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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5%，涨幅较去年同期扩大3.1个百分
点，其中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4.2%，涨幅比2月份回落1.6个百分点。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居住、教
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
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15.1%、0.4%、
2.2%、2.3%、3.4%，衣着、生活用品
及服务、交通和通信价格分别下降
1.5%、0.1%、0.8%。在食品价格中，
猪肉价格上涨129.3%，是造成居民
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8482元，比上年增长1.4%。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158元，增长0.8%；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4423 元，增长
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2.52，比上年同期缩小了0.03。

市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总体来
看，一季度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受
疫情冲击较大，但总体可控，特别是
疫情下“危中有机”，部分涉疫情防
控行业发展逆势增长。当前，全市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
秩序有序恢复，经济稳中向好的趋
势没有改变。

接下来，我市将全力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加快全面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抓好支持政策
落地落实，统筹做好“六稳”工作，保
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力争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居民消费价格呈现结构性上涨

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高技术新兴产品、新兴服务业、新零售业等表现突出

新动能发力 稳中向好趋势没有变
4 月 21 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联

合发布今年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经济运

行数据显示，高技术新兴产品、新兴服务业、新零售业

等新动能发力，全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对一季度经济情况及其新特点等，市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在发布会上进行了解读。

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哪些产业冲击
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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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发言人秦瑶，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副总队
长、新闻发言人李涛明。

一季度金融业及其他服务业逆势增长

重庆日报：疫情对今年一季度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较大冲击，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
业、住宿餐饮业等都受到很大影响，但全市一季
度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同比下降3.4%，是何原因？

秦瑶：从全市一季度第三产业中的6个行业
增加值增速情况看，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
宿餐饮和房地产等4个行业的增加值增速都低
于第三产业平均增速，其中住宿餐饮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28.4%，而金融业、其他服务业这2个
行业增速则是高于第三产业平均增速，呈现逆势
增长，金融业同比增长4.7%，其他服务业同比增
长2%。

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与我市一季度股市
活跃、社会融资规模指标高涨保持了一致。在其
他服务业中，虽然体育、娱乐行业受到疫情冲击
较大，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
了快速增长，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民生行业运行稳
定，还有科研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等行业通过
线上办公方式，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从而保证
了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另外，从各行业占第三产业比重来看，一季
度增速较低的 4 个行业占第三产业比重为
38.3%，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重
达到61.7%，对第三产业增速起到了较强拉动
作用。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经济数据无可比性

重庆日报：新冠肺炎疫情对于重庆一季度经
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秦瑶：很难具体量化测算此次疫情对全市经
济的影响有多大，因为有些影响是直接的，有些
是间接的，有的是短期有的是长期的。

从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看，全市GDP同比
下降 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8.6%，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下降16.1%，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3.2%，进出口总值同比
下降14.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5%。

另外从全市一、二、三产业看，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同比下降1.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10.6%，其中1-2月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14.7%。

这些数据都如实反映了疫情对重庆经济的
影响。但需说明的是，分析一季度全市经济形
势，要放在此次疫情冲击的背景下综合衡量，此
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抑制了正常经济活动，与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的经济运行数据是不具备
可比性的。总体来看，疫情对全市一季度经济社
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但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
可控。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预计呈“前高
后低”走势

重庆日报：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
5%，是何原因？另外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
居民消费价格后续走势预计如何？

李涛明：从一季度逐月来看，全市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呈现“先涨后降”走势，其中1月份受春
节效应影响，其数值环比上涨1.1%、同比上涨
4.9%；2月份受疫情影响，部分农产品销售受阻
带动物价继续上涨，其数值环比上涨1.6%、同比
上涨至5.8%；3月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市
场供给逐步增加物价有所回落，其数值环比下降
2.2%、同比涨幅回落至4.2%。

造成一季度全市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猪肉价格大幅攀高，受非洲猪瘟后续影
响，我市生猪产能减少，加上疫情影响造成人工
和物流成本增加，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其次，受猪
肉价格攀升影响，牛、羊、禽等其他肉类的替代性
消费需求增强，价格呈现全面上涨；第三是蔬菜
价格上涨，受疫情影响，1月底我市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人工、物流成本上升
推高了蔬菜价格，直到3月份随着防控形势好
转，物流运输成本下降，蔬菜价格已有所回落。

要预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后续走势，首先要
看国内形势。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整体经受住疫
情考验，农业生产形势较好，食品供应充足，物流
恢复通畅，涨幅最大的生猪价格也在3月开始出
现高位回落，后期食品价格走势将以降为主。另
外，随着工业企业及服务行业复产复工，居民消
费价格将保持低位运行。

其次是看国际因素，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物价存在下行空间，综合判断后续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或将趋于回落，预计全年呈“前高后低”
走势。

疫情冲击是短期的
总体上可控
——对话市统计局、国家统

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新闻发言人

工业方面，一季度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0.6%，较
1-2月收窄13.4个百分点，其中3月
全市规上工业实现恢复性增长，当
月增加值增长7.5%。

从工业三大门类看，一季度全
市采矿业增加值下降1.6%，制造业
增加值下降11.7%，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下降
3.2%；一季度全市八大工业支柱产
业增加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但
较1-2月明显收窄，特别是电子、材

料、消费品及汽车产业增加值在3月
份增势明显，推动了全市工业生产
回升，其中电子、医药、消费品产业
增速均超过两位数，高技术新兴产
品增势良好，集成电路、智能手表、
液晶显示屏、半导体分立器等产量
均较快增长。

疫情防控下，医药制造、食品等
产业受影响较小，发展平稳。一季
度全市医药制造业增加值降幅低于
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特别是生
产口罩原材料的化学纤维制造业发

展快速，增加值增长44.6%；纺织业
中的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增长
5.8倍。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产量增长1.6倍，口罩原材料无纺布
产量增长69.2%，化学纤维产量增长
23.6%。

另外，涉及居民生活必需品的
食品制造业增加值下降 8.9%，降
幅低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其
中方便食品制造增长 6.3%，农副
食品加工业中的植物油加工增长
1.1%。

高技术新兴产品增势良好

受疫情冲击，一季度全市第三
产业增加值下降3.4%，货物运输量
下 降 11.3% ，旅 客 运 输 量 下 降
57.7%。其中1-2月，全市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476.69 亿

元，下降14.7%。
1-2月，全市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119.03亿元，增长13.5%；规模以上
数字服务业中的大数据、软件服务

业、物联网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4.2%、8.7%、17.8%，全市电信业务
总量实现457.4亿元，增长32.6%；2
月当月，全市快递业务收入增长
10.8%。

数字服务业快速增长

一季度，疫情对我市消费市场
冲击较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384.45亿元，下降18.6%，其中3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66.13亿
元，下降5%，降幅比1-2月收窄19.7
个百分点；3 月份商品零售下降
4.7%，降幅比1-2月收窄16.3个百
分点。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一季度全
市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061.15亿元，
下降 18.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23.3亿元，下降18.4%；按消费类型
分，餐饮收入196.22亿元，下降41.5%；
商品零售2188.23亿元，下降15.6%；
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商品则呈现增长
态势，如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增长

9.9%，比1-2月多4.4个百分点。
疫情防控期间的居家隔离推动

了网络零售持续增长，一季度全市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实物商品网
络零售额增长31.5%，比1-2月加快
15.6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多25.4
个百分点，其中3月增长59.9%，比
去年同期多50.3个百分点。

居家隔离推动网络零售持续增长

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下
降16.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14.9%，工业投资下降21%，房地产
开发投资下降12.9%，降幅分别比
1-2月收窄34.1、25.3 和 27.1 个百
分点；分产业看，一季度全市第一产
业投资下降27.5%，第二产业投资下
降 20.8% ，第 三 产 业 投 资 下 降
13.9%，降幅分别比1-2月收窄24、
25.5、29个百分点。

另外，一季度全市民间投资下
降17.9%，降幅较1-2月收窄25.4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下降
7.3%，降幅小于全市平均投资8.8个
百分点；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投资恢复程度好于
其 他 产 业 ，分 别 增 长 77.6% 和
34.8%。

全市医疗卫生、民生保障投入
持续增加，卫生业投资增长3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它服务业投资增
长37.7%，社会工作行业投资增长
1.4倍。

一季度，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降幅收窄，房地产供给总体平稳，其
中商品房销售面积943.4万平方米，
下降34.6%，降幅比1-2月收窄25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665.94亿
元，下降39.3%，降幅比1-2月收窄
23个百分点。

民生领域投资增长加快

一季度，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
1130.67亿元，下降14.1%，降幅较
1-2月收窄4.2个百分点，包括出口
642.43 亿 元 ，下 降 25.7% ，进 口
488.24亿元，增长8.1%；3月份全市

进出口总额444.99亿元，下降6.7%，
出口255.91亿元，下降14.8%，进口
189.08亿元，增长6.9%。

在产品出口方面，一季度全市
笔记本电脑出口实现产值242.7亿

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8%；3月
份，笔记本电脑出口值已恢复至去
年同期九成以上水平，集成电路、液
晶显示板出口增幅较大，分别增长
74.5%和1.7倍。

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势头良好

一季度，全市
农业（种植业）产值
同比增长5.8%

5.8%

3月全市规上
工业实现恢复性增
长，当月增加值增
长7.5%

集成电路、智
能手表、液晶显示
屏、半导体分立器
产量分别增长 4.3
倍、2.5 倍、36.3%
和 10.8%

7.5%

1-2 月，全市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营业收入 119.03亿
元，增长 13.5%

13.5%

一季度全市
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实物商品
网络零售额增长
31.5%

31.5%

卫生业投资增
长 39%，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它服务业
投资增长 37.7%，
社会工作行业投资
增长 1.4倍

39%

一季度全市笔
记本电脑出口实现
产值 242.7 亿元，
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37.8%

37.8%

一季度，全市
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5%，涨幅较去年
同期扩大 3.1个百
分点，其中3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 4.2%，涨幅比 2
月份回落 1.6个百
分点

5%

一季度，全市农业（含种植业）
产值同比增长5.8%（以下涉及百分
比数据均为同比增减）。随疫情防
控形势好转和气温回升，全市各地

春耕春播有序推进，播种进度明显
加快。截至3月下旬，全市大春粮食
播种进度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

畜牧业方面，一季度全市出栏

生猪395.2万头，下降24.8%，季末
生猪存栏906.3万头，下降20.4%；
出栏家禽5057.8万只，下降20.3%，
季末存栏11225.5万只，下降1.2%。

春耕春播稳定向好

本版稿件由记者夏元采写

一季度，全市出
栏生猪395.2万头，
同比下降24.8%

-24.8%

-10.6%
一季度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 10.6%

从工业三大门
类看，全市采矿业增
加值下降 1.6%，制
造 业 增 加 值 下 降
11.7%，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 业 增 加 值 下 降
3.2%

1-2月，全市规
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营业收入 476.69亿
元，下降 14.7%

-14.7%

一季度，全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84.45亿元，下降
18.6%

-18.6%

一季度，全市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下
降 16.1%，其中基础
设 施 投 资 下 降
14.9%，工业投资下
降21%，房地产开发
投资下降 12.9%

-16.1%

一季度，全市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1130.67 亿元，下降
14.1%

-14.1%

一季度，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1158元，增长
0.8%；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23元，增长2%。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值为 2.52，比上
年同期缩小了0.03

-0.03

资料来源：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