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计2020年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小幅上涨

重报深度 5CHONGQING DAILY

2020年 1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张辉

本报讯 1月20日，在市政府新闻办发布
会上，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联
合公布2019年度全市经济运行情况，2019年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605.77亿元，比上
一年增长6.3%。

市统计局表示，在2019年，我市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
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
划”，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全市经济稳中有进，符合
预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分产业看，2019年全市第一产业实现增
加值1551.42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实现
增加值9496.84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实
现增加值 12557.51 亿元，增长 6.4%；人均
GDP达到75828元，增长5.4%。

2019年，全市经济运行主要呈现出农业
总体平稳发展，牛羊禽稳定增长；工业生产
稳定向好，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平稳发展，

新兴服务业较快增长；市场销售稳健增长，
消费升级持续推进；投资平稳增长，工业投
资结构持续优化；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商
品房销售面积持续回落；对外贸易总体平
稳，利用外资形势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总体符合预期目标，工业生产者价格基本平
稳；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水平持续提高；
人口总量继续增长，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等
特点。

会上，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总体来

看，2019年全市经济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发
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2020年，我
市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决打赢“三大攻坚
战”，深入实施“八项行动计划”，全面做好

“六稳”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广，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
提升，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

2019年，我市经济发展运行情况总体如
何？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发展态势，
以及投资、出口和人口增长等情况如何？发布
会上，市统计局“晒出”2019年度我市经济运
行“数据表”。

农业总体平稳发展
工业生产稳定向好

2019年，全市粮食生产总体稳定，粮食
产量1075.2万吨，同比下降0.4%，粮食单产
每亩358.5公斤，同比增长0.5%；全年出栏生
猪1480.4万头，同比下降15.8%；出栏牛54.9
万头，同比增长0.8%；出栏羊449.4万只，同
比增长0.5%；家禽出栏2.24亿只，同比增长
5%。

201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6.2%，较上年提升5.7个百分点。分三
大门类看，采矿业增长 2.6%，制造业增长
6.5%，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2%。

在全市相关支柱产业中，材料产业、电子
产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速分别为14.7%、
14.3%；汽车产业下降4.1%，降幅较上年收窄
13.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制
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6%、11.6%，分别高
于全市平均水平6.4、5.4个百分点，增加值占
全市规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 19.2%和
25%，比上年分别提高1.2、2.1个百分点，对
全市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34.8%、
42.1%。

新产品产量迅速增长，是去年全市工业经
济发展一大亮点。其中，集成电路增长5.2倍，
智能手表增长 1.5 倍，3D 打印机设备增长
67.7%，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增长62.3%，液晶
显示屏增长36.4%，电子元件增长20.6%，平

板电脑增长14.9%。

服务业平稳发展
商贸经济稳健增长

2019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4%。其中，金融业增长8%，住宿和餐饮业
增长 7.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6.9%，批发和零售业增长6.6%。全年全市实
现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3.12万亿元，增
长11.2%；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2305.61亿元，
增长13.1%。2019年1-11月，全市规模以上
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3363.49亿元，同比增长
14.5%。

信息服务业新增长点不断涌现。2019年
1-11月，全市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业营业收入228.7亿元，同比增长45.2%；互联
网行业业务不断创新拓展，规上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97.76 亿元，增长
32.1%；现代交通物流加快发展，规上多式联
运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134.85亿元，增长
63.7%。

2019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667.34亿元，同比增长8.7%。按经营单位所
在地划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5%，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3%；按消费类型分，餐
饮收入1423.22亿元，增长13.6%；商品零售
7244.12亿元，增长7.7%。

消费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2019 年，
全市限额以上批零法人企业化妆品、金银
珠宝、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
品合计增长 11.4%，较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
点，同时智能化商品零售也实现快速增长，
包括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 44%、智能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增长50.3%、智能手机增长
37.6%。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2019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7%，实现平稳增长。分领域看，工业投资增
长8.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4.5%，基础设施
投资下降0.7%。在基础设施重点领域方面，
我市去年“补短板”力度较大，燃气生产供应业
投资增长27.2%，水利管理业增长14.5%，道
路交通运输业增长6.5%。

在工业投资方面，去年我市推动加快工业
转型升级加快，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8%，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6.9%，在相关支柱产
业中，材料产业投资增长28%，化工产业投资
增长26.1%，电子产业投资增长13.1%。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全市房地产行业总体
平稳，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回落。截至2019
年底，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2.8亿平方米，比上
年末增长2.8%，其中住宅施工面积1.85亿平
方米，增长3.4%；全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6104.68万平方米，下降6.6%，其中住宅销售
面积5149.08万平方米，下降5.1%；全年全市
商品房销售额5129.42亿元，下降2.7%，其中
住宅销售额4457.78亿元，增长0.3%。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符合预期
对外贸易总体平稳

2019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有涨幅但总
体符合预期目标。全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比上年上涨2.7%，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
格“七涨一降”——除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1.4%外，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
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服务
类价格，分别上涨 6.8%、0.2%、2%、0.6%、
1.9%、0.7%和2.8%。

2019 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774
元，比上年增长7.9%。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25785元，增长6.8%；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13112元，增长9.5%。

2019年，全市利用外资形势稳定，对外
贸易形势稳定，去年实现进出口总值5792.78
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出口3712.92亿
元，增长 9.4%；进口 2079.86 亿元，增长
13.8%；全市实际利用外资103.1亿美元，增
长0.4%。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人口总量继续增长

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920元，比上年增长9.6%。其中，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939元，增长8.7%；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33元，增长
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2.51:1，相
比上年缩小了0.02。

2019全年全市常住人口达3124.32万人，
比上年增加22.53万人；全年出生人口32.62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死亡人口23.56
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57‰；人口自然增长率
2.91‰。

从性别结构看，我市男性人口1575.4万
人，女性人口1548.92万人；从年龄构成看，
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1913.96万人，占
总人口比重为61.26%，60周岁及以上人口
643.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20.60%，其中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467.4 万人，占总人口
14.96%；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
2086.99万人，比上年增加55.4万人，乡村常
住人口1037.33万人，减少32.87万人，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66.8%，比上年提
高1.3个百分点。

在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后，我市在推动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面有哪些进
展？今年，全市消费品价格能否保持平稳？
对此，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统计局副局长
秦瑶、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李
涛明。

全市GDP统一核算改革有序推进

重庆日报：此前国家统计局表示，将以全
国第四次经济普查为契机，推动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改革，目前重庆在这方面相关工
作进展如何？

秦瑶：在经济普查后对GDP数据进行修
订，这既是我国统计制度要求，也是国际惯
例。国家《统计法》规定，我国统计制度是以
普查为基础，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
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
政记录等资料。

5年一次的全国经济普查对全国各地区
经济进行“地毯式”体检，数据涵盖从事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GDP核算提供了范围
全面、内容丰富、真实准确的基础数据，特别
是规模以下法人单位和个体户的数据更为全
面、详实准确，弥补了非经济普查年度数据来
源的不足，核算结果更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
实际。

因此，我市按照全国统一部署，根据全国
统一的GDP核算方案，运用经济普查数据和
相关部门资料，对2018年全市GDP初步核算
数进行修订，并将修订结果应用于2019年的
增加值核算。

目前，国家统计局已完成2019年地区
GDP统一核算工作。我市亦紧跟国家改革步
伐，推进全市区县GDP统一核算工作，并根据
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和全国统一的经济普查
年度GDP核算方案，完成了2018年全市各区
县GDP的修订和2019年区县GDP统一核
算，实现了各区县GDP汇总数据与全市GDP
数据的基本衔接，目前统一核算改革正有序
推进。

2020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比2019年减缓

重庆日报：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
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7%，但市
民感觉消费价格涨幅比官方数据更高一些，
会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另外，预计
今年全市物价走势会如何？

李涛明：2019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在调控区间内，但结构性上涨特点突出。
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6.8%，拉动CPI上
行2.02个百分点，成为影响CPI上行的主因。

造成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全市生猪供给偏紧，全
年猪肉价格拉动食品价格上涨6个百分点。

由于受猪肉价格大幅攀升影响，其他肉
类的替代性消费需求增强，2019年以来，全市
牛肉、禽肉、水产品价格呈现全面上涨，共同
拉动食品价格上行2.4个百分点。另外，去年
全市鲜瓜果价格上涨7.8%，较2018年同期扩
大4.7个百分点，为近5年同期最高，拉动了食
品价格上行0.6个百分点。

对于市民感觉物价水平与公布CPI不一
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是CPI
作为度量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随
着时间变动的相对数，它是一个综合指数，不
能简单地把某一类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理解为
整个居民消费价格波动。其二由于居民本身
收入水平差异，对于物价变化的敏感程度亦
不同，比如在低收入家庭，食品支出可能占全
部支出60%，居民对食品价格特别敏感，而高
收入者食品支出比例相比较小，对食品涨价
感觉不明显，因此不同收入人群对CPI变化
的感受也不同。

关于2020年全市物价走势的判断，预计
影响物价波动的因素会有以下方面：中央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
展，将为物价平稳运行奠定基础；食品价格涨
幅或将有所收窄，随着各地生猪产能恢复，猪
肉总体供给紧张情况有所缓和。另外在不发
生大范围气象灾害情况下，预计今年蔬菜、粮
食等农产品生产形势稳定，价格不会出现大幅
波动；国内消费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
大的改变，将一定程度上平抑物价上行；劳动
力成本刚性上涨，以及生产成本、流通费用、土
地租金等持续上涨，可能推动物价上行。

综合分析，预计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将呈现小幅上涨，但上行趋势应该比
2019年有所减缓。

全 市 经 济 总 体 稳 中 有 进
2019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605.77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6.3%

新产品产量增长迅速成为工业经济发展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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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市经济运行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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