年累计
发 电 1.0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047.60%。

加大金融服务供给。小微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涉农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21.66%、6.69%、7.10%。引导金融服
务港湾服务企业 3242 家、发放贷款
83.58亿元，首贷续贷中心累计对接企
业933家、发放贷款16.52亿元。

聚焦企业需求 锻造营商“硬内核”

去年12月，江津召开2024年度优
化营商环境述职评议会。会议邀请
400名社会各界代表当“考官”现场打
分，对全区54家政务服务类和要素保
障类单位进行评议，政务服务满意度达
到96.30%。

“我们对标国内一流和市内先进，
着力破解经营主体办事的堵点、痛点、
难点问题，全面建设让企业放心投资、

省心办事、安心发展的营商环境。”江津
区相关负责人说。

“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更高效。为
全区587家规上工业企业匹配服务企
业专员218名，走访调研2314家次，受
理吹哨事项438件，办结率100%。

精准服务企业更贴心。“民呼我为”
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2.7万余件，集成

“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服务63项，“川渝
通办”可办事项达到362项。

知识产权保护更有力。深化川渝
“泸永江”联合保护合力，全年办理知识
产权行政案件66件，成功调解矛盾纠
纷9件，办理行政裁决案件6件。

王琳琳 孔德虎 马菱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